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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糖业发展的方针政策，

确保老、少、边、穷地区 4000 万糖农的根本利益，把握国家对

进口食糖产品采取保障措施的机遇，推动行业降本增效和转型升

级，提升产业竞争力，实现糖业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特制定《糖

业转型升级行动计划（2018-2022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

一、背景

我国是既产甘蔗糖又产甜菜糖的国家，甘蔗糖约占 90%，甜

菜糖约占 10%。甘蔗糖主要分布在广西、云南、广东、海南四个

边疆省（区），甜菜糖主要分布在新疆、内蒙古等边疆少数民族

地区。食糖既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也是食品工业及下游产业的

重要基础原料，糖业发展为我国 4000 万糖农脱贫致富、边疆少

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我国糖料生产的自然禀赋条件较差，加之良种良法推广

缓慢，糖料生产机械化程度低，导致糖料种植成本高，制糖成本

居高不下，缺乏国际竞争力。特别是自 2011 年以来连续几年的

超量进口食糖对国内产业造成严重冲击，致使全国制糖行业自

2012/13 年制糖期始连续三个制糖期亏损，总额累计达 147.3 亿

元，糖农种植积极性减弱，糖料及食糖产量双双下滑，行业发展

受到重创。

对此，中国糖业协会于 2014 年开始组织原糖进口加工企业

实施行业自律，商务部、海关总署自 2014 年 11 月 1 日将关税配

额外食糖进口纳入了自动进口许可管理。特别是在党中央、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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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高度重视下，通过国家有关部委全力推进，全行业积极工作

和不懈努力，2017 年 5 月 22 日，商务部发布了《关于对进口食

糖采取保障措施的公告》，对关税配额外进口食糖采取保障措施。

这些政策措施的出台，对我国糖业尽快走出低谷，步入健康稳定

持续发展的轨道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契机。

本《行动计划》旨在实现保障食糖供给、维护糖业产业安全

和服务“三农”的历史使命，为此组织全行业抓机遇，调结构，

练内功，降成本，争取通过五年的努力，使我国糖料种植成本明

显下降，食糖生产成本进一步降低，糖业转型升级取得重要成效，

糖业综合竞争力得到显著提升。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行动目标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推进糖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以改革

创新为动力，降本增效为目标，进一步落实《中国制造 2025》、

《关于开展消费品工业“三品”专项行动 营造良好市场环境的

若干意见》、《糖料蔗主产区生产发展规划（2015—2020 年）》、

《推进广西甘蔗生产全程机械化行动方案》等政策措施，全面提

高行业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推动我国糖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

提高我国食糖保障供给能力，实现产业精准扶贫、农民增收和社

会稳定，实现糖业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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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原则

1.坚持创新驱动与标杆引领相结合。创新行业发展理念，在

政府领导下，探索农工、工商协同发展的新模式，加大科技和资

金投入，努力提高糖料生产效率和制糖生产技术水平。以行业发

展过程中的共性问题为突破口，通过科技创新，推广应用先进技

术、先进装备，加强绩效对标工作，树立标杆企业，全面提升产

业竞争力。

2.坚持供给侧改革和产业合理布局相结合。综合考虑各产区

自然资源禀赋条件和生产基础，统筹规划各产区食糖产能，引导

行业调整甘蔗制糖、甜菜制糖和原糖加工合理布局，淘汰落后产

能，加快供给侧改革步伐，促进我国糖业全面协调发展。

3．坚持国家支持和行业落实相结合。政府部门在糖料主产

区生产发展规划、食糖保障措施等政策措施基础上，进一步研究

出台后续支持糖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中国糖业协会引领全行业积

极落实《行动计划》，及时总结推广各省区、各企业的先进经验。

各省区糖业主管部门、糖业协会组织企业认真实施《行动计划》

各项任务。企业是糖业转型升级的责任主体，各企业要发挥主观能

动性，认真履行职责，扎实工作，加强管理，主动作为。

（三）行动目标

《行动计划》完成后，至 2022 年全国制糖行业实现“两个

300 元”目标，即在不提升糖料价格基础上，糖农每亩增收 300

元，制糖企业吨糖生产成本降低 300 元（见行动目标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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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目标分解表

