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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技术创新使得相对独立的农产品变得联系密切,食糖 (甘蔗或甜菜为原料)与淀粉糖 (玉米

淀粉为原料)就是如此.在对近年来食糖和淀粉糖的消费动态考察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糖的市场

消费结构转变的机理.进一步地,对淀粉糖与食糖的替代或互补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
淀粉糖与食糖市场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价格联系,淀粉糖与食糖间价差推动了中国糖的市场结构

的变化.然而,受技术水平的限制,在含糖食品加工环节,淀粉糖对食糖的替代程度有限,这使近

年来在中国居民对糖的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食糖消费量依然保持相对稳定,食糖与淀粉糖之间

构成了一定意义上的互补关系.而长期来看,技术进步将会降低淀粉糖生产成本,使得淀粉糖在中

国甜味剂市场中的份额进一步扩大.中国在食糖市场管理与干预中应重视淀粉糖对食糖市场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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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糖的市场既有甘蔗或甜菜为原料生产的食糖,还有以玉米淀粉为原料生产的淀粉糖.从世界范围来看,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淀粉糖在世界糖的市场中已经占据了相当份额 (图１),有些国家淀粉糖的消费量甚至超过

了食糖消费量,如美国,也就是说,过往以食糖为主的单一市场已经转变为以食糖与淀粉糖并立的二元市场

格局.对中国而言,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糖的消费同样以食糖为主[１],中国也是世界第二大食糖消费

国[２],这使得以往中国糖的消费的相关研究及市场调控政策主要聚焦于食糖[３Ｇ４].近年来,随着中国糖的消

费市场扩张和淀粉糖生产工艺的成熟,中国淀粉糖产量迅猛增加,淀粉糖在中国糖的消费市场已经占到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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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中国糖的市场也形成了类似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以食糖、淀粉糖并立的二元格局①.因而,在

对当下中国糖的消费市场分析中,除了食糖外,还有必要给予淀粉糖更多的关注,遗憾的是,鲜有文献关注

中国糖的市场中食糖与淀粉糖之间的替代或互补关系.

图１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世界和美国食糖及

淀粉糖平均消费量占比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 (FAOSTAT)中

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进一步地,中国糖的市场结构的演变过程也值得深

入探讨.由于各类农产品在生产环节所投入要素的相似

性、竞争有限的自然资源、共享市场信息以及消费功能

上的替代或互补性等,使得不同农产品市场之间并非存

在较为清晰的边界,而是建立了一定的价格关联[５Ｇ９].
农产品市场间的这种横向的价格关联,往往会影响针对

单一农产品市场的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降低政策

执行的效率[１０Ｇ１２].随着淀粉糖业的发展,学者们已经注

意到中国的玉米和食糖市场之间所存在着的价格关联,
并指出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玉米深加工产品———淀粉糖

与食糖之间的替代关系[１３].但遗憾的是,已有研究并

未结合中国糖的市场结构转化过程来进行深入讨论,这

使得相关人员无法全面深入地认识食糖与淀粉糖市场之间的关系.
此外,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的定义,食糖和淀粉糖均属于添加糖的范畴[１４].大量研究表明,添

加糖的过量摄入会引起人体能量失衡,从而导致肥胖以及龋齿[１５Ｇ１６].而肥胖是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２型

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一个重要诱因[１７].居民添加糖的过量摄入已经给许多糖消费水平较高的国家带

来了沉重的疾病负担和经济成本[１８].因担忧消费过多的糖会增加居民健康风险并造成社会整体福利的损失,
中国已经在个别地区或针对部分人群开始了糖的消费干预的探索②.因而,从添加糖的层面考察近年来中国

居民糖的消费情况,还可为糖消费干预政策的制定和推动提供有效支撑.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目标是对近年来中国食糖和淀粉糖的消费情况进行联合考察,并对中国糖的市场

的结构变化进行深入探讨.具体而言,本文将首先对近年来中国居民糖 (食糖和淀粉糖)的消费情况进行描

述性分析,并刻画出中国糖的市场结构的动态演变过程.进一步地,对淀粉糖与食糖间的价格关联进行定量

分析,以深入理解中国糖的市场结构的转化过程.

