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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及本招股章程其他章節所載的資料乃摘錄自本集團委託國研網編製的國研報告，以

及中國發酵工業協會及中國糖業協會刊登的資料。以下為國研網、中國發酵工業協會及中國

糖業協會的背景概要。

國研網

業務及背景

國研網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管理，提供一個搜集專業經濟信息的服務平台，其以國務

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信息資源及專家陣容為依托，與國內及國外眾多知名研究機構及信息中心

緊密合作，全面㶅集及重新整理經濟金融領域的研究結果及數據。

多年來，國研網已建立大型的經濟數據庫，並發放一系列信息產品，包括《國研報告》、

《宏觀經濟報告》、《金融中國》、《行業經濟報告》及金融經濟數據庫 — 多種行業統計數據

等等。

受聘於本集團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本集團聘用國研網進行一項關於食糖及澱粉甜味濟的行業研究。國

研報告的主要研究範疇包括於世界及中國市場不同種類食糖及澱粉甜味劑的生產、消耗及價

格，以及生產玉米甜味劑的原材料。本集團向國研網支付總額156,000港元，作編製國研報告

之用。

國研網的研究方法乃是根據中國及美國政府、政府機關、貿易協會公佈的數據及國研網

目前行業研究的數據編製所需數據。大部分數據來自美國農業部、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中國國家統計局、中國海關、中國發酵工業協會、中國糖業協會、中糧期貨及國研網本身的

研究。

中國發酵工業協會

根據中國發酵工業協會的官方網頁所描述，中國發酵工業協會於一九九零年一月獲中華

人民共和國民政部批准註冊登記。中國發酵工業協會由應用發酵技術生產生物技術產品或就

發酵過程提供設備的企業、相關機構及院校，以及其他自願實體組成。中國發酵工業協會的

主要工作（其中包括）為推廣新產品及技術、組織行業活動，以及就發酵行業提供市場信息及

諮詢服務。中國發酵工業協會乃獨立於大成澱粉糖集團及大成生化集團。

中國糖業協會

根據中國糖業協會的官方網頁所描述，中國糖業協會為於一九九二年六月獲中華人民共

和國民政部批准註冊登記的獨立社團法人組織。協會的會員包括與糖業有關的若干企業及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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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單位，如農業、商業、外貿、科學及研究、教育以及設計及安裝等。中國糖業協會乃獨立

於大成澱粉糖集團及大成生化集團。

概覽

大成澱粉糖集團經營玉米甜味劑業務，產品通常供製造商作中介生產材料之用，該等製

造商主要從事食品與飲料、藥物、糖果及化工行業。玉米甜味劑的需求主要受以下因素影響：

(i)其本身的價格，而產品的價格則部分受生產大成澱粉糖集團產品的主要生產材料玉米澱粉

的價格影響，而玉米澱粉的價格則受玉米的價格影響；(ii)市場上其他甜味劑產品的供應及價

格；以及(iii)有關該等產品進出口的政府政策。

甜味劑

甜味劑巿場包括一系列產自天然來源或經化學程序合成的甜味劑產品。然而，天然甜味

劑產品依然為較廣泛使用的甜味劑。主要的天然甜味劑產品載列於下圖：

蔗糖 甜菜糖

食糖 澱粉甜味劑

天然甜味劑

玉米甜味劑
木薯澱粉
甜味劑

馬鈴薯
甜味劑

食糖及澱粉甜味劑為甜味劑巿場上兩種由不同原材料生產而成的主要天然甜味劑。兩者

的甜度、溶解性及其他化學特徵均有所不同，且在世界各地多種行業均有不同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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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研報告，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食糖甜度當量計算（附註），

