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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中国食糖消费研究与预测 

 

在食糖供求关系中，供给端对于大家来说都不成问题，但对需求端却较为模糊。普遍认为

食糖消费是稳步增长的，因此会参考往年的消费情况计算一个平均增长率，用来预测未来食糖消费

量。根据智研咨询数据分析近十年全球食糖消费量年平均增长率约为 1.8%，略低于过去平均增速；

而中国近十年食糖消费量保持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约为 3.3%，超过食糖产量 1.6%增长速度，已

成为仅次于印度、欧盟之后的第三大食糖消费国，也是位居巴西、印度、欧盟之后的世界第四大食

糖生产国。据估算，2014 年中国人均食糖消费量已达到 11kg/年，但仍远低于世界人均食糖年消费

量 24kg/年左右水平，同期欧美发达国家人均食糖消费量约 35kg/年，同为发展中国家的泰国消费

量达到 32kg、印度 18kg，也低于中国台湾的 24kg，中国香港的 31kg，是世界人均食糖消费最少的

国家之一。因此，未来十年中国的食糖消费量仍处于明显增长阶段，是世界食糖最大潜在市场。本

文将主要分析中国食糖的消费潜力，并通过近年含糖食品用糖量进行验证，最后通过淀粉糖特别是

果糖替代分析对食糖消费量进行修正，探讨预测未来食糖需求趋势，为中国糖业未来发展提供参考：

人均食糖年消费量将从 2014年的 11kg达到 2020年 13kg，消费总量从 2014年 1500万吨达到 2020

年 1840 万吨，自足率将从 2014 年 88%下降到 2020 年 70%左右。如何在供需缺口日益增大的形势

下，及早寻找和制定符合中国糖业实际状况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的产业政策，将是每一位关注中国糖

业发展同仁的责任与使命。 

表 1 世界各国（地区）人均食糖年消费量比较（kg） 

 

    数据来源:华泰长城期货南宁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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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食糖的消费潜力 

   1.1 经济发展是推动食糖消费的主要动因：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2014年中国 GDP总量 636463亿元，为全球第二

大经济体。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届时中国人均收入将达到中

等偏上发达国家水平，居民生活和消费方式将发生巨大变化。根据消费者需求理论，居民对食品的

消费需求简单函数为 Q=f(X,P1,P0),其中 Q：居民对食品的需求量；X：居民的消费支出总额；P1：

食品价格指数；P0：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研究表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提高居民消费支出能

力，居民对食品的消费支出也相应增加，从而带动含糖食品（如饮料，糕点等）消费需求，促进食

糖消费量的增长。 

    1.2 居民消费方式，饮食结构发生变化： 

    越来越多居民消费方式，饮食习惯西化，使得食糖消费刚性增长。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膳

食结构将从低营养向高营养转变。年轻一代尤其是近二十年出生的人，从小家庭生活条件较好，消

费习惯和国外消费方式接近。饮料、奶油、蛋糕、冰淇淋、饼干等产品消费比例远高于目前社会主

要消费人群。随着年轻一代逐渐成为社会消费的主要群体，人均食糖消费量仍将持续增长。但是我

们也要留意，人均食糖消费量和经济水平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但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饮食结

构和文化习惯的差异,亚洲地区人均食糖消费普遍低于欧美国家（从图表 1中可以不难看出）。 

   1.3人口增长与城镇化发展带动食糖消费 

   我国人口数量的持续、快速、刚性增长，也增加了食品需求，这是食糖消费快速增长的重

要驱动力。随着城镇化率提高，城镇流动人口增多，导致快速食品消费出现井喷式增长；且城镇人

口食糖消费量高于农村地区，都将促进食糖消费持续增长。 

表 2 近十年 GDP，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口增长率与食糖消费增长 

%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人口增长率 5.89 5.28 5.17 5.08 4.87 4.79 4.79 4.95 4.92 5.21 

GDP 增长率 10.2 11.1 11.9 9.6 9.1 10.4 9.3 7.7 7.7 7.4 

收入增长率 9.6 10.7 12.2 8.4 9.8 11.7 8.4 9.6 7 6.8 

食糖增长率  4.7 13.6 4 6.9 -0.7 -1.4 -2.2 4.5 7.9 

食糖消费量 1050 1100 1250 1300 1390 1380 1360 1330 1390 150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国糖协  华泰长城期货南宁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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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食糖消费历史回顾 