2　中国糖的市场结构的动态演变

为了便于理解,本文将从居民糖的消费途径入手,在对近年来中国居民糖的消费概况进行统计分析的基

础上,刻画出中国糖的市场结构的动态演变过程.从消费途径来看,中国糖的消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被

购买用于日常饮食制作过程中的调味品,本文称这部分糖的消费为直接消费,即行业中所说的民用消费③;
另一部分,则是首先被以含糖食品加工企业作为原料消费,并生产出含糖食品最终被居民所消费④[３].基于

此,为了与直接消费的糖区分开,从居民消费的角度,由于经过了中间加工环节,本文称这一部分糖为间接

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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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国糖业协会,我国甜味剂行业发展及市场消费情况分析,http://wwwchinasugarorgcn/i,１０９,１７５５,０html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健康口腔行动方案 (２０１９—２０２５年)的通知,http://wwwnhcgovcn/jkj/

s５８７８/２０１９０２/b０４９d０f３c９b４４ee４８ac４c９３６f４１cbb０eshtml;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发布深圳市酒精饮料碳酸饮料健康提

示标识制作标准和设置规范 (试行)的公告,http://wjwszgovcn/xxgk/tzgg/content/post_８３８８７８３html
相对于下文的工业消费.
大部分是被含糖食品加工企业购买用作食品甜味剂,其余少数部分则是被发酵工业所消费,用于生产赖氨酸等产品,这部分糖的消费

本文不予考虑.



接下来,本文将从总量和人均的角度,分别对近年来中国糖的总消费量、糖的直接消费量和间接消费量

的变化过程进行描述性分析,并基于此,总结出中国糖的消费结构的变化规律.

２１　糖的总消费的变化

本节所使用的糖的消费总量数据主要来源于 «中国轻工业年鉴»,这也是目前所能获取到的中国糖的消

费的最权威、细致的数据.关于糖的消费总量的数据,有以下几点需要予以说明.第一,糖的消费量数据不

包括港澳台地区.第二,统计资料中所统计的糖的消费为第一环节的消费.第一环节即由含糖食品加工企业

将糖作为原材料进行消费,并最终生产出含糖食品用于国内销售和出口的环节.因而所统计的糖的消费量可

能与最终国内居民糖的消费量之间有一定的出入.但事实上,含糖食品的贸易量占消费量的比重较低,因而

国内居民所消费的糖的量与第一环节含糖食品加工业上消费的量大体相当①.第三,本文所统计的部分年份,
尤其是较早年份 (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９０年)的国内消费量数据无法直接获取,但可根据资料上的记载进行推算②.
第四,由于数据获取难度较大,本文在计算淀粉糖的消费量时没有考虑库存的变化,但由于是连续多年的时

间序列数据,从长期动态的角度,库存变化可以忽略不计.第五,如前所述,少部分淀粉糖品类 (主要是结

晶葡萄糖),在被工业消耗后,并未转化成含糖食品被居民消费.如果直接使用淀粉糖消费总量进行加总计

算,可能使得本文所估计的中国淀粉糖的消费总量偏高.因此,本文在计算淀粉糖的消费总量时剔除了结晶

葡萄糖的消费量③.
图２显示了１９８５—２０２１年中国糖的消费总量的变化.１９８５—２０２１年,中国糖的消费总量总体上一直在

不断上升.２０１８年中国糖的消费总量达到２５１９３万吨.从历史变化趋势来看,未来中国糖的消费总量可能

还会进一步增长.
正如现有研究所提到的,中国糖的消费以食糖为主、淀粉糖为辅[１].但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糖

的消费结构的历史变化规律相似的是[１９],食糖和淀粉糖在糖消费总量中的占比却在动态变化.具体而言,这

一动态的结构变化过程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食糖在糖的消费结构中占据绝对地位.２００５年以前,糖的消费量 (总量和人均)相对较低,

居民糖的消费品类大部分为食糖,国内食糖产能基本足以满足国内用糖需求.这一阶段,中国的食糖消费总

量占比基本在８０％以上,食糖增长是糖消费增长的主要来源,食糖消费也可称作为糖的消费.
第二阶段:淀粉糖的消费份额逐渐增长,糖的消费增长源于淀粉糖和食糖的同步增长.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

