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66卷 第4期 2013年7月
Vol.66.No.4 July2013.077~087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中国糖产业发展战略及糖产业金融工程
 
叶永刚 杨佳琪

摘 要:从国际竞争的角度对我国糖产业落后的国际地位进行分析,在对泰国、澳大利亚

和巴西糖产业发展模式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从种植、加工和深加工及销售等糖产业链三

大环节,从产业、市场和金融资源等三个层次,以夺取糖相关产品国际话语权等为最终目

标的中国糖产业发展战略,并采用产业金融工程理论来分析中国糖产业,利用制度设计、
金融支持及风险控制等多种方法构建我国糖产业金融工程支持体系,在分析我国糖产业

链改造所面临的问题的基础上,制定具体实施手段。以种植环节相关问题为例,对农业模

式、灌溉基础设施、农业机械化以及利益分配机制等多个问题进行了案例分析。
关键词:产业发展战略;产业金融工程;糖产业

糖产业是我国最重要的基础行业之一,其庞大的产业链涉及到食品、饮料、化工、医药

等多个行业,而上游产业甘蔗种植和甜菜种植在部分省份被视为当地农民最主要的经济

来源,关系到整个地区的发展和稳定。我国糖产业以甘蔗制糖为主,广西占据着甘蔗种植

的有利地理位置,其糖产业也在全国处于市场龙头地位,占据全国66%以上的份额。处

于类似地理环境的还有巴西和泰国,两者现在分居世界食糖产量第一和第二,澳大利亚居

第三。我国作为全球第四大产糖国,长期保持着食糖进口,国内供给不能满足需求。

2009年到2011年间,国内糖价出现了大幅上涨,全国大多数糖厂普遍获得盈利,改
变了多年来的亏损状况,制糖业的上游种植业因此也收获颇丰,农民得到了收益,糖产业

同样得到了较多的关注,广西崇左市也在此期间因其盛产糖被誉为“中国糖都”。然而,随
着这轮大宗农产品价格上涨过后,包括糖在内的各类大宗农产品价格都出现较大幅度下

跌,在价格急剧下降时,糖产业是否能抵挡住市场的冲击,农民是否能保住收益,金融资源

是否依旧青睐糖产业都直接关系到糖产业的发展,国外糖企不断地在我国渗透,对我国的

糖产业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对于还处在初级阶段的我国糖产业都是值得关

注的系统性问题。

一、中国糖产业发展战略

(一)大豆产业的经验与教训

在过去短短的几十年间,我国从大豆的最大生产国和出口国已经成为了如今的最大

进口国,可以说在大豆产业中,我国已经输给了外国资本。而关于大豆产业发展战略和跨

国粮商经验的研究为糖产业的发展战略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在美国国内四大跨国粮商已经控制了种植的上、下游,成了政府农业补贴的最大受益

者。在南美,他们控制了大豆的生产和贸易渠道。在中国,他们通过控制期货市场,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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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消费市场。通过专利战略,孟山都公司对全球大豆种子市场基本实现了控制。以专利先行市场在

后的发展战略,为我国的企业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根据上述研究的结论,产业链的控制是跨国粮商的主要手段,但主要控制哪一环节还必须根据不同