世界食糖消耗量達約146,000,000噸，而澱粉甜味劑消耗量則超過17,000,000噸。以食糖甜度當

量計算（附註），甜味劑（食糖及澱粉甜味劑除外）消耗量佔全球甜味劑總消耗量約20%至25%。

根據國研報告，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食糖及澱粉甜味劑於中國的消

耗量分別約11,200,000噸及5,000,000噸，而以食糖甜度當量計算（附註），甜味劑（食糖及澱粉

甜味劑除外）消耗量佔全球甜味劑總消耗量約25%。

食糖

食糖乃商業提煉自甘蔗或甜菜。甘蔗及甜菜均部分由蔗糖組成，而蔗糖為全部蔬果均包

含的天然糖份。食糖的價值在於其甜味、其可增進食物的口感及色澤，以及其防腐的性質，

因此，食糖為食物行業中重要而用途多元化的成份。許多非食物行業亦廣泛使用食糖，例如

化工業及紡織業。食糖亦可用於生產醇、水泥、膠水、聚氨酯、化妝品及洗潔劑。

蔗糖乃產自生長於熱帶及亞熱帶地區的甘蔗。巴西、印度、歐盟、中國及美國為世界主

要蔗糖生產國。該等生產國的總產量佔全球蔗糖供應量逾50%。蔗糖在全球廣泛使用。

甜菜糖產自甜菜，甜菜生長於溫帶地區（主要為西歐、中歐及東歐、美國、中國及日

本）。歐盟、美國及中國為世界最大甜菜糖生產國。根據國研報告，目前世界蔗糖與甜菜糖

的生產比例約6:4。

澱粉甜味劑

澱粉甜味劑指種類繁多的碳水化合物，包括但不限於葡萄糖漿、果糖漿、麥芽糖漿，以

及使用不同㩗進行澱粉水解所取得前述糖類的混合物。玉米、木薯澱粉及馬鈴薯為商業生產

澱粉所用的主要原材料。澱粉甜味劑的品質很大程度上視乎生產程序的精密程度及繁複程度，

包括㩗的應用、過程及生產中使用的設備。

澱粉甜味劑（特別是果糖漿、結晶葡萄糖及麥芽糖漿）可代替食糖，廣泛於食品與飲料中

使用。根據國研報告，果糖漿的甜度不僅與食糖相若，且有水果味，因此成為中國最普遍應

用的澱粉甜味劑。澱粉甜味劑除作為食糖的替代品外，於食物及非食物行業中亦有多種不同

附註：至於非食糖甜味劑，由於甜度相差大，各自的消耗量通常按達到同一甜度水平所消耗的食糖量計算，並以

「食糖甜度當量」表示。例如，澱粉甜味劑的甜度相等於食糖甜度的0.5至1.5倍，而澱粉甜味劑於二零零六

年的全球消耗量則約17,000,000噸（以食糖甜度當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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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例如，在藥物行業內，葡萄糖的衍生產品右旋糖用於生產靜脈注射液及作為生產維他

命C的原材料，而另一種澱粉甜味劑山梨醇則用於生產牙膏、化妝品、口香糖及維他命C。

儘管食糖依然是世界上最廣泛應用的甜味劑；然而，於澱粉供應充足的地區，因為原材

料成本較低，澱粉甜味劑被用作食糖替代品的情況日漸普遍。世界最大玉米生產國美國的若

干行業對澱粉甜味劑的需求甚至高於食糖。

世界甜味劑市場

食糖

根據美國農業部的資料，世界上目前有超過100家食糖生產商，其中7家的年產量逾

5,000,000噸。全球食糖年均產量達約144,000,000噸，而全球食糖年均消耗量則約143,000,000

噸。於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六年，國際年均進口量約44,000,000噸。

巴西、印度、歐盟、中國、美國為世界主要食糖生產國。於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六年，

印度、歐盟、中國、巴西及美國為五大食糖耗用國，合共佔世界食糖消耗量約48%。根據美

國農業部的資料，於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六年，俄羅斯、歐盟及美國為世界最大食糖進口國，

而巴西、歐盟及澳洲則為最大食糖出口國。

下圖列示了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六年世界各生產國佔食糖全年產量及消耗量的市場份

額：

食糖全年產量 食糖全年消耗量

（二零零五年十月／二零零六年九月） （二零零五年十月／二零零六年九月）

巴西(19%)

歐盟25國(15%)

印度(15%)
中國(7%)

美國(5%)

墨西哥(4%)

澳洲(4%)

泰國(3%)

南非(2%)

古巴(1%)
菲律賓(1%)

危地馬拉(1%)

俄羅斯(2%)

烏克蘭(1%)

其他(21%)

印度(14%)

歐盟25國(12%)

中國(7%)

巴西(7%)

美國(6%)

