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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低顺式聚丁二烯橡胶是聚丁二烯橡胶中的一个

分类，主要用于 PS（聚苯乙烯）和 ABS（丙烯腈
- 丁二烯 - 苯乙烯三元共聚物）的改性生产。本文
将从近年来低顺式聚丁二烯橡胶的原料供应、国内
外供需面和市场格局等进行分析，探讨该产品未来
的发展趋势并提出几点建议。
1 低顺式聚丁二烯橡胶产品简介
1.1 顺丁橡胶定义及分类

聚丁二烯橡胶是丁二烯单体在不同催化剂作用
下，经不同方法聚合而成的一类高分子聚合物。按
聚合方法的不同可分为溶液聚合聚丁二烯橡胶、乳
液聚合聚丁二烯橡胶、本体聚合聚丁二烯橡胶和气
相聚合聚丁二烯橡胶；按微观结构不同可分为高顺
式聚丁二烯橡胶、低顺式聚丁二烯橡胶、中乙烯基
聚丁二烯橡胶和高乙烯基聚丁二烯橡胶；按催化体
系不同可分为鎳系、钛系聚丁二烯橡胶、钴系聚丁
二烯橡胶、锂系聚丁二烯橡胶和稀土系聚丁二烯橡
胶；按聚合工艺不同则可分为间歇性聚合和连续聚
合。

低顺式聚丁二烯橡胶是丁二烯单体采用锂催化
体系经溶液聚合而得，最早由美国费尔斯通轮胎
和橡胶公司于 1955 年开发，1961 年投产。低顺式
聚丁二烯橡胶结构中顺式 1,4 构型含量占 40% 左
右，反式 1,4 构型含量为 50% 左右，1,2 构型含量
占 10% 左右。低顺式聚丁二烯橡胶具有以下特点：
①纯度高、色泽好、透明，质量均匀且不含过渡金
属；②凝胶含量极低，通常小于 0.01%；③回弹性
优异，耐寒永久变形小且具有较好的耐磨性以及优
于天然橡胶的耐老化性和耐油性；④优异的动态力
学性能和良好的加工性能；⑤分子量分布较窄、充
油量较大，可混入较多的调料，使胶料的成本降低；

⑥线性低顺式聚丁二烯橡胶具有明显的冷流倾向，
但是星型低顺式聚丁二烯橡胶可克服此缺点；低温
性能和加工性能与高顺式聚丁二烯橡胶比稍差。

目前全球低顺式聚丁二烯橡胶主要生产厂商生
产低顺式聚丁二烯橡胶采用共线的方式，即同一条
生产线除生产低顺式聚丁二烯橡胶外可切换生产
溶聚丁苯橡胶、SBS 等其他橡胶品种。

低顺式聚丁二烯橡胶由于下游产品不同牌号的
要求不同，也分为普通牌号和特殊牌号。特殊牌号
生产厂家较少，价格较普通牌号高较多。
1.2 低顺式聚丁二烯橡胶原料

低顺式聚丁二烯橡胶的原料为丁二烯单体。丁
二烯是生产合成橡胶（丁苯橡胶、顺丁橡胶、丁腈
橡胶、氯丁橡胶）的主要原料。苯乙烯与丁二烯共
聚，可生产各种用途广泛的树脂（如 ABS 树脂、
SBS 树脂、BS 树脂、MBS 树脂），使丁二烯在树
脂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

截止 2020 年我国丁二烯产能合计约为 488/a，其
中中石化方面产能约为 186 万 t/a，占比约在 38%； 
中石油方面产能在 112.5 万 t/a，占比在 23%；而其
他方面产能在 189.5 万 t/a，占比在 39%。中石油丁
二烯装置开工率高，下游多配套橡胶及 ABS 生产，
自用比例高，具有产业链规模效应。中石化丁二烯
产能利用率高，下游产业链配套比例不高。民营企
业由于部分为氧化脱氢工艺成本偏高，整体开工负
荷不足。

