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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半年行情回顾 

上半年郑糖价格快速反弹后回落，整体维持震荡格局。2018 年底郑糖价格快速下跌，主力

合约最低跌至 4664 元。进入 2019 年之后期货价格从底部回升，一季度价格出现反弹，主要原

因是广西发布公告称临时收储 50 万吨，对现货价格起到一定支撑。同时销售进度偏快、库存同

比减少、仓单同比大幅下降，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季度糖价明显反弹。4 月份广西传

出将进行甘蔗价格改革，新榨季的甘蔗价格维持在 480 元/吨的高位，市场对明年能否减产产生

疑虑。5 月下旬传出消息称，明年配额外进口关税大概率由 85%恢复为 50%，消息传出后盘面

大幅下跌。利空消化后，糖价逐步持稳。  

国外方面，上半年 ICE11 号糖维持震荡格局，一月初美糖跌至 11.69 美分，最高反弹至 13.42

美分后又有所回落。一季度北半球的印度与泰国正值生产时期，虽然此前各分析机构普遍预期

印度与泰国的产量将有所回落，但实际产量仍然较高。从去年四季度开始印度糖协逐步下调印

度产量预期，但实际印度没有出现明显的减产，泰国产量则同比小幅增加。印度与泰国的产量

较高，对美糖形成压制。虽然市场预期新榨季泰国、印度会减产，但目前刚进入雨季，尚未见

到实质性利多，美糖继续横盘。 

图 1：郑糖主连日线 图 2：ICE11 号糖主连日线 

  

数据来源：Wind，兴证期货研发部 

图 3：郑糖基差  图 4： ICE11 号糖基金净多单占比 

  

数据来源：Wind，兴证期货研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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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半年国外行情展望 