墨西哥(4%)
俄羅斯(4%)

巴基斯坦(3%)

印尼(3%)

埃及(2%)

日本(2%)

烏克蘭(1%)

泰國(1%)

土耳其(1%)

阿根廷(1%)

南非(1%)

哥倫比亞(1%)

加拿大(1%)

其他(27%)

資料來源：美國農業部

如上圖所示，於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六年，巴西的食糖全年產量為全球最高。由於原材

料（即甘蔗）供應充足、加工成本低及政府對生產蔗糖的優惠政策，巴西食糖的全年產量及出

口量均持續上升。美國農業部的資料顯示，巴西擁有食糖全年最高的出口量，其出口量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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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食糖總出口約34%（以二零零五年十月至二零零六年九月期間的全球出口市場份額計算）。

根據美國農業部的預測，於二零零六年至二零零七年，巴西的食糖全年產量及出口量預期分

別增加至約31,600,000噸及約20,300,000噸。

儘管巴西為世界最大食糖生產國之一，其食糖產量及出口量亦見增長，然而，不能保證

巴西的食糖供應於未來將維持穩定。巴西蔗糖對國際食糖巿場的供應亦極為取決於其他方面

對蔗糖的需求，例如，在生產乙醇中需要蔗糖以取代或混合汽油。由於蔗糖是生產乙醇的主

要生產材料之一，蔗糖在食糖市場上的供應可能會受不利影響。由於部分蔗糖供應用於生產

乙醇，倘乙醇的需求出現任何改變，則將間接影響庶糖於世界食糖市場中的供應及價格。最

近世界燃油價格上漲導致生物能源需求上升。根據國研報告，巴西於二零零七年所生產的蔗

糖用於生產乙醇的比例，預期會由49%增加至逾50%，這可能對世界食糖價格造成影響。

此外，根據國研報告及美國農業部的資料，世界食糖消耗量於過去10年每年按大約1%

至2%的速度穩步增加，而由於需求增加，預期未來消耗量將按相同幅度增長。另一方面，

由於世界精煉糖消耗量增加及部分主要食糖生產商的食糖供應減少，國際食糖儲量則由二

零零三年起下跌。由於世界食糖需求增加及國際食糖儲量下跌，全球食糖價格承受上漲的

壓力，並於二零零六年達至歷史新高。然而，食糖價格的波幅極大，且受多項因素影響，包

括但不限於食糖的供求、食糖巿場的投機買賣及政府政策的變化。倘該等因素出現變動，食

糖價格預期將出現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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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列示世界市場的食糖消耗量、儲量及價格。

世界食糖消耗量
（一九九五年十月／一九九六年九月至二零零六年十月／二零零七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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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摘自國研報告的美國農業部資料

世界食糖儲量
（一九九五年十月／一九九六年九月至二零零六年十月／二零零七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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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摘自國研報告的美國農業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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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列示了由一九九二年至二零零六年的食糖價格走勢：

季度食糖價格（一九九二年至二零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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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美國農業部

根據國研報告，過去十年，世界食糖價格普遍持續上漲，主要原因是由於世界食糖需求

增加，以及天氣狀況欠佳、歐盟食糖出口政策改革以及油價上漲導致若干數量的原糖轉為用

於生產乙醇從而令全球食糖供應減少。於食糖價格高企期間，為抵銷生產成本增加，食物與

飲料生產商及其他甜味劑消費者已增加使用澱粉甜味劑作為蔗糖的替代品。由於澱粉甜味劑

的需求與世界食糖價格的關係緊密，食糖的價格上升很可能導致全球澱粉甜味劑的需求增加，

因而推高世界澱粉甜味劑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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澱粉甜味劑

不同地區對甜味劑的消耗模式各有不同。在大部分國家，玉米甜味劑通常被用作食糖的

補足物。然而，由於美國政府補貼玉米生產而導致玉米價格低廉，致使玉米甜味劑的生產成

本較低，因此，玉米甜味劑於美國被用作主要的甜味劑。美國為世界最大澱粉甜味劑生產國。

根據國研報告，於二零零五年，美國澱粉甜味劑的人均消耗量約64公斤，較食糖消耗量約36

公斤為高。於二零零五年，美國的澱粉甜味劑全年產量達755,000,000蒲式耳，當中約70%為

高果糖漿。下圖列示美國的生產模式：

美國高果糖漿、葡萄糖及其他甜味劑的全年產量

（一九九六年十月／一九九七年九月至二零零五年十月／二零零六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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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果糖漿 總計葡萄糖及其他甜味劑