中国食糖消费水平快速上升,但食糖产能相对不足,淀粉糖的存在很好地弥补了国内食糖产能的不足,淀粉

糖消费总量的占比总体上开始呈上升趋势 (图３),具体机制下文还将详细分析,在此不过多讨论.在此背景

下,２０１０年起,淀粉糖消费总量占糖消费总量的比例已经达到３０％以上 (２０１０年中国淀粉糖消费总量合计

约为６２５０３万吨,占比３８４８％).此后一定时间内,受技术水平的限制,糖的消费结构中食糖和淀粉糖的

比例相对稳定,下文对此还将深入讨论.在这一阶段,糖的消费增长由食糖和淀粉糖增长共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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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虽然无法直接获取到完整的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内时间序列维度上的中国含糖食品消费量数据,但基于海关总署公布的近年来中国含糖

食品的产量和贸易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含糖食品的净出口量占产量的比例较低.除罐头外,基本不超过１０％,且罐头类食品中包含了一些如肉

类罐头等无添加糖类罐头,因而可以认为中国含糖食品的国内供需基本保持平衡状态.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虽然含糖食品库存变化数据无法

获取,但含糖食品保质期相对较短 (通常小于１年),因而供需基本平衡,库存量会比较少.因此,为方便起见,本文将历年含糖食品的国内

产量来代替消费量来进行分析.此外,也可以认为糖在第一环节的被含糖食品加工企业消费的工业消费量基本等于居民最终通过含糖食品所消

费的糖量.
其中,根据１９８６年和１９９２年 «中国轻工业年鉴»上所述,１９９１年基本实现国内食糖的产销平衡,故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９０年食糖消费量用

食糖产量代替;１９９０年淀粉糖产销数据不可得,故只汇报了１９９１年的数据.根据 «中国轻工业年鉴»等资料记载,本文统计数据年份的早期

(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１年和１９９５年)除食糖外的糖产量较少 (如１９９５年消费量中包含净进口００４万吨),且国内产需基本保持平衡.故在消费数据

不可得的情况下,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９１年以产量替代消费量.
计算方法为:当年淀粉糖总产量－结晶葡萄糖国内产量＋除结晶葡萄糖外其他淀粉糖 (包括葡萄糖及葡萄糖浆、果糖及果糖浆、糊精

和其他固体糖)的进口量.



图２　１９８５—２０２１年中国糖的消费总量

数据来源:笔者计算.

第三阶段:淀粉糖份额进一步扩大,淀粉糖增长成为糖消费增长的主要来源.２０１６年起,在玉米临储制

度取消下淀粉糖产能的快速扩大及食糖进口保障制度的建立下,淀粉糖对食糖替代程度进一步扩大 (详见下

文内容).近年来,中国糖消费量增长的主要来源是淀粉糖消费量的增长,淀粉糖目前已经在中国甜味剂市场

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成为食糖的主要替代品,这正与已有研究所预测的相一致[１].这也是为何,中国

的食糖消费总量近年来变化不大,但糖的总消费量却在不断增长 (图２).

图３　１９８５—２０２１年淀粉糖消费总量占糖消费总量的比例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淀粉糖消费总量和糖消费总量计算得出.

从人均消费量来看,虽然中国糖的人均日均消费量相比世界平均水平以及主要的糖的消费国仍有一定的

差距[２０],但是,中国糖的人均日均消费量近年来在不断增长 (图４).据估算,２０２１年,中国糖的人均日均

消费量约为５７克①,已经超过 WHO所建议的风险摄入水平 (每日能量总摄入量的１０％,根据中国居民的

饮食结构,约为５０克[２１]),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相比之下,中国食糖人均日均消费量

近年来变化不大甚至有所减少 (约３０g),且消费水平还远不及 WHO所建议的风险建议摄入水平,仅刚刚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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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考虑到含糖食品和餐饮加工以及消费环节的损耗;实际人均日均摄入量可能会低于这个数值,但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和现实观察,这

一差别不会太大.



过低风险摄入水平 (每日能量总摄入量的５％,约为２５克).因而,在对中国糖的消费进行分析时,如果单

单考察食糖的消费情况,很容易产生错误的判断.

图４　１９８５—２０２１年中国糖和食糖的人均日均消费量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历年中国糖和食糖的消费总量和总人口数计算得出,总人口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２　糖的直接消费的变化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居民对糖的消费逐步从传统的热量需求向甜味剂需求转变[３].以淀粉糖为主

的食糖替代品基本都是作为食品添加甜味剂应用于含糖食品加工业的生产过程中[２０].因此,中国糖的直接消

图５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中国食糖直接消费总量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历年 «中国轻工业年鉴»中提供的食糖民用消费比例和食糖

消费总量计算得到.

