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产品小组晨报纪要观点

重点推荐品种：棕榈油、菜油、棉花

豆一

黑龙江产区新豆价格多在 2.25-2.50 元/斤之间运行，关内国产大豆价格保持平稳。产

区大豆收割接近尾声，市场大豆供应量增加，大豆价格涨速过快导致下游对高价大豆接受程

度下降，引发部分贸易商降价销售。中储粮在产区多地挂牌收购大豆，收购价格多在

2.15-2.20 元/斤之间，多低于当地现货价格，农户及贸易商卖豆意愿不足。南方新豆供应

不足，东北大豆南下数量有限，下游蛋白加工企业成本传导能力较强，利润普遍较好，对高

价大豆的承受能力大幅提高。中储粮挂牌收购价格低于市场预期，令大豆市场看涨情绪松动，

短期对市场的利空影响仍在释放。豆一 2101 可适量减持前期多单或短线快进快出顺势参与。

豆二

美国农业部(USDA)在每周作物生长报告中公布称，截至 2020 年 10 月 25 日当周，美国

大豆收割率为 83%，低于市场预期的 86%，之前一周为 75%，去年同期为 57%，五年均值为

73%。美豆收割进度较往年偏慢，提振美豆走势。美豆收割进度虽然低于预期，但仍高于去

年同期水平，美豆丰产的预期犹存，压制豆类走势。从进口船货来看，截至 10 月 16 日，国

内港口到港 31 船 204.2 万吨，较上周有所回升，港口压力稍有增加。盘面来看，目前进口

豆表现为高位震荡，暂时观望为主。

豆粕

9月份猪饲料产量增加，油厂现货大多提前售完，执行合同居多，提价意愿较强，提振

粕价。不过，由于美豆处在收获季，大豆到港量庞大，油厂开机率较高。根据 Cofeed 数据

显示，截至 10 月 23 日当周,全国各地油厂大豆压榨总量 2197250 吨（出粕 1735828 吨，出

油 417478 吨），较上周的 2088300 增加了 108950 吨，增幅 5.21%。当周大豆压榨开机率为

63.26%，较上周的 60.12%增 3.14%。较高的压榨率，也导致豆粕的胀库现象难以缓解，截至

10 月 23 日当周，国内沿海主要地区油厂豆粕总库存 92.15 万吨，较上周的 88.99 万吨增加

了 3.16 万吨，增幅在 3.55%。盘面来看，豆粕目前正在消化前期涨幅以及美豆的收获压力，

暂时高位震荡，暂时观望为主。



豆油

美豆出口保持良好，支撑美豆价格，提振进口豆成本，对国内豆类形成支撑。另外，豆

油替代用量以及饲料用量依旧庞大，也有部分豆油转入储备，豆油商业库存重建缓慢，均给

豆油市场提供利多支撑。截至 10 月 23 日当周，国内豆油商业库存总量 127.26 万吨，较上

周的 128.84 万吨减少了 1.58 万吨，降幅在 1.23%，较上月同期的 133.45 万吨，降 6.19 万

吨，降幅为 4.64%。较去年同期的 131.445 万吨降 4.185 万吨，降幅 3.18%，五年同期均值

138.21 万吨。不过欧洲疫情，令国际市场的需求有所放缓，降低油脂的需求水平，加上美

豆处在收获季，进口豆较多，油厂开机率预计维持在高位，也给豆油的供应有一定的压力。

不过中期来看，需求对美豆的支撑犹存，拉尼娜天气以及全球通胀预计效应犹存，油脂中长

线看涨预期仍未改变。操作上，暂时盘中顺势操作为主。

棕榈油

10 月 1-25 日马来棕油出口量增 7.1-7.2%，而南马南方协会数据显示 10 月 1 日

-25 日马来西亚棕榈油单产比 9 月降 13.59%，产量降幅增加而出口量仍处在增长的态