一九九七／

一九九八年

一九九八／

一九九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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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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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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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

二零零六年

資料來源：摘自國研報告的美國農業部資料

誠如上圖所示，高果糖漿為美國於過去10年主要生產的澱粉甜味劑。高果糖漿的價格較

食糖為低，因而在美國被廣泛使用。高果糖漿對食糖的成本優勢源於高果糖漿的原材料玉米

的價格較低。美國為世界最大的玉米生產商，美國政府因政治原因大力補貼玉米生產。補貼

令美國的玉米價格降低，因此亦令高果糖漿的生產成本及其價格降低。

汽水生產商於汽水生產過程中已使用高果糖漿代替食糖以減低生產成本。其他地區亦出

現類似趨勢。國際知名汽水生產商已使用高果糖漿作為其汽水的生產材料。在美國，除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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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漿外，葡萄糖漿、結晶葡萄糖及右旋糖均為澱粉甜味劑的主要種類。該等澱粉甜味劑佔據

美國甜味劑巿場極大部分的份額。

中國甜味劑巿場

食糖

生產

根據國研報告所引用的美國農業部資料，截至二零零六年至二零零七年間止十年，中國

位列世界第四大食糖生產國，於該年生產食糖約11,200,000噸。中國的食糖產量一般受天氣、

任何災難性事件、甘蔗的種植周期以及食糖價格的波動所影響。由於農民的生產意欲直接受

彼等估計農作物可帶來的經濟價值所影響，因此食糖價格的變化會影響製糖農作物的生產規

模。

消耗

中國不但為世界最大食糖生產國之一，同時亦為世界最大食糖消耗國之一。美國農業部

的資料顯示，中國位列世界第三大食糖消耗國，於二零零五年十月至二零零六年九月，其消

耗量達約11,200,000噸。中國國內的食物加工、飲料與食物行業近年來急速發展，推動食糖

的需求穩步上升。近年中國食物與飲料行業的食糖使用量亦按每年約17%的幅度上升，其中

飲料、糖果及罐頭食品製造為增長的主要推動力。自二零零四年起，中國的食糖需求每年超

逾國內食糖供應1,500,000噸至2,000,000噸，令中國成為世界最大食糖進口國之一。由於食糖

僅為一種甜味劑而非食物部分，故消耗範圍有限。因此，供應量稍微變動將導致價格出現相

對較大的波動。需求量增加導致中國國內的食糖價格上升，令部分食糖消費者改用澱粉甜味

劑以作替代。

價格

根據國研報告，中國的食糖價格主要受以下因素影響，其中包括食糖的供求、原材料的

供應及國際食糖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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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研報告，由於中國為世界最大食糖進口國之一，於最近五年的全年平均進口量及

進口淨額分別約12,000,000噸及10,000,000噸，因此，中國的食糖市場與世界巿場有緊密關係。

因此，外來因素（如世界食糖價格波動）將影響中國的食糖價格。過往資料亦顯示，食糖進口

量與國內超額需求（因國內供應未能滿足）之間的不平衡對中國的食糖價格有所影響。食糖的

進口量與政府政策有關，例如，中國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國，須撤銷進口食糖的貿易配額

及減低所徵收的關稅，導致於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三年進口量增加及價格急跌。政府的政策

改變極有可能對中國的食糖巿場及食糖價格帶來重大影響。下圖列示中國市場於一九九二年

至二零零五年的過往食糖價格。

中國食糖每月平均價格（一九九二年至二零零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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澱粉甜味劑

生產

玉米甜味劑指中國生產及使用的大多數澱粉甜味劑。根據中國發酵工業協會的資料，於

二零零五年，中國的玉米甜味劑的設計產能約6,000,000噸；而實際產量於一九九九年至二零

零五年期間由約600,000噸增加至約4,200,000噸。由二零零四年至二零零五年，中國澱粉甜味

劑全年總產量於一年內增加約21.0%。下圖列示中國於上述期間澱粉甜味劑的全年產量及於

二零零六年的預測數字：

中國澱粉甜味劑全年產量（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六年）

一九九九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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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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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摘自國研報告的中國糖業協會資料

