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加入 RCEP 对橡胶产业链的影响分析 

 一、11 月 15 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

议期间正式签署。RCEP 领导人联合声明明确，协定将在至少 6 个东盟成员国和 3 个非东

盟签署国将其核准书、接受书或批准书交存协定保存人后生效。  

 

     二、RCEP 致力于消除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将有效促进区域间货物、

服务贸易及投资自由化。从协定涉及的议题来看，自由贸易协定有 20 个章节，包括货物

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准入及相应的规则。此外，协定也涉及到电子商务、知识产权、竞

争政策、政府采购及中小企业等内容。  

 

     三、随着中国加入 RCEP，未来从东南亚地区进口天然橡胶或将真正实现零关税。

如果真正能实现零关税，对我国橡胶轮胎行业而言可谓重大利好。预计 2021 年中国天然

橡胶进口关税是延续 2020 年的税率，还是顺势下调进口税率，预计后者概率较大。  

 

     四、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逐步推进落实，是否有可能实现中

国轮胎行业和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多年的愿望“取消天然橡胶进口关税”，届时混合胶与复合

胶或将失去进口价值。毕竟，在零关税的同等环境下，与标准胶相比，混合胶复合胶的质

量完全没有竞争力。  

 

     五、对于轮胎行业的影响，RCEP 签署后，将降低我国天然橡胶等进口商品的成

本，长远来看有助于提高轮胎相关产业链的竞争力。  

 

     六、中国汽车品牌“走出去”是必然趋势。协定成员国日本、韩国均是汽车工业大

国，这些国家的汽车品牌和供应链也会受益于 RCEP，导致其出口成本进一步降低，国际

竞争优势增加，这也会给中国汽车企业带来一定的竞争压力。  

 

     七、《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将在橡胶产业链上下游均产

生深远的影响。对于上游橡胶原料端来讲，2021 年中国顺势下调天然橡胶进口关税，短期



会对中国本土天然橡胶产业产生一定的冲击，但是中长期来看，有利于纠正国内外同类橡

胶不太正常的价格差。而随着中国天然橡胶关税逐渐下降为零，那么为了避高关税而存在

的质次价高的“混合胶”将会像“复合胶”也将失去进口价值。与此同时，在轮胎环节来看，

RCEP 正式签署不仅将改变世界轮胎格局，形成全球最大的轮胎共同体，而且也将降低我

国天然橡胶等进口商品的成本，长远来看有助于提高轮胎相关产业链的竞争力。最后对于

国内汽车行业来看，倒逼中国车企加速整合资源、利用全球技术优势和市场，参与国际化

竞争，并可促进亚洲汽车产业链进一步聚集，加速中国汽车企业的出海。  

 

     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  

 

     11 月 15 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

间正式签署。RCEP 领导人联合声明明确，协定将在至少 6 个东盟成员国和 3 个非东盟签

署国将其核准书、接受书或批准书交存协定保存人后生效。RCEP 对于整个亚太地区都意

味着巨大商机。RCEP 其他 14 个成员国中，中国与东盟、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签署

了自由贸易协定，整体自由化水平较高。除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投资的具体条款

外，RCEP 还包括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竞争、中小企业、经济与技术合作和政府采购等

章节。今年来，东盟历史性地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贸易投资在世界经济低迷背

景下逆势增长，今年前 9 月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接近去年全年，中国对东盟全行业直接

投资同比增长 76.6%。  

 

     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起源及意义  

 

     二战后，全球范围内兴起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极大地扩展了市场边界，将地球村变

为现实，为世界人民增加了巨大的福祉。几十年来，世界经济一体化依靠全球多边贸易一

体化与区域贸易一体化双轮推动，但前者的主体――世贸组织（WTO）近年来受到各种因

素影响，前行的动力明显放缓，主导贸易自由化的能力下降。在此情况下，推进区域经贸

一体化显得尤为重要。  

 

     RCEP 致力于消除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将有效促进区域间货物、服务



贸易及投资自由化。从协定涉及的议题来看，自由贸易协定有 20 个章节，包括货物贸

易、服务贸易、投资准入及相应的规则。此外，协定也涉及到电子商务、知识产权、竞争

政策、政府采购及中小企业等内容。其中货物贸易方面，整个开放水平在 90%以上，即实

现 90%以上的货物贸易零关税。这意味着，RCEP 协定生效以后，成员国关税水平将大幅

下降。  

 

     RCEP 不仅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而且是一个全面、现代、高质量和互惠的

自贸协定。2019 年，RCEP 的 15 个成员国总人口达 22.7 亿，GDP 达 26 万亿美元，出

口总额达 5.2 万亿美元，均占全球总量约 30%。RCEP 自贸区的建成意味着全球约三分之

一的经济体量将形成一体化大市场。RCEP 囊括了东亚地区主要国家，将为区域和全球经

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中国是区内最大的经济体和消费市场，可为 RCEP 成员国提供巨大的市场机会，同

