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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食糖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是食品工业的重要原料。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食糖消费持续增长，年人均消费量由改革

开放前的 3公斤提高到 10公斤以上。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

提高，今后食糖消费仍将保持增长态势。

蔗糖是我国食糖消费的主体，占食糖消费的 90%以上。广

西、云南是我国最大的糖料蔗生产基地，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占

全国糖料蔗面积和产量的 80%以上，糖业也是两省（区）重要

的支柱产业和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近年来，受生产条件差，

良种研发滞后、品种单一、机械化推进缓慢，人工成本增加较

快以及国内外价格波动等多种因素影响，糖料蔗种植效益下滑，

市场竞争力下降，糖业发展和蔗农增收受到影响。为此，必须

进一步支持糖料蔗主产区改善生产条件，加快良种培育，推进

全程机械化，辐射带动其他区域发展，不断提升糖料蔗综合生

产能力，促进国内蔗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和蔗农增收。

根据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央 1号文件和

国务院领导的一系列批示精神，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部会同

有关部门编制了本规划，按照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的原则，打

造糖料蔗核心产区，着力解决制约主产区糖料蔗生产的突出问

题，提高我国糖料蔗生产水平。

本规划期为 2015—2020年，规划基期为 2013年。规划范

围为广西、云南两大糖料蔗主产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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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糖料蔗生产形势

（一）生产水平稳步提高

全国糖料蔗总产量从 1978年的 2112万吨增加到 2013年的

12820万吨，平均亩产由 2.6吨提高到 4.7吨，为保障食糖有效

供给做出了重要贡献。分阶段看，我国糖料蔗生产经历了低起

点快速发展和高起点波动发展两个阶段。

1.1978－1991年，低起点快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国家

为促进糖料蔗生产，在生产资料、收购价格方面实行补贴政策，

调动了蔗农的种植积极性，糖料蔗生产快速增长。种植面积从

823万亩增加到 1746万亩，增长 1.1倍；产量从 2112万吨增加

到 6790万吨，增长 2.2倍；平均亩产由 2.6吨提高到 3.9吨，增

长 51%，年均增长 3%。

2.1992年至今，高起点波动发展阶段。1991年开始，国家

实行食糖经营管理体制改革，放开食糖市场，食糖由计划管理

逐渐转变为市场调节，糖料蔗生产受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呈

现波动发展的态势，波动周期平均为 5－6年（即 2－3年增产，

2－3年减产）。这一时期，糖料蔗种植面积从 1869万亩增加到

2725万亩，增长 46%；总产量先后跨上 10000万吨、12000万

吨新台阶。90年代初，大陆从台湾筛选引进了新台糖系列品种，

糖料蔗单产水平明显提高，平均亩产由 3.9吨提高到 4.7吨，增

长 21%。但由于国内自主研发滞后，生产中过度依赖台湾品种，

台糖品种多年使用后种性退化，加之黑穗病等病害频发，单产

年均增速放缓，1999-2005年年均增长 2%，2006-2013年不足千

分之一，单产提高的难度日益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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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区逐步向我国西南部集中

广东、广西、福建、云南、海南等 12个省（区）均曾种植

糖料蔗。改革开放之初，广东是最大的糖料蔗产区，其面积、

产量分别占全国糖料蔗面积和产量的 37%和 42%，广西、云南

两省（区）种植面积、产量之和仅占全国的 34%和 25%。20世

纪 90年代以来，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土地成本的不断上

升，糖料蔗种植开始向广西、云南等西南地区集中。2013年，

广西、云南两省（区）种植面积和产量分别为 2201万亩和 10250

万吨，均占全国的 80%以上，集中了全国 90%以上的榨糖企业，

成为我国最重要的蔗糖产区。

（三）发展制约因素较多

1.资源条件较差。两省（区）糖料蔗大多种植在旱坡地和丘

陵地，蔗田坡度大、石头多、土壤瘠薄，缺少灌排等基础设施。

广西 90%以上的蔗田为旱坡地，云南 80%以上的蔗田为丘陵地

和坡耕地。蔗区极端气象灾害多，糖料蔗生长关键期春寒、秋

旱时有发生，经常造成减产。

2.品种研发滞后。近年来，各地虽然培育出粤糖 93-159、桂

糖 29号、云蔗 05-51、福农 41号等一系列新品种，在产量、糖

分、抗逆性、宿根等单一性状方面有所提高，但综合性状仍难

超越新台糖系列，推广面积十分有限。新台糖系列品种引入 20

余年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其中广西台糖系列品种比重高达

80%。由于种植品种单一，糖料蔗成熟期集中，增加了收购、加

工压力，同时增加了病虫害大面积传播的风险。

3.全程机械化推进缓慢。广西区、云南省机播率仅为 27.1%

和 7.6%，机收率仅为 4.3%和 0.3%。机械化推进缓慢的主要原

因是：蔗田以山坡地为主，田块小且平整度差，多数田块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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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不适应机械化作业要求；国内糖料蔗收获机械不成熟，可

