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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导读】

1. 柬埔寨拜林省部分地区近期遭受严重干旱和病虫害影

响，导致 1290公顷木薯作物被损毁。

2. 柬埔寨-中国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将获柬埔寨国会批准，

有利于柬埔寨国内木薯等产业的发展。

3. 尼日利亚阿夸伊博姆州政府为木薯农民提供 12 亿奈

拉（约 324万美元）无息贷款。

4. 1-5月越南木薯和木薯产品出口规模同比大幅增长

5. 科学家研究发现，辣木生物碱提取物具有预防和治疗

肺癌的潜力。

6. 木薯体系研发的木薯生产机械首次登陆非洲。

7. 泰国鲜薯收购价格小幅上涨，越南鲜薯收购价格小幅

下跌。

8. 国外木薯干片市场价格维持稳定，国内木薯淀粉市场

价格与上周持平。

产业经济信息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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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木薯产业信息

（一）柬埔寨拜林省木薯生产受到干旱和病虫害影响

柬埔寨拜林省部分地区近期遭受严重干旱和病虫害影

响，木薯作物受灾面积达到 1290 公顷，给当地薯农造成了

较大的生活困难和经济损失。拜林省农业厅厅长 Sophannara

表示，“木薯受灾的主要原因是受到长期干旱的天气和红白

叶螨等害虫的影响，省农业厅已开展实地调查和培训工作，

指导木薯种植者采取多项措施进行防灾减灾。”（高棉时报，

7月 9日）

（二）柬埔寨-中国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将获柬埔寨国会批

准

柬埔寨商务部预计柬埔寨 -中国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CCFTA）将很快获得柬埔寨国会批准。柬埔寨外交部发言

人 Seang Thay 表示，柬埔寨 -中国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CCFTA）有利于扩大柬埔寨对中国市场的农产品出口规

模，吸引更多外资的同时将有利于推动柬埔寨国内木薯等产

业的发展。根据协定内容，中国将给予柬埔寨 95%的农产品

免税待遇，为柬埔寨提供 300多种商品的免税准入。（高棉

时报，7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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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尼日利亚阿夸伊博姆州政府为木薯农民提供无息

贷款

尼日利亚阿夸伊博姆州农业专员 Glory Edet 博士近日表

示，“阿夸伊博姆州政府已经向 2000 名木薯种植者累计提

供了超过 12 亿奈拉（约合 324 万美元）的无息贷款，旨在

提高木薯农民的生产能力，有助于降低木薯食品的价格。”

（Leadership Newspaper，7月 11日）

（四）1-5 月越南木薯和木薯产品出口规模同比大幅增长

据越南海关总署数据，2021年 1-5月，越南木薯和木薯

产品出口量为 140万 t，出口额为 5.53亿美元，出口量和出

口额同比分别增长 15.6%和 27.5%。其中，5月份的木薯和木

薯产品出口量为 22 万 t，出口额为 8900 万美元。（越南农

业与农村发展部，2021年 05月农业市场信息）

二、国外辣木产业信息

科学家研究发现辣木生物碱提取物具有预防和治疗肺癌

的潜力。近期，科学家团队研究发现提取自辣木的抗肺癌活

性生物碱提取物(MOAE)能抑制 A549细胞的增殖和迁移，并

通过降低A549细胞中的 JAK2和 STAT3蛋白的磷酸化水平，

激活相关的机制诱导 A549细胞凋亡和增殖周期停滞，证明

辣木生物碱提取物(MOAE)具有预防和治疗肺癌的潜力。

（docwirenews ，7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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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木薯国际合作信息

木薯体系研发的木薯生产机械首次登陆非洲。2021年 7

月 8日，国家木薯产业技术体系机械化研究室研发的一批木

薯生产机械，包含 2CMY-2型预切种式木薯种植机、2CM-2

型起垄式木薯种植机、4JM-150型木薯杆粉碎还田机等设备

在广东湛江装车发往非洲加纳。这是继出口柬埔寨、印度尼

西亚、老挝等东盟三国后，体系研发的木薯生产机械首次出

口非洲，为践行木薯“国际化”和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增

添了重要一笔。

木薯是加纳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目前加纳的木薯种植面

积约为 75万公顷，年产木薯 1000万 t以上，木薯生产主要

依靠人工。目前加纳已开发的耕地面积仅有 360万公顷，还

有 1700 万公顷土地待开发，木薯种植发展潜力巨大。SBM

公司为加纳当地大型木薯种植企业，为了降低成本，提高生

产效率，SBM公司几经周折与国家木薯产业技术体系机械化

研究室取得联系，多次邀请专家实地调研并指导木薯机械化

生产。受疫情影响，专家团队出国实地调研受阻，但双方克

服重重困难，采用线上视频连线指导方式，为 SBM 公司提

供木薯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指导，包括适宜机械化作业的木

薯大垄宽窄双行种植农艺模式指导，木薯起垄、种植、秸秆

粉碎还田及收集、收获等环节机械化生产技术等。根据 S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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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生产实际和发展规划，机械化研究室为其定制了农艺

