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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需求或将改善，价格重心预计上移

摘要

2023 年，国内花生种植面积有所提升，进口量也出现明显上涨，花

生需求随供应量下降有所缩减，且下降幅度比供应量更大一些，花生供

需格局整体改善，压制花生行情，随后低位震荡。

展望 2024 年，供应方面，2023/24 产季花生上市后改善供应偏紧的

格局，今年花生价格处于低位，农民收益不像去年那样可观，对于农民

明年的种植意愿利空，同时由于今年的产量下滑也受到生长期恶劣天气

的影响，若明年天气正常，单产也将得到恢复，总体来看，由于今年种

植收益不理想，预计明年种植面积下降，但单产恢复，产量预计不会发

生较大变化。进口方面，2023 年进口较去年有所增加，但从下半年的进

口情况来看，目前进口利润较低，进口花生米没有明显性价比，叠加主

要进口国花生期末库存减少，预计明年进口将会下降。需求方面，花生

油粕价格处于低位，预计随着养殖利润的好转，需求随之改善，叠加原

料花生处于低位，有利于压榨利润好转，目前开机率处于低位，压榨需

求受到抑制，若压榨利润好转，预计压榨需求将缓慢恢复；食品需求则

较为刚性，加上食用植物油供需格局宽松程度有所收紧，花生油替代品

的替代作用减弱，预计整体而言花生需求改善。

整体而言，新季花生上市供应量增加已成为事实，也对于花生价格

起着一定压制作用，但这一信息已被市场消化，加上明年进口将会下降，

因此预计明年花生市场供应格局趋于平衡。但低位的花生原料价格提振

压榨需求，预计压榨需求的好转会使得花生需求整体改善，因此 2024 年

花生需求或将逐渐改善，花生价格重心上移。

http://www.rdq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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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3年花生市场行情回顾