2.1 食糖消费量推理计算办法 

市场最常用采用推理计算，即从供求总量平衡着眼，依据可靠数据，通过科学分析，最后

得出消费总量数字。其公式为：产糖量＋进口糖量＋期初库存糖量+本期国家投放储备糖量 =食糖

消费量＋出口糖量＋本期国家收储储备糖量+期末库存糖量。 

即：食糖消费量=产糖量＋净进口糖量＋期初库存糖量+本期国家净投放储备糖量-期末库存糖量。 

其中：、国家投放、收储储备糖量中包括进口糖与国产糖。  

  、上式计算不考虑走私糖在内。 

上述数据可通过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公告；中国海关总署、中国糖业协会统计和各

大糖业网站获得。所采用数据要求来源可靠，经过严密统计，不存在重复计算问题。我国食糖生产

销售年度从每年的 10月份甜菜糖生产开始，至翌年 9月 30日为一个完整榨季。 

2.2 中国历年消费量 

13/14榨季共产糖 1331.8万吨，截止 2014年 9月底，工业结余库存 191.4万吨；上榨季

工业结余 54万吨；按榨季算共进口 402万吨，出口 5万吨，净进口量 398万吨，减去计划中进入

国储的古巴原糖 40万吨是 358万吨；本期无国家储备操作。假设上榨季加工结余量和本榨季加工

结余量相等，初略计算食糖消费量=1331.8-191.4+358+54=1549.4 万吨。通过对加工糖厂开工率比

较和业内综合预估，本榨季的加工结余库存大于上榨季，经调整后的实际消费量估算为 1500 万吨

左右。依此类推，我们便可以得到历史各个榨季消费量（表 3）。由于食糖从销售到进入终端消费

需要一定时间，因此在不影响研究结果的前提下，我们用年份来代替榨季，比如 2014 年消费量可

同指 13/14榨季消费量。 

表 3：1978-2014年中国食糖消费量（万吨）与人均食糖消费量(kg) 

      

    数据来源: 华泰长城期货南宁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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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国食糖消费发展阶段 

在得到历年消费量后，我们再除以人口数量，得出中国历年人均食糖消费量（表 3）。

总体看，中国食糖消费量呈稳步增长态势，1978-2014年平均增长率约 5%。改革开放前，由于经济

水平落后，人均食糖消费量一直在 1.5-2kg超低水平。改革开放后，食糖产量与消费都大幅提高，

大致经历了“快速增长—稳中有增—快速增长—波动中增长”发展阶段。1978-1990年和 2002-2011

年是两个快速增长阶段：全国食糖消费量由 1978 年的 290万吨快速增长到 1990年的 750万吨，年

平均增长率约 8%。生活水平改善，食糖消费结构发生变化，居民对食糖需求从热量需求转变为甜

味剂需求，带动食糖消费，这主要是居民直接消费为主；2001 年 12 月 11 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WTO),食糖消费再次进入快速增长阶段，由 915万吨增长到 2011年的 1360万吨，年平

均增长率约 5.5%。主要原因是食糖消费结构再次发生转变，食品工业快速发展带动了食糖工业消

费量。工业消费量超过居民直接消费量，在食糖消费总量比例不断提高；1991-2001年是稳中有增

阶段，人均食糖消费量在 6.5kg上下，消费总量基本维持在 800万吨左右；2010年糖价迅速攀升，

中国食糖指数突破 7000 元，摇身一变“糖高宗”。高糖价一方面抑制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引发淀

粉糖特别是果糖快速发展，食糖供应发生了巨大变化，消费出现波动但仍保持增长。据目前估算，

2014 年中国食糖消费量已达到人均 11kg，为全球平均水平（24kg）46%，且低于亚洲国家平均水平

13kg 。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持续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和城镇化进程推进，居民消费结构升

级带动食糖消费持续增长，中国食糖消费仍将处于持续增长阶段。 

 

三：含糖食品行业发展情况与用糖量分析 

3.1 食品工业发展情况 

随着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和人口自然增长、城镇化的推进，居民食品消费结构日益改

善；政策有力推动、生产技术进步，食品工业加速增长，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 10%以上。目前食品

工业门类齐全，既能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又具有出口竞争力，并实现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

