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蔗农参与糖业全产业链模式的文献综述
张怡宁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100094

摘 要：蔗农在糖业产业链条中是最脆弱的环节，该环节利润较低且工作内容繁琐复杂。蔗农直接从事甘蔗种植，收入受自然环境和市场环

境的影响最大。基于此，从蔗农的视角出发，对蔗农在糖业全产业链中的角色和与各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关系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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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甘蔗研究现状

纵观 2006—2015 年发表的关于甘蔗

研究的文献，育种、栽培、植保是研究

的重点。其中，与育种相关的论文量最多；

植保方面，从“十一五”到“十二五”，

甘蔗植保方面的研究从“虫”“病”相

当转移到以虫害研究为主；栽培方面，

伴随国内农业劳动力成本的增加，甘蔗

生产成本随之上升，甘蔗生产机械化相

关的研究不断增多。除了这几大研究重

点外，目前对糖业的研究还涉及了糖业

行业发展战略研究，如行业产业升级；

制糖企业研究，如糖业所有制变动情况、

制糖业销售模式、制糖企业战略重组；

食糖贸易研究，如食糖产销情况、进出

口贸易、关税保护；糖业发展政策研究，

如产业规划分析、金融政策、行业补贴

政策等。

总的来看，现有的文献大部分都是

从企业和行业发展为出发点进行的研究

分析，缺少了处在蔗糖行业产业链上游

的蔗农的视角。可以说，蔗农是在整个

产业链条中最为脆弱的一个环节，同时

却又处在核心地位。蔗农直接从事甘蔗

种植，收入受自然和社会环境影响最大，

国际国内食糖行业中的细微变化都有可

能对蔗农的收入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蔗

农的视角出发看待整个蔗糖行业全产业

链的运作情况，探究蔗农在蔗糖全产业

链的参与模式是该文关注的重点。

二、蔗糖全产业链文献梳理

从蔗农出发，从产业链这一个全局

的视野看待蔗糖行业，能够更加全面地

把握蔗农在行业发展中的角色。李心芹

认为产业链是在一定的地理区域中，以

某一产业中具有竞争力的企业为链核，

与相关产业的企业以产品、技术、资本

等为纽带形成的一种具有价值增值功能

的战略关系链。杨公朴从价值链的角度

论证产业链，强调产业链由同一产业内

具有连续追加价值关系的活动所构成。

郑学益从核心竞争力的角度论证产业链，

认为产业链是以前景好、科技水平高的

优势企业和产品为核心，以资本为纽带

上下延伸使一个企业的个体优势转化为

区域和产业的优势，由此形成本区域和

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该文的研究倾向于

黄可人的研究，认为产业链是同一产业

内相关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在产业集聚过程中，基于产品的生产流

程，处于产业链条上下游的企业在长期

的互动中结成一种利益战略联盟。这一

说法将产业链中的核心定位到企业和产

品中，更为符合蔗糖行业的具体情况。

在蔗糖产业链的相关研究中，黄可

人认为蔗糖产业链的纵向结构包括甘蔗

育种、种植、蔗糖加工和产品销售流通

等环节。其中，甘蔗育种和种植是产业

链条的起始环节，育种环节包含甘蔗新

品种的选育和推广，影响糖料蔗糖的产

量和品质；甘蔗种植环节中甘蔗耕种和

收割的机械化水平较低；废料加工环节

主要对制糖加工环节中产生的蔗渣、废

糖蜜、滤泥等榨糖副产品进行再利用，

其中滤泥可以生产蔗用生物肥；销售环

节是产品存储和售卖过程。吴汉洪认为

制糖业以种植甘蔗为起点，经过制糖、

废糖蜜制酒精、酒精废液制复合肥、复

合肥返回蔗田的步骤形成了一条循环经

济工业链。价值链的研究能够为农业提

高经济效率、商业整合程度尤其是市场

竞争力提供机会。结合该文对蔗农在全

产业链中参与模式的关注，该研究倾向

于从黄可人对蔗糖产业链的纵向划分开

展研究，关注甘蔗育种、种植、制糖、

废料处理和销售五大环节，对相关文献

进行梳理。

三、全产业链蔗农参与现状梳理

从蔗糖行业产业链的甘蔗育种、种

植、制糖、废料处理和销售五大环节来

看，现有文献将各个环节孤立开来讨论

蔗农在各个环节中的角色和作用。其中，

育种和废料处理的文献研究比较少，现

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了甘蔗种植和制糖、

销售 3 个环节。

（一）甘蔗育种方面

徐建云在甘蔗生产和选、引育种中，

发现一个品种能否应用于生产，关键看