费,即居民对糖的直接消费,主要的消

费对象是食糖,糖的直接消费也可被称

为食糖的直接消费.
近年来,中国糖的直接消费总量在

稳步增长 (图５).然而,在中国糖的总

消费 量 快 速 上 升 的 趋 势 下,中 国 食 糖

(糖)的直接消费总量占比却变化不大.
而且,中国糖 (食糖)的直接消费总量

占糖的消费总量的比例相对工业消费总

量 (先被食品工业部门消费并最终被居

民所消费的间接消费量)的占比而言仍

然较低.
因此,接下来,本文将对中国糖的

间接消费概况进行重点描述,并以代表性含糖商品为例,更为具体地考察中国糖市场结构的动态转变过程.

２３　糖的间接消费的变化

结合近年来中国糖的消费总量及直接消费总量的情况,中国居民近年来通过含糖食品间接消费的糖的总

量占中国糖的消费总量的比例在７５％左右 (图２、图５、图６).虽然中国糖的间接消费总量近年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１年)的平均增长幅度 (４３％)相比于直接消费总量 (４６％)而言略低,但由于糖的间接消费总量基数

较大,因而其总体增长量还是远大于糖的直接消费总量,这使得中国糖的间接消费量占糖的消费总量的比例

一直处于较高水平.
饮料是近年来中国消费糖的主要来源.近年来,中国居民通过饮料消费的糖占糖的总消费量的比例基本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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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中国糖的间接消费总量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中国居民糖的消费总量及直接消费总量计算得出.

在３０％以上[２２].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淀粉糖主要是作为食品添加甜味剂应用于含糖食品加工业,尤其是饮

料行业.接下来,本文将以包装饮料为例,通过包装饮料加工环节食糖和淀粉糖的使用情况,映射出近年来

中国甜味剂市场结构的动态转变过程.
尽管含糖饮料加工环节所投入的糖仍然以食糖为主,但所添加的食糖和淀粉糖的相对比例却在不断变

化.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包装饮料加工环节所使用的淀粉糖占比不断提高 (图７).随着中国糖的间接消费量不

断增长,淀粉糖消费的增长已经成为近年来饮料消费用糖量增长的主要来源,而这正是食糖和淀粉糖之间角

色转化的写照.

图７　２００６—２０２２年中国包装饮料加工环节投入的淀粉糖占糖投入量的比例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历年包装饮料加工环节的用糖量计算.历年加工环节的用糖量数据来源于欧睿国际

(EuromonitorInternational).

3　食糖与淀粉糖市场间的价格关联

已有研究指出,淀粉糖对食糖在中国甜味剂市场中所占份额的替代,二者之间价差的存在可能是一个重要

原因[１].那么,价格是否在中国甜味剂市场结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为回答这一问题,接下来,本文

将在对中国甜味剂市场结构过程的机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淀粉糖和食糖价格的关联性进行实证检验.

３１　中国甜味剂市场结构变化的机理分析与假说提出

理论上,价格存在关联是两类商品市场存在关联乃至商品存在替代关系的重要前提[２３Ｇ２４].在此基础上,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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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差的存在会引起二者一定程度上的替代[２５].
如前所述,中国糖的消费历来以食糖为主.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受西方饮食文化等影响,中国居民糖

的消费习惯快速变化,含糖商品的消费量快速上升[２６],这也增加了含糖食品加工业对食糖的需求[３].但受产

能的限制,国内的食糖产量无法很好地迎合需求的变化,这使得国内食糖供需形成了逐渐扩大的缺口[２７].与

世界上主要的食糖生产国相比,由于中国糖料生产和食糖加工环节的成本较高等原因,国内食糖生产成本相

对国际食糖而言较高,使得国内食糖在国际市场上处于比较劣势[２８Ｇ２９].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以后,
为保护国内糖业,中国食糖进口实行关税配额管理,这使得中国食糖的供给无法继续依靠进口得到有效补充