好态势，在国民经济建设发展起到了支柱产业的重要作用。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2014 年 1～12

月，食品工业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10 万亿元，同比增长 8%，实现利税 9707 亿元，同比增

长 2%，其中利润 6385 亿元，同比增长 1.3%。2014 年 1～12 月，食品工业规模以上企业累计出口

额 485亿美元，同比增长 4.8%；累计进口额 43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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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08-2014年全国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3.2 近十年各含糖食品行业情况 

在中国食糖消费中，居民直接消费具有相对意义上刚性，需求弹性较小，主要跟随经济水

平和人口数量稳步增长。近十年保持稳定小幅增长，从 2005年约 400 万吨增长到目前约 500 万吨。

而食糖工业消费受经济环境和价格影响较大，是推动近年中国食糖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也是未来

我们研究分析食糖消费重要依据。参考用糖权重，我们大致按照碳酸饮料、果蔬汁饮料、糖果巧克

力、饼干、糕点、乳制品、罐头、冷冻饮品、速冻米面划分为九大类含糖食品。通过对 2005 年到

2014 年的食糖下游行业年产量跟踪发现（表 5),九大类食品产量持续稳定增长，主要原因是经济

发展、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城镇化的推进等因素。 

表 5  2005-2014 年食糖下游行业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商情报网 华泰长城期货南宁营业部 

3.3 近十年各含糖食品行业用“糖”量分析 

为更深入了解食糖消费量并预测未来变化，我们必须对各含糖食品行业进行更详细的分

析。我们建立微观分析模型，细分食糖下游产业增长情况，主要思路如下： 

3.3.1 含糖食品中单位重量用糖比例：由于生产技术提高、消费者口味变化、原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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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等因素，各食品的配方不断更新升级，导致食糖在各食品中比例产生变化；同时由于近几年

果葡糖浆在用糖大户饮料、糖果、糕点等食品中对食糖的替代影响，食糖比例有所降低，因此饮

料、糖果、糕点中用“糖”量实际包含了食糖和果糖,更确切应是甜味剂用量。为确保结果具有可

信度，我们参考查阅《中国食品工业年鉴》和各种统计资料，依据有关食品配方和生产工艺资料，

初步得到含糖食品单位重量用糖比例如下：果蔬汁饮料约 8.5%-9%；碳酸饮料约 12%-9%；糖果巧

克力约 45%-40%；饼干约 18%-20%；糕点约 25%-20%；罐头约 5%-6%；冷冻饮品月 15%；速冻米面

约 3%-4%。 

        3.3.2  各含糖食品历年产量和用“糖”量分析 

由于碳酸饮料、果蔬汁饮料、糖果、饼干在各含糖食品中用糖量较大，我们下面重点

进行分析：首先来看碳酸饮料（表 6），近十年中除 2012 年产量有所降低，整体保持增长，

年均增长率达到 10%，但增长率波动较大而增速不如其他饮料，在软饮料市场份额有下滑趋势。

碳酸饮料主要为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市场占比高达 90%以上。由于碳酸饮料特别的口感，受

年轻消费者群体欢迎，消费群体较为稳定不会出现大面积流失，预计未来碳酸饮料仍是上升趋

势，但增速有所放缓，因为企业会根据果糖和白糖的比价灵活调整糖浆比例，未来对食糖消费

贡献力度不如其他饮料。 

表 6 碳酸饮料产量（万吨）用糖量（万吨）增长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商情报网 华泰长城期货南宁营业部 

    果蔬汁饮料具有天然、健康、营养等特性，备受消费者欢迎，持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

势头，年均增长率高达 24%，在整个软饮料市场份额逐步上升，但增速不断下滑。目前我国果

蔬汁市场品牌众多、竞争激烈，市场需求更倾重绿色、环保、无污染健康饮品。未来果蔬汁饮

料需要加强创新，丰富种类，生产原料来源不再局限于水果、蔬菜，像茶叶、花草、药材等材

料将组成新的框架主体，各种新型功能饮料将不断出现，营养丰富、口味多样化的果蔬汁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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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份额将会占市场份额主体部分。随着消费者可支配收入增长，对健康日益关注，未来中高