时，对于区内经济落后国家，中国的投资也是带动其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良好机会。当

然，中国企业也可增加利润，居民能享受到更丰富的消费品，旅游出行将更加方便。  

 

     过去一段时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个别大国任性退群，自由贸易遇到挫折，

前景蒙上一层阴影。在此情况下，RCEP 能踏平坎坷成大道，背后是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的胜利。它表明，平等合作互助共赢是当今世界不变的主流，不会因某些短期的干扰而停

止。RCEP 不是终点，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造福世界上更多的人民，仍要持续不断

的努力。  

 

     RCEP 的签订意味着全球最大自贸区成立。与美加墨自由贸易区和欧盟自由贸易区

相比，RCEP 无论是在经济总量及人口总量，均为世界之最。数据显示，2010 年中国东盟

自贸区正式建立以后，中国对 RCEP 区域出口增速显著高于对 RCEP 以外区域的出口增

速。  

 

     三、天然橡胶进口关税或将取消  

 



     据官方媒体报道，RCEP 各成员之间关税减让以立即降至零关税、十年内降至零关

税的承诺为主，自贸区有望在较短时间内取得重大阶段性建设成果。财政部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参与并推动 RCEP 协定，在货物贸易关税减让等方面开展

了大量细致工作。下一步，财政部将积极做好协定关税减让相关工作。虽然目前 RCEP 具

体条文尚未公开。但 RCEP 生效后，90%以上的税目产品将会施行零关税，未来可能增加

到 95%的税目产品。 

 

     据统计，亚太地区天然橡胶产量占全球产量的 91%左右，主要产胶国分别为泰国、

印度尼西亚、越南、中国、马来西亚和印度等；非洲地区天然橡胶产量占比大约为 7%，

主要产胶国分别为科特迪瓦、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和喀麦隆等；美洲地区天然橡胶产量占

比大约为 2%，主要产胶国为巴西和危地马拉。根据天然橡胶生产国协会(ANRPC)提供的

数据，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分别为全球天然橡胶前三大出口国；中国、印度为天然橡

胶主要进口国。中国是全球天然橡胶最大进口国，进口依赖度高达 85%左右，进口来源国

分别为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老挝和柬埔寨等 RCEP 成员国。2010

年以来，泰国是中国最大天然橡胶进口来源国，进口量占比超过一半；来源于马来西亚和

印度尼西亚的天然橡胶进口量占比由 20%左右逐渐下降至 10%左右；来源于越南、缅甸和

老挝的天然橡胶进口量占比逐渐上升，但是占比均未超过 8%。因此，RCEP 协定正式签

署有利于天然橡胶行业健康快速发展，尤其是关税下降或减免进一步促进天然橡胶贸易往

来，加快产业协作促进中国海外天然橡胶产业的发展。  

 

     2004 年以前，中国天然橡胶进口是有配额的，配额内的优惠关税是 2%。2004 年

中国取消了天然橡胶关税配额制度，烟片胶和标准胶的进口税率由原先的 12%提高到

20%。2007 年初两者的关税调整为 20%或 2600 元/吨从低的选择税制。2018 年 12 月 25

日，中国发布了《2019 年进出口暂定关税等调整方案》，将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对部分

商品的进出口关税进行调整，天然橡胶及合成橡胶等原材料对部分国家的进口关税继续降

低，部分大尺寸轮胎的进口关税大幅降低。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 2020 年进

口暂定税率等调整方案的通知》，2020 年中国天然橡胶进口关税继续延续 2019 年税率。

税率如下：40011000 天然乳胶 2020 年暂定税率为 10%或 900 元/吨，两者从低。

40012100 天然橡胶烟胶片暂定税率为 20%或 1500 元/吨，两者从低。40012200 技术分



类天然橡胶（TSNR）2020 年暂定税率 20%或 1500 元/吨，两者从低。2020 年最惠国税

率全部为 20%。  

 

     当前天然橡胶进口遵从 20%从价税、1500 元/吨从量税的征税标准。近年来，“取消

天然橡胶进口关税，并给予国内胶农适当补贴”的呼声越来越高，业内人士认为天然橡胶关

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橡胶轮胎产业的发展。数据显示，我国天然橡胶对外依存度度

高达 87%左右，其中主要进口国为泰国、印度、越南等东盟国家和地区，随着中国加入

RCEP，未来从东南亚地区进口天然橡胶或将真正实现零关税。在轮胎生产中，原材料成

本大约占 80%,其中天然橡胶成本占比最大，占比为 41.6%，如果真正能实现零关税，对

我国橡胶轮胎行业而言可谓重大利好。预计 2021 年中国天然橡胶进口关税是延续 2020 年

的税率，还是顺势下调进口税率，预计后者概率较大。  

 