势中，利于棕榈油库存的消耗，另外，因疫情造令劳动力短缺增加人们对该国供应的

担忧，后期产地棕库存重建缓慢，提振马棕油期价上涨。国内方面，因上周棕榈油到

船不多，棕油出库情况尚可，棕榈油库存再度下降 8.5%至 38.65 万吨。国内外棕榈油

库存均不高，加上豆油以及菜油的库存也处在相对低位，总体油脂的库存压力不大，

给油脂提供一定的支撑。综合来看，棕榈油向上的趋势没有改变，但是近期波动较大，

建议盘中顺势操作为主。

粳米

国内粳米价格大多维持稳定，个别粳米价格跌 0.01 元/斤，出厂价集中在 1.82-2.45

元/斤。目前粳稻大量上市，米企开机率较前期有所提高，粳米产出量相对增多，而终端需

求疲软，市场持续供大于求的格局抑制粳米价格上涨，加上大米逐渐由烘干转变为晾干，部

分米企急于处理库存烘干米，故而降低销售价格，走量为主。但是，受天气影响粳稻水分有

较大差别，市场购销优质优价凸显，受其成本支撑，优质大米价格坚挺。总体来看，预计粳

米价格或将窄幅震荡为主。



白糖

洲际期货交易所（ICE）原糖期货周二触及 8个月高位，市场焦点依然在印度出口政策，

虽然印度可能批准出口 600 万吨糖，但是出口补贴很可能降低。交投最活跃的 ICE 3 月原糖

期货合约收涨 0.13 美分或 0.88%，结算价报每磅 14.83 美分。国内糖市来看，销区整体市

场稳中下跌，现货市场商谈冷清，观望情绪浓厚；山东地区一级碳化糖售价 5750 元/吨，较

前期持稳。截止 9月底广西产区结转库存为 31 万吨，同比减少 1.7 万吨，云南结转库存为

21.88 万吨，同比减少 5 万吨，国内低库存优势仍支撑糖价。不过 9 月份食糖进口量 54 万

吨，同比增幅为 37.5%，9 月进口食糖量仍维持在 50 万吨以上，进口供应阶段性增加，对国

内糖价形成一定的施压。随着北方甜菜糖陆续开榨，加之主流加工糖厂继续开机运行，市场

供应逐步增加，后市低库存效应在减弱。操作上，建议郑糖 2101 合约短期维持空单。

棉花

洲际交易所(ICE)棉花期货周二触及一年半高位，因美国主产区出现霜冻天气，但收割

推进打压期价从高位回落。美国农业部发布的作物进展报告显示，截至 10 月 25 日，美国棉

花收获 42%，高于一周前的 34%，低于去年同期的 44%，五年同期均值 42%。12 月期棉收涨

0.02 美分或 0.03%，报 72.03 美分/磅。国内市场：终端消费方面面临双十一、双十二电商

订单以及国外圣诞节订单等，下游需求呈现偏好局面。截至 9 月 30 日，纺织企业在库棉花

工业库存量为 65.86 万吨，较上月底上升 5.3 万吨，下游市场需求出现明显好转，纺织企业

原料在低库存下逐渐开始补库。期盼已久的国储轮入政策落地，轮出 50 万吨基本符合预期，

不过轮入条件下，预计后市交储数量受限，对市场造成的利多影响有限。国内疫情方面 10

月 26 日 0 时至 24 时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26 例，均在喀什地区疏附县，当地棉花方面采摘、

交售、加工均已暂停。北疆及南疆除喀什之外的地区棉花操作正常运行，北疆收购扫尾并进

入集中加工时段，短期棉花供给不会因疫情出现紧张的问题。随着新季皮棉逐步上市，市场

新棉供应将逐步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加之套保压力明显，预计短期或处于阶段式调整。操作