该品种能否得到蔗农、糖厂和市场的认

可。樊保宁的研究发现为了规避甘蔗种

植中潜在的风险，提高甘蔗产量，获得

更多的收益，蔗农对甘蔗新品种、新技

术仍有很大的需求，其中甘蔗病虫害防

治技术和引进新品种是农民最需要解决

的技术问题。李松在崇左市驮卢蔗区的

研究中发现蔗农即是甘蔗的生产者，同

时也是经营者，他们决定着新良种最终

能否推广应用，这一决策源自于种植甘

蔗的经济效益。由上述文献不难得出，

蔗农在甘蔗育种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视。

（二）甘蔗种植和制糖方面

目前，存在 2 种应用广泛的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公司 + 基地”，这种模

式是指糖厂与蔗农签订经济合同，糖厂

为蔗农提供种苗、肥料、农药、农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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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耕、技术和资金等方面的服务，蔗农

为糖厂提供甘蔗，然后通过法律建立合

作。这一模式中基地的土地经营权属于

蔗农。第二种模式是“公司 + 农户”，

这一模式由糖厂从蔗农处租赁或购买土

地，通过资金、技术等方式鼓励农户种蔗，

与蔗农签署收购合同，即订单农业。这

一模式中的土地经营权属于糖厂而非蔗

农，甘蔗种植成为了“第一车间”。这

一模式可以拓展为“科研 + 企业 + 农户

+ 基地”，将科研机构也纳入进来，使

甘蔗地育种、种植和制糖紧密联系起来。

（三）产业链中的废料处理环节

蔗农主要通过施用有制糖废料加工

而成的肥料参与了这一环节。制糖过程

中产生的废糖蜜作为酒精厂生产酒精的

原料，酒精厂产生的酒精废液用来生产

甘蔗专用复合肥，最终复合肥返回蔗田；

制糖过程中产生的滤泥作为生产复合肥

的材料；甘蔗叶粉碎后还田深埋作为蔗

田的有机肥。莫云川研究表明，施用糖

蜜酒精废液不仅可以显著提高甘蔗的产

量和单位面积蔗糖产量，而且可以降低

甘蔗的生产成本，提高竞争力，变废为宝，

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蒙炎成和莫艳兰研

究发现，糖厂滤泥、酒精发酵液对提高

蔗田土壤微生物数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四）销售方面

现有文献基本上分为了两方面，分

别是糖料蔗收购政策和糖料蔗价格指数

保险政策。首先，《广西壮族自治区糖

料蔗管理实施细则（修订）》中明确规

定，糖料蔗收购价格与食糖销售价格挂

钩联动价、糖料蔗款二次结算收购价格，

应依据食糖市场供求关系、价格走势及

兼顾糖料蔗生产者和制糖企业的共同利

益的原则制定。这其中就包含了对蔗农

和制糖企业的考虑。甘蔗收购体制是甘

蔗制糖产业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安排，决

定着蔗农和糖厂之间如何进行收益分配。

收购体制明确了每个集团之间的关系，

这种利益关系足以对整个制糖产业链产

生深远的影响。而糖料蔗价格指数保护

政策是广西为防范糖价波动带来的风险，

增强特色农业发展活力，促进蔗农增收、

糖厂增效所采取的保障措施。糖料蔗价

格指数保险是以白糖的市场销售价格为

参照标准，由保险公司对甘蔗种植经营

户或糖企由于白糖价格波动造成损失给

予一定补偿，以确保食糖生产各方预期

收益的价格风险管理机制，当糖价上涨

时，支付蔗农多余蔗款，提高其种蔗收入；

糖价下跌时，补偿糖企保证其生产成本

不亏损。这一价格风险管理机制的建立，

有效规避了糖厂因白糖市场价格下跌亏

损而无力支付蔗农糖料蔗收购款的风险，

既可以让糖厂提前锁定收购成本，可以

让蔗农提前确保种植收益。这两类政策

将蔗农紧密联系在蔗糖的产业链中。

四、结语

首先，国内与甘蔗相关的文献资料

对中国糖业全行业各个领域都做了非常

详尽的介绍，但大部分文献是从制糖企

业、糖业产业和全行业的发展视角进行

研究，从蔗农出发的研究占少数，基本

上零散地出现在不同领域的蔗糖研究中。

其次，针对蔗糖产业链的文献基本

上围绕推动产业升级进行讨论，重点放

在延长产业链、优化产业链各环节合作

模式、核心糖业企业上，对把握糖业产

业链中蔗农的角色有很大的启发。总的

来说，蔗农在糖业产业链各环节中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与各环节利益相关者的

互动密切，对蔗糖产业链的延伸与完善

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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