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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糖会会议摘要 

大地期货研发中心   毕海涛 

昆明糖会于 2015年 4月 29日在云南昆明举行，会议主要内容是针对于前一段时间市场

关于白糖限制进口许可发放的炒作，联系白糖生产企业及国家相关部门领导，进行国家政策

导向的宣传，并建议企业平稳生产，顺价销售。糖会简要介绍了各主产区 14-15榨季的产量

以及 15-16榨季的种植意向以及预估产量，随后由各部委领导及糖协领导强调了后市国家对

于白糖的政策方向。 

各主产区 14/15榨季产量： 

广西 14/15 榨季开榨糖厂 98 家，同比减少 4 家，日榨总能力约 68 万吨。截至 4 月 20

日，广西累计榨蔗 5191万吨，同比减少 1840万吨；产混合糖 630万吨，同比减少 222万吨；

混合产糖率 12.14％，同比提高 0.02 个百分点；累计销糖 338 万吨，同比减少 9 万吨；产

销率 53.65％，同比提高 12.9个百分点。 

广东 14/15年榨季全省入榨甘蔗 854.8万吨，预计产糖 79.75万吨，比上榨季减产 33％，

出糖率 9.33％，其中湛江产糖 65.3万吨。减产的主要原因是主产区湛江经历了两场台风。 

海南 14/15年榨季从去年 12月 16日至今年 4月 15日，比上榨季的 137天减少 17天，

共有 14 家糖厂投入生产。初步统计，海南共入榨甘蔗 228.24 万吨，同比 355.05 万吨减少

126．81万吨，减幅 35.72％；产糖 28.23万吨，同比 41.65万吨减少 13.42万吨，减幅 32.22％；

混合产糖率 12.37％，同比 11.74％提高 0.63％；一级品率 72.38％，同比 70.52％提高

1.86％。 

云南 14/15榨季中，至 4月 27日全省已经入榨甘蔗 1659.88万吨，产糖 204万吨，产

糖率 12.29％，销糖 80万吨，产销率为 39.21％。本榨季食糖生产预计 5月下旬全部结束，

预计产糖 226万至 231万吨。 

2014/15榨季全国食糖产量维持广西糖会观点，预计在 1100万吨左右。 

各主产区 15/16榨季种植意向： 

广西 15/16 榨季计划种植 1300 万亩，同比下降 150 万亩，目前广西面临严重干旱，减

产概率较大。 

广东 15/16 榨季计划种植 176 万亩，同比减少 24 万亩，主要由于去年台风导致新年度

蔗种缺少。 

海南 15/16榨季预计种植不超过 60万亩，同比减少 15万亩以上，单产可能大幅下降，

主要由于入冬以来直至 4月中心才有降水，且由于省级至市县以及补贴全部取消，农民种植

积极性大幅降低。 

云南 15/16榨季总面积预计下降 31万亩至 50万亩，主要由于云南连续三年遭遇极端天

气，农民积极性下降。劳力成本上升，同时企业亏损，以工补农难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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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2015/16榨季预计食糖产量 955万吨，同比减少 267万吨。 

白糖后期政策导向： 

1、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白糖的 3点： 

（1）深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科学确定主要农产品自给水平，合理安排农业产业发展

优先序。启动实施油料、糖料、天然橡胶生产能力建设规划。 

（2）提高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加强农产品进出口调控，积极

支持优势农产品出口，把握好农产品进口规模、节奏。完善粮食、棉花、食糖等重要农产品

进出口和关税配额管理，严格执行棉花滑准税政策。严厉打击农产品走私行为。完善边民互

市贸易政策。支持农产品贸易做强，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业企业集团。健全农业对

外合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抓紧制定农业对外合作规划。创新农业对外合作模式，重点加强

农产品加工、储运、贸易等环节合作，支持开展境外农业合作开发，推进科技示范园区建设，

开展技术培训、科研成果示范、品牌推广等服务。 

（3）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增加农民收入，必须保持农产品价格合理水平。继续

执行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完善重要农产品临时收储政策。总结新疆棉花、东北和内

蒙古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经验，完善补贴方式，降低操作成本，确保补贴资金及时足额兑

现到农户。积极开展农产品价格保险试点。合理确定粮食、棉花、食糖、肉类等重要农产品

储备规模。完善国家粮食储备吞吐调节机制，加强储备粮监管。落实新增地方粮食储备规模

计划，建立重要商品商贸企业代储制度，完善制糖企业代储制度。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完善

种植面积和产量统计调查，改进成本和价格监测办法。 

2、直补政策：目前直补政策正处于进一步完善棉花、大豆直补方式，总结经验的阶段，

考虑到一般的试点周期为 3年，最近几年直补的范围可能不会扩大，白糖仍将延续临储政策。 

3、重新制定储备糖规模：维持白糖最低安全库存，至每年 10月底，白糖应当保留全社

会消费量 10%的库存作为安全库存，有利于白糖价格平稳波动。同时制定企业临储制度，完

善国家临储办法。 

4、进出口：严控进口，完善配额发放制度，限制国有糖厂配额发放；控制配额外进口，

平稳有计划的发放白糖进口许可；农产品自由贸易为主，取消补贴及各种支持为大方向；坚

决打击走私。由于 WTO规则限制，白糖不能采取新的进口限制政策，只能在原有政策上进行

调控。 

5、紧急行业救助：实行紧急行业救助可以在 5 年（1 年调研+4 年实施）时间内限制白

糖进口，但需要行业在 5年内解决机械化、良种、土地平整、水利、行业整合等一系列问题，

并使得行业具备国际竞争力，在 5年后重新开放进口进行竞争。目前我国糖业仍不具有实行

紧急行业救助的计划，一段时间内仍需要行业自己解决技术进步、行业整合、转亏为盈等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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