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湖视点

期货Futures

C5

主编
：

李 骐

编辑
：

李 辉

组版
：

晓 晗 E m ail:lihui@ zqsbs.com ��电话：0755-83514032

201 0

年
9

月
21

日星期二

农产品牛步不停棉花豆粕联袂涨停
证券时报记者

李 哲

本报讯 农产品期货价格周一延续

上升态势。 在看涨预期带动下，农产品市

场价格全线上涨，包括棉花、玉米在内的

多个品种期货价格创下历史新高。

截至昨日收盘， 大连玉米期货主

力

1105

合约， 以

2088

元

/

吨开盘，收

于

2119

元

/

吨，上涨

58

元

/

吨，盘中最

高

2122

元

/

吨，创下合约新高，全天增

仓

37850

手；郑州棉花期货

1105

合约

以

20450

元

/

吨开盘，以

20600

元

/

吨收

盘，较

17

日结算价上涨

795

元

/

吨，创

下历史新高；强麦期货合约主力

1105

合约，较

17

日结算价上涨

12

元

/

吨。

此外，包括豆油、棕榈油在内的植

物油期货价格也出现全线上扬。 大连

商品交易所豆油主力

1105

合约收盘

于

8440

元

/

吨， 上涨

276

元， 涨幅

3.38%

；棕榈油主力

1105

合约，收盘于

7605

元

/

吨，上涨

278

元，涨幅

3.8%

。

外盘上涨对国内形成支撑， 此外

资金买盘也成为推动价格上涨的主要

力量。上周五，美国农产品市场价格强

劲上涨， 对国内市场价格形成有力支

撑。分析人士指出，全球供应紧张及天

气因素仍是目前主要炒作题材， 市场

中长期走势仍可看好。

玉米市场上， 美国玉米期货上周

五强劲上涨，因基金买盘强劲，且低于

预期的美国玉米初期收成推动玉米期

价两年来首度突破

5

美元。

CBOT

玉

米在周一亚洲交易时段继续上扬，

12

月玉米期货报每蒲式耳

520

美分上

方。目前美盘玉米强势仍在，有分析人

士表示， 美盘玉米在年底前有上探

6

美元的可能。

棉花市场上，

ICE

棉花期货

17

日

上涨至

15

年的最高点。全球供给紧张、

印度棉花出口的不确定及强劲的美国

出口销售引发市场的强劲看涨激情。投

机基金的买盘推动下，

NYBOT12

月合

约

20

日也上涨至

100

美分

/

磅上方，同

样为

15

年高点。此外，国家储备棉花竞

卖交易

9

月

17

日抛售储备棉

20098

吨

全部成交；加权成交价

20750

元

/

吨，较

上一日涨

870

元， 折

328

级成交价为

21273

元

/

吨，较上一日涨

927

元。

分析人士指出， 全球供应紧张及

天气因素仍是目前主要炒作题材。 伴

随棉价并入快车道， 市场买涨不买跌

的心态也将令棉农惜售心理增加，短

期继续看好棉价上探新高动能。 虽然

后期新棉将大量上市， 资源将逐步宽

松，高位风险加剧，但顺势而为则是目

前的主要操作思路， 不排除棉花价格

上涨到

22000

元

/

吨上方。

目前， 植物油市场价格窄幅强势

震荡，重心上移。 业内人士表示，虽然

国家宏观调控需求加强， 植物油价格

也将成为主要被调控对象。 不过目前

进口豆油到港成本与沿海豆油现货价

格倒挂空间进一步扩大， 市场看好中

长期走势。因此，国内豆油现货价回调

空间和时间均有限。

下跌释放风险

空头分歧加大

经过上周三
、

周四的大跌后
，

周一期指在银
行股回暖的情况下有所企稳

。

早盘尽管商品市
场整体表现极其强劲

，

但期指还是一路震荡下
跌

，

10

月主力合约最大跌幅一度接近
1%

。

直到
上证综指在

60

日均线附近获得支撑后
，

期指才
开始企稳并出现接近

40

点的急拉
，

尾盘略微震
荡

，

最终
10

月主力合约收盘报
2873

点
，

与上周
五基本持平

。

期现两市成交萎缩
，

期指四个合约
共成交

21.6

万手
，

较上周五下降
1.66

万手
，

持
仓增加

2052

手至
29551

手
。

中金所盘后公布的席位持仓数据显示
，

多
头增仓幅度略大于空头

。

前
20

名多头增仓