的市场的特点来决定,而能够实现对某一环节的控制,技术和资金都是非常重要的条件。我国糖产业为

避免出现上述困境,就必须将产业的新发展提升至国家战略的层面来考虑。
(二)中国糖产业发展战略

1.中国糖产业定位与思路。经过对全球及我国糖业发展情况的研究,中国糖产业所处的境地不甚

理想,内部产能、技术、质量、资源等问题共同困扰着糖产业的发展,而外部又受到进口糖的挤压,在国际

市场上更是毫无竞争力。但是,我国糖产业目前所具备的资源优势和国际政策条件也为其发展带来了

不可多得的机遇。
在上述情况下,中国糖产业应定位于以广西为中心,以东盟为基础,引领全球的国际性糖业。以各

种金融资源为支撑,以市场建设为依托,充分利用国内外多种市场,实施产业国际化战略,在东盟和全球

范围布局,通过国内外资本市场实施海内外拓展,整合国内外资源,打造“上融东盟,中驻广西,下领全

球”的国际化产业链,使中国的糖产业位于具有国际影响力、拥有全球话语权的领先地位。同时,糖产业

的国际化发展也将成为我国农业和东盟融合的重要基础。

2.中国糖产业战略目标。中国糖产业所要达到的目标都是建立在一条完善的产业链之上,根据前

期的调查,我国糖产业生产基地地处东南亚边界地区,而目前的产能不足主要由原料蔗的缺乏造成。在

此背景之下,我国糖产业目标产业链的设计应充分利用周边国家的地理优势,因此构建的目标产业链具

有国际化的特点。
目标产业链的设计理念是控制核心技术和高附加值环节,形成“两头在外,中间在内”的目标产业

链。糖产业链可大致划分为种植、加工与深加工、销售三大环节。“两头在外”是指在种植环节和销售环

节面向国际,由国内外两大部分提供资源①,其中资源包括原料蔗、技术、资金等,在产量充足的情况下,
达到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进军国际市场的水平。“中间在内”是指将加工和深加工等核心技术和高附

加值环节控制在国内,从而控制整条产业链。

图1 我国糖产业发展目标产业链

在目标产业链的基础之上,我国糖产业的发展战略目标才有实现的平台,而发展战略的制定则应兼

顾产业链中各大利益主体的诉求。因此,本文所设定的发展战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保护农民

利益,解决“三农”问题;二是实现糖产业的现代化与国际化;三是实现区域经济的稳定发展;四是促进东

盟战略的实施;五是夺取全球定价权。

3.现有产业链及问题。根据对我国糖产业的长期调查和研究,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都具有一定的问

题,具体来说,在甘蔗种植环节,机械化程度不高,种植分散、效率低;在甘蔗交易市场,尽管有订单农业

的形式,但蔗农对价格敏感性过高,甘蔗种植收入并不稳定,糖厂甘蔗收购成本波动幅度大;加工环节以

“一步法”为主,小糖厂居多,缺乏抵御风险和自主研发能力;在糖业相关产品市场方面,虽然有一定规模

的现货交易市场,但期货套保品种尚未发展起来;在生产销售环节,物流支持不足、产品品种较少、深加

工产品稀缺,制糖企业的风险抵御能力较低,市场国际化程度不足。
而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看,我国糖产业链在国际竞争中的所处的环境也十分恶劣。在产业链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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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目标产业链逐步成型之后,国外资源主要以原料蔗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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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我国糖产业链现状

游,由于自身技术等条件限制,还没有具备将国外纳入到自己产业链的实力;在中游受企业规模限制,工
艺、技术落后导致生产效率较低,已有国外企业打入到附加值高的深加工环节;在下游,无法满足国内自

身需求,还需由进口弥补缺口,国际竞争力不足。

4.糖产业国际化发展战略框架。按照上述发展战略定位和思路,中国糖产业发展要实现跨越式发

展和国际化,应以种植环节、加工环节、深加工及销售环节金融工程支持体系为三条纵向发展路径,以产

业层面、市场层面、金融资源层面的为三条横向发展路径,形成“三纵三横”的立体式国际化战略框架。
“三纵三横”的国际化发展框架,是根据金融工程理论的结构化思想,按照种植、加工及深加工及销

售三个环节的不同特点和需求,在恰当的市场流转机制下,用金融工程的手段,促成在产业层面、市场层

面及金融支持层面实现国内外资源和产品顺利流转、利益合理分配、风险严格控制的糖业发展模式。

图3 中国糖产业发展战略框架

金融支持体系是由产业内生的,我国糖产业本身拥有很多的资源,但由于某些方面的限制,资源间

没有形成很好的协作关系,无法充分发挥这些资源的作用。金融工程支持体系就是将这些零散的资源

进行整合与配置,形成一个系统,根据产业的各个环节来制定具体方案,根据不同的发展时期具体情况

来实现设计的更新,在各个环节加入各类金融资源作为润滑剂,让整个产业有序顺利的运转。
(三)产业金融工程与糖产业战略

在产业金融工程理论的框架中,资源的配置不合理是产生上述现象的核心原因。其中,资本作为核

心要素,可以起到撬动其他要素的作用,在产业资源配置中能够起到引领作用。而中国糖产业战略能够

得以实施的关键就在于资本的正确运用。
产业金融工程以产业和相关产业链为基础平台,运用结构化、工程化的分析模式探索产业层面的价

值增值、价值创造空间,将金融资本和金融工具作为一种生产资源投入产业生产和发展中,发挥金融资

源的杠杆作用和带动作用,协调、整合金融资源、产业资源、政策资源的投入和运行,在控制产业风险的

前提下,提高生产效率、资金效率和政策效果,实现金融发展与产业经济的互动发展。
糖产业本身具有产业链长、辐射范围大、可塑造性强等多个方面的特点,糖产业的产业链无论是长

