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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湖农产（白糖）周报 20241227
一、行情回顾

本周国际原糖低位震荡，寻求一定支撑，北半球上量过程中，若无热门话题，国际

原糖上涨动力不足，郑糖在上周回落之后呈现持续震荡，春节备货阶段，国内糖价大幅下

跌难度较大，但上涨仍需观察原糖走势。截至 2024 年 12 月 27 日，国际 ICE 原糖期货主

力合约收盘报价 19.25 美分/磅，郑糖期货主力合约收盘报价 5944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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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面分析

1、国际方面

（1）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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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方面，巴西甘蔗行业协会(Unica)数据显示，11 月下半月巴西中南部地区压榨甘

蔗2035万吨，同比下降15.2%;产糖108.4万吨，同比下降23.06%;乙醇产量同比下降5.18%，

至 11.89 亿升。糖厂使用 44.89%的甘蔗比例产糖，上榨季同期为 46.54%。24/25 榨季截至

12 月 1 日中南部累计压榨甘蔗 6.0294 亿吨，同比减少 2.75%;累计产糖 3936.1 万吨，同比

减少 3.72%:累计产乙醇 311.69 亿升，同比增加 4.31%;糖厂使用 48.34%的甘蔗比例产糖，

上榨季同期为 49.34%。24/25 榨季截至 12 月 1 日该地区累计 135 家糖厂收榨，上年同期为

53 家。

巴西糖持续出口，巴西对外贸易秘书处（Secex）公布的出口数据显示，巴西 12 月前

三周出口糖和糖蜜 166.24 万吨，较去年同期的 149.6 万吨增加 16.64 万吨，增幅 11.12%；

日均出口量为 11.08 万吨。

（2）北半球新季上量

根据印度糖和生物能源制造商协会（ISMA）的数据，截至 2024 年 12 月 15 日，印度

2024/25榨季糖产量达到613.9万吨，较去年同期的740.5万吨减少126.6万吨，降幅17.1%；

已开榨糖厂数量为 477 家，较去年同期的 496 家减少 19 家。ISMA 预计 2024/25 榨季转向

乙醇生产的食糖数量增至约 400 万吨。

2024/25 榨季截至 12 月 15 日，泰国累计甘蔗入榨量为 447.13 万吨，较去年同期的

239.21 万吨增加 207.92 万吨，增幅 86.92%；甘蔗含糖分 11.62%，较去年同期的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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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0.49%；产糖率为 7.81%，较去年同期的 6.026%增加 1.784%；产糖量为 34.92 万吨，

较去年同期的 14.42 万吨增加 20.5 万吨，增幅 142.16%。其中， 白糖产量 2.08 万吨，原

糖产量 32.36 万吨，精制糖产量 0.48 万吨。

（3）内糖：新季开榨，等待上量

根据泛糖科技最新数据，广西 2024/25 榨季的糖厂生产情况表现出色，产能提升显著。

截至 12 月 16 日，已有 74 家糖厂开机生产，同比增加 7家，日榨蔗能力达到 59.2 万吨，

同比增加 3.55 万吨。临近春节，下游终端的采购需求有所上升，排队提货的现象出现，随

着产能的提升，大多数情况下糖厂可以实现当天出库，少部分糖厂的等待时间约 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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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备货活动已接近尾声，现货市场的交易情绪较为平淡。贸易商和终端用户主要根

据实际需求进行采购，整体现货成交情况表现一般。截至 12 月 26 日，广西白糖现货价格

达到了 5986 元/吨；广西制糖企业的主流报价在 6020-6120 元/吨，云南制糖集团的新糖报

价保持在 6020-6050 元/吨；加工糖厂的主流报价范围在 6320-6580 元/吨。

库存方面，截至 12 月 20 日，广西食糖第三方仓库库存数量约为 18 万吨，较去年同期

增加了约 7万吨。然而，与过去三年同期的平均值相比，库存量下降了约 28 万吨。由于糖

企提前开榨且生产进展顺利，12 月广西食糖第三方库存环比增加了 17.5 万吨，超过了 2023

年同期的 7万吨，新糖入库的速度略快于去年，但未达到 2021 年和 2022 年同期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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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观点

国际原糖期货主力合约探求支撑，短期北半球食糖生产明显上量，对国际原糖上方产

生压力，ICE 原糖期货主力合约重心持续下降。

国内食糖市场整体成交价格重心下移，进口糖大量到港，国内供应充足。后期来看，

受糖浆短期进口受限影响，叠加春节备货临近，短期近月合约或存在一定支撑，短期震荡

更利于市场走货，同时需要注意近期广西干旱霜冻天气或成为交易话题；若后期无刚性政

策落地，随着压榨高峰期的进行，供应逐步上量，中期远月合约或仍将继续围绕基本面逻

辑偏弱运行。

总体来看。2025 年无论国际原糖或是国内郑糖，处于增产周期内，两者的总体走势或

均偏弱，随着内外贸易环境的变化，可能出现阶段性一方相对偏强的情况。全球食糖增产

周期内，国际糖价总旋律趋弱；风定浪仍存，糖价存在阶段性反弹机会；国内新季食糖供

需格局趋向宽松；郑糖自身驱动贫乏，2025 年或更多跟随原糖大方向。2025 年，国际原糖

波动重心需要关注换算至以美元计价后的巴西出口糖套保价格，下方支撑关注巴西食糖成

本及印度糖出口平价；郑糖上方压力关注现货变动情况以及上游集团报价，基差或趋向走

缩，下方支撑关注国内新季成本以及糖浆进口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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