（一）期货市场

第一阶段：1 月-3 月，价格大幅拉涨

1 月初春节临近，市场采购量有所增加，基层挺价意愿明显,价格从 1 月 6 日低点 9886

元/吨开始上涨。进入中旬，东北产区市场收尾节奏较快，油厂基本进入停机停收状态。春

节过后，贸易商收购意愿增加，产区上货量有限，花生价格持续坚挺。2 月初节日氛围消

散，市场需求略显疲软，但开封龙大、中粮、莒南工厂相继入市收购，为花生行情注入镇

定剂。进入下旬，两广等销区市场备货需求增加，产区供应矛盾突出，花生价格持续上涨。

到 2 月 27 日，涨至阶段高点 11408 元/吨。

第二阶段：3 月-4 月，价格大幅回调

3月初花生市场高价成交量缩减，部分市场加工利润倒挂现象明显。3 月中上旬宏观

以及油脂悲观情绪增加，花生油报价持续走弱， 进口花生陆续到港，油厂不断下调收购价

格，花生价格下跌。

第三阶段：4 月-5 月，震荡反弹走高

4月初花生市场整体成交量有限，花生价格弱势运行。到中旬河南春花生陆续种植，

但整体播种面积并不理想。苏丹国内局势不稳定，市场对后期国内到港量引发担忧。节日

临近，市场按需补库，产区均有不同程度上涨，花生期货价格震荡后反弹走高。

第四阶段：5 月-6 月，价格大幅下跌

花生油进入消费淡季。受油脂偏空情绪影响，5 月油脂行情持续低迷，花生油价格继

续下调，下游贸易商采购意愿降低。市场需求惨淡，端午节提振有限，整体交易氛围欠佳，

油厂停收以及降价消息继续抑制市场行情，加之麦茬花生存在恢复性增种预期，盘面大幅

下跌。

第五阶段：6 月-9 月，宽幅震荡走高

现阶段经济低迷，居民消费水平减弱，高价花生油的市场需求情况暂不明朗，但 2023

年新季花生播种面积基本已明朗，据统计增加幅度不及预期，产区供应有限，产区见底，

市场整体采购意愿良好，持货商挺价惜售意愿明显。同时受厄尔尼诺气候影响，市场对油

脂产量表示担忧，油脂板块上涨，对花生价格有支撑作用；同时油厂开机率低，花生粕产

出有限，多家花生油厂反馈库存紧张，叠加下游水产养殖步入旺季，花生粕走货速度快，

油厂库存见底，花生粕报价偏强运行，进一步提振花生价格走高。

第五阶段：9 月-，价格弱势运行

9月养殖旺季前期备货充足，下游多以消耗库存为主，花生粕走货转为清淡，花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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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走弱；加之油脂市场需求较为清淡，花生油供需两弱，油脂板块偏弱运行；同时受产

量和上市量均呈增加态势，花生价格承压下滑，目前在底部震荡运行。

图 1 花生主力合约日 K 线图

来源：博易大师

图 2 花生加权日 K 线图

来源：博易大师

（二）现货市场

2023 年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总体而言同频共振，但是期货价格除了受到基本面的影响，

还是受到预期以及宏观层面、油脂盘面的影响，因此在基本面消息平淡时，期货价格和现

货价格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分化走势。

2021 年花生价格处于低位，农民收益不理想，导致 2022 年农户种植花生的意愿出现

了较为明显的减弱，2022 年产量随之减少，在供应偏紧的情况下，农户和贸易商对于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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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存有比较高的预期，在新作上市之前价格都是处于高位运行态势。在 9 月新季花生

逐渐上市之后，供需格局得以改善，价格才开始逐渐回落。截至 12 月 12 日，山东地区通

货花生米价格 9800 元/吨，较 2022 年末 10800 元/吨下降 1000 元/吨，年度降幅幅 9.26%；

河南地区通货花生米 9200 元/吨，较 2022 年末 10600 元/吨下降 1400 元/吨，年度降幅

13.21%；全国花生均价为 9600 元/吨，较 2022 年末 10660 元/吨下降 2540 元/吨，年度降

幅 9.94%。

图 3 主产区通货花生仁现货价格（元/吨）

来源：我的农产品网 瑞达期货研究院

二、供应端因素分析

（一）全球花生库消比持续下降，处于紧平衡状态

根据美国农业部（以下简称 USDA）12 月报告显示，2023/24 年度预估全球花生产量

5041.1 万吨，环比 11 月报告预计值增加 0 万吨，同比增加 105.4 万吨，同比增幅为 2.14%。

自 2020/2021 年度产量突破 5000 万吨大关后，花生产量增速放缓，但 2023 年由于花生第

一生产国中国花生产量增幅幅较大，全球花生产量受影响出现增加。2023/24 年度结转库

存为 437.4 万吨，同比减少 14.7 万吨，比最近 5年度历史高点 497.2 万吨减少 59.8 万吨。

从库存消费比来看，从 2019/20 年度起，库消比持续低于 10%，2020/21 年度开始，库消比

从 9%的水平连续下降，说明全球花生供应趋紧。在库存消费比低于 10%、供需保持在紧平

衡状态下，一旦供应出现问题，全球供需失衡，将对价格产生明显影响。



5 请务必阅读原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市场研报

表 1 全球花生供需平衡表

2023 年 12 月美国农业部（USDA）全球花生供需平衡表 单位：万吨

年度 2019/20 2020/21 2021/22 2022/23 2023/24 年度差额

期初库存 507.7 466.5 493.2 508.7 452.1 -56.6

产量 4806 5017.4 5044 4935.7 5041.1 105.4

进口 433.7 431.1 405.7 416.7 442.5 25.8

总供应量 5747.4 5915 5942.9 5861.1 5935.7 74.6

出口 493 487.9 443.9 466 485.1 19.1

压榨量 1919.9 1981.9 1979 1931.9 1949.2 17.3

食用消费 2195.2 2252.4 2286.7 2333.2 2381.4 48.2

其他消费 672.8 704.2 736.1 677.9 682.6 4.7

总需求 5280.9 5426.4 5445.7 5409 5498.3 89.3

期末库存 466.5 488.6 497.2 452.1 437.4 -14.7

库消比 8.83% 9.00% 9.13% 8.36% 7.96% -0.4%

来源：美国农业部

（二）国内供应因素分析

2.1 种植面积预计难以维持

2010-2021 年以来，花生种植面积总体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但 2022 年的花生种植