度还是宽度都在农产品中位居前列,目前已有部分企业开始尝试基于糖产业的循环加工项目,发展前景

良好。而这种特性使得糖产业非常适合运用结构化和工程化的方法来改造产业价值链并提升盈利空

间,为产业金融工程的实践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对糖产业金融工程的研究也推动了产业金融工程理论的

快速发展。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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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糖产业金融工程理论

(一)产业金融工程理论(叶永刚、张培、宋凌峰,2012:111)

产业金融工程是指创造性地利用各种产业链、金融、制度和风险控制手段解决产业发展过程当中面

临的各种问题,包括产业结构、资源配置、风险控制等问题,实现产业升级、价值增值和外部经济等目的。
通俗地讲,产业金融工程就是在风险控制的条件下使产业有更高的经济或社会效益,金融资源等更加便

捷的到达所需的环节,解决现有产业的关键问题,使其形成更为高级的产业形态。
产业金融工程的定义表明产业金融工程理论研究是目的性非常明确的应用性创新研究,强调的是

理论的可操作性。所谓目的性,就是指要解决产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而应用性则是指研究是

针对实际情况形成应对措施或发展战略;创新的研究强调的是方法和对策两个方面。
在整个产业金融工程体系中,产业链设计、金融支持、制度设计与风险控制是四大主要技术方法。

产业链设计是在对现有产业链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其进行改造,提高产业的价值,而要实现产业链的

改造则主要通过金融支持和制度设计的方法来实现,并通过相应的风险控制手段对改造过程中和改造

后的产业风险进行全面的控制。
在本质上讲,产业金融工程是生产者理论的一种改进,这种改进并不一定普遍适用,而是针对特定

产业的特点所进行的个性化的改造。

Q=fi(k,l,n) (1)

  以某个行业的生产函数(1)式为例,Q 表示行业的产量,f(·)表示某行业的生产函数,K、L、N 分

别表示资本、劳动和土地等资源的投入量,某些生产函数还会以管理者才能作为自变量引入。产业金融

工程并不是研究如何提高企业产量,而是研究如果在该产业创造更大的价值。

Y=F(K(k),L(l),N(n)) (2)

  在(2)式中,Y指行业的价值创造①,F是产业链改造后的生产函数,K(k)是指采用某种金融支持手

段后的资本投入量,L(l)和N(n)是指采用一定的制度安排后的劳动投入量和资源投入量。通常而言,
产业链可分为上、中、下游三个环节,而不同环节的生产模式可能完全不同。因此,某行业的价值创造可

表达为:

Y=Y1+Y2+Y3 (3)

  其中,下标1、2、3分别表示上、中、下游。产业金融工程理论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产业升级、价值增值

和外部经济,对增量的研究是产业金融工程的重点。假设以y表示行业改进之后与改进之前的变化量,
则有:

yi=y1+y2+y3 (4)
假设,Y、K(k)、L(l)、N(n)的函数形式均为简单线性函数,其基本形式如下:

Y=a+aKk+aLl+aNn (5)

  其中a0表示截距项,aK、aL、aN分别表示K、L和N的参数。已知产业链的不同环节生产模式不同,
那么(5)中参数则是区别不同生产模式的主要特征。现仅考虑第i环节的问题,其产业增量为yi,则有,

yi=aK△k+aL△l+aN△n (6)

  根据(6)式,产业金融工程理论所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当△k、△l、△n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时,如何使

yi最大化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yi≥0必须成立。
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模型中,资本、劳动、土地和技术等要素往往同等重要,然而在产业金融工程的

框架内,资本k被作为核心要素进行讨论,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通常也是通过改变资本k的分配方式

和使用方式来达到引导其他要素的目的。因此,资本k在所以要素起着引导其他要素流入产业的关键

性作用。

·08·

①由于不同产业所要实现的目标价值不完全是提高利润,部分公共事业产业就已追求社会福利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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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在(6)式中代表了所投入的总量,而资本k投入的对象则是其他要素,通俗地讲,通过资本的投

入来影响劳动力、土地及新技术等其他要素。对于资本k的研究必然面临着如何获得、如何分配以及如

何使用这三大核心问题,在实际运用中的表现就是融资、投资以及利益分配等现实金融问题。

图4 生产要素关系图

资本k对于劳动力l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获得新增劳动力以及产业内部利益分配上。一方面,劳动