(图２).在这种情况下,随着玉米产量的提升和淀粉糖产业的发展,价格相对低廉的淀粉糖可以有效弥补国

内食糖供给的不足,成为含糖食品加工环节食糖的重要替代品[３０].这表明,淀粉糖与食糖之间的价格关联是

中国甜味剂市场结构转变的基础.
进一步地,政策干预所带来的淀粉糖与食糖间价差的较大变化,与两者在糖的消费中占比的显著变化趋

于同步,这也为食糖和淀粉糖市场间可能存在着的价格关联提供了事实基础.第一,由于国际糖价大幅下降

及国家投放储备糖等,２０１１年国内糖价下降明显[３１],这使得食糖与淀粉糖间的价差快速缩小 (图８).而与

此同时,２０１２年,淀粉糖占糖的消费量的比例也有所下降 (图３).第二,一方面,为了避免国际食糖对国

图８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中国白砂糖与果糖现货价变化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注:由于食糖和淀粉糖种类较多,且各自存在多个现货交易市场.因此,为方便比较,此处仅选择白砂糖和果糖这两个食糖和

淀粉糖的主要品类,并分别以柳州和广州两大相应的代表性交易市场的现货价格来进行比较.

内食糖市场的冲击,保护国内食糖市场和糖业的发展,国家于２０１７年出台了食糖进口关税保障措施①,食糖

贸易保护措施的实施,虽然有利于削弱低价进口糖对国内食糖市场的冲击,保护了国内糖业,但却抬高了国

内食糖市场上的食糖价格;另一方面,２０１６年玉米临时收储制度取消,在玉米去库存的背景下,玉米价格有

所下滑,这带来了淀粉及淀粉糖价格的下降[３２].因而,２０１７年前后,淀粉糖与食糖间的价差趋于扩大 (图

８),而淀粉糖在糖的消费总量中的占比也趋于扩大 (图３).上述情况表明,淀粉糖与食糖市场之间可能存在

着价格关联.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说 H１:食糖与淀粉糖市场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价格关联,这是中国糖市场结构转

变的重要基础.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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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商务部公告２０１７年第２６号 关于对进口食糖采取保障措施的公告,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

e/２０１７０５/２０１７０５０２５７９１３０shtml



３２　价格关联的实证检验

接下来,本文使用基于 VAR模型的Johansen协整检验来对食糖与淀粉糖价格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实证检

验,以对假说 H１ 进行验证.
第一,变量选择及数据说明.由于中国存在多个食糖和淀粉糖现货交易市场,较难统一价格,使用现货

价格不方便开展价格关联的检验.而农产品期货的价格形成与现货价格紧密关联[３３],价格也相对单一.因

此,方便起见,本文将使用期货价格进行食糖与淀粉糖市场间价格关联的实证检验.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期货市场上存在白砂糖这一主要的食糖品类,但却不存在相应的淀粉糖品类,只存

在其生产原料———玉米淀粉.考虑到淀粉是淀粉糖的主要生产原料,且淀粉糖加工是玉米淀粉主要下游需求

环节,生产淀粉糖消耗的玉米淀粉约占玉米淀粉总需求量的６０％①,玉米淀粉与淀粉糖市场存在着显著的价

格关联[３４].因此,本文采用玉米淀粉期货结算价作为淀粉糖价格的代理.进一步地,采用白砂糖期货结算价

代表食糖价格.
此外,考虑到玉米淀粉期货合约于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９日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正式上市,这也是玉米淀粉期货

数据最早的时间节点.因此,本文用于分析食糖和淀粉糖价格关联所使用的数据集为经季节调整后的起自

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２３年１２月的白砂糖和玉米淀粉的价格数据,数据来源于 Wind数据库.
第二,单位根检验.在检验食糖和玉米淀粉价格的协整性之前,首先要利用 ADF单位根检验法对价格

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根据 ADF单位根检验运行结果 (表１),白砂糖价格 (SUGAR)和玉米淀粉价格

(STARCH)的时间序列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平稳,二者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表１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ADF统计量 检验形式 ５％临界值 P 值 结论

STARCH －２３８７ (c,t,１) －２８６３ ０３８６ 不平稳

SUGAR －２６３６ (c,０,０) －２８６３ ００８６ 不平稳

DSTARCH －４０８３５ (０,０,０) －２８６３ ００００ 平稳

DSUGAR －４８１８７ (０,０,０) －２８６３ ００００ 平稳

　　注:白砂糖和玉米淀粉的价格分别表示为SUGAR和STARCH,一阶差分价格分别表示为 DSUGAR和 DSTARCH.