     四、混合/复合胶失去进口价值  

 

     一直以来，“复合胶”和“混合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品种，主要是为了规避天然橡胶居

高不下的进口关税，毕竟混合胶和复合胶在东盟协定关税(带产地证)项目下税率均为零。

从“复合胶”和“混合胶”的成分来看，两者均是天然橡胶极好的替代品，并且由于国内贸易政

策的调整，导致两者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过去，中国从东盟国家进口复合胶的关

税是 5%，从非东盟国家进口复合胶的关税是 8%。2009 年中国对各个东盟国家进行不同

幅度的降税，除了越南维持 5%之外，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其他东盟国家协定税率由

5%降至 0%。零关税实施之后，中国复合胶进口量明显攀升。  

 

     不过进入 2015 年下半年开始，风云突变。2015 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复合橡胶通

用技术规范》，最主要的规定是复合橡胶中生胶含量不应大于 88%(质量分数)。中国复合

胶进口量大幅萎缩，而中国混合胶取而代之。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15-2018 年中国混

合胶进口量分别为 53.58 万吨、181.98 万吨、275.19 万吨和 295.01 万吨，同比增长分别

为 729.66%、239.63%、51.22%和 7.20%，而 2009 年前年进口量远低于 1 万吨，2009

至 2014 年年进口不足 8 万吨。 

 



     当然，针对 2015 年 8 月以来中国混合胶进口量激增问题，2016 年 8 月 4 日，中国

天然橡胶协会与中国合成橡胶工业协会联合发布了《混合橡胶通用技术自律规范》，当然

该标准只是行业自律标准，并无实质性约束力。2019 年 4 月 28 日，中国海关总署关税征

管司发布关于明确税则号列 40028000 项下“混合胶”归类认定的通知。中国海关调整混合

胶进口认定标准导致混合胶进口明显萎缩。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 2019 年中国混

合胶进口量 266.04 万吨，同比下滑了 9.82%。不过，2020 年前三季度，中国混合胶进口

再度崛起，累计进口量约为 266.49 万吨，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进口量，累计同比增长高

达 47.23%。  

 

     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逐步推进落实，是否有可能实现中国轮

胎行业和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多年的愿望“取消天然橡胶进口关税”，届时混合胶与复合胶或

将失去进口价值。毕竟，在零关税的同等环境下，与标准胶相比，混合胶复合胶的质量完

全没有竞争力。  

 

     五、RCEP 将改变世界轮胎格局  

 

     据显示，RCEP 涵盖的 15 个成员国中，仅泰国、越南、印尼、中国四国的天然橡

胶产量就占到全国的 75%以上，加上印度等国家，可谓掌控了天然橡胶供应的咽喉。在其

它原材料方面，中国长期是韩国合成橡胶最大的出口目的国，日本同样排在前列。成员国

之间在炭黑、橡胶助剂、合成橡胶、钢丝帘线、机械设备等生产要素方面流动频繁，互补

性强。  

 

     就轮胎而言，盘点 15 个成员国中的轮胎企业，仅中国就占据全球轮胎产量的半壁

江山。在 2020 年全球轮胎 75 强中，中国有 34 席，日本占据 4 席，韩国占据 4 席，印度

占据 7 席，泰国有 1 家入选，合计达 50 家，占比高达 67%。在排名前十的企业中，该组

织囊括了日本普利司通、日本住友、韩国韩泰、正新橡胶、杭州中策等五家企业，可谓全

球最大的轮胎共同体。  

 

     中国轮胎的产业转移将加快。目前，中国轮胎企业在东南亚开设的工厂，都已经成



为最重要的利润来源。中橡协统计，走出去的企业形式大好，统计的 4 家海外企业实现利

润总额占上报利润的 35 家企业总额的 46%。资本都是逐利的，东南亚作为天然橡胶主产

地，人力成本还很低，加上东南亚国家还为投资建厂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东南亚建厂本

来就是中国轮胎主要的选择之一。而 RCEP 的签署更是加强了这一趋势，零关税的诱惑不

是谁都能独当的啊。  

 

     全球最大自贸区的诞生，中国无疑是重头戏，还有日本这样的全球第三贸易大国，

可以说占了全球进口贸易的半壁江山。未来，自贸区 90%的商品可能都会零关税，无疑是

极为重磅，不可忽视的。  

 