力配置的最优化等问题已经由传统的西方经济学进行了解释,将最优状态与实际状态进行比较会形成

一个新增劳动力,如何缩短上述两者的差距这是产业金融工程对劳动力l的研究重点,利用资本k带动

劳动力l的增加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主要手段;另一方面,当劳动力的最优配置状态或者相对较好的状态

出现之后,维持并改善这一状态同样关键,这就涉及到产业内部利益分配的问题,如何平衡产业上、中、下
游在利益分配是研究的另一个重点,可以通过定价方式的改变和制度结构的设计等一系列方法来实现。

资本k对于土地n 的影响与其对劳动力l的影响类似,同样是由资本k来引导土地资源的配置,而
对于技术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对生产函数形式的改变。通过资本k的作用,产业所需的生产技术和工

艺可以得到提升和改善,生产要素投入的最佳量在不同函数形式下将出现较大的变化。
因此,在所有的生产要素中,资本或者说金融资源作为核心资源被运用在产业金融工程的理论中,

起着带动所有其他生产要素流入到产业中的作用。针对每一个产业或项目,可以设计相应的产业金融

工程支持体系,而该体系的设计则主要集中在如何获得资本k以及资本k 的用途。为了是资本k的引

导作用得以发挥,同时还需要运用到制度设计和风险管理的相关手段。
(二)糖产业金融工程

按照上文中所提的“三纵三横”发展战略,中国糖产业发展的目标是实现产业升级,走向国际化,并
最终获得国际话语权。而在当前最紧要的任务是实现产业的升级。糖产业金融工程支持体系由种植环

节、加工环节、深加工及销售环节三大金融工程支持体系组成,从产业链的角度来对糖产业进行全面的

提升。产业金融工程的实施首先是融资,即金融资源①如何进入糖产业,其次是金融资源及其他生产要

素的配置和使用问题,最后是所产生的利益如何分配。糖产业链具有产业链长、涉及面广的特点,不同

的产业链环节、融资方式和形式都不同。另外,金融资源如何引导其他生产要素进入产业的重点和方式

也有较大的区别。按照所设计的发展战略,我国糖产业金融工程支持体系分为产业现代化、资源市场化

和产品国际化三大步骤,具体来说:

1.产业现代化金融工程支持体系。该子体系主要促进金融资本流入糖产业,促进产业升级,扩大生

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提高高附加值环节在糖产业中的比重,提高资本回报率。该子体系中包含融资

体系、风险控制体系、运行管理体系三个层面,分别解决资金来源、流向和回报,降低融资的风险以及对

支持体系平稳运行提高相应的政策和制度等方面的管理。金融资源对其他生产要素的引导作用在此体

系中体现的更为明显,尤其是对劳动力、技术的引导,在本文第四部分将着重分析。
根据糖产业链的结构,又可以具体分为以下几个部分:首先是种植环节金融工程体系。其主要目的

是提高种植技术并扩大甘蔗原材料的来源;其次是生产加工环节金融工程支持体系。主要以扩大企业

规模和提高生产技术为目标;最后是深加工及循环经济环节金融工程支持体系。在深加工环节,金融工

程支持体系的主要目标是孵化糖衍生品的高科技企业和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四是风险控制体系。风

险控制的主要目标是信贷风险、生产风险等,主要的控制措施包括专项资金的担保、农业保险以及利用

·18·

①为了更为贴近实际,“资本k”将被表述为“金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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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分散风险等;五是运行管理体系。运行管理主要目标是保证金融工程支持体系的顺利运行,提
供所需的相关政策保证及制度安排。

2.资源市场化金融工程支持体系。该子体系以优化的市场结构促进产业内资本的流动,利用金融

的杠杆效应提高产业资本的回报,促进产业内利益的合理分配,降低金融资本的风险,同时也促进金融

的发展。涉及的内容主要是制度和政策层面,主要解决的问题有产品市场建设和产品快速流转等。
可以采用的主要方法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政府出资建设包含甘蔗、食糖、燃料乙醇、糖衍生

