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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4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1,713,347,191.26元。公司2024年末期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4.10元

（含税），按照公司总股本2,138,848,228股计算，拟派发现金红利876,927,773.48元（含税）,加

上2024年中期已派发现金红利427,769,645.60元，公司2024年度拟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304,697,419.08元，约占公司2024年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的76.15%。

本年度不送红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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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粮糖业 600737 新疆屯河、中粮屯河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静 翟垒垒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8号中粮

福临门大厦 9F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8号中粮

福临门大厦 9F
电话 010-85631055 010-85631055
传真 010-85631055 010-85631055
电子信箱 ir.sugar@cofco.com ir.sugar@cofco.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食糖行业

食糖是人体主要营养来源之一，人体的消耗要以糖类氧化后产生的热能来维持，人体所需的

能量大约有 70%是靠糖类供给。食糖的摄入不仅能满足人对能量的需求，同时会激活大脑中的愉

悦及奖赏系统，唤起愉悦满足等正面情绪。食糖代谢终产物为二氧化碳和水，极易排出体外，不

残留任何有害物质，因此食糖是人体最经济安全的能量来源之一。

作为天然营养源，食糖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在缓解疲劳、抵御寒冷、稳定血糖等方面

效果明显，从生理需要出发，适量补充食糖对健康是有益的。作为天然甜味的来源，食糖还是饮

料、糖果、糕点等含糖食品和制药工业中不可或缺的原料。作为酱油酱料等调味品的配料，食糖

也让我们的一日三餐更有滋有味。食糖有较强保水性，可以防止食物腐坏，通常用于果脯和果酱

的保藏；在烘焙食品中加入糖，不仅能使面团变紧实，还可以保持面包的柔软程度，有助面包的

发酵。糖在高温加热时会发生“美拉德”反应，呈现枣红色的同时释放浓郁香气，可用于菜品的

上色增香。因此，食糖与美好生活息息相关，其愉悦美妙的口感，可以驱赶压力和烦恼，提升幸

福指数，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资。

1.行业基本情况

从全球范围来看，食糖作为大宗贸易商品，具有生产国集中、进口国分散的特点。全球主要

生产国包括巴西、印度、欧盟、泰国、中国、美国、墨西哥、俄罗斯、巴基斯坦和澳大利亚等，

其中前十位食糖产量约占全球总产量的 76%；前四大出口国分别是巴西、泰国、澳大利亚和印度，

整体贸易量占全球比重超过 67%。食糖兼有商品属性、能源属性和金融属性，其价格波动的影响

因素包括自身供求、原油等关联商品价格及汇率等。

我国是重要的食糖生产国和消费国，糖料作物种植在我国农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产量

和产值仅次于主粮、油料和棉花，居第四位。食糖产业链上游原料是甘蔗和甜菜，以甘蔗为主，

约占 80%。近年来，我国食糖产量整体保持平稳发展，年产量在 1000万吨左右，国内食糖消费

量每年在 1500万吨左右，缺口部分通过进口糖补充。

我国食糖消费呈现“以工业消费为主、居民消费为辅”的格局，用于食品加工等行业的工业

消费占比约为 64%，剩余的为居民和餐饮行业等直接食用领域的食糖民用消费。从消费现状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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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0年国内食糖消费总量整体平稳，人均年食糖消费量为 11.3千克，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 50%，

食糖消费存在较大的增长潜力。

随着食糖科学知识的普及，在经历了一波对食糖“矮化”的负面宣传后，消费者重新了解食

糖，客观对待食糖，意识到食糖对人体健康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监管部门不断加强对化学合

成甜味剂的管理，推行食品质量市场准入制度，消费者也逐步意识到长期食用代糖给身体健康带

来的风险，食糖消费回归正常水平。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以及科技进步，食糖在食品、医药、