     当前，中国轮胎企业在澳洲市场的涉足并不深，搭乘自由贸易的东风，国内企业可

全面发力澳大利亚、新西兰；作为频繁向中国发起反倾销的印度，贸易壁垒也可以随着

RCEP 政策的实施而消弭；中国企业也可向新加坡、缅甸等东盟企业纵深发展；当然，日

本、韩国的高端合成橡胶、轮胎产品也将冲击中国市场，倒逼国内企业加速发展。  

 

     对于轮胎行业的影响，RCEP 签署后，将降低我国天然橡胶等进口商品的成本，长

远来看有助于提高轮胎相关产业链的竞争力。  

 

     六、RCEP 给国内车企将带来机遇和挑战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与其他 RCEP 成员贸易总额达 10550 亿美元，约占我国对外

贸易总额的 1/3。据了解，RCEP 签订后，成员国货物贸易零关税产品数整体上将超过

90%，服务贸易和投资开放水平也会显著高于原有的“10+1”自贸协定。具体到汽车产业层

面，按照 RCEP 协定，日本对于各零部件持完全开放态度，东盟小幅降低关税，中国、韩

国对部分零部件给予关税优惠，但对小部分零部件仍保持高税率。总体来看，RCEP 成员

国的汽车零部件流通成本将有所降低，可促进亚洲汽车产业链进一步聚集，加速中国汽车

企业的出海。日韩等国家在汽车零部件领域降低关税后，更加利于中国汽车品牌节省零部

件进口成本，为车辆优化提供了更大空间，可提升产品价格优势和整体竞争力。更重要的

是，这也会促进我国整车和零部件的出口。  



 

     除了有利于汽车零部件关税降低、整车企业汽车出口等实质利好外，也有企业判

断，RCEP 协定达成最大意义，在于给市场释放了开放的信号，可更加有利于中国汽车企

业扎根东盟，实现可持续发展。RCEP 协定的达成，对中国汽车企业而言，无疑是具有极

其正面意义的。目前中国汽车企业海外投资，尤其是在当地投资建厂，在政府关系、土地

资源、市场拓展等各个层面均需要一一疏通，存在一定的壁垒。RCEP 签署后，可以给中

国车企的出海提供很好的综合保障，更加有利于车企本地化发展。  

 

     RCEP 协定顺利执行后，中国汽车企业在技术和产业链层面的优势会逐步释放，总

体而言，这为中国车企的出海提供了重要机遇。目前国内汽车企业主要还是以国内市场为

主，海外市场销量仍然有限，RCEP 成员国中的东盟国家是有很大增长潜力的新兴市场，

对于中国车企的出海是有很大益处。  

 

     眼下国内市场的白热化竞争，已在充分倒逼中国车企加速整合资源、利用全球技术

优势和市场，参与国际化竞争。然而，这条国际化之路，并不如想象般容易。中国车企走

向国际市场，既要时刻顺应国际贸易规则的变化，又要符合当地法律法规，满足出口国对

产品的要求和标准，还可能面临变相打压。同时，由于中国品牌整车出口车型大部分以中

低端为主，且出口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导致出口利润率较低，经营压力较大。  

 

     汽车天然具有全球化属性，中国汽车品牌“走出去”是必然趋势，但汽车是重资产行

业，产业链较长，生产、销售环节多，这对企业的体系能力有很高要求。从客观层面来

讲，是存在不少挑战的。协定成员国日本、韩国均是汽车工业大国，这些国家的汽车品牌

和供应链也会受益于 RCEP，导致其出口成本进一步降低，国际竞争优势增加，这也会给

中国汽车企业带来一定的竞争压力。  

 

     七、RCEP 签署对橡胶产业链上下游的深远影响总结  

 

     综合来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将在橡胶产业链上下

游均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上游橡胶原料端来讲，2021 年中国顺势下调天然橡胶进口关



税，短期会对中国本土天然橡胶产业产生一定的冲击，尤其对偏高的国产全乳胶现货价格

影响较大，但是中长期来看，有利于纠正国内外同类橡胶不太正常的价格差。而随着中国

天然橡胶关税逐渐下降为零，那么为了避高关税而存在的质次价高的“混合胶”将会像“复合

胶”也将失去进口价值。与此同时，在轮胎环节来看，RCEP 正式签署不仅将改变世界轮胎

格局，形成全球最大的轮胎共同体，而且也将降低我国天然橡胶等进口商品的成本，长远

来看有助于提高轮胎相关产业链的竞争力。最后对于国内汽车行业来看，倒逼中国车企加

速整合资源、利用全球技术优势和市场，参与国际化竞争，并可促进亚洲汽车产业链进一

步聚集，加速中国汽车企业的出海。  

 

转自：橡胶技术网 
 

http://www.sto.ne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