品、生产技术、科研成果等的市场,积极与期货交易所合作推出相关产品的期货及其衍生品合约。另一

方面,以优惠政策为引导,由银行等金融机构直接参与糖相关产品的消费信贷,促成糖相关产品的快速

成交,货款的及时兑付,在物流环节由各类金融机构提供物流金融,有效短期缓解物流成本的降低,将资

金压力平摊到生产销售的其他环节,并为运输过程提供保险,达到控制风险的目的。

3.产品国际化金融工程支持体系。该子体系以国际金融为支持,通过各类金融工具促进生产资料、
金融资源、产品等在国际范围内流动。以产品规模为基础,在满足内需的基础上,参与国际竞争,争夺定

价权。该子体系属产业市场化支持体系的延伸,在产能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实施,主要解决的问题有国外

原材料的流入和国内产品出口贸易等。
由于该子体系属于糖产业发展战略的后期,或者说是糖产业发展的高级阶段,更类似于巴西糖产业

发展的模式。那么,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虑:一方面,建立国际甘蔗远期交易市场,采用远期合约的方

式锁定原料蔗的流向、价格、风险。另一方面,在保税区内集中各主要生产加工企业。推行人民币结算,
并形成国外市场产品进入国内时也以人民币进行定价、结算,为人民币国际化助力。利用进出口金融市

场或机构(如国家进出口银行)的资金,提高国际贸易的效率。
各子体系间的主要联系体现在运行时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主要的区别在与支持的对象和着重解

决的问题不同。

三、糖产业金融工程数据分析

在糖产业金融工程的整体框架下,种植环节的问题是所有亟待解决的问题中最为迫切同时又能够

获得较大成效的问题。因此,本文的案例分析将主要围绕种植环节问题进行展开。本节所使用的大部

分数据均以实地调研的方式获得。
(一)糖业总体盈利空间

金融资源之所以会流入到糖产业中,是因为其具有盈利性,因此,在糖产业金融工程实施之前有必

要对其盈利性进行分析。
甘蔗具有宿根性,一次种植可供三年收获,甘蔗种植成本三年平均值约为1493.33元/亩,折合成每

吨成本为331.85元/吨①。但新种甘蔗在第二、三年产量有不同程度下降,为了保证产量,蔗农往往选

择每年新种,因此,实际甘蔗种植成本约为444.4元/吨。具体甘蔗种植成本汇总如下:

表1 甘蔗种植相关成本(单位:元/每亩)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平均 项目实施预期成本

总计: 2000 1240 1240 1493.333 1900
分项:
蔗种 500 0 0 166.67 500
人工 200 100 100 133.33 200
机耕 120 50 50 73.33 120
化肥 400 350 350 366.67 400
砍蔗 400 400 400 400.00 200

·28·

①数据来自于扶绥县糖业局提供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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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 40 40 40 40.00 40
土地 250 250 250 250.00 250
地膜 40 0 0 13.33 40
其他 50 50 50 50.00 150

    数据来源:实地调研

按上述数据,2010年,蔗田每亩甘蔗收入约为2656.22元①,结合当前食糖价格和估算的食糖生产

成本,甘蔗种植环节利润可达52.97%,制糖环节利润率为37.56%。糖产业中甘蔗和食糖的利润率如

下表:
表2 甘蔗种植相关成本(按每亩计算)糖产业利润率

甘蔗 食糖

成本 359.54元/吨 5379元/吨

价格② 550元/吨 7400元/吨

利润 190.46元/吨 2021元/吨

利润率 52.97% 37.56%

    数据来源:实地调研

假设实现甘蔗亩产提高至7吨/亩③,甘蔗产量将由现在的270万吨提高至420万吨,新增150万

吨。由此,食糖产量增加18.75万吨,达到52.5万吨。按照2011年4月23日白砂糖SR205期货合约

价格约为6600元,食糖总产值可达34.65亿元。
表3 项目实施后预期数据

甘蔗单产 甘蔗产量 食糖产量 期货价格 食糖总产值

7吨/亩 840万吨 105万吨 6600元/吨 69.3亿元

原有数据 494万吨 64万吨 47.25亿元

新增额 346万吨 41万吨 22.05亿元

    数据来源:实地调研

按糖厂30%的利润率算,糖厂新增利润达到6.6亿元。经估算,灌溉设施总投入约为1.8亿元,农
机设备购置约为1亿元,总投入共计2.8亿元。且上述投入均为一次性投入,后续维护费用远低于2.8
亿。因此,通过上述数据的比较,仅用糖厂新增利润完全能够满足本项目实施的资金需求。

在其他方面,通过西瓜套种技术④的推广,蔗农收入可在甘蔗增产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西瓜的收

