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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等”关税由来和经过
2025年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两项行政令，宣布对所有贸易伙伴征

收最低10%的关税，对部分国家税率高达49%。10%的基准关税于4月5日起生

效，超过10%的额外关税于4月9日生效。该政策主要针对贸易逆差国加征高

关税，对与美国贸易逆差较大的国家和地区（如中国、欧盟、日本等），加

征更高关税，部分商品可能面临25%以上的额外关税。

美国此次加征的104%关税是多轮操作的结果。20%芬太尼关税于2025年2 - 

3月以打击芬太尼为由加征；34%对等关税根据美国单方面计算的贸易逆差比

例设定，原定4月9日生效；因中国未撤回对美34%反制关税，特朗普于4月8

日宣布追加50%额外惩罚关税，随后中美冲突再次升级，美国扬言将继续增

加关税。

作为反制，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自4月10日12时01分起，调

整《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公告》

规定的加征关税税率，原产于美国的所有进口商品的加征关税税率由34%提

高至84%。 

  



关税政策对能化产业影响

PART 01



一、关税互制对能化企业的影响分析

（一）成本方面

1、化工品成本影响：中国是原油消费大国且进口依赖度较高，但从美国进口原油占比较小，此次关税风波主要影响全球能源消费，叠加OPEC超预期

增产，造成原油基本面出现过剩，进而直接利空直接利空能化品成本端（如燃料油，沥青，PX-PTA-短纤，塑料等），另外关税政策对部分能化品需求端

冲击较大，如化纤产业链（纺织服装等），苯乙烯产业链（汽车，家电等）。

2、物流成本增加：关税提高使中美之间的贸易壁垒增加，相关化工品若通过其他国家作为中转站完成变相出口，则物流重构增加运输成本。

（二）市场需求方面

1、全球经济影响：美国单方面加征关税，破坏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阻碍了国际贸易的正常进行，推高了全球通胀预期，削弱了消费者的购买

力。同时，贸易摩擦的升级导致市场不确定性大幅增加，投资者信心受挫，资金纷纷寻求避险，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动荡。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4月3日发布预警称，对等关税政策对全球前景构成重大风险，摩根大通研究指出，全球衰退概率从30%升至40%。

2、国内市场竞争加剧：对于出口导向型化工企业而言，外贸损失会加剧国内市场份额争夺，相应进一步压缩企业的利润空间，造成产能过剩。

来源：百川，卓创，格林大华期货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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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醇企业应对关税政策方案

  对于甲醇企业而言，近三年以来年均进口量超过1200万吨，占总供

应量14%以上；如果从进口来源国，主要以中东伊朗等国货源为主，少

量非伊货源，美国进口占比较小。所以关税政策对甲醇的直接影响有限，

但间接影响不可忽视，如甲醇下游烯烃和其他工业品出口严重受阻，反

而会影响甲醇需求。

  相关甲醇企业可以通过如下方案应对：加速拓展东南亚、中东、非

洲及“一带一路”国家市场，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通过转口贸易或海

外建厂等方式规避关税壁垒；利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等多边贸易协议中的优惠政策，通过协定成员国出口，降低贸易成本。

  此外，企业可在墨西哥等靠近美国市场且享受美墨加协定低关税的

国家设立工厂或与当地企业合作，利用区域贸易协定降低关税成本；依

托焦炉煤气提纯制氢等成本较低的技术，向氢能、绿电、新材料等领域

延伸，大力发展高端市场，实现产业多元化发展。



来源：海关总署。隆众资讯，格林大华期货研究院整理 
 

三、尿素企业应对关税政策方案

  对于尿素企业而言，国内尿素除了自供以外，还要部分出口，21年以

来因为出口政策变化，年均出口量大幅下降（2024年仅出口26万吨），如

果从出口目的国，主要以日韩和中国香港为主。因此，美国加征关税对中

国尿素出口美国的直接影响较小，但间接影响不可忽视，如中国对美国农

产品加征关税可能减少相关产品进口，推动国内粮食自给率提升，刺激化

肥需求，利好国内尿素企业。

  相关尿素企业可以通过如下方案应对：加大研发投入，开发高附加值、

差异化的尿素产品，如缓释尿素、含微量元素尿素等，提高产品竞争力，

减少关税政策对普通尿素产品的影响；利用自身的技术和资源优势，向关

联化工产品领域拓展，如生产复合肥、硝酸铵等产品，实现产品多元化，

降低单一产品受关税政策影响的风险。 



来源：wind，格林大华期货研究院整理 

四、化工企业如何应对价格大幅波动

  对于上游企业，若担心关税政策导致相关产品出口受阻，导致国内市场供应增加和成品价格下跌风险，企业可以利用期货和

期权工具锁定库存价值，如卖出套保、买入看跌期权。根据期货价格变化，提前调整生产计划、库存策略和销售策略。

  对于下游企业，若关税政策导致相关产品进口成本增加，企业可在期货市场上买入相应产品期货合约或买入看涨期权来灵活

规避原料成本上涨风险。

 甲醇主力合约参考第一支撑位2300-2330，第二支撑位2200-2250，第一压力位2480-2520，第二压力位2580-2600。

 尿素主力合约参考第一支撑位1730-1750，第二支撑位1640-1680，第一压力位1900-1930，第二压力位1980-2050。

  图1：甲醇和尿素主力K线图



五、美国对等关税对橡胶系品种影响---供应端
目前我国上市橡胶系品种分别为天然橡胶（RU）、20号胶（NR）和丁二烯橡胶（BR）。从供应方面来看，其中天然橡胶与20号胶的原料来