靠性差、故障率高；农机农艺措施不配套，种植制度与收获机

具要求不匹配；机械收获后的运输、除杂以及加工工艺不配套

等。

4.高产栽培技术普及率低。农艺措施推进缓慢，糖料蔗脱毒

健康种苗覆盖率不足 4%，地膜覆盖保墒技术覆盖率不足 8%，

配方施肥比例不足 25%，蔗叶还田比例不足 7%，影响产量和糖

分水平。植保措施不到位，黑穗病、花叶病、宿根矮化病和黄

叶病等病害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在 20%以上，螟虫和地下害虫

平均发生率超过 60%，造成糖分损失 0.3个百分点以上。肥料滥

施现象严重，化肥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 3-4倍、巴西的 10倍，

影响生产可持续发展。

5.种植收益连年下滑。种收等关键环节基本靠人工，随着雇

工成本增加，糖料蔗生产成本大幅增加，种植效益连年下滑。

2013年，糖料蔗亩均生产成本（不含土地成本）1954元，是 2010

年的 1.6倍，其中，人工成本每亩 1153元，是 2010年的 1.8倍。

近年来食糖价格持续走低，广西糖料收购价由 2011年每吨 500

元回落至 2013年的每吨 440元，亩均净利润仅 92元，为 2011

年的 14%，极大的影响了农民种蔗积极性。

6.糖厂技术升级缓慢。中小型糖厂偏多，两省（区）共有糖

厂 200余家，平均日压榨能力 60万吨左右，多数糖厂加工设备

停留在 70-80年代的水平，吨糖生产成本高于主要食糖出口国

600元左右。大多数糖厂以加工白糖为主，产品种类单一、附加

值低，糖料蔗综合利用率不高，面对糖价持续下跌，生产经营

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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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内产需缺口扩大

1.需求刚性增长。随着人口增长、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观

念的改变，食糖等天然甜味剂消费仍会持续增长。按照年均增

速 3%测算，预计到 2020年全国食糖消费量约 1800万吨，较 2013

年增加 410万吨。

2.产需缺口扩大。受城镇化、工业化发展和农业结构调整等

因素影响，预计我国糖料种植面积稳中趋降。受生产基础设施

条件改善、新品种应用及管理水平提升等因素影响，平均单产

水平有望提升。综合各方面因素测算，2020年食糖总产量约 1500

万吨，产需缺口约 300万吨，比 2013年增加 217万吨。

（五）国际市场对国内市场冲击较大

1.国内外价差扩大，进口大幅增加。按我入世承诺，我国每

年食糖进口关税配额总量为 194.5万吨，配额内关税税率 15%，

配额外关税税率 50%，大大低于世贸组织成员国 97%的平均关

税税率，由此导致国际糖价大幅下跌后，配额外进口大量增加。

2008年至 2013年，世界食糖产量从 1.3亿吨增加到 1.8亿吨，

年消费量维持在 1.6-1.7亿吨，国际市场连续 4年供大于需。2011

年以来国际糖价持续下跌，已由最高 36美分/磅持续下跌到 13.6

美分/磅，国外食糖价差最高达到 1000元/吨以上，造成我国进

口激增，我国食糖进口量由 2008年的 78万吨增加到 2013年 455

万吨。

2.国际市场炒作因素影响较大。食糖是波动较为剧烈的国际

大宗贸易品种，波动性相当于谷物、大豆、棉花的 3至 6倍。

随着食糖期货市场与中远期电子批发市场的迅速发展，投机因

素成为扰动糖价的重要力量。海外游资跨期、跨市套利行为直



6

接放大了我国食糖期货价格波动幅度，进而对国内现货交易产

生影响。

二、发展糖料蔗生产的重要意义

促进广西、云南两省（区）蔗糖产业的平稳发展，对保障

我国食糖产业安全有重要作用。同时，有助于提高蔗农收入水

平，促进边境地区经济发展和少数民族地区长治久安。

（一）增强糖料蔗供给能力，确保食糖安全的需要

受近年来国际市场糖价持续低迷影响，我国制糖业亏损近

百亿元，部分糖企拖欠原料款，直接影响蔗农生产积极性和产

业链的稳定性。加强糖料蔗基地建设，稳定我国糖料蔗供应水

平，有利于提高国内蔗糖生产水平，确保食糖有效供给，避免

市场价格大起大落。

（二）提升蔗糖业竞争力，确保蔗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我国是全球第三大食糖生产国，但生产效率远低于巴西、