入。具体数据如下:
表4 西瓜套种预期收入情况

西瓜单产 西瓜产量 西瓜价格 农业产值 每亩西瓜收入

2吨/亩 120万吨 2000元/吨 24亿元 4000元

原有数据 42万吨 2000元/吨 8.4亿元 3000元

新增额 150万吨 15.6亿元 1000元

    数据来源:实地调研

综上,甘蔗种植环节利润达52.97%,制糖环节利润率达37.56%,具有明显的边际资本导向作用;
由甘蔗产量带来的糖厂新增利润达到6.6亿元,而项目整体投入约为2.8亿元,且投入为一次性投入,
而新增利润具有持续性;蔗农收益在甘蔗增产和推广西瓜套种的基础上可提高至7500元/亩。

·38·

①
②
③
④

数据来自于崇左市物价局2011年数据,蔗田每亩生产成本为1535.22元,每亩收入为2656.22元。
按物价局提供相关数据及亩产4.5吨甘蔗计算,甘蔗单价可达590元,但甘蔗价格波动明显,取相对保守价格即550元计算。
亩产7吨在扶绥县当地的部分试验田已经实现,该试验田与普通田的最大区别在于充足的灌溉。
西瓜套种是产业链重构的具体表现形式,将两种或多种不同的产业结合在一起形成新的产业,循环经济产业链是产业链重构的
典型代表。具体内容参见《产业金融工程》人民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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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糖产业链利益分布

根据泰国及澳大利亚经验,泰国糖产业整体利润中70%分配给蔗农,30%分配给糖厂,澳大利亚糖

产业整体利润中66%分配给蔗农,37%分配给糖厂。
我国在实现蔗糖联价的基础上,大幅提高了蔗农的收益,按照每吨食糖相关数据,现估算如下:

表5 每吨甘蔗生产食糖成本及增加值

甘蔗种植成本 甘蔗增加值 制糖成本(除甘蔗) 制糖增加值

341.16元 138.84元 208.57元 233元

表6 利益分配情况

总利润 蔗农收益占比 糖厂收益占比

371.84元/吨 37% 63%

    数据来源:作者自行计算所得

如表6所示,我国蔗农从甘蔗生产食糖并销售的整个环节中,仅获得了37%的利润,而糖厂占据了

63%的利润。
在项目顺利实施后,甘蔗每亩单产增加至7亩,随着甘蔗产量的大幅增加,甘蔗均衡价格预期有所

下降,以下按500元/吨计算,按表1预期亩产成本,每吨甘蔗生产食糖的成本及增加值估算如下:
表7 每吨甘蔗生产食糖成本及增加值(预期)

甘蔗种植成本 甘蔗增加值 制糖成本(除甘蔗) 制糖增加值

271.43元 178.5元 208.57元 233元

表8 利益分配情况(预期)

总利润 蔗农收益占比 糖厂收益占比

411.57元/吨 43.3% 56.6%

    数据来源:作者自行计算所得

如表7和表8所示,甘蔗产量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可提升农民利益分配占比,但在总体格局上依然

是糖厂占据利益的较大部分。通过与国外糖产业利润分配情况比较,我国蔗农的利益分配明显低于国

际水平。
(三)制度设计

大部分情况下,产业内部原有的制度并不一定适合目标产业形式的实际需求,而融资方式也会根据

不同的制度设计来具体设计。
种植环节金融工程支持体系包括制度设计与融资及风险控制体系两大部分。制度设计部分以组建

农村生产合作社、成立农机合作社,实现种植环节金融工程的主体是农村生产合作社与农机合作社。融

资及风险控制体系包括灌溉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及风险控制体系、蔗田种植融资及风险控制体系、农机购

置融资及风险控制体系。
农村生产合作社由农民以土地经营权为股份入社。农机合作社由农民投资设立,可通过自有农机

设备申请入社,农机设备估价后折算成股份,农机合作社成员推选合作社负责人。合作社负责各村农机

设备购置、使用、维护等工作。
(四)融资及风险控制体系

1.灌溉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及风险控制体系。以出水量80吨/小时的水井(井深20-30米)及相关

灌溉设施为一套灌溉体系,其成本约为15万元,覆盖面积约为500亩。折合成每亩成本约为300元/
亩,按照6%贷款利息计算,3年期还款每年还款额约为112.25元。

