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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导读】 

1. 2021 年 1 月美国木薯进口额为 1725 万美元，出口额为

2019 万美元，同比分别下降 4.13%和 6.83%。 

2. 尼日利亚和德国联合启动一项木薯增产项目，以帮助

尼日利亚提高奥约州、奥贡州的木薯产量。 

3. 泰国木薯产品贸易联合委员会宣布将木薯干片出口指

导价格维持在 268 美元/t。 

4. 木薯新品种“华南 22 号”通过现场鉴定评审。 

5. 菲律宾农业部计划建设一个有机辣木生产和加工示范

农场。 

6. 泰国鲜薯收购价格小幅上涨，越南鲜薯收购价格小幅

下跌。 

7. 国外木薯干片市场价格整体平稳，国内木薯淀粉市场

价格小幅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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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木薯产业信息 

（一）美国 2021 年 1 月木薯进出口额同比下降 

美国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 年 1 月美国木薯（包括鲜木

薯和木薯干片）进出口额为 3744 万美元。其中进口金额为

1725 万美元，同比下降 4.13%；出口金额为 2019 万美元，

同比下降 6.83%。同期，美国木薯淀粉进口额为 269 万美元，

同比增长 37%；出口额为 19 万美元，同比下降 2.8%。（US 

TRADE NUMBERS，3 月 21 日） 

（二）尼日利亚与德国联合启动有关木薯增产项目 

近日尼日利亚政府和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BMZ)

联合启动了农业和粮食部门绿色创新中心项目(GIAE)，旨在

帮助尼日利亚的两个州（奥约州、奥贡州）提高木薯产量。 

该项目由德国出资，预期 18 个月，主要包括三大行动措

施：一是进行病虫害综合防治，旨在减少侵入性虫害（主要

为秋粘虫 FAW，又称“草地贪夜蛾”）；二是对木薯生产者

和相关管理人员进行木薯收获前/收获后黄曲霉毒素和食品

安全管理等方面的培训；三是建立木薯种子系统，让农民积

极参与优质木薯种茎的生产和销售，帮助其增加额外收入。

此外，该项目还将大力推广除草剂计算器、AKILIMO 系统、

种子跟踪器和木薯电子市场等数字化木薯种植工具，帮助农

民和推广人员提高现代化的木薯生产和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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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Village，3 月 14 日） 

（三）泰国木薯干片出口指导价格近期维持稳定 

泰国木薯产品贸易联合委员会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举行

会议评估木薯市场贸易情况，并于当日发布《关于木薯出口

价格的第 8 号公告》：为保障泰国农民的利益和木薯产业的

健康发展，委员会决定将 2021 年 3 月 22 日-4 月 4 日期间的

木薯干片出口指导价格维持在 FOB（曼谷）268 美元/t，同

时督促各协会及下属会员严格遵守价格措施，根据出口指导

价格进行报价。 

泰国木薯产品贸易联合委员会曾于 2021 年 2 月 18 日发

布《关于木薯出口价格的第 5 号公告》，将木薯干片出口指

导价格上调至 FOB（曼谷）268 美元/t，近几周出口的木薯

干片一直保持在该价位。（泰国木薯淀粉贸易协会，3 月 18

日） 

二、国内木薯产业信息 

木薯新品种“华南 22 号”通过现场鉴评。近日，全国热

带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组织专家在海南澄迈大丰农场木薯

基地对热科院生物所申报的木薯新品种“华南 22 号”进行

现场鉴评。经过现场汇报、答疑和测产，专家组一致同意“华

南 22 号”通过现场鉴评。 

“华南 22 号”木薯新品种是由华南 5 号和泰国种实生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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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性系分别作为母本和父本杂交而来。2012 年收获双亲杂交