自橡胶树胶液，而丁二烯橡胶主要使用丁二烯和催化剂等化工品人工生成，而我国对以上三种橡胶及其原料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供需缺口，都需要

依靠进口来补充。

而将进口数据细分来看，2024年我国天然橡胶总进口量在203.59万吨，进口依存度约为77.2%，其中美国占比0.08%；总出口量在3.92万吨，

出口依存度约为1.30%，其中美国占比0.25%。总出口量在3.92万吨，美国占比0.25%。2024年中国顺丁橡胶总进口量在27.39万吨，进口依存度

约为22%，其中美国占比3%。总出口量在23.81万吨，其中美国占比0.00%。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橡胶品种本身与美国的贸易往来极其有

限，中美互加关税对橡胶自身的供需并不会产生过大影响。

来源：百川盈孚，格林大华期货研究院整理 



六、美国对等关税对橡胶系品种影响---需求端
我国橡胶下游制品主要集中在轮胎、传送带、鞋材等商品上，其中轮胎占比最大，对橡胶需求影响也最为明显。近些年我国轮胎出口数量与金额整体呈

现攀升趋势，但由于美国之前对国内轮胎便已实行“双反”政策，因此中国对美直接出口的轮胎数量极其有限。 从数据上来看，2024年数据显示，

40111000（多数为半钢轮胎）出口美国数量占总出口量比重为1%左右，40112000（多数为全钢轮胎）出口美国数量占总出口量比重为3%左右。

但需要注意的是，为规避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壁垒， 近几年国内轮胎企业加快了海外建厂的步伐，截至2024年国内轮胎企业海外已投建半钢轮胎

（PCR）年产能在1.6亿条左右，全钢轮胎(TBR)年产能在3700万条左右，2025年投建产能将继续扩大，半钢轮胎(PCR)年产能将超过2亿条，全钢轮胎(TBR)

年产能将超过4000万条。当前主要投建及拟投建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泰国、越南、柬埔寨、印尼、摩洛哥、墨西哥，以上多个地区则是此次美国加征关税的

“重灾区”。

同时从国内最新的样本数据来看，4月份，半钢胎样本企业订单较上月减少的占比最大，在68.18%。从出口订单来看，76.92%的企业出口订单量减少，

23.08%的企业出口订单较上月持平。全钢胎样本企业订单减少的占比最大，在67.50%，持平的在32.50%，全钢胎整体订单明显走弱。

美国401110轮胎进口来源因月度对比图(条)     美国401120轮胎进口来源因月度对比图(条) 中国轮胎企业海外PCR产能(万条/年)         中国轮胎企业海外TBR产能(万条/年)

来源：隆众资讯，格林大华期货研究院整理 



来源：文化财经，格林大华期货研究院整理 
 

七、后市展望

 长期来看，天然橡胶远期价格是有重心抬升预期的，主要逻辑还是在供应端的产能大周期拐点临近。但目前橡胶仍

处于宏观逻辑主导，基本面因为需求表现欠佳也略显疲软，所以短期进行抄底的风险依然偏大，现在抄底只能是对赌国

内外有突发性的利好政策出现。建议还是等待国内出现去库速度加快或是海外供应收到天气阻碍等明确利多消息后再考

虑跟进多单。如果短期不想错失机会的话可以考虑买入看涨期权。

RU509日K线图 BR505主连日K线图NR506日K线图



来源：文华财经，格林大华期货研究院整理 

八、关税互制对纸浆的影响分析

  国内纸浆主要依赖于加拿大、欧盟国家，从美国进口量相对较小，我国约有17%的漂针浆进口来自美国，本轮美方

的“对等关税”及中方的直接回应从宏观上拖累纸浆价格。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纸浆需求国，其漂针浆进口高度依赖加拿大（年均占比29%）、美国（17%）、芬兰（16%）、

智利（16%）和俄罗斯（13%）五大来源国。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我国自美国进口占比降至历史低位的12.5%，2025年