面积和收获面积由于化肥、农药、地膜等种植所需的物质资料价格大幅上涨，种植成本提

高等一系列原因大幅下降。正是 2022 年大幅减产的背景下，对于种植收入有较好的预期，

所以 2023 年种植面积有所回升。

从国家政策来看，为了保障粮食安全，今年国家“扩大豆稳玉米”的政策导向，降

低了农民种植花生的意愿，今年大豆产量增加明显，也可以看出国家政策奏效。预计政策

还将维持该导向，加之今年花生种植面积和产量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农户种植收益不再像

2022 年那样可观，预计 2024 年较难维持 4820 千公顷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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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花生种植面积

来源：Wind

图 5 花生种植面积（分地区）

来源：国家统计局

2.2 2023 年单产下降，预计 2024 年单产将恢复

近年来我国花生的单产水平一直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增速也较为稳定。总体来说，

花生的单产水平与技术水平和生长期的天气关联最大。

技术方面，我国花生的育种技术和种植水平在世界上处于先进水平，且花生的单产水

平远远高于其他油脂油料作物，但目前我国花生生产没有受到像大豆等品种那样的高度重

视，不能根据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发展，及时采用新品种、新技术和新的生产方法，生产出

成规模的优质专用产品，一段时间内技术水平预计不会有太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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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主要油料单产（公斤/公顷）

来源：国家统计局

生长期的天气方面，花生不喜湿热，温度和湿度过高会导致花生单产水平下降。具体

来说，花生生长的关键时期分为 5 个阶段，分别为发芽出苗期、幼苗期、开花下针期、结

荚期、饱果成熟期。其中处于 6-8 月的开花下针期和结荚期是决定花生产量的重要时期，

如果出现不利的天气，如干旱，花生单产将受到明显影响。按照播种时期分为春花生、夏

花生、秋花生，其中春花生占据我国总播种面积的 56%，夏花生占据 35%，秋花生占据 9%。

我国山东、河南等北方主产区的春花生一般在 4月下旬到 5 月上旬播种，夏花生在 6月前

后播种，播种一般需在 6 月中旬之前完成，一旦超出最佳播种时期，花生生长周期或将缩

短，花生产量会有所影响，部分种植户或将存在改种意愿。

根据中国气象局的监测显示，今年夏季发生厄尔尼诺现象，花生山东、河南主产区

出现干旱天气，部分地区甚至达到了重旱水平，山东部分产区的种植进度比往年有所落后，

干旱对当时迟播种的尚未发芽的夏花生影响较大，从结果来看，恶劣天气是导致的单产下

降的重要原因。



8 请务必阅读原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市场研报

图 7 花生生长期

来源：根据公开数据整理

从以往数据来看，2022 年单产为 3913 公斤/公顷，2023 年单产为 3859 公斤/公顷，

今年单产增速有所下滑，按照去年的单产增速计算，预估 2024 年单产为 3963 公斤/公顷。

从不同产区结构上来看，河南、山东主产区单产最高，受益于技术水平提高，科研人员培

育了适宜当地种植的品种，同时，东北产区单产较河南、山东还有一定距离，与此同时，

今年东北产区较河南、山东主产区而言，农户种植花生的积极性更高，因此存在较大的发

展潜力。

图 8 花生单产（公斤/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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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ind