605

手
，

大于前
20

名空头增仓的
11

手
。

此外
，

空头
分歧加大

，

第一大空头国泰君安增仓
873

手
，

空
单总持有量增加至

4544

手
。

不过第二大空头中
证期货继上周五减仓

962

手以后
，

周一再减仓
677

手
，

总持仓从上周四的
4000

多手下降到
2486

手
。

其他空头方面
，

上海东证和光大期货
也大幅减仓

，

分别减
547

手和
472

手
。

多头方
面

，

除了中信建投增仓
494

手之外
，

其他各席位
增仓幅度均较小

。

主力空头分歧加大之后
，

期指跌势有望趋
缓

。

从近期的走势来看
，

银行股频频传出利空传
闻而大幅走跌是市场下跌的主要原因

。

而近期
新增股票开户数和新增基金开户数持续回落

，

也对期指短期走势不利
。

不过上周基金在下跌
中加仓

，

加上权重股因估值水平相对较低而下
跌空间有限

，

维持期指中期趋势向上的看法不
变

。

节前交投气氛下降
，

预计周二期指仍将围绕
上周低点附近震荡

。 （

广发期货
谢贞联

）

我国包揽全球商品期货交易量前三位
上半年我国商品期货交易量占全球商品期货交易总量近一半

东华期货研发部
陶金峰

� � � �根据美国期货业协会（

FIA

）对于

全球

76

家衍生品交易所的最新统计，

2010

年前

6

个月，全球期货与期权共

计成交

112.2

亿手， 同比增长

31.7%

。

其中，期货合约共成交

56.86

亿手，同

比大增

47.0%

。 中国商品期货市场发

展势头强劲，其中白糖期货、螺纹钢期

货和天然橡胶期货分别成交

1.79

亿

手、

1.16

亿手和

0.88

亿手， 包揽今年

上半年全球商品期货交易量前

3

位。

我国三大商品期货交易所交易量占全

球商品期货交易量的

48.7%

。

从分类来看，

2010

年前

6

个月，

全球股票指数期货和期权共交易

36.39

亿手，同比增长

16.0%

，占全球

期货和期权总交易量的

32.4%

， 居交

易品种分类首位；单个股票期货和期

权共交易

33.04

亿手， 同比增长

18.0%

， 占全球总交易量的

29.4%

；农

产品期货和期权共交易

5.82

亿手，同

比增长

41.9%

， 占全球总交易量的

5.2%

；能源期货和期权共交易

3.58

亿

手，占全球总交易量的

3.2%

。

从各地区表现来看，亚太和拉美

地区期货和期权交易增长较快，而北

美和欧洲地区期货和期权交易增长

平稳， 其他地区期货和期权交易下

降。 交易所方面，在期货和期权成交

量最大的

30

名衍生品交易所当中，

韩国交易所保持首位，该交易所期货

和期权共成交

17.81

亿手， 同比增长

21.6%

。

CME

集团居第二位，期货和期

权共成交

15.71

亿手， 同比增长

22.4%

。 而欧洲期货交易所则滑落至

第三位， 期货和期权共成交

14.85

亿

手，同比增长

5.7%

。

今年上半年，上海期货交易所期

货共成交

3

亿手，同比大增了

98.2%

，

成交量居于第

9

位，较去年同期排名

上升了

2

位。 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共

成交

2.26

亿手，同比锐增了

143.2%

，

成交量居于第

12

位， 较去年同期排

名前进了

1

位。 大连商品交易所期货

共成交

1.45

亿手 ， 同比下降了

17.2%

，成交量则居于第

14

位。

在成交量前

20

名的股指期货和

期权合约当中， 韩国交易所的

Kospi

200

股指期权依旧名列首位， 共成交

16.71

亿手，同比增长了

21.6%

。 在成

交量前

20

名的能源期货和期权合约

当中，

CME

集团的轻质低硫原油期货

名列首位，上期所燃料油期货名列第

14

位。 在成交量前

20

名的农产品期

货和期权合约当中， 郑商所白糖期

货、上期所天然橡胶期货和大商所的

豆粕期货依次分列前三位。 上期所螺

纹钢期货、锌期货和铜期货包揽金属

期货交易前三位。 中国金属期货在全

球金属期货市场的地位和影响力正

在显著提高。

“

第二届青岛天然橡胶国际论坛
”