歷年來，由於生產技術進步以及生產效率與質素提升，不但促進玉米甜味劑巿場的發展，

且降低玉米甜味劑的平均生產成本，致使玉米甜味劑在中國甜味劑巿場的競爭力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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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於改良生產技術及提升質素，中國市場已發展了多項新玉米提煉產品。雖然引

入更多不同種類的玉米甜味劑，但若干種類的玉米甜味劑繼續主宰中國巿場。根據中國發酵

工業協會的資料，於二零零五年，中國市場共有約27種澱粉甜味劑。下圖列示了中國於二零

零五年生產的主要種類澱粉甜味劑產品的產量的明細分析：

麥芽糖漿 (40%)

結晶葡萄糖 (25%)

葡萄糖漿 (21%)

麥芽糖精 (10%)

高果糖漿 (4%)

1,720,000噸

1,050,000噸

860,000噸

170,000噸

400,000噸

附註： 根據國研報告，於二零零五年，中國的山梨醇產量約420,000噸。該數量並未計入中國發酵工業

協會所提供的澱粉甜味劑產量統計數字。

資料來源：摘自國研報告的中國發酵工業協會資料

誠如上圖所示，由於麥芽糖漿廣泛應用於多個行業中，故中國的麥芽糖漿產量與其他澱

粉甜味劑產品的產量相比為最大，於二零零五年達約1,700,000噸，按產量計佔澱粉甜味劑市

場40%。此外，因著其廣泛的應用範圍（如生產釀製材料），高葡萄糖當量的麥芽糖漿需求有

上升趨勢。

主要玉米甜味劑生產區

中國的玉米甜味劑生產高度集中。根據中國發酵工業協會的資料，中國目前有525家玉

米甜味劑生產商，其中34家生產商的年產能達30,000噸或以上，而八家生產商的年產能各達

200,000噸或以上，分別佔中國玉米甜味劑總產能超過90%及54%。

大部分澱粉甜味劑生產商均位於華北地區，特別是吉林省、山東省及河北省，該等省份

有充足的玉米供應作為澱粉生產之用。位於主要玉米生產區域不單可確保玉米甜味劑生產商

擁有穩定原材料供應，亦便於彼等節省運輸成本。於二零零五年，吉林省、山東省及河北省

的玉米澱粉產量佔中國的玉米澱粉總供應量約80%。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二零零五

年，吉林省為中國最大玉米生產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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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

根據國研報告，近年，澱粉甜味劑主要用於食品與飲料、藥物及造紙行業。此外，若

干部分的結晶葡萄糖、葡萄糖漿及麥芽糖漿用作進一步提煉生化產品（如味精及其他生物發

酵產品）的中介材料。於二零零五年，中國的澱粉甜味劑全年人均消耗量約3.8公斤，佔中國

甜味劑人均總消耗量約27.6%。以下因素導致中國市場對澱粉甜味劑的需求有上升趨勢，包

括但不限於：(i)根據國研報告，由於中國食糖的人均消耗量及人口增加導致食糖需求穩步上

升，每年增長率約5%；及(ii)隨著中國近年出現大型澱粉甜味劑生產商，令澱粉甜味劑具有

成本競爭力，規模經濟效益及已提升的生產科技均可減低生產成本，同時提升產品質量。根

據中國國務院於二零零一年出版的《中國食物與營養發展綱要（二零零一年至二零一零年）》，

庶糖全年人均消耗量預期將由二零零零年的七公斤增加至二零一零年的九公斤，增長少於

30%。因此，中國澱粉甜味劑消耗量的增長率預期將高於蔗糖消耗量的增長率。由於食糖價

格自二零零五年起不斷上漲，使用甜味劑作為中介生產材料的各類產品製造商已開始以澱粉

甜味劑取代蔗糖。

價格

相對於食糖的價格，澱粉甜味劑於中國市場的價格一直以來比較穩定。於二零零一年至

二零零五年年初期間，結晶葡萄糖的價格在每噸人民幣200元的範圍內波動。一般而言，澱

粉甜味劑價格主要視乎以下因素，當中包括：生產材料價格及生產成本、澱粉甜味劑的供求

以及食糖的價格。下圖列示近年中國主要澱粉甜味劑的每月平均價格。

葡萄糖漿（75%至85%） 結晶葡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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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果糖漿（71%） 麥芽糖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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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芽糊精（DE10） 山梨醇（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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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研報告