浓度果汁领域有加速发展趋势。据统计，目前我国人均消费果蔬汁饮料约 18公升。欧美地区

由于饮食习惯不同，营养要求高，纯果汁饮料较为常见，对果蔬汁需求量大，人均果汁饮料已

达 30公升，个别国家甚至高达 70公升。相比而言我国消费量仍比较低，处于中等阶段。随着

人口增长，生活质量提高，市场容量巨大，前景看好，预计仍将保持稳步增长。 

表 7 果蔬汁饮料产量（万吨）用糖量（万吨）增长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商情报网 华泰长城期货南宁营业部 

  糖果是人们最常见和喜爱休闲食品之一，全球糖果种类共有 1500种。近年来传统糖果

市场份额逐渐下降，创新类新型糖果、巧克力、胶基糖、果冻类发展较快；消费者口味逐渐变

化，水果和巧克力味越来越受欢迎。自 2003 年来，我国糖果产量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

13%（2009年由于统计口径发生变化，实际当年增长率为 20%），是中国食品工业中快速发展

的行业；2014年中国糖果产量达 362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 38%，人均消费量约 2.6公斤，距

离世界人均消费量 3公斤尚有距离。面对庞大消费市场和消费者习惯变化，中国糖果市场仍具

有巨大发展潜力，发展空间广阔。新功能、新口味的糖果产品不断涌现，糖果需求进一步扩大，

预计未来仍将保持稳步增长，对食糖消费力度仍持续上升。     

表 8 糖果产量（万吨）用糖量（万吨）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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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商情报网 华泰长城期货南宁营业部 

饼干是以小麦粉、糖类、油脂等为主要原料经机制焙烤而成的食品，其口感好、易携带、

易储存等优点，不同年龄、不同层次消费者都能从中选择自己喜爱的产品，普遍被人们所接受，

是休闲食品中的主打产品。我国饼干产量近几年增长迅速，年均增长率达到 20%，目前我国人

均消费量约 5.5公斤，同期发达国家高达 30 公斤左右，发展中国家约 10公斤，存在较大的发

展空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消费意识和选择理念发生较大变化，消费者对饼干产品

需求在不断增加，中高档产品份额越来越大，刺激着中国饼干市场开始向多元化、品质化发展，

预计未来我国饼干市场仍将保持快速增长趋势，对食糖消费贡献持续增加。 

表 9 饼干产量（万吨）用糖量（万吨）增长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商情报网 华泰长城期货南宁营业部 

         由于篇幅有限，含糖食品下游产业众多，我们不再一一进行分析。其他含糖食品行业如

糕点随着人们消费习惯西化，已经进入平常生活当中；罐头行业对比国外尚处于萌芽阶段，发展空

间巨大；速冻米面，冷冻饮品等随着城镇化发展，对快速消费食品需求增长，未来仍保持稳定增长。

民以食为天，食品工业是朝阳产业，预计食品工业未来 5年仍保持年均 6%-10%的增长率，对食糖

消费需求持续稳定增加。 

3.4 各含糖食品总用“糖”量与食糖消费对比分析 

        上面我们已经提到各分行业用“糖”量，将其相加便得到总用糖量（表 10）。从图表可

以看出，含糖食品用糖保持持续上涨，而食糖消费量在 2009年-2014 年间出现波动。印证了高糖

价引发了淀粉糖明显替代作用。由于 2010年后统计局不再公布糕点产量，我们仅统计八大类含糖

食品用糖量，发现年均增长率高达 13%，大大高于近十年食糖消费量 3.3%的年增长率，有力证明了

工业消费是推动食糖消费量增长的主要动力。根据糖协介绍，11/12榨季食糖消费 1330万吨，其

中民用直接消费占比 36%，即 478.8万吨；工业消费占比 64%，即 851.2 万吨。而根据 2012 年含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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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的产量估算，仅八大类含糖食品用“糖”量已接近 800万吨，表明这里统计的用“糖”原料中

实际包含了食糖和替代糖。参考统计资料，以往上述八大类含糖食品中食糖用量在食糖工业消费总

的占比约 70%-85%，由此估算得到的食糖工业消费，再加上民用直接消费，明显高于往年的食糖消

费量。由此我们需要继续对替代糖进行研究分析，寻找白糖和淀粉糖交叉部分。另外，在数据收集

过程中，由于汇总机构统计口径不同，主要以官方数据为主，会存在差异性数据误差。 

表 10  近十年八类含糖食品年用“糖”量与食糖消费量对比 

 