目标 目标分解 降本增收

糖农

每亩

增收

300

元

建设“双高基地”，推广“良种良

法”，使甘蔗单产由 4.1 吨/亩提

高到 4.6～4.9 吨/亩，甜菜单产由

3.7吨/亩提高到4.2～4.5吨/亩，

全国平均提高单产 0.5～0.8 吨/

亩。

按目前全国糖料平均价格，

提高单产 0.5～0.8 吨计，

糖农每亩增收240～390元/

亩。

推行糖料生产机械化，使甘蔗机播

率由 40%提高到 70%，甘蔗机收率

由 4%提高到 20%；甜菜机播率由

80%提高到 98%，甜菜机收率由 60%

提高到 90%。

按甘蔗机播降本 70元/亩，

甘蔗机收降本 300 元/亩，

甜菜机播降本 100 元/亩，

甜菜机收降本200元/亩计，

推广机械化全国糖农平均

可增收 70元/亩。

糖厂

吨糖

降低

成本

300

建设“双高基地”、实施“高糖高

榨”：分别提高含糖分 0.3～0.5

个百分点，两项合计提高含糖分

0.6～1.0 个百分点，可使产糖率

提高 0.5～0.8 个百分点。

按目前全国糖料平均价格，

产 糖 率 提 高 到 12.4% ～

12.7%计，降低成本 170～

260 元/吨。

开展对标活动，采用国际国内先进

技术、先进工艺、先进装备实施技

术装备改造，提高生产效率，使吨

按目前吨糖成本降低 2%～

5%计，吨糖成本降低 120～

30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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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糖成本降低 2%～5%。

推行绿色制造技术，使百吨糖料能

耗下降 10%。按全国平均百吨糖料

耗标煤 4.9 吨计，下降 10%相当于

百吨糖料能耗下降 0.49 吨。

按目前标煤价计，能耗下降

0.49 吨，产糖率 12.4%～

12.7%计，吨糖降低成本 40

元。

全行业要以此为行动目标，抓住当前实施食糖保障措施等机

遇，着力推进糖料生产的良种良法和全程机械化进程，提高糖料

单产、含糖和糖农种植收益；扎实做好绩效对标管理，加快糖厂

适用技术推广和技术改造步伐，使制糖行业物耗、能耗及污染排

放进一步下降，制糖装备自动化、智能化程度明显提高，食糖品

种、品质和品牌建设取得新进展，行业降本增效和转型升级取得

明显成效。

三、重点任务

（一）创新发展理念，探索行业发展新模式

牢固树立和谐发展理念，建立全产业链利益均衡模式。以共

享行业利益为基础，创新思维，积极探索行业发展新模式。推进

工业反哺农业机制向农工利益一体化方向发展，通过利益纽带稳

定农工关系，支持制糖企业主导或参与糖料生产合作组织建设，

让糖农在享受种植利益的同时分享加工等环节的增值效益。积极

构建以企业为主体，高校、研究机构为依托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

系，围绕行业发展面临的问题攻克一批关键共性技术，加快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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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产业化步伐，大力推广先进适用技术，为行业降本增效、转