化工、新能源等领域也有着更加广泛应用，食糖的消费潜力也将进一步释放。

2.中粮糖业的行业地位情况

中粮糖业是国内综合竞争力排名第一的食糖企业，拥有强大的全产业链、全价值链优势。市

场份额“三分天下有其一”，主打的“中糖牌”产品拥有良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作为中国市场的

主要进口渠道，公司在国内外食糖市场也拥有较大影响力，拥有从国内外制糖、进口及港口炼糖

到国内贸易、仓储物流的全产业链运营模式。中粮糖业通过研判商情，根据市场行情及运营需要

调整库存和进口规模；持续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化建设，提升国内制糖自给率水平；充分发挥制糖

技术及品控优势，全面降低成本，深耕区域市场，细分行业赛道，形成“自产+炼糖+进口”的独特

竞争格局；与食品加工、医药健康、化工生产等行业龙头企业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营业收入

保持稳步增长，行业领导地位持续巩固。

（二）番茄行业

1.行业基本情况、发展阶段

世界最适合种植番茄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北纬 40-45度之间，主产区分布在美国加州河谷、环

地中海沿岸以及我国新疆、内蒙古河套地区这三大黄金产区，三大主产区番茄加工量约占全球加

工总量的 82%。

番茄行业 2024产季全球加工番茄总量以鲜番茄计约 4,585万吨，较 2023产季同比增长 3%。

从全球加工番茄消费量看，国际供需大致平衡，国内加工量高于消费量，产业出现周期性调整。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优质番茄制品生产国和出口国，是继美国加州、环地中海沿岸之

后的第三大产区和第一大出口国。随着经济和消费水平的不断升级，国人饮食习惯逐步改变，对

于健康食品的需求增加，番茄制品因自身健康属性，越来越得到国人的喜爱，应用场景也更加广

泛，除了在西餐应用上稳步增长，在中餐应用上更是逐年攀升。

目前，中国加工番茄制品人均消费量（以鲜番茄计）远低于全球平均（以鲜番茄计）水平，

国内市场呈快速增长态势。

2.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情况

国内番茄制品市场容量前景可观，需求持续攀升，消费者人群持续扩大。随着高收入人群和

年轻消费群体生活习惯的变化，汤锅类、预制菜消费呈现迅猛发展趋势，一些企业着眼于番茄制

品的天然营养特质，重塑番茄制品品牌属性，如方便面和火锅向番茄口味产品延伸，糕点类的番

茄土司和杂粮番茄夹心软欧包面世，多个番茄汁新品牌创立，都充分展现出番茄产业在汤锅、简

餐、预制菜、饮料等众多领域未来发展新势能。公司抓住有利时机，发挥全产业链优势，向下游

番茄制品延伸，优化产品品类，完善渠道布局，线上赋能线下；通过“产销研用”一体化机制，

使研发赋能品牌，同时链接消费者，创造更多的机会让消费者亲身体验番茄制品应用场景，推动

品牌业务快速发展。

公司致力于打造中国番茄制品第一品牌：公司在国内最优良的番茄产区拥有番茄种植基地，

年产番茄制品约 30万吨，构建了我国番茄加工产业唯一一条从种子研发到品牌销售的完整产业

链，覆盖从田间到车间再到舌尖各个环节，是国内加工番茄产业链链长企业。经过多年的积淀与

发展，公司在种子研发、种植管理、加工技术等各个方面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品牌影响力持续

提升，行业占比稳定上升，成为我国番茄制品行业领跑者。

（三）行业政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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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糖是我国重要性仅次于粮食和食用油的生活物资，食糖行业成为国民消费不可或缺的行业

之一。近年来，国家各部门纷纷出台政策，对糖料供给、保障措施、农业科技等方面指明了思路

和方向。番茄加工作为特色农产品加工行业，国家有关部门也多次出台政策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

态，支持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发展，同时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023年 3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一部门下发了《关于培育传统优势食品产区和地方特色食