2.1 新榨季巴西产糖量或小幅回升 

2019 年 4 月巴西进入新榨季，截止 5 月底，巴西中南部主产区压榨甘蔗 4401 万吨，同比

增加 34.87%，产糖 186.5 万吨，同比增加 38.51%。另外巴西甘蔗技术中心对 75 家糖厂的调查

结果显示，今年 5 月的单月甘蔗单产同比增加 5.58%，至 88.81 吨/公顷；本榨季截至 5 月底的

累计甘蔗单产同比增加 3%，至 84.28 吨/公顷，同时出糖率 ATR 由去年同期的 123.64 千克/吨下

降至 118.52 千克/吨。 

5 月下半月巴西中南部生产乙醇 21.46 亿公升，较去年同期增加 22.08%。2019/20 榨季截至

5 月底，巴西中南部累计压榨甘蔗 1.284 亿吨，同比下降 5.3%，甘蔗制糖比为 33.41%，低于去

年同期的 34.45%；累计产糖 484.5 万吨，同比减少 11.96%，累计产乙醇 61.76 亿公升，同比减

少 6.37%。 

美国农业部预计，2019/20 榨季，巴西的甘蔗产量为 6.27 亿吨，与上榨季的 6.20 亿吨基本

持平。其中，预计巴西中南部主产区的甘蔗产量为 5.80 亿吨，较上榨季的 5.73 亿吨小幅增加；

预计单产为 67.2 吨/公顷，同比增加两个百分点，预计出糖率小幅下降 0.59%；预计巴西的食糖

产量为 3200 万吨，同比增加 8.47%，其中中南部主产区食糖产量为 2940 万吨，同比增加 9.29%；

乙醇产量为 317.4 亿升，同比下降 4%；预计食糖出口量为 2085 万吨，同比增加 6%。 

其他一些主流机构也对新榨季巴西产量进行了预测，其中巴西主要糖厂 Copersucar 预计新

榨季巴西中南部主产区甘蔗压榨量为5.8-5.9 亿吨，产糖 2600至2800 万吨，乙醇产量为300-310 

亿公升；贸易商 Sucden 预计 2019/20 榨季巴西中南部地区甘蔗压榨量为 5.6455 亿吨，产糖量

为 2710 万吨，乙醇产量为 285.5 亿公升；分析机构 FC Stone 预计，2019/20 榨季巴西中南部地

区将产糖 2950 万吨，同比增加 11%，低于 1 月份预计的 3020 万吨。 

从各个机构的预测值来看，大多数机构都预期新榨季巴西的产糖量会小幅增加，主要原因

之一是预期新榨季甘蔗制糖比会提高。从我们跟踪的数据看，2018/19 榨季巴西的甘蔗制乙醇比

处于历史最高位。主要原因是 2018 年前三个季度油价上行，巴西乙醇相对于汽油具有价格优势，

消费者倾向于使用更多的乙醇，对乙醇的销量和价格起到了支撑作用，因此糖厂选择把更多的

甘蔗用来制乙醇。虽然目前巴西中南部地区的乙醇汽油比依然处于相对较低的位置，但同比有

所回升，因此新榨季巴西甘蔗制乙醇比可能同比略有降低，产糖量可能会同比小幅增加。 

另外一个关注点是甘蔗的产量，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巴西的天气。去年一二季度巴西主产区

降雨量偏少，对甘蔗产量造成了影响，今年前两个季度降雨量比较好，预计甘蔗产量将有所回

升。 

图 5：巴西中南部地区甘蔗制乙醇比 图 6： 巴西中南部乙醇汽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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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巴西农业部，兴证期货研发部 

图 7：巴西乙醇折糖比价与美糖期货价格 图 8： 巴西中南部主产区降雨量（mm） 

  

数据来源：巴西农业部，兴证期货研发部 

2.2 印度 2019/20 产量或下降，关注雨季降雨 

美国农业部预计，2019/20 榨季，印度食糖产量将下降 8.4%至 3030 万吨。主要原因是甘蔗

产量以及出糖率的下降。甘蔗产量的下降主要是由于种植面积的减少，预计甘蔗种植面积下降

9%至 470 万公顷，单产为 77 吨/公顷与本榨季持平，甘蔗产量将下降 8%至 3.55 亿吨，预计出

糖率由 11.64%下降至 11.52%。出口方面，印度 18/19 榨季的出口量预计为 340 万吨，预计 2019/20

出口量将达到 350 万吨；预计 18/19 榨季期末库存预计为 1760 万吨，库存消费比为 64%，预计

2019/20 榨季期末库存为 1680 万吨。 

未来印度主要的关注点在天气。6 月开始印度进入雨季，但由于今年季风来的比较晚，降

雨量同比偏少。不过由于雨季刚刚开始，后期应继续关注印度甘蔗主产区的降雨情况、水库水

位。 

价格方面，由于印度丰产，国内供大于求，2017 年印度国内糖价快速下跌。2018 年印度政

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稳定糖价，如 300 万吨的临时储备库存等，使得印度糖价企稳反弹。随后

印度政府决定，自 2019 年 2 月 14 日起，把国内白糖的最低售价由 29 卢比/千克提高至 31 卢比

/千克（约 20 美分/磅），对印度国内糖价起到明显支撑。目前美糖期货价格在 13 美分左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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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糖出口不具备价格优势。另一方面，如果未来美糖价格上涨，印度与美糖价差缩小，将导致

印度出口的动力增加，美糖期货价格会遇到较大的压力。 

图 9：印度甘蔗及其竞争作物收购价 图 10：印度甘蔗欠款及甘蔗种植面积 

  

数据来源：印度农业部，兴证期货研发部 

图 11：印度季风行进路线  图 12：印度马邦主产区降雨量（mm） 

  

数据来源：印度气象局，兴证期货研发部 

图 13：印度孟买食糖现货价格（卢比/吨） 图 14：印度现货与美糖期货价差（美元/吨） 

  

数据来源：印度农业部，兴证期货研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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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019/20 榨季泰国产量或小幅减少 

2018/19 榨季截至 5 月 9 日，该国 54 家糖厂全部收榨，2018/19 榨季泰国共计压榨甘蔗 1.31

亿吨，同比减少 390 万吨；产糖 1458.1 万吨，较去年仅减少约 10 万吨，为历史第二高位。 

虽然甘蔗与食糖产量维持高位，但是 2018/19 榨季泰国甘蔗收购价出现了明显下跌。甘蔗

价格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同时木薯收购价同比上升，因此 2019/20 榨季泰国甘蔗的种植面积或