图 9 花生主产区单产（公斤/公顷）

来源：Wind

2.3 2024 年进口量将下降

我国花生的进口源主要是苏丹、塞内加尔、美国，从这三个国家进口的花生超总进

口量的 95%。

进口数量上，从年内季节性来看，3-6 月份是我国进口花生米需求的高峰期，年度峰

值出现在这段时间，下半年的需求减弱。从年度对比来看，今年 1-10 月累计进口 61.73

万吨，同比去年 56.80 万吨上涨 8.68%。我国花生 2020、2021、2022 年度进口量分别为 98.92

万吨、94.78 万吨和 61.73 万吨，今年花生进口较前年有所上涨，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疫

情之后，消费有所恢复；二是去年国内大幅减产，国内供应偏紧。不过今年的花生总进口

较 2020、2021 年有所减少，且从下半年进口来看，进口量持续减少，与往年同期相比也处

在相对低位。与此同时，从 USDA 在 12 月公布的苏丹和塞内加尔花生供需平衡表来看，两

国花生期末库存均出现减少，出口可能会减少，因此明年的花生进口量有减少的可能。

进口结构上，对比 2022 年和 2023 年我国花生的进口源，可以看出苏丹、塞内加尔、

美国仍是主要进口源，自 2021 年 7 月起，不再从印度进口花生；其中苏丹进口花生比重持

续上升，目前占比超 50%，并且非洲国家花生产量的潜力较大，因此预计苏丹和塞内加尔

仍将是我国最主要的花生进口国。但由于苏丹内乱持续影响到今年花生种植，预计苏丹种

植面积和产量有所减少，所以明年从苏丹的进口量可能减少。

从进口利润来看，在 9 月初之前进口利润都是处于震荡上升通道，触及年内高点后迅

速走低，甚至跌至负值，总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根据我的农产品网数据，截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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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4 日，苏丹精米价格在 9150 元/吨左右，低于全国通货米花生均价 9500 元/吨，进口利

润大幅减少，若国内花生价格继续降低，那么进口花生就没有利润，因此明年的花生进口

量可能会减少。

图 10 花生月度进口量（吨）

来源：Wind

图 11 2022 年、2023 年花生进口源对比

来源：海关总署 瑞达期货研究院

表 2 苏丹花生供需平衡表

2023 年 12 月美国农业部（USDA）苏丹花生供需平衡表 单位：万吨

年度 2019/20 2020/21 2021/22 2022/23 2023/24 年度差额

期初库存 72.9 84 87.1 60 60.5 0.5

产量 282.8 277.3 235.5 250 250 0

进口 0 0 0 0 0 0

总供应量 355.7 361.3 322.6 310 310.5 0.5

出口 46.4 56.9 49.6 49.5 50 0.5

压榨量 95 85 85 85 85 0

食用消费 47 49.1 52 53 53.5 0.5

其他消费 83.3 83 76 62 62.5 0.5

总需求 271.7 274 262.6 249.5 251 1.5

期末库存 84 87.3 60 60.5 59.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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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USDA

表 3 塞内加尔花生供需平衡表

2023 年 12 月美国农业部（USDA）塞内加尔花生供需平衡表 单位：万吨

年度 2019/20 2020/21 2021/22 2022/23 2023/24 年度差额

期初库存 50 48.5 57.9 75.6 65.6 -10

产量 142.1 179.7 167.8 150.2 171.5 21.3

进口 0 0 0 0 0 0

总供应量 192.1 228.2 225.7 225.8 237.1 11.3

出口 43.3 49.8 24.1 17.2 32.5 15.3

压榨量 4 10 10 11 11.5 0.5

食用消费 39 40 41 42 43 1

其他消费 57.3 70 75 90 85 -5

总需求 143.6 169.8 150.1 160.2 172 11.8

期末库存 48.5 58.4 75.6 65.6 65.1 -0.5

来源：USDA

图 12 花生进口利润

来源：Wind

三、需求端因素分析

（一）压榨需求预计减弱

花生油方面，春节期间，花生油走货良好，原料高价支撑下，继续支撑花生油价格，

且国内消费有所回升，1-3 月花生油价格维持稳定。随后节日氛围消散，市场需求略显疲

软，3 月中上旬宏观以及油脂悲观情绪增加，花生油报价持续走弱，同时花生油消费进入

淡季，花生油价格从 3 月初 17400 元/吨下降至 6 月中旬 4700 元/吨下降 2700 元/吨，降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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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15.52%。7 月初后受油脂板块提振，一级普通花生油价格受其影响拉涨，花生油价格一