品产业的指导意见》，涉及公司业务的内容提到：“特色农产品原料基地：制糖。技术工艺及装备

提升重点方向：制糖。甘蔗和甜菜预处理及适应性改造技术；膜法制糖、离子交换生产精制糖技

术；糖厂蔗渣锅炉烟气综合治理技术；制糖全产业链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转型相关技术与装

备。”
中粮糖业是中粮集团旗下食糖与番茄产业发展平台，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高品

质的食糖产品，从事业务包括国内外制糖、食糖进口、炼糖、食糖贸易销售以及番茄制品加工，

是国内最大的食糖生产和贸易企业、国内最大的番茄制品生产企业，全产业链增值能力位居行业

前列。

（一）食糖业务

1、商业模式

中粮糖业在国内外建立了完善的食糖产业布局，形成了从制糖、炼糖、贸易到仓储物流的全

产业链运营模式。依托商情研发体系，科学预测市场供销趋势，提前布局年度自产糖、贸易糖、

进口糖的产、购、进、销进度；依托现代农业管理体系和工厂精细化管理运营能力，确保原料增

产同时降低综合生产成本；合理把握贸易糖与进口糖的购销时点与节奏，降低综合贸易成本，并

根据市场价格实现销售；通过套期保值降低糖价波动风险与汇率风险，从而实现整体稳步高质量

发展。

自产糖：指以甘蔗、甜菜为原料制作而成的食糖。公司在国内共拥有 13家制糖企业，遍布

于广西、云南等优势原料主产区；在海外运营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 Tully糖业。

加工糖：亦称炼糖，即将原糖进一步加工为食糖。中粮糖业是我国食糖进口的主渠道，是连

接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桥梁，加工糖业务延长了食糖产业链，平滑了大宗商品周期性影响，

奠定了公司的成长性和可持续性基础，推动公司食糖经营量稳定增长。

贸易糖：指根据商情研判和贸易机会在国内市场买卖的食糖。公司通过期现结合的方式，精

准捕捉糖价趋势行情，有力保障了国内食糖供应。

2、产能布局

在制糖领域，中粮糖业在国内外甘蔗、甜菜制糖领域年产糖合计 100万吨，公司制糖厂制糖

方法为碳化法或硫化法，旗下崇左糖业、北海糖业、江州糖业均已成功获得“零碳工厂”认证。

在炼糖领域，中粮糖业已具备超过 200万吨/年炼糖产能，稳居国内行业首位。2024年，中

粮糖业把握行业大势、坚持客户导向，在完善战略布局上走出坚实一步——漳州糖业完工并投产，

该重点项目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为引领，首创多项核心工艺，关键设备 100%国产化，数

智化应用达到行业领先水平。漳州糖业将逐步替代中粮糖业旗下辽宁糖业华南区域业务，完成对

福建与周边区域的覆盖。中粮糖业沿海炼糖布局连点成线，加上西北甜菜糖和西南甘蔗糖布局，

将初步实现核心销区全覆盖的产业格局。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市场预热等系列举措，目前已

通过多家头部客户审厂，销售渠道辐射厦门、漳州、泉州、汕头等地超百家中小型食品企业。

3、报告期内业务运营情况

公司 2024 年度食糖总经营量约 421 万吨，食糖业务营业收入约 299.10 亿元，同比下降

1.98%；营业成本 267.64亿元，同比下降 0.54%。2024年度公司自产糖产量 124.63万吨，同比

增长 10.25%；自产糖销售量 119.04万吨，同比减少 0.21%。

（二）番茄业务

中粮糖业在国内最优良的番茄产区拥有 12家番茄工厂、1家番茄种业公司及 1家番茄研发中



中粮糖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心，主要从事大包装及小包装番茄酱、番茄制品及相关产品业务，立足 2B大包装出口商业优势，