小幅下降。 

近两个榨季泰国的甘蔗与食糖产量处于历史高位，除了天气情况较好之外，种植面积增加

是主要原因。2017/18 榨季开始，泰国甘蔗种植面积开始显著增加，主要原因是甘蔗的价格相对

于木薯的价格开始走高，种植甘蔗的经济效益更高，因此原本种植木薯的农民开始改种甘蔗。

同时泰国东北部糖厂开始提高压榨能力，鼓励农民扩大甘蔗种植面积。2017/18 榨季东北部甘蔗

产量同比增加了近 30%。2017 年甘蔗的农场交货价格增长了 28%，同时木薯的价格持续下跌。

甘蔗种植收益的上升是泰国食糖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认为甘蔗收购价下跌以及木薯

收购价上升可能会激励农民减少甘蔗种植面积，2019/20 榨季泰国甘蔗种植面积或小幅下降。 

美国农业部预计，2019/20 榨季，泰国甘蔗产量将下降 2%，主要原因是种植面积以及单产

的下降。预计甘蔗种植面积将下降 1%，预计 2019/20 榨季泰国的甘蔗产量为 1.27 亿吨，同比下

降 2%。预计食糖产量为 1390 万吨，同比略降 2%。 

天气方面，上半年泰国中部主产区出现了一定的干旱，目前泰国正处于雨季，雨季降雨对

明年的产量非常重要，应继续关注泰国的降雨情况。 

图 15：泰国甘蔗产量与甘蔗种植面积 图 16：泰国甘蔗收购价与木薯收购价 

  

数据来源：泰国农业部，兴证期货研发部 

图 17：泰国甘蔗收购价（泰铢/吨） 图 18：泰国中部主产区降雨量（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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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泰国农业部，兴证期货研发部 

 

3. 下半年国内行情展望 

3.1 2018/19 榨季继续增产，销售进度偏快 

2018/19 榨季截至 5 月底，全国共生产食糖 1076.04 万吨，同比增加 4.40%，其中广西产量

为 634 万吨，同比增加 5.22%；截至 5 月底全国共销售食糖 666.67 万吨，同比增加 16.02%，其

中广西销糖量为 378 万吨，同比增加 18.13%；截至 5 月底全国销糖率为 61.97%，同比增加 6.21

个百分点，其中广西销糖率为 59.62%，同比增加 6.51 个百分点；全国新增库存为 409.27 万吨，

同比减少 10.24%，其中广西新增库存为 256 万吨，同比减少 9.38%。 

销量方面，今年的销售节奏较去年明显提升。截至 5 月底广西的销糖率同比增加 6.51 个百

分点，去年榨季初期糖厂存在一定的惜售情绪，销糖率偏低，但是本榨季销售节奏明显加快。

销量较好叠加产量略增，使得库存同比减少，截至到 5 月底全国的工业库存同比下降 10.24%，

广西的工业库存同比减少 9.38%，预计本榨季期末库存同比减少。 

图 19：全国食糖产量（万吨） 图 20：广西食糖产量 （万吨） 

  

数据来源：Wind，兴证期货研发部 

图 21：全国食糖销量（万吨） 图 22：广西食糖销量（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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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兴证期货研发部 

图 23：全国食糖库存（万吨） 图 24：广西食糖库存（万吨） 

 

 