第三,Johansen协整检验.进一步地,本文采用基于 VAR模型的Johansen协整检验,来探求白砂糖与

玉米淀粉价格这一非平稳序列的线性组合是否具有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而获知二者的市场关联.
通过滞后期检验,确定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为１ (表２).进一步地,选取有截距项和无时间趋势项检验二者是

否存在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表明白砂糖价格和玉米淀粉价格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协整关系 (表３).因而,中国的食

糖与淀粉糖市场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价格关联,这是推动中国糖市场结构转变的重要原因,假说H１ 得证.

表２　VAR模型滞后阶数的确定

Lag logL LR FPE AIC SC HQ

０ １４２６８２７ NA ７２７e－０９ －１３０６４ －１３０５９ －１３０６２
１ １４２９２４２ ４８２４９ ７１３e－０９∗ －１３０８３∗ －１３０６７∗ －１３０７７∗

２ １４２９５６０ ６３４８ ７１４e－０９ －１３０８２ －１３０５６ －１３０７２

　　注:∗表示Eviews软件根据对应标准的自动选择结果.lag为滞后阶数选择,logL、LR、FPE、AIC、SC、HQ均为选择滞后阶数的信息

准则,其中滞后阶数为０时,无法计算似然此检验的统计量,此时LR显示为 NA.

表３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原假设 特征值 迹统计量 ５％临界值 P 值

０个∗ ０５１７ ２８１３８３６ １５４９５ ００００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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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原假设 特征值 迹统计量 ５％临界值 P 值

至多１个∗ ０４２８ １２２３２１１ ３８４１ ００００

　　注:Johansen协整检验说明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协整关系;∗表示在５％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３３　进一步讨论

第一,淀粉糖对食糖市场份额替代的实现,直接因素虽然是两个市场之间的价格关联,但科学技术的发

展确是食糖与淀粉糖之间功能性替代的重要前提[３０].如同许多农产品一样,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淀粉糖和

食糖得以在甜味剂功能上实现趋同,两者的供给可同时满足于同一种功能性的需求.然而,在当前的技术水

平下,含糖食品加工环节还无法实现淀粉糖对食糖的完全替代[３５],这也是为何近年来食糖的消费量会相对稳

定.因而,未来随着居民对糖的消费需求进一步增长,在国内食糖产量不足以及淀粉糖与食糖存在一定价差

的情况下,从短期来看,受生产技术的限制,食糖与淀粉糖的需求占比会趋于均衡,而从长期来看,基于诱

致性技术创新理论[３６Ｇ３７],生产技术将会朝着使用相对廉价的淀粉糖来代替食糖的方向进一步发展,这种诱致

性的技术变迁将带来淀粉糖在中国糖市场结构中的占比进一步扩大,直至淀粉糖与食糖价格持平.从事实来

看,玉米临储制度改革后玉米价格快速下降,加之关税保障制度对国内食糖价格的提升,淀粉糖与食糖价差

持续扩大,这刺激了行业研发技术的发展,最终推动了在中国糖消费结构中淀粉糖对食糖的替代①,中国过

去的经验已为此提供了例证.
第二,近年来随着淀粉糖消费量的不断增加,虽然食糖在甜味剂市场中份额会有所减少,糖业的利润增

长空间有限,但国内食糖的供需缺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在减少国内糖业供给压力的同时,限制了原糖

进口量的进一步增加,变相提高了 “糖”的自给率,从这点上,淀粉糖与食糖之间构成了一定意义上的互补

关系.与此同时,淀粉糖业的产能也得到释放,使得过剩的玉米产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消耗和利用.因而,
在对中国甜味剂市场进行分析时,还需要进一步关注淀粉糖的消费情况.事实上,在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

家,随着淀粉糖与食糖关系的日益紧密,政府已对这两类产品市场进行联合调控[３７Ｇ３９].未来中国也需要注意

到食糖和淀粉糖市场之间的价格关联,合理制定和调整包括糖业、淀粉糖业及玉米深加工业在内的相关产业

政策,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保障居民对糖的需求并降低对进口糖的依赖程度.随着农产品市场间关系的日

益紧密,上述思路也可为其他农产品市场的调控带来启示.
第三,虽然与世界上糖消费水平较高的国家及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糖的人均消费量均相对较低.但

是,近年来,中国糖的人均日均消费量在不断上升.目前,已经远超 WHO 所建议的低风险摄入水平.未

来,这一增长趋势可能还会继续延续下去[２６],而这可能会增加社会的疾病负担.未来,中国可考虑在科学评

估的基础上,对目前糖的消费干预政策体系加以拓展和完善[４０].