型升级提供技术支撑。逐步完善和规范市场经营行为，充分发挥

各类市场平台和市场机制服务实体经济的基本功能，进一步巩固

和发展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工商合作关系。

（二）稳定糖料区划分，加强糖料管理

认真贯彻落实好国家四部委颁布的《糖料管理暂行办法》（第

23 号令）和地方蔗区管理有关规定，借鉴世界主要产糖国糖料

生产通行管理模式，稳定糖料区划分。做好糖料蔗生产保护区的

规划和建设，加强糖料区划管理，鼓励制糖企业积极参与糖料基

地建设。按照区划种植、收购糖料，按照区划内糖料“谁服务、

谁受益”的原则，保持良好的糖料收购秩序。根据实际情况逐步

推进入厂糖料按糖分计价，遵循糖料糖分积累的自然规律，选择

糖分最高时段适时安排开榨，争取制糖生产高糖高榨。优化甘蔗

砍运管理，提高砍蔗效率，尽力缩短甘蔗砍后滞留时间，确保甘

蔗高糖先砍、新鲜入榨。通过此项管理措施，使全国糖厂平均提

高糖料含糖分 0.3～0.5 个百分点。

（三）推进糖料生产良种良法，提高单产和含糖

抓好《糖料蔗主产区生产发展规划（2015—2020 年）》的落

实，加快“双高”基地建设步伐，着力推进土地整合、节水灌溉

和规模种植，改善糖料生产条件；加快优良新品种选育推广，扩

大脱毒种苗栽培面积，优化糖料品种栽培结构，提高糖料良种覆

盖率；全面推广综合农艺措施，包括测土施肥、深耕深松、地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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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甜菜纸筒育苗、病虫害防治等实用技术，利用“互联网+”

等服务平台，为糖农提供适时技术指导，提高科学种田水平。通

过综合施策，使全国糖料含糖分平均提高 0.3～0.5 度，单产平

均提高 0.5～0.8 吨（见专栏一）。

专栏一

措施 技 术

良种 加快优良品种选育与推广，按早、中、晚熟品种合理搭

配。因地制宜选择桂糖、云蔗、粤糖、福农等甘蔗新品

种和国内外甜菜新品种，形成科学合理的区域性品种多

系布局。

良法 加大糖料生产良法推广力度，重点推广甘蔗脱毒种苗及

配套栽培技术，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甘蔗“水、肥、

药”精准施用技术，甘蔗轻简协同提质增效关键技术，

甘蔗节水灌溉及高效施肥关键技术，适用于糖料生产机

械化的综合配套技术，旱作区甜菜节本增效综合栽培技

术等。

（四）推进糖料生产机械化，降低种植成本

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国外糖料生产机械化技术，加快国产机

械研发、制造，结合农业部等四部委关于《推进广西甘蔗生产全

程机械化行动方案》“五大行动”的落实，促进农机农艺结合，

因地制宜推进机械化采收，积极推进糖料生产的整地、种植、中

耕植保、收割全程机械化水平,尤其是要加快推进糖料收割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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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水平。依托各地科研院所，着力解决关键技术研发攻关，综合

考虑地形地貌、经营规模、机具作业效率等因素，因地制宜推进

大型、中型、小型等不同类型机械研发。根据机械使用中的问题

不断完善改进，同时进行制糖工艺和设备改造以适应机收糖料的

需要。通过国家、农机制造商和制糖企业的共同努力，到 2022

年使甘蔗机播率由 40%提高到 70%，甘蔗机收率由 4%提高到 20%；

甜菜机播率由80%提高到98%以上，甜菜机收率由60%提高到90%。

（五）深入开展对标与升级改造，提高制糖生产绩效

深入开展“绩效同业对标”活动，以问题为导向，学习标杆，

苦练内功，对症施策，补齐短板，不断提高企业生产绩效。在对

标实践中，非标杆企业以标杆企业为榜样，标杆企业以国际先进

企业为榜样，对照榜样找差距，通过加大科技资金投入，采用国

内外先进技术、先进工艺、先进装备升级改造，加强企业管理，

达到赶超标杆、提升生产绩效的目的。到 2022 年，通过对标与

升级改造，使全行业吨糖成本降低 2%～5%（见专栏二）。

专栏二

工序 技术与装备

预处理 甘蔗自动卸车除土除杂技术，预处理与压榨生产线

自动控制技术，甜菜自动清土除杂堆垛机，甜菜预

处理干法输送技术

提汁 大型高效甘蔗压榨机组，甘蔗双辊喂料器，柔性联

轴器，甘蔗压榨节能与清洁生产技术，大型高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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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切丝机、甜菜渗出器、甜菜粕压榨机，压粕水回