不断拓展下游番茄产品业务，目前已建立全产业链食品安全管控体系，实现产品“全流程、全过程、

全方位”追溯，为消费者奉献更加安全、营养、健康的番茄制品。2024年，番茄业务全年实现营

收 25.87亿元，同比降幅 0.53%。

原料端：推进“五位一体”现代农业管理体系，与农户签订种植收购合同，推广全程机械化

种植模式，上线“原料信息化管理平台”，引入无人机巡田管理技术，突破性应用国产番茄采收机，

保障原料均衡供应，满足生产需求。

生产端：加强成本管控，延长生产期，降低物料单耗，实现原料调度系统全覆盖。产季前按

期完成技改、检修和扩建项目，三家工厂重点扩建项目开机成功，确保番茄生产设备产季顺利运

行。以客户需求为起点，深化产销协同，生产定制化产品。

销售端：优化番茄产业商情研发体系，精准研判市场形势，提升市场敏锐度和产品销量。面

对国际部分区域带来的市场风险，提前谋划积极应对，通过产品差异化强化与客户的战略合作关

系，从原料端到生产端，深度响应客户需求，常年保持公司差异化产品结构比例在 50%以上。报

告期内，优化番茄品牌管理体系，参加相关重要展会，提升品牌影响力。

研发端：坚持“客户第一质量至上”，聚焦市场需求，从风味、营养、口感、色泽等方面开展

定向研发。同时，旗下种业公司将自主研发、合作研发、引种扩种相结合，加快番茄品种开发，

通过自种示范与区域示范相结合，加快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自研品种推广使用率达到 33.5%。

番茄研发中心以科技创新和技术突破为抓手，系统性整合内外部科技研发资源，在产品创新、质

量标准及食品安全控制等方面发力，推动科技创新工作出成果，创价值。通过建立健全科技研发

体制机制，建成番茄果蔬产品研发中试线，为多元化产品开发奠定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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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4年 2023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2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0,103,292,263.80 21,478,747,553.82 -6.40 20,072,538,014.97 19,940,618,434.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513,080,393.65 11,602,786,613.21 -0.77 10,663,446,232.25 10,607,842,489.63

营业收入 32,497,400,661.77 33,113,894,636.03 -1.86 26,591,641,845.64 26,438,725,679.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13,347,191.26 2,073,321,415.27 -17.36 748,372,843.44 743,655,418.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91,885,238.70 2,098,137,706.40 -19.36 630,920,676.57 624,055,207.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34,181,570.86 887,334,625.75 196.86 -67,105,153.47 -71,204,979.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44 19.42 减少4.98个百分点 7.26 7.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011 0.9694 -17.36 0.3499 0.34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011 0.9694 -17.36 0.3499 0.3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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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7,811,511,659.43 7,144,728,853.55 7,757,030,818.30 9,784,129,33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40,367,212.69 422,134,896.14 299,646,389.16 551,198,693.2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387,042,517.57 428,159,331.04 289,130,513.12 587,552,876.97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08,616,578.09 4,068,667,159.21 1,380,288,624.68 -1,806,157,634.9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5,89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6,843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股份

状态
数量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0
1,085,033,

073

50.7

3
0 无 -

国有

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泰柏瑞中证红

利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9,268,000 29,268,000 1.37 0 未知 -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9,372,375 20,750,528 0.97 0 未知 - 其他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15,405,826 15,405,826 0.72 0 未知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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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8,810,919 14,928,093 0.70 0 未知 - 其他

史桂艳 11,400,000 11,400,000 0.53 0 未知 -

境内

自然

人

刘少鸾 10,556,400 10,556,400 0.49 0 未知 -

境内

自然

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证主要消费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3,039,300 9,440,677 0.44 0 未知 - 其他

黄海 7,662,587 7,662,587 0.36 0 未知 -

境内

自然

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创金合信中证红利低

波动指数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6,905,000 6,905,000 0.32 0 未知 -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股东之间没有

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之间是否属于一致

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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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24.97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7.13 亿元。

其中，食糖业务始终保持与客户的紧密联系，全年实现收入约 299.10亿元；番茄业务发挥全产业

链核心优势，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5.87亿元。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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