种子，2014 年完成单株性状对比试验，编号 58-7 单株入选，

2015-2020 年，依次完成株系评比、系比、区域性试验和生

产性试验。“华南 22 号”木薯具有高产、高淀粉和抗倒伏

的性状特点,以母本华南 5 为对照，“华南 22 号”鲜薯含量

增产 31.67%，其鲜薯含量和淀粉含量都高于木薯主栽品种，

具有推广潜力。中国热科院李开绵、刘国道、彭明、蒲金基、

陈松笔、陈青研究员，海南大学王文泉教授，广西亚热带作

物研究所李军农研究员以及生物所种质与基因资源究室部

分科研人员参加了现场鉴评工作。（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3 月 16 日） 

三、国际辣木产业信息 

菲律宾计划建设一个有机辣木生产和加工示范农场。菲

律宾伊罗戈地区计划于 2021 年建立一个有机辣木生产和加

工示范农场，并由菲律宾农业部投入 400 万菲律宾比索（约

合 8.25 万美元）作为初期启动款项，旨在挖掘辣木的潜在商

业用途并提高其经济价值，促进菲律宾辣木产业发展。该示

范农场主要采取的措施包括：建立辣木品种基因库、开发辣

木种子和幼苗管理技术包（package of technology）、对已采

用和已开发的辣木加工技术进行比较分析以及向农民推广

高效的辣木种植技术等。（马尼拉时报，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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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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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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泰铢/Kg（约合人民币 450 元/t），小幅上

涨 0.02 泰铢/Kg，近期维持窄幅波动。该部监测的几家淀粉

厂鲜薯收购价有部分上涨，报价为 2.30-2.60 泰铢/Kg（见表

1，约合人民币 490-550 元/t）；本周越南在产木薯淀粉工厂

有所减少，各地区鲜薯收购价格整体下跌。其中，南部地区

鲜薯收购价为 3300-3400越盾/Kg（约合人民币 930-970元/t），

下跌约 50 越盾/Kg；北部地区收购价为 2800-2900 越盾/Kg

（约合人民币 790-820 元/t），与上周持平；中部地区收购价

为 2900-3000 越盾/Kg（约合人民币 820-850 元/t），下跌约

50 越盾/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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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 

San guan wong Company Co., Ltd. 呵叻府-梅昂区 2.35 2.30 

Thanawat Phuetphon LP 甘烹碧府 2.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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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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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木薯干片、淀粉市场行情分析 

国外木薯干片市场价格整体平稳，国内木薯淀粉市场价

格小幅下跌。近期泰国和越南的鲜薯原料供应稳定，木薯干

片持续上市，本周泰国及越南的木薯干片市场价格整体稳

定。其中，泰国木薯干片报价区间为 FOB（曼谷）265-268

美元/t（约合人民币 1730-1750 元/t），越南木薯干片价格报

价区间为 CNF285-295 美元/t（约合人民币 1859-1923 元/t）；

国内木薯干片市场库存量整体保持低位，本周国内木薯干片

市场报价区间为 2140-2160 元/t，小幅下跌 20 元/t（见图 1）。

从外盘木薯淀粉市场行情来看，泰国和越南鲜薯原料供应平

稳，本周外盘木薯淀粉市场价格整体稳定。其中，泰国木薯

淀粉报价为 FOB（曼谷）480-490 美元/t；越南木薯淀粉报价

为 CNF485-505 美元/t（见图 2）；从国内木薯淀粉市场行情

来看，由于市场货源供应持续增加，下游需求尚未明显好转，

本周国内木薯淀粉市场部分品牌价格小幅下跌。其中，泰国

中高端木薯淀粉含税报价为 3700-3950 元/t，下跌约 50 元/t；

越南主流木薯淀粉含税报价为 3600-3800 元/t，与上周持平；

边贸木薯淀粉报价为 3480-3780 元/t，下跌约 30 元/t；国产库

存中高端木薯淀粉报价维持在 4200-4350 元/t。（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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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20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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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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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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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05 泰铢，1 美元=6.5201 人民币） 

 

国家木薯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 

2021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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