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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即将进入增产周期？ 

——对 2012年广西甘蔗种植意向的调查与分析 

 

作者：特约甘蔗分析师 苏格 

 
 

为及时、准确、客观地了解和掌握 2012 年广西农民甘蔗种植意向变化，分

析和评估新年度甘蔗及食糖产量的增减情况，笔者于近期对广西崇左、来宾、贵

港三地农民种蔗意向情况进行了调查。现将调查情况汇总如下： 

 

一、调查时间：2012 年 2 月份 

 

该时期为原料蔗成熟期，秋植蔗苗期，冬植蔗萌芽出苗期，春植蔗种植期。

由于春植蔗在广西各地占据绝对的比例，因此，在此阶段进行种植意向调查，其

时效性、准确性可以得到较好的保证。 

 

二、调查地点：崇左、来宾、贵港蔗区 

 

本次调查的崇左、来宾两蔗区分别为广西南部和北部产量最大的两个蔗区，

基本上能够代表广西蔗区整体的变化情况，另外，贵港蔗区种植的经济作物种类

众多，甘蔗与其他作物争地的情况具有典型性，在此调查可以直观反应出甘蔗与

各种经济作物种植的比价效应，为分析农民甘蔗种植意向提供最直接的参考和依

据。 

 

三、调查方法： 

 

1、问卷调查——崇左蔗区发放调查问卷 2000 份 

 

2、抽样调查——来宾、贵港蔗区以抽样调查为主 

 

四、调查结果： 

 

1、崇左蔗区，对 2000 户蔗农进行问卷调查，其中有 41%的蔗农表示 2012

年会增加甘蔗种植面积，有 57%的蔗农表示 2012 年的甘蔗种植面积保持不变，

有 2%的蔗农表示将会减少 2012 年的甘蔗种植面积，从整体上看，崇左蔗区农民

种蔗的积极性比较高。 

 

2、来宾蔗区，从影响甘蔗种植的各种因素来分析，抽样调查显示有 70%左

右的受调查者有意向增加或保持甘蔗种植面积，有 30%左右的受调查者表示可能

会减少甘蔗种植。从整体上看，来宾蔗区农民种蔗的积极性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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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贵港蔗区，从各种经济作物的投入产出比来分析，甘蔗种植的收益居中，

高于玉米和木薯，低于桉树，从整体上看，2012 年贵港蔗区农民种蔗的意向有

所提高，预计面积会出现恢复性的增长。 

 

五、种植意向情况及变动原因： 

 

1、促进甘蔗种植意向提高的因素 

2、导致甘蔗种植意向下降的原因 

3、各种农产品种植收益及趋势分析 

 

1、促进甘蔗种植意向提高的因素 

 

从调查的过程来看，整体上 2012 年广西农民种植甘蔗的积极性仍然较高，

综合考虑农民还是愿意继续种植甘蔗。那么是什么原因促进了农民甘蔗种植意向

的提高呢？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甘蔗价格稳步提高 

 

最近十多年以来，广西各地的甘蔗收购价格出现了稳步提高的态势，从 00/01

榨季的 170元/吨提高到当前榨季的 500元/吨，可以说甘蔗价格的提高给农民带

来了最直接和最实在的经济利益，收益和销路稳定，这是农民对甘蔗种植情有独

钟的最主要原因。 

 

 

历个榨季广西甘蔗收购价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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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糖企业对农民种蔗的大力扶持 

 

   为稳定甘蔗种植面积，稳定甘蔗产量，确保制糖企业自身实现良性发展，历

个榨季以来（尤其是最近几个榨季），各制糖企业都非常重视对蔗农种植甘蔗的

扶持力度。从甘蔗地膜覆盖到甘蔗深耕深松，从甘蔗病虫害防治到甘蔗良种推广，

从甘蔗灌溉到宿根蔗管理，从改扩种甘蔗到肥料预付，糖厂每年对蔗农的补贴、

预付款总额都是一笔不小的投入。笔者在对崇左某制糖企业的调查中获悉，该企

业 2012 年对蔗农补贴、预付款的总额在 2000 万元以上，这些措施让蔗农实实在

在的受益。例如，对从其他经济作物改为种植甘蔗的，每亩地可以获得 200 元的

补贴，机耕可以获得 80 元/亩的补贴，再预付 80 元/亩，地膜、灌溉设备均是补

贴、预付各一半，种蔗肥料则是全部预付，而对宿根蔗进行中耕管理的蔗农还可

以获得 50 元/亩的补贴。企业从自身发展的需求出发，利于甘蔗发展的各种优惠

措施不断出炉，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不断加强，这也是吸引农民种植甘蔗的一个

主要原因。 

 