印度、泰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糖料蔗生产成本（占制糖成本的

70%）比上述产糖国高出近一倍，市场竞争力不强。我国糖料蔗

生产面临着产区基础设施薄弱，品种研发滞后，机械化水平低

等一系列问题，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建设糖料蔗生产基地，有

利于解决制约生产的瓶颈问题，提升产业竞争力，应对国际市

场挑战，推动食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三）提高蔗农收入水平，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

广西、云南两省（区）地处我国西部，经济欠发达。糖料

蔗产区多处于边境地区和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和当地

农民收入对蔗糖产业高度依赖。据统计，两省（区）糖料蔗生

产大县中，边境县 11个、国家级贫困县 29个，财政收入来自

糖业比重超过 10%的县分别为 9个和 11个，蔗农人均纯收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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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本省（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88%和 64%。加强糖料蔗基

地建设，有利于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有利于维护边

境地区的社会稳定。

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会议精神，在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统筹粮糖作物生产，将糖料蔗主产区

蔗糖业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按照“高产、高糖、高效、集约、

生态、安全”的总体要求，以促进食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为目标，

以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加强良种良法研究、推进全程机械化为

主要抓手，创新体制机制，建设区域布局合理、基础设施完善、

科技装备先进、产业优势突出、运行机制灵活的糖料蔗生产基

地。

（二）基本原则

1.综合施策，节本增效。加强蔗田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广

良种良法，提高蔗田灌溉率，加快新品种繁育推广，依靠品种

提高单产，充分挖掘增产潜力。加快推进糖料蔗生产全程机械

化，促进节本增效。逐步构建以糖企为龙头的技术扩散和服务

体系，推动蔗糖产业化、一体化经营，提高糖料生产经济效益。

2.统筹规划，优化布局。结合《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

划（2011-2020年）》、《全国土地整治规划》，综合考虑区域水土

资源条件、生产基础和加工企业布局，围绕糖料蔗发展目标，

统筹规划核心产区及建设任务，促进糖料蔗产区向最适宜区域

集中，打造糖料蔗生产、加工核心区，促进产业集聚发展。

3.因地制宜，分步实施。充分利用现有基础设施，拾遗补缺

完善各项工程建设内容，因地制宜推广良种良法和农机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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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推进农机农艺融合和榨糖企业适应性改造，有计划、分步

骤地推进核心基地建设。

4.多元筹资，加大投入。加大相关行业建设资金整合力度，

积极引导糖企参与糖料蔗生产能力建设，促进基地投资主体多

元化。鼓励农机生产企业建立农机试验、示范基地，逐步提高

农机成熟度。完善糖料蔗生产补贴、价格支持和奖励政策，保

护和调动蔗农积极性。

（三）规划目标

——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到 2020年两省（区）糖料蔗

面积稳定在 2100万亩，总产量达到 10400万吨，比基期增加 635

万吨。平均单产水平 4.8吨以上，其中，糖料蔗生产核心基地单

产水平达到 6吨以上。良种覆盖率提高到 95%以上，商品化供

种水平提高到 85%，分别比基期提高 10个百分点、5个百分点。

——生产条件逐步改善。到 2020年，建设糖料蔗生产核心

基地 700万亩，并辐射带动两省（区）其他地区基地建设，两

省（区）蔗田灌溉面积达到 810万亩以上，灌溉率达到 39%，

比基期提高 30个百分点。蔗区全程机械化水平逐步提高，其中，

收获环节机械化水平由 2013年的不足 4%提高到 16%。

——集约化产业化经营实现新突破。土地有序流转，适度

规模经营取得积极进展。核心区订单农业全覆盖。农机、植保

等专业生产组织服务能力增强。农业生产基地和榨糖企业深度

融合，利益分配机制日趋完善，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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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省（区）糖料蔗生产发展目标

指 标 基期 2020年
2020年比基
期增加

其中

核心基地

一、糖料蔗生产能力指标

综合生产能力（万吨）

其中：广西 7735 ≥8000 265 ≥3000
云南 2030 ≥2400 370 ≥1200

糖料蔗单产（吨/亩）
其中：广西 4.6 ≥5 0.4 ≥6

云南 4.1 ≥4.8 0.7 ≥6
二、种植面积指标

总蔗田面积（万亩）

其中：广西 1672 1600以上 —— 500
云南 490 500以上 —— 200

三、生产条件指标

灌溉面积（万亩）

其中：广西 98 ≥600 502 500
云南 101 ≥210 149 200

收获环节机械化水平（%）
其中：广西 4.3 15.8 11.5 50

云南 0.3 16.2 15.9 40
良种覆盖率（%）

其中：广西 ≥85 ≥95 10 100
云南 ≥85 ≥95 10 100

商品化供种水平（%）
其中：广西 80 ≥85 5 100

云南 80 ≥85 5 100

注：糖料蔗生产能力、种植面积指标基期数据为 2011-2013年 3年平均数；
生产条件基期数据为 2013年数。

四、技术路线

针对目前我国糖料蔗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未来 6年促

进糖料蔗基地稳定发展的技术路线是：依靠提高单产实现增产

增收；依靠机械化替代，实现节本增效；依靠组织创新，实现

蔗农和糖企互利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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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单产水平，实现增产增收