上，建议郑棉 2101 合约短期暂且在 14100-14800 元/吨区间交易。

苹果

国内苹果现货报价持稳为主；目前产区剩余中低档货源为主，优质货源偏少。与此同时，

近期冷库入库量逐渐增加，且主要以存货商入库需求为主，果农入库量相对较少，预估冷库



入库量高于预期；山东产区晚富士陆续下树，供应相对充足，客商存货继续压价收购，对苹

果市场形成一定的利空。操作上，建议苹果 2101 合约短期维持前期空单。

红枣

国内各地红枣报价维持稳定态势。截止 10 月 23 日，全国红枣库存仍集中于新疆阿克苏、

山东等地，由于需求不佳的情况下，大致产区去库难度加大，特别是新疆产区。目前新疆受

疫情影响，主产区新枣交易相对冷清，客商多持观望态度，采购积极性相对偏低，但部分刚

需客商仍看货订货延续，成交以质论价为主，内地销区市场库存及新增交易量相对有限，客

商挑拣货源居多。操作上，CJ2101 合约建议短期逢高抛空思路对待。

玉米：

华北、东北部分地区的玉米正在陆续上市，但到货量未大规模放量，农民惜售情绪不变。

进口端：海关数据显示，9 月我国玉米进口量为 108 万吨，同比增幅为 675.1%，小麦进口数

量为 107 万吨，同比增长 584.5% 玉米和替代品小麦进口仍大幅增长，意味着短期内玉米供

需缺口需要通过进口市场来进行补充，小麦替代品优势明显。供应端：生猪产能逐步恢复带

动饲料玉米的需求，玉米价格利好，但因玉米价格居于高位，与替代品小麦价格不断趋窄，

替代品优势渐显，饲料企业对小麦用量逐步增加，或将抑制玉米价格上涨空间。总体上，短

期内玉米现货价格小幅波动，后期关注新粮逐步上市、市场售粮心态、进口玉米到港量增加

以及替代品的优势。技术上，C2101 合约短期小幅调整为主，操作上，建议暂时观望。

淀粉

淀粉期价随着原料玉米波动变化，华北地区玉米供应增量未明显，玉米高位运行对淀粉

价格利好支撑。替代品方面，玉米淀粉与木薯淀粉差价逐步趋窄，下游接受程度将减弱，影

响淀粉市场需求，或将抑制玉米淀粉价上升空间。总体来看，短期内淀粉随着原料玉米的走

势波动，有待观望淀粉整体市场走货情况以及替代品比价。建议暂时观望。

鸡蛋

周二，鸡蛋期货价格下跌，跌幅为 0.71%。饲料玉米和豆粕价格处于高位，养殖养殖企

业利润压缩，淘汰鸡意愿增强。但目前鸡蛋市场供应仍充足，缺少节日刺激，需求量不强，



限制蛋价上涨空间。中长期来看，饲料价格偏高运行，且天气逐渐转凉利于鸡蛋储存，或将

降低养殖企业补栏积极性，预计未来雏育鸡补栏量偏低，供应量有望小幅降低。综上所述，

短期内现货市场较为充足，蛋价上涨动力不足。预计短线蛋价仍小幅震荡调整，暂时建议观

望。

菜粕

我国对美豆需求强劲，以及南美豆生长受拉尼娜天气影响，支撑美豆提价，带动国内粕

类走势。中加关系紧张，影响菜籽进口，菜籽压榨仍处于低水平，导致菜粕货源紧张，菜粕

库存较上一周降幅 22.57%，较为偏低水平，支撑菜粕价格走强。但由于我国水产养殖进入

淡季，菜粕饲料需求或将减少，这或将压制未来期价上涨空间。预计短线菜粕期价震荡运行。

操作上，以日内交易为主。

菜油

美国豆油期价持续上行，加上马拉西亚受疫情及天气影响，产量存在不确定性，加上库

存低于 5 年同期均值，棕榈油价格获支撑，对国内油脂期货市场构成带动作用。此外，国内

豆油进口量供应较大，大豆压榨开机率持续上升，豆油供应稳定，油脂总体供应压力不凸显，

菜油库存处于近 4 年同期低位，预期菜油中期保持震荡回升走势。技术上，OI101 合约夜盘

微幅波动，整体趋势偏弱，关注前高压力 9425 元/吨，操作上，OI101 合约依托 9000 元/吨

短多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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