数据来源：华泰长城期货南宁营业部 

四 淀粉糖和食糖的替代分析 

       4.1  淀粉糖和果葡糖浆介绍 

        4.1.1 淀粉糖：以含淀粉的玉米，薯类等粮食为原料，经过酸法、酸酶法或酶法制取生成

的葡萄糖、果葡糖、麦芽糖及其混合物的总称，按其成分组成来源大致可分为液体葡萄糖、结晶葡

萄糖、麦芽糖浆、麦芽糊精、麦芽低聚糖、果葡糖浆等。 

4.1.2 果葡糖浆：又称异构糖浆或果糖浆，是一种主要由果糖和葡萄糖组成的糖浆，含干

固物 70-80%，其余 20-30%为水。酶法水解淀粉所得葡萄糖液含葡萄糖达 95%以上，经用异构酶将

42%的葡萄糖转变成果糖，得这两种糖的混合糖浆称为果葡糖浆。又经用色谱分离技术将这类产品

中的果糖和葡萄糖分离得到果糖液含果糖 90%以上，再与适量的果糖含量为 42%的产品混合，生产

果糖含量为 55%和 90%的两种产品。工业生产的三种果葡糖浆分别称为 F-42、F-55和 F-90。 

4.1.3 食糖与淀粉糖（果葡糖浆）比较：果糖浓度增加，甜度增加，各种淀粉糖甜度不

同，按蔗糖甜度为 1，则果糖甜度为 1.5，浓度为 77%果糖的 F55甜度为 0.85，F42为 0.71，葡萄

糖 0.7；溶解度 果糖最高，蔗糖和葡萄糖次之；蔗糖易于结晶，晶体较大；葡萄糖也结晶，

但晶体较小；果糖难结晶；淀粉糖浆不结晶，且防止结晶；④吸湿性和保湿性 蔗糖、低转化或中

转化糖浆吸湿性低。果糖、高转化糖浆和果葡糖浆吸湿性大；⑤渗透压力：葡萄糖、果糖＞果葡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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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淀粉糖浆；⑥黏度：葡萄糖、果糖＜蔗糖＜淀粉糖浆。 

4.2  淀粉糖产量和食糖消费量对比分析 

食糖价格持续上涨，增加了含糖食品工业原料成本，为降低成本企业则采用淀粉糖替代食

糖原料，这推动了淀粉糖产量的快速增长，年均产量增长率高达 15%。从表 11 可以看出，淀粉糖

增速高于食糖消费，从而使得食糖消费在两糖中占比不断下降，从 2003 年 77%下降到目前 50%左右。

经过十多年快速增长，淀粉糖增长速度减缓，但未来 5年仍处于增长阶段。淀粉糖和食糖总体保持

向上增长势头，证明中国对糖需求仍处于扩张期。只是淀粉糖增长降低了食糖消费增长速度，改变

多年来食糖主导糖消费市场的格局。从某种意义上说，淀粉糖和食糖不具有完全替代关系，更多是

一种互补作用。 

表 11 食糖消费量，淀粉糖产量与食糖消费量占比 

 

数据来源:中国淀粉工业协会 中国糖协  华泰长城期货南宁营业部 

  国际上，淀粉糖在糖消费中占有相当市场份额已是事实。美国为摆脱原糖价格大幅波动

影响，从 70 年代末开始发展淀粉糖，之后淀粉糖在糖消费中占比迅速增长。目前淀粉糖在美国甜

味剂消费占比已超过 30%，其中碳酸饮料基本是使用果葡糖浆。并且已经有学者通过研究分析得出

淀粉糖在食品饮料中对食糖最大替代率（表 12 第 1行）。淀粉糖在各个含糖食品行业中最大替代

率乘以行业在食糖消费中所占用糖权重，便得到淀粉糖的最高市场份额。我国各含糖食品历年的用

糖权重稍有不同，但大体一致，因此具有同样的参考意义。以 2014年食糖消费量 1500万为基础测

算用糖权重，计算得到表中第 3 行加总值为 17.17%，表明淀粉糖在理论上可以替代食品饮料业中

17.17%食糖，则理论上 2014 年替代糖最大份额为 310万吨。由于食品饮料企业生产工艺和技术多

样，是否使用淀粉糖取决于企业产品配方、新产品特色的评估、消费者接受等情况，需要一个时间

过程，淀粉糖很难达到最大替代率。2014 年由于玉米价格上涨，淀粉糖加工企业成本上升，多年

来首次出现了亏损情况。综合考虑，预计 2014 年淀粉糖在糖消费中所占的市场份额应为 250 万吨

左右，总糖需求达到 1750 万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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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淀粉糖在食品饮料中的替代率（%） 