数据来源：Wind，兴证期货研发部 

3.2 2019/20 榨季产量或持平，供需受政策影响较大 

美国农业部预计，2019/20 榨季，国内甘蔗糖产量为 940 万吨，与本榨季基本持平。由于广

西新榨季的甘蔗收购价格依然较高，广西的甘蔗种植面积预计与本榨季基本持平。云南新榨季

甘蔗收购价 450 元，与本榨季基本持平，种植面积也基本持平。但是近期云南出现了干旱，可

能会对产量造成一定的影响。广东与海南没有甘蔗最低收购价制度，新榨季广东的甘蔗收购价

将从 400 元下降至 390 元，广东的甘蔗种植面积有所下调。 

甜菜糖方面，预计甜菜糖同比增产 15 万吨至 145 万吨，增产的主要地区在内蒙，2018 年

内蒙有 6 家新糖厂投入运营，内蒙的甜菜糖厂数量增加至 14 家。2018/19 榨季内蒙的甜菜收购

价为 530 元/吨，预计 2019/20 的收购价为 520 元/吨。 

总的来看，美国农业部 5 月报告预计 2019/20 榨季全国产量为 1085 万吨，较 18/19 榨季小

幅增加 10 万吨。 

从供需平衡表来看，由于预计下榨季国内产量基本持平，因此下榨季的供需情况受外部因

素影响较大，主要受外盘和政策的影响。从下榨季的供需情况看，由于近期泰国发往缅甸、台

湾、柬埔寨的精制糖出口数量同比减少，因此我们调减了走私的预估值。进口方面，虽然目前

市场对国家放宽配额内外进口数量的预期比较强，但是目前仍没有官方消息传出，因此我们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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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下榨季的总进口量与本榨季基本持平。最大的不确定性在抛储，18/19 榨季国家没有抛储，但

是今年广西进行了甘蔗价格的市场化改革，预计抛储也是整体改革方案的一部分，如果后期糖

价持稳或继续反弹的话，国储出库的概率较大。如果国储出库量相对少，则下榨季的供需可能

与本榨季相当，但如果国储出库数量较多，则国内可能会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 

表一：国内供需平衡表 

 

数据来源：Wind，兴证期货研发部 

3.3 政策一：广西进行甘蔗价格改革，糖价的三年周期或被打破 

2019 年 2 月 26 日广西政府发布《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糖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

出广西甘蔗收购价将退出政府指导，进行市场化改革。4 月 15 日广西发改委再次发文，政策正

式落地。 

表二：广西甘蔗价格改革相关政策 

时间  文件名称 文件主要内容 

2019.2.26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

民政府关于深化体制

机制改革加快糖业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 

一、完善糖科蔗购销市场机制：完善订单农业，规范订单合

同，保障各方权益，强化市场监管。着力提高糖科蔗生产水

平：加快糖科蔗基地建设，加快糖科蔗良种育繁推广，全力

推进糖科蔗生产全程机械化，加强糖科蔗精细化生产管理。 

二、推动制糖企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制糖企业战略重组，大

力推进全产业链发展，加快蔗叶资源绿色化综合利用，推进

企业提质发展，培育知名品牌。 

16/17 17/18 18/19* 19/20* 19/20**

期初工业
库存

60 58 45 30 30

国储 730 770 810 800 700

产量 929 1031 1076 1085 1085

进口 186 203 240 240 240

走私 220 220 100 100 100

出口 12 19 18 18 18

抛储 136 0 0 50 150

收储 0 0 0 0 0

实际供应 1531 1512 1461 1505 1605

需求 1512 1519 1518 1518 1518

库存增减 19 -7 -57 -13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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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引导一批糖厂关停并转，支持减量

或等量置换提升，做好资产处置，做好职工分流安置，盘活

土地资源。 

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强化科技支撑，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2019.4.15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糖料蔗收购价格实行