 

最近三个榨季来宾兴宾区某制糖企业蔗区修路资金变化情况 

 

 

  （3）各地方政府对发展甘蔗生产的支持 

   作为广西重要的支柱产业，糖业能否得到稳步发展对各地方经济发展、财政

收入都会带来重要的影响，因此各地方政府都会把支持发展甘蔗生产作为政府的

一项重点工作来抓。例如崇左江州区强调，进一步完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大力

实施甘蔗滴灌工程，做大做强蔗糖产业。崇左是糖都，把甘蔗作为地方的一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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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来抓是全市工作的重点，可以说没有甘蔗就没有崇左的发展。因此政府在大大

小小的会议中均提到甘蔗，种好甘蔗，管好甘蔗，用好甘蔗不仅是政府的要求，

更是群众实现惠民生、促增收、保稳定的要求。 

同样，甘蔗产业也是来宾兴宾区的支柱产业，笔者调查了解到 2012年兴宾

区政府计划在该区范围内实施农村土地整治项目的面积达到 150多万亩，并将任

务落实到各个乡镇，实施甘蔗生产大会战，在大力实施“吨糖田”的基础上，建

设“千亩万吨”糖料蔗示范样板工程。同时要求各制糖企业出台各项良种补贴、

农机补贴以及机耕、蔗种调运、贴息贷款等优惠政策，刺激蔗农做好甘蔗留种及

春蔗种植工作。另外，土地平整区内会涉及到的一部分水田，因为土地平整过程

肥泥填补的不均，造成地底下的黄泥上翻，耕作层变浅，不宜种植水稻，这部分

水田农户有意向先选择种植甘蔗，等到 2、3 年之后再改种水稻，这也会促进甘

蔗面积的增加。 

（4）2011 年蔬菜、水果等作物价格大幅回落，刺激农民改种甘蔗 

农副产品容易受到供需关系的影响，价格大起大落，存在较大风险，而且销

路也没有保障，这些因素的存在刺激了部分农民开始改种甘蔗。在来宾兴宾区调

查了解到，例如生姜，2010年价格居高不下，每市斤甚至卖到了 8--9元，因此

该地区不少农户便跟风大面积种植，可是 2011 年生姜的价格却跌到了一元甚至

几毛钱，也很难销售出去。再比如四季豆，前期政府发展建立蔬菜基地，以鼓励

农户大面积产业种植，但其价格、销路等受市场需求影响波动较大，2010 年四

季豆每市斤批发价约在 1.5--2.5元之间，亩获利达到了 1500元以上，种植户大

获丰收；到 2011 年不少农民在叹息上一年错过时机没能种植四季豆的同时，纷

纷效仿将水稻、甘蔗改种四季豆，然而天不遂人愿，2011 年四季豆价格却一路

走低，在采摘高峰期，一毛、两毛的批发价都难以售出，这无疑给盲目种植的农

户结结实实的一记重拳。因此，据调查了解到，今年兴宾区有部分菜农有意向改

种甘蔗。不仅仅是蔬菜，2011 年由于天气因素的影响，蜜橘、金桔等水果的销

量和售价也不理想，从甘蔗种植收益稳定的角度来考虑，广西有部分地区的果农

也有意向改种甘蔗。 

 

（5）2011 年蔗种质量好，为农民留种、扩种提供了有利条件 

虽然 2011年甘蔗生长过程中出现了干旱、生长期推迟等异常情况，但是在

冬季广西大部分地区没有出现霜冻、冰冻等恶劣天气，且雨量正常，整体而言

2012年初的甘蔗质量较好，为农民留种、扩种、新种甘蔗提供了有利条件，这

与前两年甘蔗连续遭受霜冻灾害，蔗种质量大幅下降，造成农民新种、扩种困难

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外在调查中也了解到，由于今年蔗种质量好，部分

农民也有意对去年出苗情况不理想的宿根蔗进行翻蔸重种。 

   （6）广西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制约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 