数据来源：文献资料  华泰长城期货南宁营业部 

4.3  果葡糖浆和食糖消费替代分析 

 在淀粉糖与食糖替代互补中，我国最主要替代发生在果葡糖浆和食糖交叉行业：碳酸饮

料、果汁、罐头等。在食品制造中，果葡糖浆可完全替代食糖，也可与蔗糖、葡萄糖、淀粉糖浆、

转化糖和其他种糖或合成甜味剂混合使用，达到互相提高甜度的效果。可当作食用和药用糖浆用，

储存性质好，不易发霉变质，比如糕点。F42 主要用途现有蜜饯、糖浆夹心、罐头和部分低端饮料，

这部分替代容量相对较小。F55主要用途基本涵盖 F42使用行业，但最为主要行业为碳酸饮料，果

蔬汁饮料行业，其风味与口感甚至要优于食糖。果葡糖浆甜度接近于同浓度蔗糖，口感类似天然果

汁，具有清香、爽口的感觉。另一方面果葡糖浆在 40℃以下时具有冷甜特性，甜度随温度的降低

而升高。果葡糖浆完全替代蔗糖，其甜度约相当于同浓度蔗糖的 90%，部分替代蔗糖时，由于果糖、

葡萄糖与蔗糖甜味协同增效，总甜度仍与同浓度蔗糖相同。在食品、饮料等中以果葡糖浆替代蔗糖，

不仅技术上可行，而且可凸显果葡糖浆清香、爽口的特性，最重要是可降低生产成本。假设浓度

77%果葡糖浆 F55 单价为 P 元/吨，P/0.85 与食糖价格 P1 进行对比，如果 P/P1<0.851，那么使用

F55 就具有成本优势；如果 P/P1>0.851，那么使用食糖就具有成本优势。饮料行业作为我国用糖第

一大行业，替代容量大。饮料企业在选择使用哪种原料时主要根据成本来推动，两者相互替代不具

有其他壁垒。以可口可乐为例，北方地区普遍使用 F55替代食糖，目前替代率基本在 50%-75%，为

近几年快速发展为 F55快速提供了依据。   

4.4  果葡糖浆产量和食糖消费量对比分析  

 食糖和果葡糖浆的替代主要集中在碳酸饮料，果蔬汁饮料，罐头等区域，三类合计交叉用

糖量 2012年为 363万吨，2013年为 420万吨，2014年为 452万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果葡

糖浆产能接近 600万吨，2014年开工率约 50%，供给大于需求，替代正逐步走向饱和。在食糖价格

大幅回落和产能过剩情况下，企业间恶性竞争，果葡糖浆行业出现了多年以来首次亏损状态。从表

13 可以看出，果葡糖浆产量和市场份额逐步平稳，预计未来产量难以大幅增加，取决与上游玉米

淀粉价格成本波动、食糖价格的互相替代作用等因素。由于果葡糖浆在美国已经发展了三十多年，

相对比较成熟。果葡糖浆在美国用于饮料比例约为 75%，其他用途中，面包 9.13%；奶制品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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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头 4.12%；糖果 0.15%；其他食品 3.13%。综合考虑，预计未来果葡糖浆产量小幅波动增长，在

糖消费中的市场份额保持大致稳定。 

 

 

 

 

表 13 食糖消费量，果葡糖浆产量与食糖消费量占比 

 

     

五:中国食糖消费量预测 

5.1  基于中国食糖历史消费数据探讨未来食糖消费量 

1978-2014年食糖消费平均增长率约 5%；1978-1990年为 8%；2002-2011年为 5.5%；而近

十年平均增长率却为 3.3%。这是由于 2011年高糖价引发替代糖快速发展，抢占食糖份额，近年“糖”