由于国内丁二烯产量难以满足下游需求，且内
外盘存有一定的套利情况，促使部分国内商家或者
终端工厂对进口货源存有一定的需求。每年进口量
约在 20 万 t-30 万 t 的范围，2020 年疫情影响下国
外需求不足价格下跌，国外丁二烯大量涌入中国，
进口量增长至约 46 万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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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低顺式聚丁二烯橡胶原料供应、供应端、需求端、进出口等几方面的介绍，分析
了该产品的现状和未来，并对该产品的发展提供几点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低顺式聚丁二烯橡胶；丁二烯；PS（聚苯乙烯）；ABS（丙烯腈 -丁二烯 -苯乙烯三元共聚 
物）；进出口贸易



-23-中国化工贸易          2022 年 4 月

Trade Economy  | 贸易经济

未来中国丁二烯新增产能巨大，预计至 2024
年中国丁二烯产能将超过 600 万 t，大乙烯抽提装
置为主，目前计划下游配套较少。

未来中国地区丁二烯供应将大于需求，预计丁
二烯价格将处于低位。下游橡胶将不用担心原料供
应稳定性及成本问题。
1.3 低顺式聚丁二烯橡胶下游

低顺式聚丁二烯橡胶主要下游用途为塑料改
性及轮胎。塑料改性需求约占顺式聚丁二烯橡胶
94% 的消费量，轮胎行业需求约占顺式聚丁二烯
橡胶 6% 的消费量。

塑料改性主要用于聚苯乙烯（PS）及 ABS。聚
苯乙烯（PS）是指由苯乙烯单体经自由基加聚反
应合成的聚合物。因其用量和应用范围较为广泛，
被列为五大通用塑料之一。PS 具有高透明度、绝 
热、绝缘、低吸水性、易成型等特点，被广泛应用
于电子电器、日用品、包装容器、玩具等众多领域
中。随着国内 LED 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PS 在导
光板、扩散板领域的使用率越来越高，也促进生产
企业提高了这方面的技术研发。聚苯乙烯分为通用
型聚苯乙烯（GPPS）和高抗冲击聚苯乙烯（HIPS）。
高抗冲击聚苯乙烯（HIPS）中需添加低顺式聚丁
二烯橡胶，通用型聚苯乙烯（GPPS）中不使用低
顺式聚丁二烯橡胶。

ABS 为塑料产品中的重要品种，通常为浅黄色
或乳白色的粒料非结晶性树脂，其抗冲击性、耐
热性、耐低温性、耐化学药品性及电气性能优良，
还具有易加工、制品尺寸稳定、表面光泽性好等特
点，容易涂装、着色，还可以进行表面喷镀金属、
电镀、焊接、热压和粘接等二次加工，广泛应用于
机械、汽车、电子电器、仪器仪表、纺织和建筑
等工业领域，是一种用途极广的热塑性工程塑料。
根据生产工艺可分为乳液接枝法和本体法。占国内
ABS 市场份额 90% 以上的乳液法 ABS 产品由丙烯
腈、丁二烯和苯乙烯组成，在家电、小家电、汽车、
改性、PC/ABS 合金等行业得到广泛应用，是 ABS
市场的主导者；本体法 ABS 由丙烯腈、聚丁二烯
橡胶和苯乙烯组成，主要用于汽车行业。高抗冲击
聚苯乙烯（HIPS）改性中添加低顺式聚丁二烯橡
胶约 7%。本体法 ABS 添加低顺式聚丁二烯橡胶约
12%。
2 中国低顺式聚丁二烯橡胶行业现状和未来
2.1 生产

全球低顺式聚丁二烯橡胶主要生产厂商生产低
顺式聚丁二烯橡胶采用共线的方式，即同一条生产

线除生产低顺式聚丁二烯橡胶外可切换生产溶聚
丁苯橡胶、SBS 等其他橡胶品种。低顺式聚丁二烯
橡胶装置以生产溶聚丁苯橡胶、SBS 等其他橡胶品
种为主。主要原因为：轮胎用溶聚丁苯售价及利润
远高于低顺式聚丁二烯橡胶 