   广西以多山著称，海拔五百米以上的土石山占全区总面积的 53%，广西山区

面积占总面积的 76%，耕地只占 11%，其余为水面，道路，村庄等。山区面积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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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是广西土地资源构成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例如广西第一大蔗区崇左，该地

区的地形地貌大致地势为南北部较高，中东部较低，由西北向东部倾斜。地质构

造古老，多以泥盆纪，二叠纪和三叠纪为地质基层，以石灰岩占优势，页岩、砂

岩次之。地形特点是山地多，平地少，石灰岩地层分布广。年降雨量均在 1000mm

以上，且雨量集中在 6 至 8 月份，非常适合甘蔗需水要求。甘蔗生长最旺的时

候即是 6-8 月份，与雨季吻合。年均气温 23℃，气温适合甘蔗生长。受土壤类

型、特点的影响，崇左地区非常适宜种植甘蔗，但却不适宜其他经济作物的大规

模种植，因为甘蔗比较耐旱，即使没有条件灌溉，在旱季甘蔗产量也不会受到很

大影响，这是其他经济作物所不具有的优势，而这也是甘蔗种植在广西各地具有

悠久种植历史和广泛群众基础的主要原因。 

 

2、导致甘蔗种植意向下降的原因 

 

虽然甘蔗收购价格连年上涨，但是从 2010 年以来物价上涨，人工成本不断

提高，农民种蔗的纯收入并没有得到大幅提高，这也使得部分农民对是否继续种

植甘蔗产生了动摇。 

  （1）异常天气频繁、甘蔗单产下降影响农民收益 

   最近几个榨季,受到异常天气频繁､甘蔗种植品种单一､甘蔗品种退化､水利设

施不完善､病虫害多发､农资价格大幅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广西各蔗区的甘蔗单产

水平逐年下降｡如调查来宾兴宾区A村,某蔗农同一面积土地 09/10榨季产蔗可达

120万吨,10/11榨季产蔗下降到100万吨,11/12榨季产蔗只有90万吨,单产下降,

投入与产出的差值使得该蔗农对继续种蔗的信心开始动摇｡该蔗农表示,因种植

速生桉一般 4--5 年即可有收成,且期间每年只需施一次肥即可,管理投入成本低,

花费人工少,且一般每株桉树价格可卖到 50--60元左右,收益较高,该蔗农已经

计划改种桉树｡据了解,A 村部分劳动力少的家庭或坡岭易旱地,已经计划改种植

桉树,面积约在 1500亩左右｡ 

   (2)人工成本大幅提高,直接影响农民种蔗意愿 

最近几年,农村劳动力递减､人工成本增加与甘蔗生产的矛盾日益凸显｡首先

是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的越来越多,劳力结构的老龄化趋势越发明显,再加上广

西甘蔗种植、收获的机械化程度低，多数情况下只能够依靠初级的人工操作来完

成。本榨季现在请人砍甘蔗,已经从去年的 100 元左右上涨到 100—120

元一天，并且包吃都很难请到，而到了过年期间,甚至上涨到一天 150

元或更高｡而甘蔗砍蔗时间集中､短期内需要大量劳动力的特点又决定

了该项人工成本很难有下降的空间｡据了解,最近几年虽然甘蔗收购价

逐年提高,但是砍蔗的人工成本也是水涨船高,人工成本的增加在很大

程度上甚至吞噬了蔗价提高带给农民的利润空间，导致农民在甘蔗种植

的选择上存在很大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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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种农产品种植收益及趋势分析 

 

为了更加直观的掌握各种经济作物的种植收益，了解甘蔗种植的收益情况，

分析甘蔗种植意向的变化，笔者将采用表格的形式先来分析贵港地区各种经济作

物的成本及收益情况。 

 
 

 