4　结语

对中国居民食糖和淀粉糖的消费市场予以联合考察,不仅可以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糖的市场结构的动态

转变过程,而且有利于加深对农产品市场关系的理解,对糖的消费干预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也有一定的帮助.
本文首先从居民糖的消费途径入手,在对近年来中国居民糖的消费概况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糖的

市场结构的动态演变过程进行了刻画.进一步地,对中国淀粉糖市场结构的转变机制进行了分析,并采用基

于 VAR模型的Johansen协整检验,对淀粉糖与食糖市场间的价格关联进行了实证检验.基于上述内容,综

—４７—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24郾08（总 544）

① 央视财经,【震惊】超厉害! 玉米淀粉替代砂糖,冰激凌成本减少近四成,https://mpweixinqqcom/s? _ _biz＝MjM５NzQ５MTkyMA＝＝
&mid＝２６５６８５４５４５&idx＝３&sn＝８bdc１１６７１bf５ad１a３bbee０d２０８４７e８cf&chksm＝bd７１e７ae８a０６６eb８４７e９f４９１ac１７８cdd７０８５cb４００６dc４db８fb９a８０eb
９eaba２a９６f４９bf９８３３２２&scene＝２７



合考察食糖与淀粉糖之间的替代和互补关系,研究结果如下.
食糖与淀粉糖市场之间存在显著的价格关联,二者之间价差的存在推动了中国甜味剂市场的结构转变.

在这一过程中,尽管中国糖的消费一直以食糖为主,淀粉糖为辅,但二者的相对比例近年来却在不断变化,
食糖消费占比在逐步缩小.２００５年以前,食糖占中国糖的消费总量的比例在８０％以上.而２００５年以后,随

着糖的消费需求快速增长,在食糖产能相对不足和淀粉糖产能快速扩张的情况下,相对廉价的淀粉糖的需求

量在快速增长,这使得淀粉糖在中国糖的消费量中的占比逐年上升,近年来已经接近于５０％,中国糖市场也

因此形成了食糖和淀粉糖并立的二元格局.
本文认为,短期内,受技术水平的限制,在含糖食品加工环节,淀粉糖与食糖之间的替代程度有限,二

者会构成一定意义上的互补关系.但长期来看,中国糖的消费需求持续增长、食糖产能不足,技术进步会降

低淀粉糖的生产成本,推动淀粉糖对食糖消费的替代.因而,未来中国可从甜味剂的角度,综合考虑食糖与

淀粉糖之间的市场关联,并对甜味剂市场进行有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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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AddedSugarMarket:StructuralChangesandPriceLinkages
ZHAITianchang　LIU Mengting　SIWei

Abstract:Technologicalinnovationshavebroughttogetherrelativelyindependentagriculturalproducts,such
assugar(fromsugarcaneorbeet)andstarchsugar(fromcornstarch)Basedonthedynamicanalysisofthe
consumptionofsugarandstarchsugarinrecentyears,thispaperanalyzesthemechanismofthechangeinthe
consumptionstructureofChina’saddedsugarmarketFurther,anempiricaltestwascarriedoutonthesubＧ
stitutionorcomplementationrelationshipbetweensugarandstarchsugarResearchshowsthatthereisalongＧ
termstablepricerelationshipbetweenstarchsugarandsugarmarkets,andthepricedifferencebetween
starchsugarandsugarhaspromotedchangesinChina’saddedsugarmarketstructureHowever,dueto
technicallimitations,thedegreeofsubstitutionofstarchsugarforsugarintheprocessingofsugarＧsweetenedfoods
islimitedThishasresultedinsugarconsumptionremainingrelativelystabledespitetheincreasingdemandforadded
sugaramongChineseresidentsinrecentyearsSugarandstarchsugaractuallyformacomplementaryrelationshipina
certainsenseInthelongterm,technologicalprogresswillreducetheproductioncostofstarchsugar,furtherexpanＧ
dingtheshareofstarchsugarinChina’saddedsugarmarketChinashouldpayattentiontotheimpactofstarchsugar
onthesugarmarketinitsmanagementandinterventionofthesugarmarket
Keywords:Sugar;SugarStarch;PriceCorrelation;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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