召开
，

与会人士认为

天胶价格未来将继续走高
证券时报记者

崔晓莉

本报讯 日前，“第二届青岛天然

橡胶国际论坛” 与会人士对未来天然

橡胶的市场走势进行了讨论。 与会的

部分业内人士认为，全球范围内，可新

增的天然橡胶种植面积有限， 而刚性

需求则不断增长，因此未来一年内，天

然橡胶价格将有可能继续走高。

上述论坛以“争取我国天然橡胶

的国际定价权”为主题，是由青岛市

人民政府主办， 上海期货交易所、中

国证监会青岛监管局特别支持，南华

期货、倍特期货承办的。 来自橡胶轮

胎生产、橡胶贸易商、期货经纪公司

等企业的相关代表近

500

人参加了

此次论坛。

“下半年以来，采购贸易日趋频

繁， 有望出现一个快速增长的势头，

预计今年我国天然橡胶消费量有可

能达到

350-360

万吨，天然橡胶的进

口量将大约在

285-290

万吨左右，比

上年同期增长

4%

以上。 ”中国天然橡

胶协会会长朱秀岩表示， 从

2003

年

开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天

然橡胶消费国和进口国，近几年的消

费量每年约以

10%

的速度在递增。

上海盈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伟波表示，

2006

年至

2010

年我国

天然橡胶的进口量同比不断增长，而

主产国的产量却不乐观，

2008

年以

来，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开割面积一直

在下降，从这个趋势来看，胶价走高

并非难事。

国际橡胶研究组织前总秘书长斯

密特称：“

2010

年消费量大于产量，天然

橡胶价格高涨。

2011

年需求仍高于供

给，估计天然橡胶价格仍然会走高。 ”

海通期货分析师毛建平认为，天

胶价格“从

2008

年

12

月份一路上涨

以来，然后到现在

2.6

万左右，第一阶

段的上涨结束了，

9

月至

11

月份会形

成一个拐点，接下来会是一个

N

型的

走势，看长期的话，我比较乐观”。

“让涉胶企业进一步了解期货市

场，并参与到期货市场中来”，是这次

论坛的首要目的之一。 朱秀岩认为：

“充分利用期货市场， 电子商务等市

场交易手段，整合进口资源，是我国

天然橡胶产业走向国际的一个有效

途径。 ”

“要让更多的企业参与到期货市

场中来，必须长期做好投资者教育工

作， 要充分注重投资者利益保护，而

期货公司是投资者教育工作的主力

军。 ”南华期货总经理罗旭峰说。

高盛称
金价将提前触及

1 300

美元
本报讯 高盛近日表示，低利率

环境将促使金价进一步走高， 美联

储再度重启量化宽松政策将令金价

涨势加速， 黄金将提前到达该机构

此前预计的

6

个月目标价

1300

美

元

/

盎司。

该机构指出，纽约

Comex

期金

的净多头头寸已接近年内最高水

平， 但黄金

ETF

上月仅温和上升，

并且在过去三周持稳， 这也就意味

着， 若黄金

ETF

持仓势头出现追

涨， 那么黄金

6

个月内可能涨至

1300

美元上方。

高盛对黄金一年内的预估值为

1365

美元。 同时，该机构称，若美联

储提前收紧货币政策， 那么金价较

长期而言将面临显著的下行风险。

高盛还预计，铂金将与黄金同步

上涨，并且涨势可能赶超黄金，因汽

车业的复苏将导致铂金供不应求。

在大宗商品领域，高盛指出，中

短期而言，原油、铜、铂金和玉米的

基本面最为有利。 （黄 宇）

我国三季度
橡胶消费预计增长

4 . 3%

� � � �本报讯 天然橡胶生产国协会

(ANRPC)

周一称，

2010

年第三季中

国橡胶消费预计增长

4.3%

，低于之

前三个月

18.7%

的增幅， 因当时轮

胎生产商耗尽国内库存。

ANRPC

资深分析师雅克布表示，

中国需求并不是负增长， 而是增速放

缓，中国更加依赖国内库存，这应当是

一种策略。他同时称，今年一季度中国

橡胶消费增长

28.2%

。 天然橡胶及合

成橡胶进口一季度增加

48%

。

天然橡胶生产国协会

(ANRPC)