实际需求被低估。为了还原“糖”实际需求量，我们剔除头尾数据，选取 1981-2010年数据为样本，

计算出 30年平均增长率为 4.6%。再以连续五年数据作为一个样本，得出一组食糖五年平均消费量

量（表 5）。 

表 14 中国食糖五年消费平均量（万吨） 

1981-1985 1986-1990 1991-1995 1996-2000 2001-2005 2006-2010 

468 678 777 803 999 1278 

据此，我们在表 14基础上，分别假设 2009年-2020年食糖消费量增长率为 3.3%，4%，4.6%，5%。

得出 2009-2020年食糖消费量预测一（表 15）。 

                        表 15 2009-2020年糖消费预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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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5中我们可以看出，2011年后实际消费量全部低于估算值，其中主要原因就在于淀粉糖特别

是果葡糖浆对食糖替代作用。我们再将表 15 和表 13 对比，发现若按增长率 4.6%计算，两者数据

相近，验证了 4.6%增长率更贴近实际情况；同时也说明表 15中消费预测为总糖需求，包含了食糖

和替代糖在内。初步预计，到 2020年，我国总糖需求将超过 2000万吨。 

5.2  基于中国未来人口变化和人均食糖消费量探讨未来食糖消费总量 

2014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包括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

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136782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 74916

万人，城镇化率 54.7%，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 80%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发展中国

家 60%平均水平，还有较大发展空间。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发展目标，2020

年中国计划达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60%左右，实现 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

落户。根据国内外权威机构和人口学专家对中国未来人口数量的预期，未来中国人口数量还将处于

增长态势，但增长率会逐渐下降，在 2035-2040 年达到人口峰值(参见表 7 ）。 

表 16  未来 20年中国人口预测（亿） 

 世界银行 
国家计生委

(下限） 

国家计生委

(上限） 

中国人口

信息研究 

中心 

联合国 预测平均值 
增长率外推

预测 

调整后人口

预测值 

2015 年 13.65 14.03 14.19 14.3 14.1 14.05 13.9 13.83 

2020 年 13.82 14.34 14.54 14.72 14.46 14.38 14.25 14.15 

2025 年 13.88 14.48 14.73 15.04 14.71 14.57 14.51 14.34 

2030 年 13.84 14.51 14.83 15.25 14.85 14.66 14.62 14.42 

数据来源：《农业展望》 

据此，我们分别按人均食糖消费量 11kg，12kg，13kg，14kg，15kg计算得出表 17 

表 17 中国食糖消费量预测二（万吨） 

 人口 11 12 13 14 15 

2014年 13.68 1505 1642 1778 1915 2052 

2015年 13.83 1521 1660 1798 1936 2075 

2020 年 14.15 1557 1698 1840 1981 2123 

2025年 14.34 1577 1721 1864 2008 2151 

2030年 14.42 1586 1730 1875 2019 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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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预测结果， 初步估计：人均食糖年消费量将从 2014 年 11kg 达到 2020 年 13kg，消费总量从

2014 年 1500 万吨达到 2020 年 1840 万吨，自足率将从 2014 年 88%下降到 2020 年 70%以下。   

     

 

 

 

六：主要结论 

     

 预计未来五年含糖食品工业仍将保持 6%-10%快速增长，带动糖需求量持续稳定增长。

预计到 2020 年，食糖工业消费量将从目前约 1000 万吨增长到约 1300 万吨。 

 淀粉糖未来五年增速放缓但仍保持向上，果葡糖浆产能产量逐渐平稳。预计到 2020 年，

淀粉糖年产量可达到 1300 万吨左右，其中果葡糖浆年产量约 400 万吨。 

 人均食糖年消费量将从 2014 年 11kg 达到 2020 年 13kg，消费总量从 2014 年 1500 万

吨达到 2020 年约 1840 万吨，自足率将从 2014 年 88%下降到 2020 年 70%左右 

  长期趋势看，尽管我国食糖产量呈现周期性波动，但未来五年年食糖消费将保持增长

趋势。由于人力成本、耕地面积等因素制约，中国国产糖量未来五年预计保持在

1000-1300 万吨之间，供应缺口将进一步扩大，进口糖、替代糖份额继续上升。预计

至 2020 年，我国对糖总需求将超过 2000 万吨，其中国产制糖 1200 万吨左右，进口糖

约 400 万吨，替代糖份额约 40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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