中國的玉米甜味劑原材料

在中國，玉米為生產玉米澱粉的主要原材料，而玉米澱粉則為玉米甜味劑的原材料。根

據國研報告，玉米甜味劑佔據中國澱粉甜味劑巿場的絕大多數份額。玉米供應及其價格的變

動將對玉米甜味劑巿場及玉米甜味劑的生產成本帶來直接影響。換言之，中國的玉米甜味劑

價格與中國的玉米供應與玉米價格密切相關。作為世界上第二大玉米生產國，中國的玉米供

應於近年保持穩定。下圖展示了中國於一九九五年至二零零五年間的玉米全年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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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玉米全年產量（一九九五年至二零零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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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刊發的二零零零年及二零零六年中國統計年鑑

隨着中國政府於二零零四年採納較有利農業的政策後，中國玉米產量於二零零六年大幅

增加並達到記錄新高，約141,000,000噸。新政策包括如農業稅制改革等措施。該等措施有效

加強農民的生產意欲，因而提高中國的玉米生產規模及玉米供應。

在中國，玉米主要生長於中國東北部、華北及東南部。下圖列示了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

五年期間中國十大玉米生產省份的生產情況：

中國十大玉米生產省份（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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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摘自國研報告的聯合國食物及農業組織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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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上圖所示，華北地區（包括但不限於吉林省及山東省）是生產玉米的主要地區。於二

零零三年至二零零五年期間的十大玉米種植省份中，吉林省為玉米全年產量最高的省份。

在中國，玉米除了作為糧食外，亦為動物飼料生產及其他行業用途廣泛應用的生產材料。

下圖展示了中國於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五年期間的玉米全年消耗量：

中國玉米的全年消耗量（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五年）

115
115.6 115.5

112.6

117.3

122.9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110

115

120

125

（
百
萬
噸
）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資料來源：摘自國研報告的中國國家統計局資料

誠如上圖所示，中國的玉米全年消耗量自二零零三年起持續上升。最近，玉米提煉商擴

充產能，以應付對玉米提煉產品如玉米澱粉、玉米油及玉米蛋白粉需求的上升。根據國研報

告的資料，玉米提煉產品的行業消耗量將於二零零六年達17,800,000噸。此外，中國政府亦

正於多個省份推動乙醇的應用（若干玉米提煉產品或其他與玉米甜味劑競爭的產品可作為乙

醇的生產材料），以作為燃油的補充品。由於需求增長，預期玉米全年消耗量將於二零一零

年上升至149,000,000噸，相對於二零零五年約增長20%。

玉米價格主要受以下因素影響，當中包括：中國玉米的供求、天氣情況、中國的經濟周

期、人民幣的兌換率以及中國政府有關政策。儘管玉米價格過往一直相對穩定，惟中國其他

工業對玉米需求增加可能在日後推高中國的玉米價格及玉米甜味劑的生產成本。最近玉米價

格上升乃因不同行業的需求增加及乙醇的需求增加，而玉米為乙醇的生產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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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競爭

