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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种植户退出，主要是由于蔗糖市

场产能过剩引起的。实际上，产业链

不健全也是主要内因。”云南省绿色

食品发展中心有关专家认为，长期以

来，云南甘蔗产量的 90% 以上供给糖

厂榨糖，糖厂又将生产的初级蔗糖产

品作为工业原料外销，明显缺乏精深

加工和衍生产品生产链条，致使甘蔗

产品形态单一，市场销路窄。

缺乏精深加工链的初级原料供应

市场往往是卖方市场，一旦市场出

现蔗糖供应过剩，云南蔗糖便会快

速出现滞销，糖厂随即降低产能，

处于产业链低端的甘蔗种植户的产

品随之滞销。

除产业链存在短板，云南甘蔗“靠

天吃饭”的情况也很明显。据介绍，

目前云南甘蔗冻灾和涝灾防控能力

弱，有关农业保险成本高，种植户接

受度较低，每年仅冬天的霜冻灾害就

会出现五六万亩的损失。同时，随着

劳动力持续转移，蔗区往往面临着劳

动力短缺问题。此外，还存在山区甘

蔗机械化生产程度不高、地膜残留等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成本高等问题，

使得甘蔗种植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群

众发展积极性不高。

    

补齐短板  转变发展方式
    

“产业链短，产品形态单一，发

展阶段初级，不仅仅是甘蔗产业的问

题。”云南省农科院研究员刘少春认

为，在云南农业产业领域，农产品精

深加工普遍面临基础薄弱的问题。在

农业企业中，具有较强精深加工和多

元化产品开发能力的企业体量还小。

通过多年的转型发展，全省 59 家蔗

糖生产企业的出糖率虽然已经达到平

均的 14%，但不少企业依然存在加工

设备陈旧、精深加工链短、科技水平

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产品形态单一、

附加值低等短板。

刘少春表示，下一步，除积极加

快新一代甘蔗良种推广力度、改善蔗

区生产条件、因地制宜推广机械化及

配套技术、降低生产成本、防治面源

污染外，还应积极强化加工环节建设。

此外，在目前田间初加工设施建设取

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加大财政投入、

探索多元化投融资渠道，围绕加工设

备升级、冷链物流建设、高端人才引

进等，进一步强化行业的精深加工能

力，打造一批基础好、市场路子好、

品牌响的蔗糖生产加工企业。

云南省饲草饲料工作站研究员杨

丽萍认为，甘蔗产业除了需补齐产业

链短板外，还应积极转变发展方式，

探索甘蔗种植的其他用途。比如通过

某些专用优良品种繁育，全面进军水

果市场。再比如，借鉴青贮玉米发展

经验，探索发展青贮甘蔗饲料饲草产

业潜力。一方面，甘蔗本身营养丰富，

生产加工过程简单，云南蔗区具有一

定的初加工能力。另一方面，随着近

年来高原畜牧业的蓬勃发展，云南的

玉米、豆粕、鱼粉等饲料原料依赖外

运，运输成本高，如能转变发展方式，

实现甘蔗的就地饲料化，既能解决甘

蔗消纳问题，还有助于降低养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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