方案一。由合作社组织农民集资,农户根据自有土地面积乘以每亩成本(约300元/亩)出资,所集

资金由农村合作社统一使用,所建灌溉基础设施归农村合作社集体所有,以广西自治区崇左市岜盆乡、
渠黎镇、昌平乡为例,三者甘蔗种植面积集资额分别为2283万元、5595万元、1926万元。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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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由合作社向信用社、农业开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或农业银行等政策性及商业银行申请贷

款,贷款额为合作社蔗田面积乘以每亩成本(约300元/亩),贷款期限为三年。农村生产合作社向担保公

司支付担保费,由担保公司为贷款进行担保。由合作社向银行还贷,还贷资金来源为每年甘蔗销售款。
方案三。农民集资与贷款相结合。水利局负责灌溉设施建设的技术指导,根据各地不同水文条件

设定技术参数;管委会负责组织人员实施灌溉体系建设,内容包括打井、电网、水渠、管道铺设。

2.蔗田种植融资及风险控制体系。根据实地调查,每亩蔗种、农药、化肥、地膜成本分别为600元、

500元、320元、80元,每亩甘蔗生产所需上述材料成本约为1500元。生产性贷款通常用足额贷款,按
不同贷款比率融资成本分别计算如下:

表9 预期还款额

贷款比例 每亩贷款额 1年期还款额 2年期还款额 3年期还款额

100% 1500 1590 818.16 561.16
80% 1200 1272 654.52 448.93
60% 900 954 490.89 336.70
40% 600 636 327.26 224.47
20% 300 318 163.63 112.23

  数据来源:作者自行计算所得

上述方案中并没有绝对的最优化方案,而是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比如融资方案可为

农民集资和银行贷款相结合。
合作社组织农民集资,农户根据自有土地面积乘以每亩成本出资,所集资金由农村合作社统一使

用。合作社向信用社、农业开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或农业银行等政策性及商业银行申请贷款,贷款额

为种植成本扣除农民集资后的资金缺口,贷款期限为一年。合作社向担保公司支付担保费,由担保公司

为贷款进行担保。合作社向保险公司购买农业生产保险。由合作社向银行还贷,还贷资金来源为每年

甘蔗销售款。
农业局、糖业局负责蔗种选育、病虫害防治、种植技术培训等方面的指导工作;合作社统一使用筹集

资金购买蔗种、农药、化肥、地膜,并组织人员集体种植,推广西瓜套种技术。为方便农机设备使用,推广

标准化种植。

3.甘蔗销售及利益分配机制。利益分配机制是利用金融资源或者金融方案对即将获得的利益进行

更为合理的安排,在本部分,可以通过对甘蔗收购价格的形成机制进行设计来达到这一目的。具体的甘

蔗销售利益分配机制与合作社内部利益分配如下:
方案一。将甘蔗产量分为保底产量和超额产量两个部分。
甘蔗保底产量(亩产)C0,按现有产量设定或其他各方均同意的标准设定。对于保底产量内的甘

蔗,糖厂自行按物价局规定的联动价格P 收购。按片区划分的糖厂收购保底产量内的甘蔗。
甘蔗超额产量(亩产)C*,由农村生产合作社统收统销,采用市场化运作,出价高者得,但设有最低

价格P*,P*不得低于联动价格P的a倍,且a≥1,即P*≥aP,(a≥1)。
系数a由农村生产合作社代表、糖厂代表商议决定。蔗农每亩总收益为:

R =C0P+C*aP
方案二。将甘蔗产量分为保底产量和超额产量两个部分。
甘蔗保底产量(亩产)C0,按现有产量设定或其他各方均同意的标准设定。对于保底产量内的甘

蔗,糖厂自行按物价局规定的联动价格P 收购。按片区划分的糖厂收购保底产量内的甘蔗。
甘蔗超额产量(亩产)C*,由农村生产合作社与糖厂联合,甘蔗直接用于糖厂生产,待食糖销售完

成,所得收益按蔗农获得50%收益、糖厂获得50%收益的比例进行分配。
领导小组负责协调合作社与糖厂的关系。蔗农总收益R为:

R=C0P+0.5C*S(s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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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S= 食糖销售价格,scr= 含糖率。

4.农机购置融资及风险控制体系。购置农机机型为科利亚4GZ-91、4GZ-56甘蔗收割机,拖拉机

(70-90马力),成本分别为150万元/台、122万元/台、10万元/台,农机局对4GZ-91补贴为每台20万

元。其中收割机每榨季作业效率约为1000-2000亩,拖拉机复合作业效率约为每种季1000-2000亩,
单项作业效率约为每种季5000-6000亩。以单台4GZ-91收割机作业效率为2000亩计算,需配置至少

