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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废旧轮胎综合利用指导意见》中有关 

值得商榷问题的报告 

工业和信息化部： 

    近日，工信部公布了《废旧轮胎综合利用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我们认为《指导意见》

的宗旨是引导、规范废旧轮胎综合利用工作，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废旧轮胎综合利用产业。中国

橡胶工业协会对此非常赞同。 

    但同时，我们也认为《指导意见》中还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为了使行业具有更加清晰的发展目标

和方向，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废旧轮胎综合利用产业，现提出我们的意见，并希望工信部对《指导意见》

作出一些调整，以便更好地推动我国橡胶工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关于“淘汰再生橡胶动态脱硫罐化学脱硫生产工艺”的问题 

    动态脱硫工艺是中国自主研发创新的一种高效、节能型工艺，也是我国再生胶生产技术领域的一大变革，

目前全国 95%以上的再生橡胶生产采用该工艺，生产设备在 2000 台左右。印度、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

西亚、越南、俄罗斯等国均引进了中国的动态脱硫工艺生产再生橡胶。近年来，废橡胶综合利用行业大力

实施清洁生产，已开发出多种适合不同生产特点要求的环保工艺和设备，再生橡胶生产企业已广泛采用，

基本上解决了尾气、废水污染问题。目前绝大部分再生橡胶企业的生产过程环保均达标，符合国家清洁生

产要求，并不存在所谓的二次污染问题。 

    高温常压再生工艺是发展方向，目前行业已经在积极组织研发并推广。但由于新工艺设备规模较小，效

率较低，在推广中还需要进一步改善和提高，因此可以先在中小企业逐步推广，目前并不适合在大型再生

胶企业的推广和应用。动态脱硫工艺生产规模大，适合大型再生胶企业生产，而且大型企业都达到了环保

要求。为此我们认为，目前再生胶生产还应以动态脱硫工艺为主，积极发展高温常压再生工艺。《指导意

见》中提出淘汰动态脱硫工艺为时过早，既不符合行业现状，也无法实施，而且容易在行业中引起混乱。 

    二、关于“重点发展旧轮胎翻新，适当发展废轮胎生产再生橡胶，加快发展橡胶粉产业，推进热解产业”

的问题 

    目前再生胶在我国废橡胶综合利用产业中占主导地位，占废橡胶综合利用总量的比例在 70%以上。我国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再生胶生产国，产量占全世界总产量的 81%。正如《指导意见》中所说，我国橡胶供需

矛盾十分突出，而只有再生橡胶是可以部分替代天然胶的资源，因此发展再生胶符合我国橡胶工业的发展

特色，其地位十分重要。我们认为，发展轮胎翻新对节约橡胶资源意义重大，无可非议，但再生胶仍是我

国废橡胶综合利用的主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可替代。胶粉主要是开发应用市场的问题，而且所有的再



生胶企业都是胶粉生产企业。当前，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比较成熟的废旧橡胶利用道路，应该充分发挥再

生橡胶生产工艺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一优势。因此，发展中国特色的废橡胶综合利用产业仍应以生产再生

橡胶为主，适度发展硫化橡胶粉和胶粒直接应用，加大再生胶、胶粉的深加工力度，大力推广预硫化轮胎

翻新。 

    对于废轮胎热裂解，国外目前均持谨慎态度。从我国严重缺乏橡胶资源的现状出发，废轮胎生产再生胶

是更可行的办法。 

    三、关于对“废旧轮胎综合利用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的表述问题 

    我们认为，在我国从事废旧轮胎综合利用的企业，目前装备比较先进、企业综合实力较强、规模化较集

中的企业已成为主流，其二次污染问题都已得到很好解决，产品质量得到大幅提高。如南通回力、无锡万

丰、海门金轮、浙江杭园、福建环科、莱芜福泉、高密信元、仙桃聚兴、焦作弘瑞、江西国燕、江西亚中、

上海肖友、唐山兴宇等众多企业。 

    近年来，行业发展围绕“安全、高效、环保、节能”理念，以淘汰落后产能为契机，从改变生产工艺、装

备为突破口，淘汰落后装置，积极推广高效节能工艺和无恶臭新型活性剂、再生软化剂等，推动产业向低

碳经济和环保型、无臭味和合成胶再制造转化。目前我国不仅实现了天然胶再生，还突破了合成胶再生的

世界性难题。“十一五”期间，废橡胶综合利用行业规模、工装配套、环保治理及节能方面都已取得显著成

效，再生橡胶生产均耗能由“十五”的 1200kWh/t 发展到“十一五”的 950kWh/t，节能达到 20%。 

    四、关于“复原橡胶”的概念问题 

    从科学的角度，橡胶硫化后不可能复原，只能再生，所以专业术语称为“再生橡胶”。在《指导意见》中

使用复原橡胶的概念，容易引起歧义，且不科学。 

    中国橡胶工业协会今后将积极与政府有关部门沟通，发挥协会了解行业和专业方面的优势，积极向政府

反映行业的真实现状，配合政府制定适合行业健康发展的产业政策，更好地发挥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作

用。我们在此诚恳希望工信部能对《指导意见》做出适当调整。 

                                                           

                                                                                                   中国橡胶工业协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抄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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