以上几种经济作物均以一亩地一年的投入产出来计算，在贵港地区，玉米种

植是一年两造，所以投入和产出都已经乘以 2。在贵港，目前甘蔗的人工成本（种

植、施肥、喷药）是 40-50 元/日，种子按照一亩地需要 0.9 吨蔗种的标准来计

算。从上表的对比可以看出，与玉米和木薯相比，甘蔗的种植收益是最高的，这

主要得益于甘蔗的高收购价以及产量的稳定，每造玉米的物资成本投入不高，但

是因为在玉米的整个生产过程中人工的投入比较繁多，亩产也相对偏低，所以经

济效益也不是很理想。木薯的情况主要随收购市场的影响而且价格波动比较大，

2011年木薯在地头的收购价格为 600-700块钱/吨，今年普遍下降到 450-550块

钱/吨,最低曾经到 420 元/吨，价格的稳定性比较差，因此这也极大的影响了木

薯种植的收益，不过木薯种植对人工投入的要求不高，比较适宜劳动力少的家庭。 

 

另外再单独分析桉树的收益情况，桉树在贵港的种植面积比较大，但桉树的

生长期比较长，一般为四年，故在此单独拿出来计算成本效益。桉树种植成本，

以每亩 90株，生长期四年计算，桉树树种 0.4 元/株，四年期间每株桉树的投入

总成本约 12 元，这样每亩成本大概 1080 元。桉树收益方面，以每亩 90 株，生

长期四年计算，目前每株桉树的收入在 35--60 元不等，每亩桉树的收入大概在

3150--5400 元，则每亩纯收入 2070--4320 元，平均每年桉树的收益是

517.5--1080元不等。不过由于桉树的生长周期长，投资回报慢，存在很大的不

确定性，这也导致农民不愿意大规模的种植桉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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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分析下崇左蔗区的情况，据调查目前在崇左蔗区对甘蔗种植造成较大的

冲击的作物，按照影响程度排列，分别为木薯、桉树、西瓜、香蕉。对于木薯，

今年收购价格下跌到 400 多元/吨左右，且木薯亩产低，平均都在 2 吨以下，再

加上木薯价格不稳定，政府对于木薯收购也没有像甘蔗这样制定出类似的收购保

护价，这使得木薯的种植户需要直接面对市场价格环境的变化，收益不稳定，而

且自身利益也容易受到损失。 

 

至于桉树，大的方面，容易破坏土地，造成土地贫瘠，影响生态平衡，小的

方面，桉树种植的周期长，收益的不确定性最高，这是影响农民种植意向的最主

要因素。另外桉树砍伐时还需要要得到林业部门的许可，手续上比较麻烦，农民

比较难以掌握。如果桉树不是连片种植的话，不易管理，人们很少会去种植，只

有那种坡度很大，农民土地又很多的地方才比较适合种植。 

 

对于西瓜，主要管理得当，亩产值可达 1800元以上，而且价格也比较稳定，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种植，在崇左、南宁一带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是农民也不会

单一的种植西瓜，多数会采用在蔗地里与甘蔗间种的方式，由于西瓜多数在五、

六月份即可以采摘，只要早追肥，对甘蔗产量的影响不会太大，更不会抢占甘蔗

种植的面积，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对于香蕉，当前崇左江州区种植的面积比较有

限，暂时还不会对甘蔗生产造成太大的冲击，而且政府、企业对香蕉种植的支持

力度远没有甘蔗大，有些地方不但不支持香蕉种植，甚至会还动员农民把香蕉改

种甘蔗，所以香蕉在崇左蔗区的发展前景也不乐观。作为优势产业，甘蔗种植在

崇左仍然会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六、2012 年广西甘蔗种植意向分析： 

 

虽然笔者只是对崇左、来宾、贵港三个蔗区的甘蔗种植意向情况进行调查，

但是以点窥面，而且这三个蔗区的情况又非常具有代表性，因此还是能够大体反

映出 2012 年广西甘蔗种植意向的变化情况。 

 