包

括缅甸、中国、印度、印尼、马来西亚、

新加坡等

11

个国家，该协会天然橡胶

总产量占全球橡胶产量的

70%

。

在之前几个月中， 由于橡胶价

格高昂，中国并未从现货市场买进。

不过交易员称， 中国目前正在追捧

近月期胶船货以补充库存， 寻求买

入马来西亚和印尼品级橡胶。上周，

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库存较前一周

增加

8.7%

至

2195

吨， 因海外采购

增速。 （黄 宇）

油世界表示
植物油价格将上涨
本报讯 行业机构油世界在越

南举行的会议上表示，

10-12

月期

间全球植物油价格每吨可能上涨

30-50

美元， 因棕榈油库存低于预

期， 巴西天气干燥且生物燃料产量

增加。 下一季度所有植物油的价格

都将会比当前的价格要高。

该机构同时表示， 由于库存充

裕， 小麦和大豆价格可能难以维持

当前分别为每蒲式耳

7.50

美元和

10.50

美元的价格。玉米价格则需要

走强来激励农户不在下一年度转而

种植小麦。

该机构指出， 未来

10

年内，每

年将需要额外的

300

万吨棕榈油来

满足全球需求的不断增长， 这是一

项非常大的挑战。 巴西大豆种植地

区的降雨不足， 引起人们担忧并支

撑植物油价格。

油世界表示，从

10

月

1

日开始

的市场年度， 南美大豆产量可能较

今年创纪录的

1.36

亿吨减少

700

万吨。 （黄 宇）

外盘拉动

油脂市场涨势重燃

新湖期货研究所
荣雅群

周一
，

国内农产品市场在外盘的带动下集
体走高

，

油脂品种亦大幅跳空高开
，

一举突破了
上周的窄幅盘整区间

，

并持续拉升
。

截至收盘
，

豆油
、

棕榈油均突破了
8

月份的高点
，

上行空间
再次打开

。

美国农业部上周公布了
9

月农产品供需报
告

，

报告预测全球
201 0/1 1

年度油籽产量将达
到

4 . 4 06

亿吨
，

较上月预测增加
90

万吨
。

全球
大豆产量预计为

2.54 9

亿吨
，

上调
1 20

万吨
，

其
中主要是美国产量上调

。

美豆丰产预期一度令
市场承压震荡

，

国内油脂市场亦在上周维持横
盘整理

，

消化此利空压力
。

据美国农业部供需报告的数据分析
，

由于
201 0/1 1

年度全球大豆消费量较上年度增加
6.4%

左右
，

从库存消费比看
，

201 0/201 1

年度
，

全球大豆
库存消费比约为

25.1 8%

，

较上年度的
26.4 8%

小幅下
降
。

如此看来
，

全球油脂油料供需大体平衡
，

与上一
年度相比

，

供求基本面正逐步改善
，

美豆丰产对全
球油脂油料市场的利空打压有限

。

而且目前看来
，

全球频频出现异常天气
，

南
美大豆及加拿大油菜籽生长仍面临很大不确定
性

。

目前南美部分地区已出现干旱迹象
，

市场预
计拉尼娜天气的形成将为南美大豆的播种和生
长带来严重干旱威胁

，

巴西和阿根廷大豆产量
可能较上年度产量减少

。

由于
6

月份以来小麦价格的快速拉升
，

打
破了小麦与玉米

、

大豆之间的正常比价关系
。

本
轮以小麦为首的农产品上涨格局逐渐向玉米

、

大豆市场传导
。

国内油脂油料市场的涨幅相对
外盘和小麦

、

玉米而言仍然较小
，

油脂品种存在
补涨需求

。

9

月
1 9

日
，

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
，

8

月份
我国新增外汇占款达到

24 30

亿元
，

创出近
4

个
月来新高

。

这一数据显示出由于人民币升值预
期增强

，

热钱正加速流入我国
。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
8

月份
CPI

同比上
涨

3.5%

，

佐证了国内流动性充裕的事实
。

尽管
CPI

超过年内目标
，

引发了市场对调控政策出
台的预期

，

但目前国内外经济复苏较为缓慢
，

前
景仍不明朗

。

美联储或延续宽松货币政策
，

国内
若加息以控制

CPI

涨幅
