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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4-2020年中国热熔胶市场监测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一章。首先

介绍了热熔胶行业基础概述、中国热熔胶行业市场发展环境等，接着分析了年中国热熔胶行

业发展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热熔胶行业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中国热熔胶行业做

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热熔胶行业发展趋势预测。您若想对热熔胶产业

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热熔胶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近年来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给热熔胶需求带来了广阔增长空 间，热熔胶产销量持续快速增

长，年需求量平均以20％左右的速度增长。未来我国经济仍然将持续高速发展，而热熔胶行

业作为投资拉动型的产业，随着固定资产 投资景气波动。虽然宏观调控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有一定影响，但大量重点基建工程开工，受国内外油气管道铺设及国家计划投资的驱动以及

下游太阳能电池的快速 增长，对热熔胶的需求仍然旺盛。 

     随着热熔胶行业的迅速发展，一些国内企业已开始逐步掌握自主知识产权，打破了最初外

国公司技术垄断的局面，并且由于劳动力成本和运输成本较低等原因，国内 企业逐步在一些

领域取得竞争优势。然而，部分跨国企业意识到中国市场具有强大的发展后劲，是其实施全

球化战略的竞争热点。近年来，跨国企业加大对中国的投 资，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以及生产

中心，使得产品生产和科研本土化的进程加快，进而降低其成本，这将增大国内胶粘剂企业

的竞争压力。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开始批量生产和使用热熔胶，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才

出现一些热熔胶生产厂家，其产品主要是制造书籍无线装订及妇女卫生巾用热熔胶，但厂家

的生产规模小、发展慢，1993  年全国热熔胶产量才接近1万吨。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才

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二十一世纪以来，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全世界的主题，环保法规也日趋严

格。在胶粘 剂家族中，热熔胶作为最典型的环保胶粘剂，由于不含溶剂、100%的固体，而且

施工迅速、粘结效果好，  是近年来我国需求增长最快的胶种，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2013年我国热熔胶行业企业数量超过了100家，热熔胶产量达到56.8万吨，同比2012年的52.5

万吨增长了8.19%，近几年我国热熔胶行业产量情况如下图所示： 

   数据来源：博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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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熔胶在包装以及非刚性黏接领域将保持平稳增长，在汽车、胶带以及建筑行业将实现较

高增长，预计2012~2019年，市场规模将从35.62亿美元增长到50.14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

到5%。 

市场推力强劲 

      热熔胶是一种具有可塑性的黏合剂，是环保型化学产品。2012年，全球共计销售了81.86万

吨热熔胶，比上一年增长2.5%，销售额达到35.62亿美 元，比上一年增长7.6%。预计到2019年

该市场规模将达到50.14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为5%。这一增长动力源自聚烯烃、PUR以及苯

乙烯嵌段共聚 物对于市场的进一步渗透。 

     下游市场复苏刺激热熔胶需求稳增。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过后，热熔胶相关下游工业逐渐

恢复活力。其中，胶带、人造草坪、刚性黏接的增长空间较大，预计 2012～2019年，年复合

增长率将达到6.5%。包装以及建筑业，受亚太以及美国经济复苏影响，增长紧随其后。交通

以及木工领域未来增长较为缓慢，这 主要受汽车销售未达预期以及木材进一步被金属以及塑

料等材料替换影响。 

     热熔胶的优势进一步被认知，也推动了市场发展。热熔胶具有明显优势：包括用热熔胶替

代其他黏胶剂可以有效地降低部件的重量，也降低了相关物流成本。同时， 热熔胶具有高弹



性模量、最佳的黏度、更高的湿强度、以及更耐久的黏接等超强特性。其抗冲击性以及耐用

年限与其他产品相比更具优势，与此同时也降低了用户的 维护成本。其他热熔胶的优点包括

消除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操作简便等。随着对产品的进一步认知，客户对于产品的需求亦有

所增长。 

     环境保护意识提升，对溶剂型黏合剂替代市场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热熔胶配方中不含溶