中國的玉米甜味劑工業近年來一直急速發展。多家產能龐大的廠房相繼落成，現有玉米

甜味劑生產商的大小及生產規模均有所擴大，儘管焦點仍是放在主要玉米甜味劑上（即葡萄

糖漿、麥芽糖漿及結晶葡萄糖），產品種類亦由開始的六種增加至目前的27種。此等發展令

中國玉米甜味劑的供應增加，亦改進玉米甜味劑的質量。另一方面，規模經濟效益協助大型

玉米甜味劑生產商降低生產成本，從而提升其於甜味劑巿場上的競爭力。因此，董事相信，

玉米甜味劑巿場的競爭將越趨劇烈，而主要製造商將在中國巿場佔舉足輕重的地位。

未來展望

二零零六年，中國的澱粉甜味劑人均消耗量約3.8公斤，並預計於二零一零年增加至約4.5

公斤。消耗量的增長率預期會高於產量的增長率。此外，即使澱粉甜味劑人均消耗量增加至

4.5公斤，該消耗量僅相當於美國人均消耗量的7.5%、日本的17.8%及韓國的17%。董事相信，

相對較低的澱粉甜味劑消耗水平顯示澱粉甜味劑行業有機會在中國進一步發展。

於二零零五年，中國市場上已有27種澱粉甜味劑，遠較90年代初的種類為多。然而，海

外市場有超過600種澱粉甜味劑，應用範圍亦比中國更為廣泛。根據國研報告，隨著玉米甜

味劑生產商進一步發展其業務及提高其於中國甜味劑巿場的競爭力，預期產品發展及擴闊澱

粉甜味劑的應用範圍，將成為中國澱粉甜味劑行業未來發展的焦點。

根據國研報告，食糖價格波動及該等波動對澱粉甜味劑需求的影響將對中國澱粉甜味劑

行業造成影響。倘食糖價格持續上升，作為食糖替代品的澱粉甜味劑將更被廣泛使用。相反，

倘食糖價格下跌（如因超額生產所致），則澱粉甜味劑需求可能會減少。

有關中國玉米甜味劑行業的法律及法規

環保法規

根據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採納的中華人民共

和國環境保護法，國務院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制訂排放污染物的國家指引。在國家指引不

足的情況下，各省、自治區及直轄市的政府亦可為其省份或地區制訂有關排放污染物的指引。

造成環境污染及排放危害公眾的其他污染物的公司或企業，必須於業務經營中採用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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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及程序。為達到此目標，可於公司業務架構內建立環境保護責任制度，並採取有效措施

防治在生產、建設及其他活動所產生的廢氣、污水及廢渣、粉塵、放射性物質及噪音等危害

環境的物質污染及危害環境。環境保護系統及措施必須於公司開始進行建設、生產及其他活

動時同時採用，並須於進行有關活動期間內一直採用。排放環境污染物的任何公司或企業必

須向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進行排污申報登記，並支付就排放污染物所徵收的任何罰款。就

將環境修復至原本狀況而進行的工程成本而言，亦可向有關公司徵收費用。對環境造成嚴重

污染的公司須於指定時限內修復環境或就污染的影響進行補救。倘公司未有申報及／或登記

其所造成的環境污染，其將被警告或罰款。未能於指定時限內修復環境或就污染的影響進行

補救的公司將被罰款或終止其營業執照。對環境構成污染或危害的公司或企業必須負責就污

染的危害及影響進行補救，並就因環境污染所造成的任何損失或損害作出賠償。

有關城市排水的法規

根據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一日起生效的城市排水許可管理辦法，公司必須向地方政府的城

市排水行政主管部門申請城市排水許可證，方可於城市排水網絡及其配套設施內排放污水。

城市排水許可證有效期為五年。倘公司未能取得或維持城市排水許可證，其將不得於城市排

水網絡及其配套設施內排放污水，違反有關法規的公司最高可被罰款人民幣50,000元。

食物宪生法規

澱粉甜味劑宪生標準

於中國從事生產澱粉甜味劑的企業必須遵守由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所頒佈的中華

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GB1520-2003。該等標準包括有關澱粉甜味劑的指標、生產澱粉甜味劑

過程中的衛生標準、包裝方式、標籤及儲存，以及檢驗方法。

倘一家企業所製造的產品並無相關的國家及行業標準，該企業須制訂標準以作為管理生

產的準則。企業就管理產品生產所制訂的標準須向當地政府轄下的標準化行政部門及主管行

政機關申報以作記錄。倘已有國家或行業標準，國家鼓勵企業制訂較國家或行業標準更為嚴

謹的標準，以供該等企業自身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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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生許可證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宪生法，從事食品製造的公司或企業於投產前，須取得由主管

宪生行政部門頒發的宪生許可證。

出口食品生產的宪生牌照註冊登記

根據出口食品生產企業衛生註冊登記管理規定，有意從事出口食品生產、加工或儲存業

務的公司或企業必須先向有關進出口檢驗檢疫部門取得衛生註冊證書。向有關部門取得註冊

證書前，該公司或企業須通過衛生檢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