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加快推进土地平整及坡改梯，提高灌

溉比例和保水保墒能力，增加土地产出能力。优化糖料蔗品种

栽培结构，加快新品种繁育推广，扩大脱毒健康种苗栽培面积，

依靠品种提高单产。全面推广综合农艺措施，大力推广地膜覆

盖栽培、土壤深松、病虫草鼠害综合防治、测土配方施肥等实

用农业技术。通过综合施措，实现核心基地亩产 6吨以上，增

产 1.5吨左右，每亩可增收 750元左右。

（二）强化品种选育推广，夯实发展基础

整合研究力量，促进联合攻关，挖掘种质资源潜力，利用

现代生物技术与常规技术相结合，进一步加大品种选育力度，

培育高产、高抗、广适的优良品种，尽快实现自主知识产权糖

料蔗品种的全面推广。加强区域品种培育中心、创新基地、三

级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和糖料蔗种苗质量检测体系建设，形成糖

料蔗良种繁育和推广体系，提高脱毒健康种苗的推广应用比例，

促进糖料蔗基地的可持续发展。

（三）提高全程机械化水平，实现节本增效

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加快国产先进适用机

械研发、制造，促进农机农艺融合，因地制宜推进机械化采收，

逐步提高整地、种植、培土、采收和运输的全程机械化水平，

降低劳动力成本。通过在核心基地推广机械化播种，播种成本

由目前的每亩 240元下降到 170元，亩节约成本 70元；推广机

械化采收，采收成本由目前的 120-150元/吨下降到 60-80元/吨，

每亩节约成本 30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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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创新经营模式，实现互利互惠

创新糖料蔗生产组织方式，鼓励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有序

引导土地流转，鼓励糖料蔗生产基地向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和

糖料蔗专业生产组织集中，促进规模化种植。提高生产基地组

织化、专业化程度。鼓励糖企参与生产基地“第一车间”建设，引

导糖企成为良种、高产栽培技术及农机化推广主体。积极促进

生产基地与糖企互相参股，促进种植加工一体化发展，完善利

益分配机制，实现产业链互利共赢。

五、核心基地布局及产能任务

（一）核心基地选定标准

两省（区）糖料蔗产区共涉及 29个市（州）的 199个县（市、

区），其中，广西区 14个市 112个县（市、区），云南省 15个

市（州）87个县（市、区）。为推动糖料蔗全程机械化发展，重

点选择地块相对平整连片、适宜机械化应用的地区进行建设。

同时，综合考虑糖料蔗生产县（市、区）产业发展趋势、榨糖

企业分布情况，选定生产核心基地，加大投资，重点建设。筛

选标准如下：

1.自然生产条件良好，蔗田相对集中连片。广西区要求坡度

13度以下、单片种植面积 500亩以上，且每县 500亩以上单片

蔗田面积的总和不少于 5万亩。云南省要求坡度 13度以下、单

片种植面积 300亩以上，且每县 300亩以上单片蔗田面积的总

和不少于 5万亩。

2.全县糖料蔗生产总量大。广西区 2011-2013年县年均糖料

蔗种植面积和产量分别在 10万亩和 40万吨以上。云南省县年

均糖料蔗种植面积和产量分别在 5万亩和 20万吨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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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糖料加工能力较强。县内糖企日榨糖能力超过 3000吨，