市场调节价问题的通

知》 

一、深化糖料蔗购销体制改革，在全区范围内全面推行规范

化订单农业。充分尊重种植主体和制糖企业的自主权，由双

方签订糖料蔗订单合同，明确糖料蔗收购价格、收购范围等。

鼓励糖料蔗收购按质论价。 

二、维护良好的市场价格秩序。糖料蔗收购价格实行市场调

节价后，各地价格主管部门按照工作职能继续做好糖料蔗种

植成本调查、食糖价格监测等工作。同时，要在规范订单合

同、强化市场监管等方面，加强与相关部门配合协调，共同

维护良好的市场价格秩序，促进我区糖业高质量发展。 

三、糖料蔗实行市场调节价，《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 <关于

印发广西糖料蔗价款二次结算价格核定暂行办法>的通知》

（桂价格〔2011〕95）号同时废止 

 数据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兴证期货研发部 

政策落地后，新榨季广西大多数糖厂与农民签订的甘蔗收购价为 480 元/吨，较 18/19 榨季

仅下调 10 元/吨，据悉合同有效期为三年。虽然广西进行了甘蔗价格的市场化改革，但是改革

后甘蔗价格与糖价的联系似乎反而变弱了。新榨季广西甘蔗收购价仅下调 10 元/吨，农民种植

甘蔗的积极性依然较高，甘蔗种植面积基本持平，不出现天气问题的话产量很难明显减少。另

一方面，甘蔗价对应的制糖成本在 5600 元左右，而目前糖价在 5300 元左右，在国内产量不减

的情况下，糖价很难长期维持在成本上方。 

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改革后国内糖价的运行规律发生了变化，国内糖价的三年周期可能

被打破。糖价三年周期背后的核心是产量的周期变化，而甘蔗价格和糖价之间的价格传导是产

量变化的重要原因 

食糖价格本质上是由供需决定的，其中供给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其中供给主要受两方面

的影响：种植面积和天气，其中种植面积是由种植甘蔗的经济效益，也就是甘蔗收购价决定的。

也就是说糖价主要是由甘蔗收购价来决定的。同时甘蔗价格反过来也会影响糖价。当甘蔗价格

较高的时候，农民的种植积极性提高，甘蔗种植面积增加导致食糖产量增加，价格下跌。甘蔗

价格和糖价相互影响，构成了糖价的周期运动。糖价围绕甘蔗价格来变化，而且甘蔗价格的变

化必然落后于糖价的变化。所以才会形成糖价的大幅波动，超跌和超涨。 

但是在广西进行甘蔗价格改革之后，甘蔗价格和糖价之间的传导路径被切断了。新榨季的

收购价位 480 元/吨，合同为三年一签。糖价的持续下跌没有导致甘蔗价格的下跌，新榨季很难

出现减产，糖价很难进入上涨周期。总的来看，政策改革后，甘蔗价格和糖价之间的联系被切

断了，未来三年广西的甘蔗种植面积可能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如果不出现极端天气的话，

产量的波动性也会减小并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国内糖价的三年周期可能被打破。 

图 25：国内糖价、制糖成本与糖价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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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兴证期货研发部 

3.4 政策二：明年配额外进口关税或下调，利空预期释放 

2016 年 9 月我国对食糖进行贸易保障措施调查，最终决定对配额外进口食糖加征关税，2017

年 5 月 22 日-2018 年 5 月 21 日，配额外总关税 95%，之后每年减 5%。 

为期三年的贸易保障措施将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到期。但是最近有消息称，中国与巴西进

行贸易谈判，明年贸易保障措施到期后大概率不会延期，明年 5 月 21 日之后，配额外关税将由

85%下调至 50%，消息传出后白糖期货价格大幅下跌。 

我们认为这次行情主要是受事件驱动，配额外关税下调导致白糖价值重估。目前配额外原

糖进口关税为 85%，如果取消贸易保障措施，配额外关税将下调至 50%，白糖的价格可能要重

新评估。按照当时的美糖期货价格以及配额外 50%的进口关税计算，配额外白糖的成本在 4300

元/吨左右，而按照 85%的关税计算，进口成本在 5200 元左右，因此白糖存在估值下调的需求。

从历史上看，一般配额外的进口利润在正负 300 之间波动，价格下跌后郑糖 2005 合约对应的配

额外的利润回到了 300 元左右，因此短期看我们认为远期配额外的利润已经回归到合理区间范

围之内。当然配额外利润也有可能打成平水或者略贴水，但是继续下跌的确定性不是很高。 

因此在利空被一次性打足之后，后市行情的发展将回归国内外的供需情况。由于明年 5 月

合约的价格被打到 50%进口成本线附近，因此外盘价格的趋势变化对远月合约的影响较大，如

果后期外盘有趋势变化的话，远月价格的变化幅度可能会大于近月。但是随着利空预期逐渐被

消化，远月的逻辑可能会重回国内供需情况。 

图 26：国内糖价与配额外进口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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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兴证期货研发部 