崇左蔗区，据崇左当地的糖厂统计，从 1991 年至今崇左农村中甘蔗种植户

数普及率由原来的 45.8%提高到 98.6%。另外 2 月份对 2000 户蔗农进行了问卷调

查，其中有 820户的蔗农表示 2012年会增加甘蔗种植面积，占调查总户数的 41%；

有 1140 户的蔗农表示 2012 年的甘蔗种植面积保持不变，占调查总户数的 57%；

有 40 户的蔗农表示将会减少 2012 年的甘蔗种植面积，占调查总户数的 2%。据

此分析，2012 年崇左蔗区甘蔗种植的户数大体稳定在 98%以上，甘蔗种植在崇

左仍然具有强大的群众基础，且发展前景依旧乐观。从整体上看，崇左蔗区农民

种蔗的积极性比较高，2012 年的甘蔗种植面积有望继续稳步增长，广西第一大

蔗区的地位非常稳固。 

 

来宾蔗区，由于 2011 年蔬菜、水果价格出现大幅回落，有部分菜农、果农

选择改种甘蔗，另外今年甘蔗质量好有利于留种，政府重视支持甘蔗生产、企业

加大甘蔗种植的扶持力度、蔗区实施农村土地整治项目，这些因素也有利于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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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种植意向的提高，从抽样调查的情况来看，有 70%左右的受调查者有意向做

好甘蔗留种及春植蔗种植工作。不过由于最近两个榨季人工、各种农资成本大幅

度增加，再加上甘蔗连年减产、异常气候频繁、病虫害多发、城市建设用地等原

因，甘蔗种植的投入与产出比在下降，使得蔗农种蔗的积极性开始动摇，有 30%

左右的受调查者不愿意新种、扩种、或继续种植甘蔗。从整体上看，种植环境复

杂，影响因素多，来宾蔗区农民种蔗的积极性一般，乐观估计 2012 年种植面积

稳中略有增长。 

 

贵港蔗区，由于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交通便利，贵港地区种植的主要经济

作物有甘蔗、木薯、玉米、桑蚕、桉树等，从调查了解到的各经济作物一亩地一

年的投入产出来计算，甘蔗的种植收益高于玉米和木薯，低于桉树。不过由于桉

树生长周期长，投资回报慢，存在较大的不确定因素。从整体上看，甘蔗种植对

农民而言仍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2012 年贵港蔗区农民种蔗的意向有所提高，

预计面积会出现恢复性的增长。 

 

从整体调查的情况来看，2012年广西各地农民甘蔗种植的意愿均有不同程度

的提高，这说明甘蔗种植仍然具有较强的群众基础，农民经过种植比较，开始选

择经济效益较好的作物种植，不断的调整其他作物的种植面积来实现经济效益的

最大化。这也有利于稳定并逐步扩大甘蔗种植面积，实现甘蔗产业更好更快的发

展。再加上 2011 年冬季广西各地没有出现霜冻、冰冻灾害，宿根蔗以及留种的

蔗种质量良好，这也为后期甘蔗正常出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假设 2012 年后期

天气情况正常，广西自 07/08榨季以后连续 4 个榨季减产的局面有望打破，12/13

榨季广西开始进入新一轮增产周期的几率将会大大增加。 

 

七、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当前各地农民的商品意识不断增强，能够按照比较效益

和价值取舍方面调整种植品种结构、规模，根据政策动向安排生产，农民收入有

了一定的提高。但是农民的市场信息比较缺乏，因而部分农户在种植农作物时始

终以上年的收益作为参考，不能科学分析，种植的盲目性较大，造成面积和产量

不稳定，这也会加剧整个产业的动荡，因此建议如下： 

 

    (一)地方政府及制糖企业应进一步加大对蔗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投入，继

续实行良种补贴、农机、机耕补贴等惠农政策，以保护农民的种植积极性。 

 

    (二)加强农资市场监管，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是影响农户

收益的一个重要因素，监管部门应继续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降低农资生产或销

售成本，增加农民收入。 

 

    (三)继续加大支农惠农政策的扶持力度。近年来，各地政府以及制糖企业相

继出台了一系列实实在在的农业优惠政策，如实施甘蔗滴灌工程，进行土地整合，

蔗种调运、贴息贷款等，使农民得到了实惠，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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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稳定了甘蔗的种植面积。 

 

    (四)加强对农民种植信息的引导，及时向农民提供有关糖市的供求、价格等

信息，科学引导农民种植甘蔗。加快甘蔗收割机械设备和农业技术推广普及，健

全区域性农业推广机构，提高农业技术和机械化装备水平，进一步降低甘蔗收割

人工成本增加对农民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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