蔗田与糖企间的交通便利。

4.糖业是县域经济支柱产业。

按照上述标准，共筛选出广西区 10个市 32个县（市、区）

的 585万亩蔗田、云南省 7个市（州）的 21个县（市、区）的

235万亩蔗田。考虑到实际建设过程中推进蔗田流转难度、建设

积极性等，按照适当留有余地的原则，规划期在上述符合条件

的地块中优选 700万亩作为核心基地，其中广西区 500万亩，

云南省 200万亩。

（二）核心基地基本情况

——广西蔗区。广西区核心基地主要分布在南宁、崇左、

来宾、柳州、百色、河池、钦州、北海、防城港、贵港等 10个

市的 32个县（市、区）。2013年，32个县（市、区）糖料蔗种

植面积 1313万亩，产量 6380万吨，分别占广西区的 78%和 79%。

该区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光照充足，雨量充沛，雨热同季，

是我国最适宜种蔗的地区之一。

符合条件的蔗田基地 585万亩，其中，坡度 13度以下，单

片面积在 3000亩以上的地块 397万亩，占 68%；单片面积

1000-3000亩的地块 156万亩，占 27%；单片面积 500-1000亩

的地块 32万亩，占 5%。按市分，占比超过 10%的市包括：南

宁市 68万亩，占 12%；河池市 63万亩，占 11%；来宾市 85万

亩，占 15%；崇左市 195万亩，占 33%。

——云南蔗区。云南省核心基地主要分布在临沧、德宏、

保山、普洱、玉溪、文山、西双版纳等 7个市（州）的 21个县

（市、区）。2013年，21个县（市、区）糖料蔗种植面积 404

万亩，产量 1666万吨，分别占云南省的 78%和 73%。该区属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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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和亚热带气候，热量、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是我国糖料

蔗糖分水平最高的地区。

符合条件的蔗田基地共有 235万亩，其中，坡度 13度以下，

单片面积在 3000亩以上的地块 25万亩，占 10%；单片面积

1000-3000亩的地块 58万亩，占 25%；单片面积 300-1000亩的

地块 152万亩，占 65%。按市（州）分，占比超过 10%的市（州）

包括：保山市 24万亩，占 10%；临沧市 85万亩，占 36%；文

山州 38万亩，占 16%；德宏州 40万亩，占 17%。

（三）产能任务

——广西蔗区。到 2020年，广西区糖料蔗种植面积稳定在

1600万亩，产量稳定在 8000万吨以上。其中，32个县（市、

区）面积 1300万亩，产量 7150万吨以上。500万亩核心基地产

量达到 3000万吨。

生产主要制约因素：一是品种单一，新台糖系列品种所占

比重近 80%，品种退化严重。二是机械化发展滞后，砍蔗劳动

力紧缺，采收不及时。三是蔗区灌溉率低，干旱问题严重制约

单产提高。四是过量偏施氮肥，影响糖分水平。

主攻方向：引进和自主创新相结合，加快良种推广应用。

以机械化收获为突破，推进糖料蔗生产全程机械化。改善蔗田

基础设施，提高灌溉率和水资源利用率，重点解决干旱缺水问

题。实施蔗叶还田、酒精废液定量还田，培肥地力。大力推广

脱毒健康种苗、地膜覆盖、生物防治等技术。

——云南蔗区。到 2020年，云南省糖料蔗种植面积稳定在

500万亩，产量稳定在 2400万吨以上。其中，21个县（市、区）

面积 400万亩，产量 2000万吨。200万亩核心基地产量 1200万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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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主要制约因素：一是气候类型多样，地理条件复杂，

对品种生态适应性要求高。二是该区以山地蔗田为主，灌溉成

本高。三是交通条件不便，原料蔗运距远，运输成本高。四是

加工企业规模偏小，精深加工及综合利用滞后。五是社会化服

务体系建设滞后。

生产主攻方向：以坡改梯和中低产蔗田改造为重点，因地

制宜的发展“五小水利”工程，加强蔗田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温水

脱毒健康种苗、全膜覆盖等综合农艺措施。整合科技资源，加

大科技支撑。培育龙头企业，大力发展精深加工，提高产品附

加值。

六、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一）田间工程

积极引导土地流转，促进土地集中连片。严格按照《高标

准农田建设通则》的建设要求，有序推进核心区蔗田田间工程

建设。因地制宜降低坡度，提高土地平整度，增强田间道路通

行能力，培肥地力，为提高单产和糖分水平奠定基础，为推广

全程机械化作业创造条件。

广西区 500万亩核心区重点抓好缓坡山地、丘陵地蔗区的

土地整治。以“小块变大块”为重点，加快土地流转及田块归并。

调整耕地平整度，适度挖高填低，对出露石芽进行清理。按照

格田化要求，完善田间灌排系统，建设田间机耕道路。

云南省 200万亩核心区重点抓好丘陵山区的坡改梯。根据

机械化操作要求，按照田面宽度不低于 7米的标准，进行梯田

改造。对耕作层表土进行还原。完善田间灌排系统，建设田间

机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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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源及输配水工程