600台,单个合作社至少配置50台,折合成每亩成本约为650元/亩,按照6%贷款利息计算,5年期每

亩每年成本约为154.3元,10年期每亩每年成本约为88.31元,按单台收割机计算,5年期每年成本约

为30.9万元,10年期每年成本约为17.9万元。拖拉机配置主要以农民自有拖拉机为主。
融资方案为采用金融租赁方式,由合作社向农机租赁公司租赁农机,期限为10年,合作社每年向租

赁公司支付租赁费,单台4GZ-91租赁费用约为18万元,10年期满后设备归合作社所有。农机局负责对农

机合作社购置农机进行补贴,并指导农机合作社农机使用。农机合作社负责农机购置、使用及维护。
(五)项目成本收益核算

若上述方案得以实施,每年资金投入统计如下:

表10 项目成本收益核算

项目分类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2021
灌溉设施建设 1.39亿元 1.39亿元 1.39亿元 -
农机设备购置 1.52亿元 1.52亿元 1.52亿元 1.52亿元

每年投入总计 2.91亿元 2.91亿元 2.91亿元 1.52亿元

新增甘蔗收入 15.5亿元 - - -
糖厂新增利润 6.6亿 - - -
政府新增税收 8.13亿元 - - -

  数据来源:作者自行计算所得

实施前三年,每年所需资金为2.91亿元,其中灌溉设施建设需1.39亿元,农机设备购置需1.52亿

元。2011年当年可新增甘蔗收入约为15.5亿元,糖厂新增利润为6.6亿元,政府新增税收约为8.13
亿元。其后,灌溉设施投资已全部结清,投入部分仅含农机设备租赁费用,每年1.52亿元。若甘蔗产量

稳定在7吨左右,其后每年甘蔗总产值可保持在42亿元。具体来说,项目经济效应包括:
第一,通过蔗田灌溉水利设施的建设及使用,可将甘蔗亩产由现在的4.5吨/亩提高至7吨/亩,甘

蔗产量达到840万吨,增加346万吨。甘蔗每亩可增加收入1250元,通过西瓜套种技术的推广,每亩可

增加收入4000元,每亩产值可达7500元,甘蔗总产值42亿元,蔗田总产值可达90亿元;
第二,甘蔗产量的提高直接带动糖产量的提高,糖产量可达105万吨,新增37.5万吨,制糖业产值

可达69.3亿元,新增22亿元,糖厂利润新增6.6亿元。
第三,按照循环经济的扩大比率,可带动循环经济产业产值达到138.6亿元,制糖业及循环经济总

产值可达到207.9亿元。
第四,若一年内完成蔗田种植环节升级,制糖业产值新增加约22亿元,预期可增收税收约为8.13

亿元,若五年内实现循环经济及糖衍生产业,扶绥县地方GDP可增至200亿元,预期可增收税收约为

24亿元。

四、结论及建议

在国际竞争的环境下,我国糖产业处于较为落后的地位,国内产能不仅无法满足国内需求,而且长

期饱受进口糖对市场的挤压。我国糖产业拥有较好的自然条件和市场环境,但国内糖产业由于技术、管
理、制度以及资源利用等多方面原因,并没有得到较好的发展。

根据泰国、澳大利亚和巴西等国际糖产业的发展经验,本文制定了以获得国际定价权为最终目标的

我国糖产业发展战略,并以产业链为基础,对种植、加工及深加工等三大环节,以及产业、市场和金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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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三个层面进行了全面详细的战略规划。
按照所制定的发展战略,在产业金融工程理论的基础上,本文从产业升级、金融市场、金融资源以及

产品市场的角度,构建了促进金融资源顺利流入现有产业,以支持产业内部资源重组,实现产业链各个

环节的升级,并完善周边的产品市场及金融市场,成为一整套金融与产业紧密结合的新型产业形态。
第一,相关部门应提升对糖产业的战略定位,加大对糖产业的政策支持。
第二,充分利用我国地理条件,建立现代化糖产业生产链条,实现以循环经济为主的完整糖产业链。
第三,广泛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糖产业的发展。糖产业的产业链辐射范围极具广泛,政府应主要以引

导为主,而社会力量则应成为糖产业的主导力量,并使糖产业内部的资源重新激活。
第四,建议政府提高对糖产业所涉及的农业环节进行补贴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建立蔗农、菜农长

期收益机制,提高种植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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