路上涨至 16900 元/吨。直到 9 月上旬，新季花生开始上市后，双节备货需求清淡，下游走

货一般，叠加大宗油脂市场震荡偏弱影响，价格走弱，到 11 月初下跌至低点 9100 元/吨，

而后处于震荡态势。

花生粕方面，春节前在节日效应支撑下，价格急促上涨，叠加贸易商年前备货不足，

年后补库，花生粕价格高位运行。加之进口成本上升及节日刚性需求挺价，进口米报价较

年前明显上涨支持高位价格。但价格上涨过快，终端接受高价能力有限，贸易商高价采购

开始放缓，价格上涨受阻，随后受节日效应退却，市场需求转淡影响，到 4月初花生粕价

格下降至 4200 元/吨。花生粕在低位震荡一段时间后，受低位库存和豆粕期现双强上涨提

振，价格走高。不过在 9 月新作花生上市后，丰产预期实现，花生粕跟随花生价格走低。

截至12月14日，山东日照地区花生粕价格为3550元/吨，较去年末5250元/吨下降32.38%。

从花生粕-豆粕价差来看，截至 12 月 14 日，花生粕-豆粕价差为-410 元/吨，低于均值（图

16）。目前花生粕价格处于较低位置，花生粕-豆粕价差也处于低值，另外，由于生猪价格

开始反弹，需求或将改善，将对养殖户的补栏积极性有积极影响，豆粕作为饲料，需求可

能随之改善，豆粕价格也将企稳，带动花生粕价格企稳。

图 13 山东花生油出厂价格（元/吨）

来源：我的农产品网

图 14 花生油-豆油价差分析图（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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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IND 瑞达期货研究院

图 15 山东日照花生粕价格（元/吨）

来源：同花顺 iFind

图 16 山东花生粕-豆粕价差分析图（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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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同花顺 iFind 瑞达期货研究院

从压榨利润来看，上半年，油脂油料板块几乎都处于下跌通道，油厂压榨利润就处于

亏损状态，严重压制油厂开机积极性，使得样本油厂开机率几乎全年处于低位。受厄尔尼

诺现象影响，油脂价格大幅上涨，也只是短暂提振压榨利润，而后随着油脂价格回落，继

续下降。截至 12 月 15 日，样本油厂理论压榨利润为-261.5 元/吨，再度回归负值，伴随

而来的结果是本该处于开机旺季的油厂，开机率只有 12.7%左右，远远低于往年同期水平。

从季节性来看，4-5 月和 10-12 月是油厂的两个开机高峰，夏季 6-8 月部分油厂会进

行惯例停机。从今年的情况来看，第一个开机旺季压榨利润处于亏损状态，开机积极意愿

较弱，而第二个开机旺季，虽然油厂压榨利润从低位回升，但终端对于花生油、花生粕的

需求未见起色，花生油粕价格出现下降，导致油厂积极性较低。展望 2024 年，由于原料花

生处于低位，有利于压榨利润好转，若压榨利润好转，有利于提振压榨需求。

图 17 样本油厂加工利润（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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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我的农产品网 瑞达期货研究院

图 18 样本油厂花生开机率（%）

来源：我的农产品网 瑞达期货研究院

图 19 样本油厂花生库存（吨）



16 请务必阅读原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市场研报

来源：我的农产品网 瑞达期货研究院

（二）食品需求

我国花生食用消费量年度变化不大，具有刚性的特点，但年内存在季节性差异，夏季

对于食用花生的需求会高于其他季节。根据 USDA 发布的中国花生供需平衡表，2022/23 年

度中国花生食品用量为 785 万吨，2023/24 年食品用量预计为 810 万吨，较前几年水平并

无太大变化。

图 20 中国花生食品用量（万吨）

来源：USDA

（三）替代品需求

根据 USDA 最新报告显示，2023/24 年度全球油料总供应 97355 万吨，期末库存 13169

万吨，同比分别增加 2808 万吨、1147 万吨，总供应为历史最高水平，显示全球油料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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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但是由于俄乌冲突，全球油料贸易结构出现些许变化，22/23、23/24 年度出口占产