加快小型蓄水工程、泵站、机井、窖池等抗旱水源工程建

设，配套完善输配水渠（管）网等，确保灌溉水通达田头地块。

明确水利工程产权制度，落实工程建设和管护责任。引导蔗农

配套滴灌带、小白龙等田间水利设施，结合旱情需要及时进行

补灌。

广西区以桂南诸河、红水河、柳江、左江、郁江支流等为

灌溉水源，重点建设提水泵站、输配水管（渠）道、高位调蓄

池等水源及输配水系统。

云南省依托已建或在建水源工程，加强输配水渠系配套工

程建设。缺少灌溉水源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建设一批蓄水池、

塘坝、小型泵站等水源工程，配套输配水渠系、管网。

七、全程机械化推进工程

针对糖料蔗生产全程机械化的薄弱环节，重点加强关键机

具的引进吸收、关键技术的联合攻关，强化装运、物流环节配

套及糖厂前处理环节改造，有序推进蔗区全程机械化进程。

（一）重点产品与关键技术联合攻关

组建以国内农机研发设计、骨干制造企业、农业生产经营

组织以及重点榨糖企业广泛参与，以产业化应用示范为目标的

糖料蔗机械研发联合体，通过市场竞争，择优确定承担主体，

组织开展联合攻关。重点围绕切段式甘蔗联合收获机械，通过

自主创新和引进消化国外先进技术相结合，着力解决收割机底

盘、割台仿形机构、杂质分离系统、扶倒装置、液压和控制系

统等关键技术研发，全面提升国产甘蔗收割机的技术水平。鼓

励企业和科研院校加强共性技术和应用技术研究，提升机具适

用性。以收获机械为核心，协同研究与收获机械相配套的糖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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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植、中耕管理、装运转运机具及糖厂前处理设施设备，逐步

形成协同、配套、无缝对接的一体化发展模式。

（二）全程机械化应用

大力推广以机械化深松、机械化种植、机械化培土和机械

化收获为重点的全程机械化，提升糖料蔗生产机械化水平。考

虑地形地貌、机具作业效率、榨季作业时间等因素，广西以 2

万亩、云南以 1万亩为一个作业单位，实现机具配备使用效益

最大化。以 53个生产县（市、区）为依托，鼓励土地平整条件

较好的地块作为试点地区，以农业机械化服务专业合作社或糖

企为载体，建立糖料蔗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基地。收获机具先

期以国产化机具推广应用和引进进口机械并行，后期逐步调整

为应用国产化机具为主。广西以推广大、中型机械为主，云南

以推广中小型机械为主。

（三）榨糖企业前处理工艺改造

适应切段式收获机具的要求，加快糖料蔗田间收集、转运

挂车系统改造，加强生产基地协调和调度，确保切段式糖料蔗

在收获后 24小时内加工完毕。加快榨糖企业卸蔗平台和蔗槽等

前处理工艺及设备的升级改造，逐步形成高效装卸系统和高效

清选系统。

八、良种繁育体系建设与综合农艺技术推广

（一）良种研发及繁育体系建设

1.区域性良种选育。依托全国现有甘蔗科研机构，拾遗补缺

补充研发仪器设备，加快国内外糖料蔗品种的引进、筛选和培

育。建设两省（区）糖料蔗新品种培育中心和创新基地，加快

选育适宜本地区的高产、高糖、高抗、广适品种，重点选育适

宜机械化作业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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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良种繁育。结合核心生产基地及现有繁育基地布局，改造

建设良种繁育基地 58万亩，其中广西 41.5万亩，云南 16.5万

亩，建立健全能够覆盖主要蔗区的三级专业化良种扩繁体系。

主要内容包括：建设仓库、温室、大棚、种苗生产车间，平整

土地，完善基地水利及田间道路等基础设施等。同时，开展病

虫害综合防治、品种引进试种、深耕深松技术等丰产配套试验

示范。

（二）综合农艺技术推广

1.全面推广综合农艺措施。大力推广温水脱毒(组培脱毒)健

康种苗，重点应用以“节水抗旱技术”和“秋冬植”为主的高产技

术、可降解地膜全膜覆盖技术、复合施肥技术、病虫害综合防

治技术等，强化技术集成和配套。加强技术培训和指导，实现

科技人员直接到户、技术要领直接到人、良种良法直接到田。

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推广机制，扩大辐射带动范围。到 2020

年，核心基地实现综合农艺措施全覆盖。

2.促进机收区农机农艺融合。科学安排机收区糖料蔗品种，

早熟、中熟、晚熟品种合理搭配，并形成区域化、规模化布局，

满足机械化耕作连续作业要求。重点推广适宜机收的糖料蔗品

种，推广宽窄行（90-140cm）种植方式，以及机收后破垄、松

蔸等农艺措施，避免收获机具和配套辅助车辆对蔗地碾压损失，

稳定糖料蔗产量。

九、经济社会效益分析与环境影响评价

（一）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1.经济效益

规划实施后，两省（区）糖料生产能力较 2011-2013年三年

平均水平稳定增加 635万吨以上，按 500元/吨市场平均收购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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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计算，达产年可实现新增糖料蔗产值 32亿元以上。通过全面