中国生产低顺式聚丁二烯橡胶的生产厂家为中
石化高桥石化、中石油独山子、北方戴纳索、镇江
奇美等 4 家。受生产工艺决定低顺式聚丁二烯橡胶
均与其他橡胶共线生产，生产厂商会根据几个橡胶
品种的需求量、利润空间动态安排生产，生产量较
难预计。目前中国国内长期稳定生产低顺式聚丁
二烯橡胶且对外销售的厂家仅为中石化高桥石化，
镇江奇美和北方戴纳索基本以供应自身装置为主，
中石油独山子少量生产高附加值低顺式聚丁二烯
橡胶，基本不生产普通牌号低顺式聚丁二烯橡胶。
2020 年中国低顺式聚丁二烯橡胶产量预计约为 9
万 t。其中高桥石化橡胶装置生产量约为 6.1 万 t。 

从未来新增产能来看，中国国内民营企业有新
增产能规划但尚不明确。世界范围，阿朗台橡 2021 
年关停了其在新加坡的一套生产线。TRINSEO 将
其在德国的装置出售给波兰 SYHTHOS，未来的生
产情况不确定。
2.2 消费

2.2.1 聚苯乙烯（PS）

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发布的＜中国石
化市场预警报告（2020）2019 年中国 PS 总产能约
361 万 t 其 中 HIPS 预 计 产 能 在 112 万 t，2019 年
HIPS 开工率预计 77% 左右，实际产量 63 万 t，占
PS 总产量的 25%。按低顺 7% 的添加比例，低顺
用量约为 4.4 万 t。

未来几年内，国内 PS 行业包括 HIPS 产能将有
较大发展，预计 HIPS 新增产能约为 49 万 t，按低
顺 7% 的添加比例将新增需求约 3.4 万 t，对低顺
橡胶的需求量将有较大发展。
2.2.2 ABS

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发布的＜中国石
化市场预警报告（2020）2019 年中国 ABS 总产能
约为 415.5 万 t。其中本体法 ABS 产能约为 50.8 万 t。
预计本体法 ABS 产量在 28.5 万 t，其中改性 ABS
约 22 万 t。

本体法 ABS 为 TRINSEO（原 DOW）的专有技
术，因此新增产能较为受限。未来中国国内新增产
能计划为科元集团在广西和浙江的项目，长期规划
为 220 万 t，但何时投产尚需观察。

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发布的＜中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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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市场预警报告（2020）2019 年中国 PS 进口量约
为 204 万 t，出口量在 3.5 万 t 左右。
2.3 进出口

聚丁二烯橡胶因产品归类情况不同，涉及产品
税则号为 40022010 和 40022090。两个税则号中包
含了所有品种牌号的聚丁二烯橡胶，即低顺式聚丁
二烯橡胶与高顺式聚丁二烯橡胶以及其他聚丁二
烯橡胶，较难区分。按笔者个人预估，预计 2020
年进口量约为 1 万 t 左右，出口量约为 0.7 万 t 左右。
3 中国低顺式聚丁二烯行业的发展对策
3.1 加大装置投资力度，扩大生产能力

上文提到中国的 HIPS 行业和 ABS 行业未来将
有大幅扩产，对原料低顺式聚丁二烯的需求将迅速
增加，中国国内市场未来预计将出现供不应求的
局面。目前国内生产低顺式聚丁二烯的厂家有限，
除中石化高桥石化稳定生产外，其余数家生产企业
主要生产溶聚丁苯和 SBS 为主，增产潜力有限。
由于中国地区未来即将投产的大炼油项目较多，项
目下均有丁二烯资源。而中国地区随着丁二烯供应
量近年来供应量的不断增加，丁二烯价格也逐步走
低，未来预计将长期处于低位，从成本上对下游产
品而言将具有较好的成本优势。建议在未来中国大
炼油项目上适当配套低顺式聚丁二烯产品生产，缓
解未来市场的供应不足。特别是目前相当部分可生
产低顺式聚丁二烯产品的装置位于西北和东北地
区，远离主要消费地华东地区和华南地区。未来在
配套装置时也需考虑地域问题。听闻市场部分华东
地区民营企业已有规划意向，未来 1-3 年有望看
到中国新产能的投放。
3.2 加强技术创新，进行自有技术研发