3.5 后续可能会有新的政策出台，中期影响偏空 

食糖产业的政策改革属于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从历史上的经验来看，后续还

会有改革政策继续落地。我国的粮食流通体制，从建国后的统购统销，到 1980 年代的改革开放，

到 2004 年的最低收购价。2008 年金融危机，全球大宗商品暴跌。考虑到玉米、大豆、棉花、

白糖等种植户规模庞大，为了保护农民利益，国家开始实行临时收储政策。收储政策使得国内

农产品价格长期高于国外，农产品库存积压。 

2014 年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棉花、大豆价格直补，揭开了粮食收储政策改革的序幕。2014 年

大豆、棉花不再收储，启动直补试点。2014 年首次启动新疆棉花、东北和内蒙古大豆目标价格

补贴试点。大豆、棉花价格由供求决定，政府不干预。当一定时间市场平均价格低于目标价格，

国家将价差补贴给生产者，保证农民利益，当市场价格较高时，不发放补贴。取消收储后，国

家开始大量抛储。2015 年，国家首次下调玉米临储收购价格，紧接着在 2016 年，玉米临储收

购被正式取消。 

2008 年实行临时收储政策的品种当中，目前只有白糖仍然没有取消收储政策。今年广西进

行了甘蔗价格的市场化改革，表明食糖产业的政策改革也拉开了序幕。从棉花、玉米等品种的

经验来看，后期食糖取消临储政策，国储糖出库是大概率事件。如果国储陆续出库的话，从中

期来看会对国内糖价产生较大冲击。不过从长期看，抛储对产业是有利的。 

另外一个政策的焦点是直补。玉米、棉花价格的市场化改革都有直补，但是今年广西的甘

蔗价格改革并没有直补。这可能是由于政府认为国内糖价将进入三年的牛市，因此目前出台直

补政策的意义不大。这给糖厂带来了较大的压力，糖价在经过两年多的下跌后，大多数糖厂都

到了破产的边缘。但是如果后期糖价不能进入牛市的话，一些成本较高的糖厂可能会退出市场，

国内食糖产业将面临洗牌。另一方面，改革后甘蔗价格的决定机制还是存在一些不合理性，糖

价与甘蔗价格的联系比改革前反而更弱了。如果后期能够出台直补政策，同时加强甘蔗价格的

市场化，可能有利于产业的发展。因此对于食糖产业的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是甘蔗价格的定价

机制能否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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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食糖产业的改革政策还会继续出台，抛储、直补等都大概率会落地。从中期来

看，这些政策都是偏利空的，会对产业和糖价产生冲击。但是从长期看，改革对于产业是有利

的。未来需要关注的政策重点是甘蔗价格的定价机制能否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 

4. 总结 

外盘利空相对出尽，预计明年泰国、印度的种植面积、产量小幅减少。目前泰国、印度处

于雨季，今年雨季印度降雨偏少，继续关注后期降雨情况。巴西今年的醇油比依然处于低位，

糖醇比处于平均水平，因此今年糖厂可能会继续维持较低的制糖比例。总的来看，虽然明年泰

国与印度的产量可能会小幅减少，但是目前库存处于历史高位，在缺乏实质性利多的情况下，

外盘可能会偏弱震荡。 

国内方面，预计广西新榨季产量不会明显减少，国内糖价上涨缺乏内生的动力。从周期看，

广西甘蔗收购价依然较高，食糖价格三年周期有被打破的可能。预计后期政策会继续改革，直

补、抛储都有可能落地，将会对价格产生冲击。从长期看，国内糖价周期需要重新评估，产业

将承受一定的冲击，甘蔗价格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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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状况或需要。本公司建议客户应考虑本报告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以及

（若有必要）咨询独立投资顾问。 

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在任何情

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的观点可能与资管团队的观点不同或对立，对于基于本报告全面或部分做出的交易、

结果，不论盈利或亏损，兴证期货研究发展部不承担责任。 

本报告版权仅为兴证期货有限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

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兴证期货研究发展部，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

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