，

可能加速热钱涌入
。

短期内国内流动性充裕毋庸置疑
，

而上半
年绿豆

、

大蒜等农产品价格的疯涨亦显示了资
金对农产品的青睐

。

总体看来
，

全球油脂油料的供需状况正在
逐步改善

，

后期油料作物生长面临多变天气的
威胁

，

油脂市场仍有炒作题材
。

而相对小麦
、

玉
米而言

，

价值仍在低位的油脂或在后市受到国
内充裕资金的青睐而重燃涨势

。

沪铜下跌风险不大多单过节无妨
光大期货

曾 超

� � � �本周三至周五，国内期货市场将

因中秋假期而休市，而

LME

市场仍然

交易。 长假期间外盘铜价是否会下

跌，国内铜的多头部位是否可以持仓

过节， 无疑是许多投资者关注的问

题。 笔者认为长假期间外盘铜价下跌

的风险不大，在控制持仓量的前提下

持多单过节无妨。

最近两周铜价走势有三个特点：

一是中国央行可能采取紧缩性货币

政策的市场预期，对于国内外铜价均

有影响；二是国内股市下跌对于沪铜

有一定压制，但影响渐弱；三是伦铜

走势强于沪铜。 受市场传闻监管部门

查违规资金和橡胶价格下跌拖累，

9

月

9

日国内铜价大幅下跌。

10

日伦铜

再度走弱，最主要原因是中国统计局

将

8

月份的经济数据提前至周六公

布，市场担心通胀率过高，紧缩政策

接踵而至。 上周二和周三国内有色品

种均高开回落连续下跌，主要还是受

到升息预期和股市下跌的影响。 不过

从金属市场最近的表现来看，股市下

跌对铜价的影响在减弱。 而外盘铜价

强于国内，除前述政策预期因素对国

内铜价影响较大外，还有一个是汇率

因素：伦铜和沪铜分别以美元和人民

币计价，前者有贬值趋势，而近期人

民币大幅升值，对沪铜上涨有一定抑

制。

目前阶段支撑或推动铜价上涨

的因素主要包括：美日欧等主要国家

央行继续推行宽松货币政策、预期中

国需求季节性回升，以及交易所库存

持续减少等。 而铜市场面临的风险主

要是中国加强调控，或实行加息或提

高银行准备金率等紧缩性货币政策，

以及美欧经济恶化、欧洲债务危机重

燃、美元上涨等。 风险因素无疑是我

们关注的重点。

我们认为短期国内政策调控的

风险并不大，在某种程度上人民币主

动升值也是一种紧缩政策。 目前央行

没有必要将加息和升值两项政策并

举。

9

月

2

日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大幅

升值，官方牌价从

9

月

1

日的

6.8126

升至

17

日

6.7172

，

12

个交易日上涨

了

954

个基点，升值幅度达到

1.42%

。

虽然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美参众

议员及政府官员施压，被视为近期人

民币快速升值的直接诱因，但从经济

政策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升值能够部

分发挥调整贸易结构、缓解国内物价

上涨的功效，并且能够部分解决央行

所面临的控制通胀预期和稳定经济

增长的两难矛盾。 主动让人民币升值

实际上也是一种紧缩性货币政策，从

这个角度也可以推断，近期加息或调

准备金的可能性都不大。 而近期央行

报告及银监会官员的表态，令市场对

于政策紧缩的忧虑稍稍舒缓。 货币市

场也显示出宽松迹象，央行长假前连

续向市场净投放资金。

虽然在日本央行的干预下，美元

兑日元暂时止住了跌势，但美元可能

会对欧元继续贬值。 总体而言美元的

下跌还会延续。

8

月份中国铜及铜材进口

37.95

万吨， 环比

7

月的

34.29

万吨增加了

3.66

万吨，增幅为

10.68%

，这是在

6-

7

月份比价关系并不利于进口的情况

下取得的增长。

最近一周交易所铜库存减少

10057

吨， 总量至

67.28

万吨。 其中

LME

铜库存减少

7200

吨，至

38.42

万

吨，是去年

11

月中旬以来最低水平；

国内铜库存小幅增加

200

吨，而

COMEX

铜库存减少了

2773

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