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核心区推广机械化播种、采收，年可节约

成本支出 68亿元以上。规划实施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2.社会效益

规划实施后，核心基地蔗田基础设施普遍得到改善，抗灾

能力明显增强。极大地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大幅度提高劳动生

产率。促进土地流转和农民转向二三产业。工程建设也可在一

定程度上带动农民就业和相关产业发展。核心基地对全国糖业

生产发展具有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预计 2020年，全国糖料生

产能力稳定在 12500万吨左右，我国糖业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

响限定在可控范围内。规划实施具有明显社会效益。

（二）环境影响评价

1.土地整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规划实施后，700万亩核心基地将全面进行土地整治。长期

看，由于整地后耕地坡度变缓或由坡改梯，有利于保土保肥，

对生态的保护有积极作用。短期看，土地整治过程中及改后初

期，如遇降雨，由于土壤松软，会造成局部土壤流失。

为此，应严格筛选进行土地整治的地块，确保拟开发土地

的坡度在合理范围内，科学论证最佳改造方案，避免设计不当

加大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合理规划土地整治的施工时间，尽量

避开雨季施工造成水土流失。

2.水资源利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在缺水地区开发新水源、新增灌溉面积可能影响生态用水

量，应进行水资源综合平衡分析，合理控制水资源开发程度，

协调好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保证河流基本生态用水。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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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区和排涝退水将对河流水质产生影响，应确定合理的灌溉用

水量和灌溉定额，避免对区域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3.农业投入品增加对环境的影响

（1）施用化肥对环境的影响分析

氮、磷化肥的超量施用以及肥料利用率不高会导致农业面

源污染。长期单一施用化肥，特别是生理酸性肥料，会使土壤

出现酸化、板结。氮磷肥料可通过淋溶、径流、田间退水等途

径进入地下或地表水体，造成水体富营养化。

规划到 2020年核心区全部实施测土配方施肥，加大测土的

密度，科学制定施肥配方，因需定施，以有效降低化肥使用量，

提高化肥使用效率。

（2）喷洒农药对环境的影响分析

过量施用杀虫剂和除草剂将会抑制、甚至灭生土壤微生物，

影响土壤中酶的活性、营养物质的转化，改变农业生态系统营

养循环效率，使土地持续生产力下降。植物或土壤粘附的农药，

经淋溶、渗漏、径流和退水等方式进入地表水体或渗入地下含

水层，危害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水质。

要通过现代生物技术，培育高抗品种，提高作物抗病虫害

的能力，减少农药施用次数和数量。通过预测预警、统防统制、

精准施药，降低农药、除草剂的使用数量。发展生物农药或除

草剂，鼓励利用赤眼蜂等天敌进行生物防治，降低使用农药和

除草剂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3）使用农膜对环境的影响分析

残留农膜会破坏耕作层的土壤结构，降低土壤通气性和透

水性，并使微生物和土壤动物活力受到抑制，导致土壤肥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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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同时阻碍了宿根萌发和根系生长，造成作物减产。要加大

可降解农膜的使用推广力度，或加大残膜回收力度。

十、组织保障措施

（一）地方政府负总责，充分调动县级政府积极性

两省（区）政府对规划实施负总责，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由政府主管领导负责，发展改革、财政、农业（农机）、水

利、工信、国土、科技等有关部门参加的规划实施领导小组，

统筹发展粮、糖及其他经济作物生产，细化促进蔗糖业发展的

各项措施，落实项目建设资金，完成规划确定的建设任务。建

立目标责任制，明确各级地方政府相关责任。充分发挥县级政

府的积极性，在明确建设任务、标准和进度要求的基础上，由

县级政府统一组织、统筹协调，推进项目实施，将建设项目落

实到地块，并按照《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相关规定将建成后的

田块划定为基本农田，编制更新基本农田相关图、表、册，完

善基本农田数据库，设立统一标志，实行永久保护。

（二）各部门分工协作，形成发展合力

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加大对蔗糖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密切合

作，推进规划实施。发展改革委做好综合协调工作，统筹编制

规划。农业部门做好糖料蔗生产指导和技术服务工作，切实抓

好糖料蔗新品种、新技术研究，加快良种良法推广应用。农业、

发改、工信、科技等部门抓紧推进农机研发与产业化工作，有

序推进糖料蔗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利部门指导水利工程建设工

作，合理调配水资源，保障生产用水需要。发改、国土、农业

综合开发部门加大蔗田建设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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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序引导土地流转，加快形成现代化生产方式