1-2月进一步下滑至10.3%，显示出中美"对等关税"对贸易格局的持续影响。尽管美国加征关税对欧盟国家影响有限（欧

盟对美纸浆出口仅占6%且自身需求稳定），但加拿大作为全球纸浆供应链核心节点（中美合计占其出口80%），或将加

速向中国市场的贸易转移。这种结构性调整可能引发加针供应量激增，需重点关注其对国内纸浆价格的潜在压制效应，

以及中美欧三方关税博弈下全球纸浆贸易流向的深度重构。



来源：wind，格林大华期货研究院整理 

九、关税互制对原油的影响分析

  供给方面：美国于2015年12月18日正式解除长达40年的原油出口禁令，

因此2016年开始我国才有从美国来源的原油进口数据。从2016-2024年我国进

口美国原油的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对美国原油的进口依赖程度并不高，正常年

份进口美国数量占原油总进口量的比例约为1.5-3%、占比较低。2025年2月我

国从美国进口原油已大幅跌至26.45万吨，同比大跌65%，未来在关税带来的

高成本压力下，从美国进口原油数量很可能会降至零。从美国油品出口情况来

看，出口至中国占比同样较低，不足10%。本次关税对中美两国间原油供给影

响较小。

需求方面：美国加征关税直接抑制全球贸易活动，间接拖累原油需求增长。

国际能源机构（IEA）已下调2025年全球原油需求增速预期，主要经济体衰退

风险上升进一步削弱需求端支撑。叠加OPEC+于2025年4月宣布超预期增产，

导致市场对需求前景的担忧加剧。

后市展望：导致原油市场进入高波动周期。短期油价受政策消息驱动宽幅

震荡，中期需观察全球经济韧性及OPEC+产量调节能力，长期则面临能源结

构转型带来的需求天花板压制。市场参与者需强化风险管理，重点关注地缘政

治动态及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走向。

美国出口原油及石油产品量（千桶）



来源：wind，隆众资讯，格林大华期货研究院整理 

十、关税互制对燃料油的影响分析

  燃油的进口依赖度约56%，其中高硫燃油主要进口自中东及俄罗斯，低硫

燃油主要进口自东南亚和南美，美国并非中国燃油主要进口来源国，因此直接

受关税冲击较小。此外，随着2025年燃料油进口关税调整之后，燃料油的整体

进口数量均较去年同期有所减少。2025年1-2月进口总量在383.65万吨，较去年

同期跌幅30.30%。

中国对原产美国的所有进口商品加征关税造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成本端原

油联动与宏观风险压制。船舶燃料占燃料油需求比重最大。船用燃料成本约占

船舶总运营成本的50%，航运市场景气度走弱会直接影响燃料油的需求，进而

对价格产生不利影响。

库存方面，新加坡和舟山地区的低硫燃料油库存持续累积，叠加中国第二

批低硫出口配额下放，进口需求减少，进一步压制市场情绪。同时，俄罗斯高

硫燃料油发货量回升，但中印两国因进口政策不确定性减少采购，高硫燃料油

需求同步承压。

短期来看，低硫燃料油受制于供应宽松和船运低迷，高硫燃料油面临政策

不确定性，两者裂解价差或延续震荡偏弱。中期需关注OPEC+增产节奏、美国

通胀数据及关税政策是否调整。若全球经济衰退风险进一步兑现，燃料油价格

或继续探底；反之，若地缘冲突升级或政策出现缓和信号，可能带来阶段性反

弹机会。当前操作建议以偏空思路为主，关注库存变化及原油企稳信号。



来源：wind，格林大华期货研究院整理 

十一、关税互制对沥青的影响分析

美国加征关税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预期加剧原油市场抛售，布伦特原油价格跌

至63.5美元/桶（4月7日数据），导致沥青成本端支撑显著弱化。叠加美国对委内瑞

拉原油进口的二级关税政策（4月2日生效），中国炼厂依赖的委内瑞拉重油供应受

阻，短期内替代原料（如伊朗、俄罗斯重油）的采购成本上升，进一步压缩炼厂利

润。

原料约束持续发酵。制裁导致马瑞原油进口停滞，炼厂被迫调整生产工艺或寻

求其他重油资源，但配额限制及工艺适配性问题导致短期供应增量有限。4月9日当

周中国沥青炼厂产能利用率仅28.7%，周产量47.9万吨，虽环比回升但仍处低位。  

需求端季节性回暖初现但力度不足。尽管专项债额度扩大至4.4万亿元（同比增

加5000亿元），基建资金逐步下放，但实际道路沥青开工率仍徘徊于19%，终端需

求恢复滞后。华东、华南地区现货报价持稳于3500-3720元/吨，但成交清淡反映实

际需求尚未放量。

短期沥青价格仍受制于原油波动，若地缘风险溢价消退或美国滞胀风险外溢，

油价下行或再度施压沥青。中期需关注两点： 1. 原料替代进度：伊朗、俄罗斯重

油进口配额能否有效填补马瑞油缺口；2. 政策传导效率：专项债资金落地速度及基

建项目开工节奏，将决定需求回升斜率。 操作上，建议关注沥青-原油裂解价差走

阔机会，并警惕宏观情绪反复引发的波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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