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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 探营新坐标上糖市生态链

证券时报记者 张 珈

前 言

在持续泛滥的流动性推动下， 农产

品价格如脱缰野马齐齐上扬。 原本低调

的白砂糖近期也猛然发力， 接手这场击

鼓传花的游戏，价格扶摇直上每吨 7000

元以上的历史高位。 高糖价不仅让人大

跌眼镜，更令人疑窦丛生：缘何新榨季将

至，糖市却猛然引爆翘尾行情？旨在抑制

涨价的抛储，竟成为糖价大涨的诱因？ 蔗

糖供不应求，部分蔗农却不愿再种？ 在糖

价呈攀升之势的今年三季度，为何龙头公

司业绩骤降？ 带着种种疑问，记者日前探

营我国第一大产糖区———广西。

消失的蔗田：蔗农的烦恼

两年前， 当本报记者探营广西甘蔗

种植情况时， 从南宁机场前往市区的高

速公路两旁， 还能清楚地看到成片的甘

蔗地分布在跌宕起伏的丘陵地带。 如今

这一现象几乎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

一片片桉树林。

在南宁市郊的一大片甘蔗地， 甘蔗

已经成熟，长得比人还高，下面的叶子开

始变黄枯萎，迎接着新榨季的到来。家住

当地的壮族大学生小蒙给记者当起导

游：“甘蔗林曾是我们的乐园， 小时候常

常在蔗地里面玩耍、追逐，逮田鼠、扒鸟

窝，后来村里的蔗地越来越少了，取而代

之的是菜地、葡萄园和桉树林，因为种甘

蔗收益低而且太辛苦。 ”

广西糖业协会理事长农光则透露：

“要了解糖价大涨的幕后原因，可以从蔗

农那里寻求答案。”当记者上周联系上农

光时， 他正驱车赶往柳州查看甘蔗生长

情况，备受瞩目的新榨季即将展开，甜蜜

的事业已经全面进入“备战”状态。

“不是农民不愿意种甘蔗， 而是投

入产出比太低，”贵糖股份

(000833)

相

关人士告诉记者， 现在的确有蔗区农

民改种桉树等经济作物， 主要是因为

种甘蔗收益低， 此外相关税收政策也

是一大原因。

日前召开的新榨季全国食糖产销工

作会议披露数据显示， 广西新榨季种植

面积

1520

万亩，同比增

40

万亩。 不过，

从记者近期走访蔗区的情况来看， 不少

蔗农在寄希望于甘蔗收购价格提高的同

时，也在犹豫是否改种其它经济作物。

根据安排， 广西将

2010/2011

年榨

季普通糖料蔗收购首付价由上榨季的

260

元

/

吨提高到

350

元

/

吨。 在南宁市郊

的三塘地区， 蔗农小王种下的十几亩甘

蔗已经到了收割的季节，他告诉记者，种

甘蔗是个辛苦活，虽然收购价有所提高，

但是现在的种植成本、 人工成本也越来

越高了， 不太划算，“我哥已经开始把蔗

田改种桉树了，我也有这方面的打算。 ”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 记者注意到原

本种植甘蔗的按树林中， 已经只能看到

些许甘蔗的孤影。小王解释说，由于甘蔗

种植一次，宿根可以生长三年，所以是否

继续种植还要到时视收购价格、 种植成

本等情况而定。

出租车司机黄先生是南宁当地人，常

常到郊区跑车的他发现路边甘蔗林越来

越少。 他向记者表示：“我也常常关注糖价

等相关新闻，我更希望农民多种甘蔗少种

桉树， 一是增加供应糖价可以低一点，另

外也避免桉树带来的水土流失。 ”