由于低顺式聚丁二烯的工艺难度，中国目前生
产低顺式聚丁二烯均采用的为国外引进技术，无自
身自有技术。中石化高桥石化引进的为日本旭化
成技术，中石油独山子引进的为意大利埃尼技术，
辽宁盘锦戴纳索为合资企业，使用的为外方戴纳索
的技术。而其他通用橡胶品种使用的基本为国内自
有技术，如高顺式聚丁二烯一般使用中石化燕山技
术，丁苯橡胶一般使用中石化齐鲁石化技术等。技
术引进时，受外方制约较大，最新的技术一般国外
生产商自身使用不予转让；或在转让时增加诸多限
制，如时间限制，如销售区域等，对于中国橡胶企
业，对低顺式聚丁二烯生产技术的自主研发刻不容
缓。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有利于中国橡胶企业摆脱
国外企业的技术限制，有助于中国橡胶企业走向国
际舞台，在国际市场参与竞争，争夺一席之地。

3.3 进一步规范统一海关政策，加强贸易流通

目前低顺式聚丁二烯橡胶涉及产品税则号为
40022010 和 40022090，进口税率均为 7.5%，出口
退税率均为 13%。由于与对初级形状和非初级形
状的认定具有一定不一致性，各地海关执行结果不
一。针对此情况，海关总署于 2018 年 12 月 6 日发
布部分商品归类决定的公告，其中增加了“不规则
形状的合成橡胶，符合第四十章注释三规定的按初
级形状归类”。按此公告，目前市场上生产商生产
的聚丁二烯商品基本可归入初级形状中。但按照笔
者在实际业务操作中的经验，市场参与者特别是下
游生产企业因两个税号的进口税率相同，因此基本
仍按之前的税号申请报关。在此情况下，出口企业
如仍按之前的税号申报，则享受不到国家出口退税
率的提高，出口积极性将大幅下降。如按新税号，
则出口报关企业税号与进口企业税号不一致，深加
工结转等贸易方式无法操作。建议国家海关等相关
政府部门对相关进出口政策作进一步明确，从而有
助于贸易环节的流通。
3.4 畅通进出口双向渠道

低顺式聚丁二烯的生厂商和下游用户均较为有
限，市场容量不大。供应面和需求面的变化对市场
均会造成较大影响。考虑未来下游 HIPS 和 ABS 行
业的快速发展，和低顺式聚丁二烯可能增加的供
应，市场的供需将会出现再平衡。在此情况下，畅
通市场的进出口渠道有利于市场秩序的建立。出口
方面抓住国家“一带一路”的契机，加强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下游客户的交流，保持一定的出口
量，维持市场份额，让沿线发展中国家享受中国制
造的高质量和低成本，帮助其提升产业能力，增强
国际竞争力硬实力。进口方面对于中国目前尚无法
制造的产品做适当进口，一方面填补国内下游产业
的需求，另一方面对国外产品做研究，对其工艺技
术等做借鉴，有助于国内生产企业早日研发出自己
的技术，早日达成国产化。

综上，中国目前低顺式聚丁二烯产能有限，自
有技术率低，生产产品附加值不高，未来下游 PS
及 ABS 将有较大发展对低顺式聚丁二烯需求明显
增加，而上游丁二烯供应充足价格处于低位。我们
应加大项目投资力度，增强自主技术研发和技术创
新，进行产品升级，顶替进口产品，并抓住“一带
一路”契机，畅通进出口双向渠道，加强贸易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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