剂，在生产中不需要相应的溶剂回收设备，成本有所下降。生产能耗与溶型 黏合剂相比，最

多可降低20%。使用热熔胶的过程，不需要经历能耗较高的干燥过程，更加环保。与此同时

，越来越多新产品被开发出来，如生物热熔胶，把可持 续概念进一步升华。并且环境保护以

及职业健康危害相关管理法律法规更加严格，热熔胶的市场前景随之增大。 

发展潜力巨大 

     热熔胶行业的集中度较高。2012年，排在前四名的市场竞争者占据了全球76.1%的市场销售

额。其中，汉高（Henkel）以其丰富的产品组合占据了市 场主导地位。2012年汉高市场份额

占整个行业的38.5%。富乐（HB.  Fuller）以18%的市场份额紧随其后。波士胶占据了12.4%的

市场份额，3M则占据了7.2%的市场份额。其他竞争者包括Beardow  Adams、Novamelt、Jowat

、Avery Dennison、Dow  Chemical等。弗若斯特沙利文表示，未来，科技创新、供应链管理以

及维护主要客户群将成为主要的市场竞争因素。 

     现阶段的热熔胶产品是以石油为基础的衍生品，对于环境还是有一定的危害性，相关组分

包括基体树脂（EVAs，聚烯烃、以及嵌段共聚物）增黏剂等属于不可再 生资源。为了解决对

于石油的过度依赖、生物降解等问题，生物热熔胶将成为未来热熔胶领域的发展趋势。理想

的生物热熔胶将包含以下特性&mdash;&mdash;100%来自于可 再生资源、具有热塑性以及弹性

、较低的熔融黏度、在熔体中的热稳定性等。 

    现在的研究已经成功解决了用生物基衍生物替换增黏剂里的碳氢化合物（如芳烃以及脂肪

烃）。而要完全替换由石油衍生出来的基体树脂还有一定困难。未来，在各国政府以及行业

领军企业资金技术支持下，相关瓶颈将会有所突破，为生物热熔胶商业化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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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烯需求与宏观经济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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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国内乙烯表观消费量增速波动3.2%。 

  

 资料来源：wind   

    据预测，2014 年GDP  增速将继续小幅下滑至7.5%。由此，2013 年7.6%的GDP 增速应该对

应5.0%的乙烯需求增速；2014 年预测7.5%的GDP  增速对应4.6%的乙烯需求增速。而2013 年乙

烯表观消费量增速超过10%。是什么导致2013 年乙烯表观消费量增速大幅超出GDP  关联的理

论速？这种因素在2014 年会不会持续？ 

  资料来源：CNKI  资料来源：CNKI      库存波动致2013 年国内乙烯实际需求增速低于表观消



费增速，2014 年实际需求料将保持平稳增长 

    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库存变化导致实际需求与表观需求出现差异。乙烯常温常压下为气

态，储存成本高，因此其库存通常体现为下游聚乙烯、乙二醇等产品库存。下面以聚乙烯（

占乙烯消费量的58%）为例，分析库存变化如何导致表观消费量对实际消费量的背离。 

 资料来源：wind       根据统计局数据，聚乙烯（PE）2012 年产量、表观消费量增速分别

为1.5%、3.6%。PE 库存从2011 年4 季度开始明显去化。2012  年，库存大幅下降了66%。反映

出，2012年PE 实际消费量增速应快于3.6%。2013 年以来，PE 库存保持低位且相对平稳。因此

，2013  年1~10 月的实际消费量增速应低于9.3%。即，PE 表观消费量的大幅恢复反映了一轮

库存周期。 

    目前，PE  库存仍处于低位，显示市场参与者对宏观经济谨慎的态度，预计2014  年PE需求

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但不排除贸易商和加工企业预期突然好转，看好乙烯和PE 价格走势，大

量囤积库存，使得PE 库存上升，进而导致PE  表观消费量增速继续超出实际消费量呈现高增

长。 

  资料来源：wind  

    乙二醇作为乙烯下游第二大用途，2013 年表现一般。乙烯为原料的乙二醇2013 年产能增加

仅武汉乙烯一套20 万吨，国内乙二醇行业整体开工率仅70%左右，略低于上年同期。未来乙

二醇产能扩张较多，但多为煤头，对乙烯需求拉动效应甚微。 

    国内供给：2014 年温和增长，2015 年开始大幅增长 

    国内乙烯产能增速2013 年为8%，预计14/15 年分别为7%和11%。2014 年新增产能方面，油头

仅四川乙烯；煤制乙烯保守预测包括兴兴能源和富德能源的MTO装置。2015 年，包括山西焦

煤、神华榆林在内的大量MTO 装置预计将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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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中国乙烯产量为1622.54万吨，同比增长9.1%；进口量为170.39万吨，同比增长19.78%

；出口数量为34.86吨，同比增幅为244.84%；行业表观消费量接近1793万吨，较2012年同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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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67,280                               2006             进口             $138,911,292             117,366,141                               2006



            出口             $137,305,032             128,724,712                               2007             进口             $603,231,349 

           509,821,421                               2007             出口             $53,980,444             49,655,842                              

2008             进口             $935,125,330             721,203,851                               2008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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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2,518,718                               2012             出口             $27,158             10,109                               2013             

进口             2,263,666             1,703,862,218                               2013             出口             73,000             34,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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