用技术，制糖工业葡聚糖快速检测与清除技术

澄清过滤 绿色制糖新工艺，硫熏强度在线自动检测技术，环

保高效燃硫炉，高效过滤机，全自控混合汁上浮澄

清装置

加热蒸发 糖厂热能集中优化及控制技术，换热装置能效提升

技术（膜式蒸发技术、板式加热蒸发技术、MVR 技

术），低品质热源利用技术，加热、蒸发装置积垢

自动清洗技术

煮炼助晶 全自动连续结晶罐，大型连续助晶机，煮糖自控技

术，煮糖强制循环装置，煮糖高效真空系统和凝结

水冷却装置

分离包装 大型节能分离机，节能高效成品糖干燥机，全自动

包装码垛生产线

锅炉发电 蔗渣生物质发电，高压大容量热力机组改造，锅炉

烟道气余热干燥蔗渣，糖厂蔗渣锅炉清洁燃烧技

术，烟道气除尘脱硫脱硝技术

全过程 制糖生产过程近红外光谱在线检测技术，基于“两

化融合”的糖厂生产调度管理系统，制糖全程自动

控制技术，糖厂节水降耗闭合循环用水处理系统

其它 高品质食糖生产技术，液体糖、功能糖等食糖产品

多样化生产技术，糖厂副产品资源化利用技术，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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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产品二维码防伪溯源技术

（六）推行绿色制造技术，降低能耗和污染排放

推行绿色制造技术，实施清洁生产，降低制糖生产过程的能

耗、水耗和污染物排放。从原料预处理、压榨（渗出）提汁、澄

清过滤、加热蒸发、煮炼助晶、分蜜包装以及锅炉发电生产全过

程推广实施一批绿色制造新技术新装备，加大节能、节水和污染

排放技术改造的步伐，在糖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改善产业生态环

境，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赢。到 2022 年，通过推行绿

色制造技术，全行业百吨糖料能耗下降 10%，吨糖料耗水下降 20%，

吨糖 COD 排放下降 30%。

（七）落实 “三品”战略，满足食糖消费升级需求

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开展消费品工业“三品”专项行动 营

造良好市场环境的若干意见》，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积极

推动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行动。在行动过程中，推进糖业供

给侧改革，引导糖厂实现产品升级，质量提升，增强服务意识。

有条件的企业要在产品多样化上多下功夫，丰富食糖品种，满足

市场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具备能力的企业、原糖加工企业要在生

产精制糖、液体糖方面有所作为，满足市场消费升级需求。企业

要增强品牌意识，制定品牌战略，加强品牌管理，争取五年内全

行业培育出 20 个优势品牌产品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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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策建议

食糖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农产品，糖业发展涉及到老、少、

边、穷地区 4000 万糖农的根本利益，也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扶贫攻坚战略的重要抓手。《行动计划》的实施不仅需要行

业的自身努力，更需要国家有关政策的支持，为此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食糖进口管理

贯彻落实食糖保障措施，做好食糖自动进口许可管理相关工

作，严厉打击食糖走私和假冒注册商标违法经营行为。全行业加

快推进二维码防伪溯源体系建设，为政府执法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二）积极推进食糖目标价格管理实施

实施食糖目标价格管理是糖业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必要条

件。食糖生产集中度高、糖料与制糖企业联系紧密，农民种植的

糖料必须通过制糖企业加工成食糖才能实现价值，通过制糖企业

反哺农业，促进糖料生产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借鉴棉花和大豆

实施目标价格管理政策的实践，食糖目标价格管理操作成本会更

低，更易于管理，更容易实施并取得良好成效。

（三）加大中央及地方财政支持力度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设立糖料生产专项资金，重点

支持企业和科研机构从事良种繁育、栽培管理、病虫害防治及全

程机械化建设；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设立技术装备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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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制糖企业技术改造、产业升级及“三品”战

略实施。各主产糖省区政府加大相关配套政策和资金支持。

（四）完善糖料生产保护区布局

为确保我国食糖产业安全，在现有已划定的甘蔗生产保护区

基础上，适度扩大保护区范围，将我国北方新疆、内蒙古等省（区）

甜菜生产列入保护区。

（五）加强食糖市场有效监管

加强对期、现货食糖市场的有效监管和惩处力度，切实防范

过度投机、人为炒作，积极配合国家宏观调控，充分发挥白糖期

货市场服务糖业实体经济发展的功能。

（六）充分发挥协会作用，全面推进《行动计划》落实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桥梁纽带作用，加强行业自律，积极沟通、

协调食糖产业各方利益主体，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做好各项食糖宏

观调控工作。积极引导、督促企业提高认识，落实主体责任，加

大技术、资金投入，确保《行动计划》目标如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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