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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兼具学术研究和实践指导意义，是一部从全球视野角度较全面探讨确保我国天然橡胶供给安
全的有效途径及保障措施等问题的著作。
本书可供天然橡胶产业相关领域的管理者和决策者、企业及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高等院校相关专业
的师生参考使用，也可作为天然橡胶产业安全管理知识培训教材和参考读物。
　　天然橡胶是国防和经济建设不可缺少的战略物资和稀缺资源，在生产地域和产品性能上具有不可
替代性，天然橡胶产业是一种典型的资源约束型产业；它不仅是现代经济的命脉，更是一种军事、外
交资源。
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
由于世界天然橡胶生产与消费分布极为不对称，供求矛盾日益突出，尤其我国更是如此。
我国近年来进口依存度日益增强、自给率不断下滑，这对于消耗量和进口量均居世界第一位，而自给
率仅为25％左右，经济又正处于快速稳步发展的我国来说是极其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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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柯佑鹏，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并担任中国天然橡胶协会常务理事，“农林经
济管理”省级教学团队带头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科技信息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香蕉国家现代产业
技术体系产业经济责任专家等。
　　曾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国家软科学项目2项，省部项目30多
项。
在国际、国内学术刊物发表专业学术论文80多篇，主编出版专著或教材7部，《中国天然橡胶经济问题
研究》获海南省第六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二等奖”。
　　过建春，琼州学院副院长，留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获“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
人选、国家科技部等六部委联合颁发的“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海南省“515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
选、海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等，并担任中国市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理事等。
曾主持或参与国际合作课题4项、国家级课题5项、省部级课题30多项，为国家香蕉现代农业产业技术
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80多篇，出版专著5部、主编全国规划教材
或统编教材5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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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推动企业“走出去”发展的政策建议　第二节　农垦企业“走出去”发展的目标国影地区及具体服
务需第九章　中国天然橡胶战略资源全球获取的对策建议　第一节　保障我国天然橡胶供给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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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但在不同时期，我国对天然橡胶企业实施了不同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为促进我国天然橡胶业
持续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1980年以前，我国对天然橡胶行业实行中央集权的计划管理，天然橡胶的生产和消费计划，每年由国
家计委下达。
1980～1986年，改由农业部（原农垦部或农牧渔业部）下达生产计划，国家计委和农业部联合把收购
计划下达到各省农垦植胶区，由各省的供销公司根据国家计委、物资部（国家物资局）、化工部下达
给使用部门或企业的供货计划，通过一年一度的全国订货会议，产用双方签订供销合同，按合同将橡
胶发至用户。
胶款返回农场时，扣除3％作为调运和植胶区供销部门等的综合费用。
从1987年起，我国将天然橡胶的生产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由农业部下达，橡胶产品收购计划
仍由国家计委和农业部下达，收购价格实行双轨制。
1987年国家计委、物价局规定，天然橡胶初产品90％执行指令性价格，每吨6080元；10％执行在指令
性价格的基础上再上浮10％的指导性价格。
1988年，该比例调整为70％初级产品执行指令性价格；1989年又规定30％初级产品执行指令性价格。
1990年起，全国天然橡胶价格执行单轨制，5号标准胶出厂价格每吨为’7850元。
同时将送货制改为产地交货制；1992年根据国家改革精神，天然橡胶自1993年开始实行国家订货机制
，由农业部主管部门组织有关垦区实施；1994年，根据当时国内价格指数高涨，生产成本猛增和用户
承受能力及国际市场的变化等情况，国家计委组织农业部、化工部、国家物价局等有关部门，在调查
研究的基础上，确定国产天然橡胶实行基准出厂价，5号标准胶出厂价每吨14.500元，并允许在15％范
围内上下浮动①。
　　天然橡胶市场自1994年放开以来，显现了以下五个明显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1994～1997
年为市场放开阶段，国产天然橡胶价格迅速与国际接轨。
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借助市场开放的推力，国产胶第一次实现了与国际价格接轨，而且延续了4年
。
此期间，综合干胶平均价每吨12316元，主产品国标5号胶平均价每吨12254元，与执行多年的国家牌价
相比，价格上涨了1倍多，取得了市场开放阶段性成果，橡胶生产业主从市场开放中得到了较大实惠
，为巩固和发展我国天然橡胶产业提供了强力支撑。
　　第二阶段，1997年9月至2002年9月为价格低迷阶段。
此期间，综合干胶平均价每吨8271元，同第一阶段对比，下滑了32.8％；国标5号胶平均每吨8195元，
同第一阶段相比较，下滑了33.1％，其间曾在2001年12月18日跌至谷底，每吨只售6150元，离执行多年
的国家牌价6080元只有一步之遥。
这一波价格回落的主要原因是亚洲发生金融风暴，加上西方消费大国利用长期把持的橡胶定价权趁机
打压，把价格压低至30年新低，每吨只有473美元。
东南亚天然橡胶主产国深受其害，马来西亚被迫大量停产、转产，该国天然橡胶产量由110多万吨骤减
为50多万吨，世界天然橡胶产业面临大洗牌的危险局面。
在此形势下，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三大产胶大国决心改变长期任人摆布的被动局面，2002年
开始研拟联合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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