量下降至 30%左右，相比而言，之前 19/20、20/21 年度分别为 33%、32%。不过随着局势缓

和，预计出口占比将出现回升。

根据农业农村部植物油 12 月供需报告显示，2023/24 年度中国食用植物油产量 3047

万吨，环比稳定，同比下降 12 万吨；进口量 843 万吨，同比下降 151 万吨；消费量 3713

万吨，同比下降 121 万吨。计算可知，2022/23 年食用植物油当年度供需盈余为 345 万吨，

2023/24 当年度供需盈余 150 万吨，可见国内食用植物油将由供需宽松有所收紧。

四、国内供需平衡表解读

从中国粮油商务网的中国花生市场年度供需报告中可以看出，2023/24 年度花生总供

应量 1842 万吨同比下降 69 万吨，主要是因为产量下降；同时总需求量预估为 1839 万吨，

同比下降 70 万吨，花生需求下降幅度与供应降幅相近，使得期末库存不降反增，目前花生

供需格局较为平衡。

从中国花生市场月度供需平衡表可以看出，2023 年 12 月的期末库存为 1212 万吨，同

比增加 41 万吨；库消比为 7.17，同比上升 0.07，说明本年度花生的供求关系比上一年度

供需得到改善，主要还是因为需求出现了明显幅度下降，2023 年花生供求格局整体平衡。

图 21 中国花生市场年度供需报告

来源：中国粮油商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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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中国花生市场期末库存（万吨）及库存消费比

来源：中国粮油商务网

五、其他因素

上半年，油脂油料板块跌势明显。豆油方面，大豆检疫问题逐步缓解，大豆陆续到厂，

供应逐渐转为宽松；棕榈油方面，棕榈油库存依旧高位；菜油方面，进口菜籽压榨量增加

明显，产油量、产粕量随之增加，全国菜油库存保持增量。此外，美联储加息影响、下游

餐饮业和终端的消费还未恢复到正常水平等因素共同推动油脂油料价格下跌。进入 6月，

受原油 OPEC+减产，生物柴油需求前景良好、厄尔尼诺现象、俄乌冲突加剧等多种因素导

致市场做多情绪，油脂盘面普遍上涨，短短一个月内就收复了前期的跌幅。之后的油脂盘

面维持宽幅震荡的局面。

花生作为油料之一，与油脂油料走势存在一定正相关走势，但是在花生基本面较为强

劲的时候，和油脂走势相对独立，比如 1 月至 3月，花生走出了一波强势上涨的态势，然

而与此同时，油脂盘面区间震荡运行。因此在花生市场的旺季，花生价格走势以自身资本

面为主，在淡季，如 6、7 月，关注油脂盘面的走势对于预测花生盘面有所帮助。

图 23 大商所油脂油料期货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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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商所