模式和设备配套方案。经过 1个多月的紧张工作，科研团队

战高温斗酷暑下地调试，顺利完成了 SBM公司委托的业务，

设备按期启运非洲。（国家木薯产业技术体系，7月 9日）。

四、鲜木薯市场行情分析

泰国鲜薯收购价格小幅上涨，越南鲜薯收购价格小幅下

跌。根据泰国农业与合作社部的数据显示，本周泰国国内鲜

薯平均收购价格为 1.95泰铢/Kg（约合人民币 390元/t），小

幅上涨 0.02泰铢/Kg。该部监测的几家淀粉厂鲜薯收购价维

持稳定，报价为 2.30-2.60 泰铢/Kg（见表 1，约合人民币

470-540元/t）；越南木薯淀粉“小榨季”生产接近结束，淀

粉产量持续下降，鲜薯原料供应有所回落，本周越南鲜薯收

购价格小幅下跌。其中，南部地区鲜薯收购价格为 3150-3250

越盾/Kg（约合人民币 890-920元/t），下跌约 50越盾/Kg；

中部地区鲜薯收购价为 2650-2750 越盾 /Kg（约合人民币

750-780元/t）；北部地区木薯淀粉工厂已停产，暂停原料收

购与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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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泰国部分地区木薯淀粉厂木薯收购价格情况 单位：泰铢/Kg
公司名称 区位 鲜木薯（25%） 鲜木薯（30%）

Tapioca Development Co., Ltd. 罗勇府-班昌 - 2.60

Chon Charoen Co., Ltd. 春武里-班邦 2.35 2.40

Chok Yuen Long Industrial Company 呵叻府 2.50 -

San guan wong Company Co., Ltd. 呵叻府-梅昂区 2.40 2.30

Thanawat Phuetphon LP 甘烹碧府 2.55 -

注：表中 25%、30%表示淀粉含量，“-”表示未报价，表中企业名根据泰文直译。

资料来源：泰国农业与合作社部。

五、木薯干片、淀粉市场行情分析

国外木薯干片市场价格维持稳定，国内木薯淀粉市场价

格与上周持平。近期越南和泰国鲜薯原料有所减少，市场出

口较为平稳。本周越南和泰国木薯干片市场价格维持稳定。

其中，泰国木薯干片报价区间为 FOB（曼谷）260-265美元

/t（约合人民币 1691-1722元/t）；越南木薯干片报价区间为

CNF295-305 美元/t（约合人民币 1917-1982 元/t）；国内木

薯干片市场库存量整体保持低位，市场现货较少，本周国内

木薯干片市场价格报价区间维持在 2140元/t -2160元/t（见图

1）。从外盘木薯淀粉市场行情来看，近期泰国和越南木薯

淀粉库存有所增加，中国市场需求低迷，本周外盘木薯淀粉

市场价格维持稳定。其中，泰国木薯淀粉报价区间为 FOB（曼

谷）450-460 美元/t；越南木薯淀粉报价区间为 CNF465-490

美元/t（见图 2）；从国内木薯淀粉市场行情来看，近期木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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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粉货源供应相对充足，下游市场需求尚未好转，本周国内

木薯淀粉市场价格与上周持平。其中，泰国中高端木薯淀粉

含税报价为 3600-3890 元/t；越南主流木薯淀粉含税报价为

3490-3700 元/t；边贸木薯淀粉报价为 3365-3640 元/t；国产

库存中高端木薯淀粉报价维持在 4050-4200元/t（见图 3）。

图 1 2020 年 7 月份以来泰国、越南木薯干片价格变化情况 单位：美元/t

资料来源：根据卓创资讯数据整理。

图 2 2020 年 7 月份以来泰国、越南木薯淀粉外盘价格变化情况 单位：美元/t

资料来源：根据卓创资讯、淀粉世界网数据整理。

国家木薯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

国家木薯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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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20 年 7 月份以来中国各类木薯淀粉均价变化情况 单位：元/t

资料来源：根据卓创资讯、淀粉世界网数据整理。

（注：本周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平均值：

1人民币=4.9905泰铢，1美元=6.5101人民币）

国家木薯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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