农光介绍，近几年来，每个榨季广西

的糖产量都明显下降。

2007/2008

榨季广

西的糖产量为

940

多万吨，

2008/2009

榨

季为

760

万吨，

2009/2010

榨季则只有

710

万吨左右。 与此同时，云南、广东等

产糖地区的糖产量并没有显著增加。 农

光还认为， 此番糖价上扬受到了干旱的

影响，尽管广西采取多种措施，但由于灾

情严重，

2010

年至

2011

年榨季甘蔗产

量还是减少了不少。

新榨季揭幕：空头的稻草？

南宁糖业旗下有糖厂初步定于

11

月

4

日开榨， 这将是

2010/2011

榨季广

西最早开榨的糖厂， 同时也是国内首先

开榨的甘蔗榨糖厂。分析人士指出，北方

甜菜糖已经开榨， 南方甘蔗也将步入压

榨阶段， 白糖大涨可能是主产区开榨前

的虚假繁荣， 后期食糖供给将集中进入

供应期，能够缓解短缺局面。

由于干旱影响， 使得

2010/2011

榨

季甘蔗长势受到影响， 甘蔗成熟期推迟

半个月左右。记者了解到，目前贵糖股份

开榨时间还未最终确定，大概安排在

11

月底。南华糖业相关人士告诉记者，目前

公司正处在开榨前的紧张准备状态，“近

期正在进行设备检修， 前期准备工作非

常关键。 ”永鑫华糖方面则表示，公司开

榨时间大概定在

11

月中旬。

据悉， 目前市场上的白糖除了少部

分北方生产的新糖外， 大部分都是库存

糖。但随着库存糖销售殆尽，白糖供货呈

现青黄不接的局面， 货源稀少加上厂家

惜售使得糖市形成卖方市场。 南华期货

分析师王晨希认为，

11

月份新的榨季来

临， 预计

12

月白糖的价格有些许回落，

但由于临近新年， 白糖在食品中的使用

增大，白糖降价空间也不大。

广西永鑫华糖集团负责人谢华诚也

表示了类似的看法，他告诉记者，新糖开

榨后糖价将出现下调，但预计截至明年春

节后， 仍将处于

6000

元

/

吨以上的高位。

他还强调，“本轮白糖的上涨，与通胀预期

加剧相关，供求关系偏紧、供需缺口是主

要原因，热钱流入、资金炒作则是推手。 ”

在糖市是否需要挤泡沫的争论声

中，投机资金蜂拥入市，争分夺秒抢筹，惟

恐赶不上“糖牛”快车，推动价格摧城拔寨

不断向上。 谢华诚注意到，近期国内投机

资金出逃楼市，向农产品进军。此外，国际

市场的食糖缺口也被不少业内人士视为

支撑糖价维持高位运行的理由。

当记者来到广西，惊讶地发现“糖高

宗”、“糖玄宗”已经不仅仅是网络热门词

汇，还俨然成为有关部门眼里的敏感词。

“我们不能接受媒体的采访，现在糖价太

高了，”广西工信委及经委糖业处人士不

约而同将记者拒之门外。

有专家强调， 糖价飙升的关键原因

并非是供应无法满足需求， 而是供需缺

口被多种因素无限地放大。谢华诚表示，

糖价被热炒的局面令人十分无奈， 新榨

季尚未启幕，在高价的诱惑下，已经出现

跨区域抢甘蔗等违规行为， 活跃的甘蔗

贩子也令糖厂防不胜防。 他建议有关部

门采取加大进口力度、 采取惠农政策等

方式，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糖价多米诺：下游扛不住

期货和现货市场的糖价飙升，触动

了终端消费市场价格链条。 在南宁市

食品批发市场，一件（

100

斤）白糖要价

达到

337

元， 一家批发店店主黄女士

告诉记者， 一个月前每件白糖价格还

停留在

250

元上下， 最近则是一天几

个价。

广西农垦公司旁边的特产批零店，

一斤装的细砂糖挂上“仅售

3.7

元”的特

价标签。一位女店员介绍说：“周围店里的

细砂糖都在涨，我们这批货因为是农垦公

司特供产品，所以暂时没有涨价，短短几

天就卖掉

200

多包，马上就要断货了。 ”

记者注意到， 食糖价格的上扬已经

引发部分消费者抢购。 南宁当地沃尔玛

等卖场，部分白糖出现断货。 前来购糖

的市民龙小姐表示：“经常买糖做菜品

点心，原本用的量少没怎么在意价格的

变化，但最近糖价涨得实在太明显。 趁

着部分品牌只是小幅提价，干脆先囤两

三包。 ”