六、现货价格季节性分析

花生作为农产品的一种，短期内花生价格的变动具有一定的季节性特征，理论上来说：

1-2 月临近春节，下游需求变旺，厂家节前备货需求大，花生供求偏紧，价格会出现

上涨。而春节期间厂家放假，开机率低，囤货需求也降低，花生价格会有所回调。

3-5 月是花生种植和生长的时期，陈季花生库存减少，供需收紧，但 5 月过后气温升

高，花生储存成本上升，产区会进行集中放量，使得花生价格下跌。

7-8 月正值花生青黄不接高峰期，市场花生供应紧张，同时夏天是商品花生米需求旺

季，商品花生米供需格局偏紧支撑花生现货价格上行。

8月下旬开始逐渐进入花生收获的时节，新作花生集中上市导致供应压力较大，同时

油厂也会选择在新季花生上市时集中收购，此后一年的压榨量大多在此时采购，对冲中秋、

国庆双节需求旺季的支撑效应，9 月、10 月花生现货价格承压出现下跌行情。11 月新作花

生上市的压力减缓，花生价格会出现反弹。

除了季节性因素以外，每段时期可能会发生其他的事件对花生价格产生较大影响，对

冲季节性因素的影响，总体来说，经过统计（图 22），可以看出一年中。花生现货价格上

涨概率较大的分别是 1 月、8月和 11 月。下跌概率较大月份分别是 6月和 9 月。

从今年的情况来看，6 月由于外部地缘政治持续影响，在国内种植面积和产量尚不明



20 请务必阅读原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市场研报

朗之前，市场对到港花生量表示担忧，价格不跌反涨，直到 9月新季花生上市价格才逐渐

回落。供需格局得到改善，直到 12 月价格才有企稳迹象，使得第四季度花生价格几乎都处

于下跌通道，和典型的季节性走势有着不一致的运行特点。

在明年供需趋于平衡的预期下，供应偏紧的这一强烈支撑因素带来的影响逐渐消散，

季节性走势将更具有参考价值，可通过涨跌概率大的月份验证季节性规律，同时需要重点

关注种植期的情况。

图 24 花生价格季节性

来源：Wind

图 25 花生邻月价差

来源：Wind

七、2024年花生市场行情展望

2023 年，国内花生种植面积有所提升，进口量也出现明显上涨，花生需求随供应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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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有所缩减，且下降幅度比供应量更大一些，花生供需格局整体改善，压制花生行情，随

后低位震荡。

展望 2024 年，供应方面，2023/24 产季花生上市后改善供应偏紧的格局，今年花生价

格处于低位，农民收益不像去年那样可观，对于农民明年的种植意愿利空，同时由于今年

的产量下滑也受到生长期恶劣天气的影响，若明年天气正常，单产也将得到恢复，总体来

看，由于今年种植收益不理想，预计明年种植面积下降，但单产恢复，产量预计不会发生

较大变化。进口方面，2023 年进口较去年有所增加，但从下半年的进口情况来看，目前进

口利润较低，进口花生米没有明显性价比，叠加主要进口国花生期末库存减少，预计明年

进口将会下降。需求方面，花生油粕价格处于低位，预计随着养殖利润的好转，需求随之

改善，叠加原料花生处于低位，有利于压榨利润好转，目前开机率处于低位，压榨需求受

到抑制，若压榨利润好转，预计压榨需求将缓慢恢复；食品需求则较为刚性，加上食用植

物油供需格局宽松程度有所收紧，花生油替代品的替代作用减弱，预计整体而言花生需求

改善。

整体而言，新季花生上市供应量增加已成为事实，也对于花生价格起着一定压制作用，

但这一信息已被市场消化，加上明年进口将会下降，因此预计明年花生市场供应格局趋于

平衡。但低位的花生原料价格有利于提振压榨需求，预计压榨需求的好转会使得花生需求

整体改善，因此 2024 年花生需求或将逐渐改善，花生价格重心上移。

免责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力求准确可靠，但

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本报告不构成个人投

资建议，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本报告版权仅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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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注明出处为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

删节和修改。


	一、2023年花生市场行情回顾
	（一）期货市场
	（二）现货市场

	二、供应端因素分析
	（一）全球花生库消比持续下降，处于紧平衡状态
	（二）国内供应因素分析
	2.1  种植面积预计难以维持
	2.2 2023年单产下降，预计2024年单产将恢复
	2.3  2024年进口量将下降

	三、需求端因素分析
	（一）压榨需求预计减弱
	（二）食品需求
	（三）替代品需求

	四、国内供需平衡表解读
	五、其他因素
	六、现货价格季节性分析
	七、2024年花生市场行情展望
	免责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