积极引导土地有序流转，加强土地整治，促进蔗田集中连

片。鼓励土地向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和糖料蔗生产专业合作社

集中。鼓励糖企参与建设糖料基地，形成“生产第一车间”。鼓励

成立农机、植保等社会化服务组织，提供专业化服务。合理安

排生产、收获、加工运营，提高组织化程度。引导糖料生产走

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发展的现代糖业发展道路。

（四）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提高农机装备水平

充分发挥优势科技力量，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协同创新，

尽快在品种、配套栽培技术及收获机具等领域有所突破。顺应

农机化作业需要，重点支持适合机收的糖料蔗新品种培育以及

糖料蔗播种和收获机械研发。加大新品种推广力度，依靠科技

提升糖料蔗生产水平。完善以农技推广机构为主体，科研单位、

大专院校、企业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广泛参与的新型推广机

制，提升农技推广人员素质，切实抓好糖料技术推广服务工作。

大规模开展糖料高产创建，选择基础条件好、增产潜力大的乡

镇，实施整乡推进，大面积示范带动糖料高产稳产，推动科技

成果转化。

（五）加大投入力度，建立多元投入机制

加强各部门协调配合，加大对糖料蔗基地的投资支持力度，

推动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以规划为指导、以省（区）为单

位，加大资金整合力度。积极引导土地整治、农业综合开发、

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种子工程、高产创建等工程项目在本规划

区范围内加大实施力度，并在省级实施规划引导下，统筹安排

建设地点和建设时序，确实做到集中连片、整体推进，建设一

片、见效一片，防止条块分割和重复建设，最大限度发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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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积极引导糖料蔗生产大户、专业合作组织和糖企参与糖

料基地建设，发挥社会资金的作用，提高建设成效。

（六）完善建管机制，强化监督考核

加强蔗田基础设施管护。落实糖料蔗基地管护主体，明确

管护责任，健全管护制度。引导和激励专业大户、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农民用水合作组织、涉农企业和村集体等参与设

施的日常管护。创新农村小型基础设施产权管理机制，明晰基

础设施产权，鼓励通过承包租赁等形式实现经营权流转，提高

使用者和经营者对生产基础设施的管护积极性，确保持久发挥

投资效益。对公益性较强的灌溉水源工程及灌（排）渠（沟）

系、机耕路、生产桥、农田林网等，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适

当给予运行管护经费补助。有针对性建立完善监管制度，建立

项目评价机制，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加强对实施项目的督查考

核，切实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监管。

（七）创新完善财政扶持政策，加大支持力度

提高购置甘蔗收获机单机补贴限额，鼓励糖料蔗生产全程

机械化。支持开展糖料蔗良种补贴试点，加快推广脱毒健康种

苗，集成推广糖料蔗高产技术，调动农民种蔗积极性。采取多

种方式，支持保险机构开展糖料作物保险业务。实行糖料生产

贷款贴息、财政资金奖励等激励政策，构建财政资金与信贷资

金衔接配套的政策支持体系。鼓励糖厂适应机械化采收和围绕

节本增效进行技术升级改造。

（八）促进产业协作，完善产业链利益分配机制

引导榨糖企业与农民、合作组织建立产销协作关系，大力

发展订单生产，实现糖料产业化经营。支持榨糖企业参与农机

研发、品种研发及生产基地建设。支持生产大户、合作组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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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糖企，形成利益共同体，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作。改进、完

善“糖蔗联动、二次结算”的产业化经营模式，确立糖料蔗生产者

与糖企的会商机制，合理确定种植、加工环节利益分配比例，

确保生产基地和加工企业均能取得合理收益，实现产业链良性

发展。

附表 1： 53个生产重点县（市、区）名单
省（区） 市（州） 县数 县（市、区）名

全国 17 53

主产省（区） 17 53

广西自治区

10 32

南宁市 5 武鸣县、江南区、宾阳县、横县、隆安县

柳州市 4 柳江县、柳城县、鹿寨县、融水县

北海市 1 合浦县

防城港市 1 上思县

钦州市 3 灵山县、钦南区、钦北区

贵港市 1 覃塘区

百色市 3 田东县、平果县、田阳县

河池市 5 宜州市、罗城县、都安县、金城江区、环江县

来宾市 4 兴宾区、武宣县、象州县、忻城县

崇左市 5 扶绥县、江州区、宁明县、龙州县、大新县

云南省

7 21

玉溪市 2 新平县、元江县

保山市 3 龙陵县、昌宁县、施甸县

普洱市 3 景谷县、澜沧县、孟连县

临沧市 7
凤庆县、云县、永德县、镇康县、双江县、耿马县、

沧源县

文山州 2 广南县、富宁县

西双版纳州 1 勐海县

德宏州 3 芒市、盈江县、陇川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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