相比之下，涉糖企业由于用量大，对

糖价的上涨要敏感很多。资料显示，食品

工业、饮料业和饮食业是主要涉糖行业，

其中糖果、糕点、饼干、速冷食品、乳制

品、罐头、饮料等是用糖的主要领域。 受

糖价飙升影响，与食糖有关的糖果、巧克

力等产品已经有不少品牌开始提价。 其

中，嘉士利旗下饼干上调

5%

，嘉顿罐装

饼干提价

6%

。

饼干企业东莞华美食品董事长袁旭

培表示，糖价上涨对食品企业影响很大，

华美不排除无奈提价， 目前正在对提价

事宜进行讨论。大白兔奶糖方面也表示，

由于原辅材料在上个月就开始明显涨

价，公司一直在承受成本的压力，所以决

定趁圣诞节期间糖果的销售旺季到来，

提高产品的终端价格。 广州酒家负责人

也透露，

10

月

1

日开始， 广州酒家利口

福的糕点价格全面提升

8%

，主要因为白

糖价格上升。

有分析人士表示， 高糖价可能刺激

工业甜味剂等替代品流入市场， 这也意

味着食品安全潜在威胁将增加，由于白

糖价格太高，个别商家用低价的工业化

产品甜蜜素代替白糖使用， 以节约成

本。 贵糖股份相关人士告诉记者，糖市

曾经遭遇大量甜蜜素流入市场、引发制

糖全行业亏损的前车之鉴， 希望政府部

门加强监管， 降低甜蜜素危害居民健康

的风险。

食糖小贴士

七死八活九回头

证券时报记者 张 珈

� � � �我国是仅次于巴西和印度的世界第三大产糖国，白糖

按来源分为甜菜糖和蔗糖。 其中，甜菜糖主要产于北方，新

疆是我国最大的甜菜糖产区。 蔗糖主要产于南方，其中广

西是我国最大的蔗糖产区，同时也是我国最大的白糖生产

基地。 为保护国内糖料种植和制糖产业，我国对食糖进口

采取关税配额限制政策。

我国食糖的生产销售年度从每年的 10 月到次年的 9

月，开榨时间由北向南各不相同。 一般讲，我国制糖生产期

从 11 月至次年 4 月。 甜菜糖榨季从每年的 9 月底或 10 月

初开榨，到次年的 2 月结束。 甘蔗糖厂 10 月底或 11 月初

开榨，到次年的 4-6 月结束。

昨日闭幕的全国糖会披露，09/10 榨季全国消费量

1379 万吨，同比减少 11 万吨，预计 10/11 榨季全国食糖消

费量将达到 1400 万吨。 09/10 榨季全国平均销售价 5006

元 / 吨，同比增幅达到 30%，全行业实现了盈利。

统计数据显示，09/10 榨季全国开工糖厂 276 家，其中

甜菜糖厂 36 家， 甘蔗糖厂 240 家， 全国糖料种植面积

2412.76 万亩，同比减少 7.48%。 由于干旱、冰冻灾害影响，

全国食糖产量 1073.83 万吨，同比减少 169.29 万吨。

食糖是季产年销的大宗商品，食糖行业有“七死八活

九回头” 的说法，意思是白糖价格 7 月份死气沉沉，8 月份

上蹿下跳，9 月份回头向上。 不过，真正的翘尾行情发动的

时间也可能有所滞后。 每年 6 月，食糖生产尘埃落定，货源

充足、价格基本平稳。 进入 7 月以后，糖业公司资金和产销

压力减轻了，惜售心理较重，放慢销售的节奏，糖市通常缺

乏活力。8 月份后用糖高峰即将拉开序幕，销售的时间也所

剩无几，市场开始活力充沛。 到了 9 月，随着老糖销售接近

尾声，新糖尚未上市，价格可能会出现翘尾行情。

糖价一骑绝尘 糖企业绩不增反降

证券时报记者 张 珈

当高糖价一骑绝尘横扫期货

现货市场之时，不少业内人士却惊

讶地发现，部分制糖行业上市公司

业绩不增反降。有分析人士告诉记

者：“糖价的上涨虽然有助于制糖

公司业绩提升，却不能简单地理解

为业绩会因此高成长，公司的经营

节奏影响制糖业务收益。 ”

以南宁糖业(000911)为例，从

公司披露的数据来看， 在糖价飙

升的三季度， 公司仅实现净利润

1486.7 万元，同比下降 59.51%。 扣

除马丁居里和解款的非经常性收

益后， 第三季度公司主营业务亏

损。 在食糖价格总体上涨的 2010

年， 南宁糖业一至三季度各季度

综合毛利率却异常地逐季度下

降 ， 分 别 为 19.16% 、14.54% 、

12.22%。

据了解， 制糖公司的经营节

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产品的销售

均价，从而影响制糖业务收益。 日

信证券分析师指出， 南宁糖业通

常在上半年销售大部分食糖，并

在期货上进行套期保值操作锁定

价格， 因此公司的利润未能享受

到第三季度的糖价上涨。

来自兴业证券的分析指出，

三季度食糖价格大涨，10 月份已

经突破 6000 元 / 吨，但是实际制

糖企业销量有限， 不同销售节奏

的制糖企业 2010 年食糖销售均

价应该都低于 6000 元 / 吨。 此

外， 广西甘蔗价格存在二次联动

结算模式， 当销售均价超过联动

价之后， 制糖公司将对蔗农实行

二次结算， 因此实际销售均价偏

低。根据广西方面安排，2010/2011

年榨季糖料蔗收购价格继续采

取蔗糖价格挂钩联动、二次结算

的管理方式，每吨普通糖料蔗收

购价格 350 元与每吨一级白砂

糖平均含税销售价格 4800 元挂

钩联动。

值得注意的是， 甘蔗减产导

致造纸原料蔗渣供应量下降、价

格上涨， 也侵蚀了制糖公司的造

纸业务收益。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

造纸毛利率持续下降， 造纸业务

亏损是南宁糖业主营业务亏损的

主要原因， 公司今年上半年纸品

业务毛利率已经下降至 9%。

面积日渐缩小的甘蔗林被各种其他经济作物包围

南宁沃尔玛，各类食糖价格齐齐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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