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尼今年天胶产量

预计增长

8%

印度尼西亚橡胶协会行政主管

Suharto Honggokusumo

表示， 印度尼

西亚

2011

年天然橡胶产量将增长

8%

， 至

308

万吨。

Suharto

称， 该预估依然取决于

天气。 如果种植区的降雨仍过量， 产

量将与去年

285

万吨的水平相一致。

印度尼西亚是全球第二大天然橡

胶生产国和出口国， 仅次于泰国。

天然橡胶价格目前处于纪录高

位， 因主要生产国的橡胶产量因去

年天气条件不理想而受损， 而全球

需求从经济危机时的低迷水平开始

反弹回升。

TOCOM

基准

6

月橡胶期

货合约上周五一度触及每公斤

442.9

日元的纪录新高。 同时， 来自泰国、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主产国的轮

胎等级现货橡胶价格也处于每吨

5000

美元上方。 （黄宇）

中糖协表示

白糖供应依然偏紧

中国糖业协会

1

月

7

日发表最

新产销简报称， 截至

2010

年

12

月

末 ， 本制 糖期全国已 累计 产糖

294.22

万吨， 低于上制糖期同期产

量

309.38

万吨； 产甘蔗糖

231.99

万

吨， 产甜菜糖

62.23

万吨。 截至

12

月末， 本制糖期全国累计销售食糖

169.04

万吨， 略低于上制糖期同期

的

179.86

万 吨 ； 累 计 销 糖 率

57.45%

， 上制糖期同期为

58.14%

。

预计全国产甘蔗糖

1100

万吨， 甜菜

糖

100

万吨， 全国合计

1200

万吨。

中国糖业协会对全国重点制糖企

业 （集团） 报送的数据进行统计，

2010/2011

年制糖期截至

2010

年

12

月末， 成品白糖累计平均销售价格

6815.62

元

/

吨， 其中甜菜白砂糖、 绵

白糖累计平均销售价格

6659.16

元

/

吨， 甘蔗白砂糖累计平均销售价格

6841.22

元

/

吨。

2010

年下半年以来， 糖价一路

蹿升， 相继突破

5000

元、

6000

元、

7000

元关口，

11

月更是一度达到

7500

元

/

吨的历史高位。 供不应求是

白糖价格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

2009/2010

制糖期全国共生产食糖

1073.83

万吨， 而消费量在

1350

万

吨左右， 由此形成

280

万吨的巨大

供需缺口。 中国糖业协会预计本榨

季中国食糖产量为

1200

万吨， 预计

消费

1400

万吨左右， 供需缺口为

200

万吨。

(

魏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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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前郑棉将维持高位震荡

柳青

上周， 国内外市场利多利空因素交织。 国

内现货市场上， 魏桥提高棉花收购价格； 国际

市场上澳大利亚、 巴西遭暴雨袭击； 在此带动

下， 郑棉强势上涨， 刷新上月

21

日高点。 而

美国公布的周度销售报告现久违的负值， 此消

息直接带动美棉深幅回落。

据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调查显示， 截至

1

月

7

日， 全国新棉采摘进度是

98％

， 同比下

降

1.9

个百分点； 籽棉交售率是

87.8％

， 同比

降

6.5

个百分点， 棉花加工企业新棉加工率为

86.1％

， 同比下降

2.9

个百分点； 新棉销售率

27.5％

， 同比下降

16.9

个百分点。 根据棉花信

息网公布的各地籽棉收购价格来看， 各主产区

目前收购均价位于

6.08

元

/

斤左右， 折皮棉价

格 （

3

级） 回升至

27026

元

/

吨左右， 较

11

月

末的最低价上涨

3126

元

/

吨。

上周棉纱价格有所企稳，

C32S

（棉花网

全国均价）

7

日报价较元旦前小幅上涨

50

元

/

吨， 结束了去年

11

月中旬以来纱价单边下跌

的趋势，

7

日报价为

33900

元

/

吨。 据中储棉花

信息中心公布的工业库存报告显示： 截至

1

月

6

日， 纺织企业纱销售率为

94.2％

， 环比提高

了

0.2

个百分点， 库存折存天数为

13.4

天， 环

比减少了

2.4

天； 布的销售率为

92.4％

， 环比

降低了

3.1

个百分点， 库存折存天数为

31.6

天， 环比增加了

4.8

天。

基于近期纱布行情有所回暖， 纺织企业资

金压力有所缓解， 并且普遍看好春节后棉市行

情， 节前备货有所热情升温， 棉商惜售情绪蔓

延。 但在春节前， 下游订单情况仍不理想， 今

年的春节备货行情将弱于往年， 市场的全面回

暖或将在春节之后。

另外， 据工信部数据显示，

2010

年

1~11

月

棉纺织行业

500

万元以上项目固定资产投资总

额

3508.08

亿元， 同比增长

29.54%

， 增速较上

年同期提高

20.01

个百分点， 比全国工业投资增

速高

6.84

个百分点， 行业投资保持旺盛态势。

近期， 南半球的强降雨受到各界的普遍关

注， 全球棉花主产国澳大利亚和巴西都遭到了暴

雨袭击。 据了解， 澳大利亚的棉花主产区位于其

东部， 包括昆兰士东南部和新南威尔士北部。 本

次澳洲洪灾中受灾最严重的是昆士兰省中部和南

部， 据当地棉花企业估计， 昆省东部西奥多附近

7500

公顷农作物被毁。 但据美国农业部预计，

澳大利亚本年度产量为

87

万吨， 占全球棉花总

产比重较低， 对全球的影响或有限。 另外， 巴西

的主产区集中在其东北部和西南部， 本次降雨主

要在东南部地区， 目前看来影响有限。

目前， 国内现货市场仍是维持清淡， 此状

况预计将持续到春节。 也正是由于基本面的平

静， 所以市场对于消息面的反应也更加明显。

在洪灾的刺激下刷新新高， 在美棉销售利空和

商品市场普遍回落的带动下深幅调整。 但总体

震荡区间仍维持在我们之前预计的

27500~

29500

元之间。 由于目前国内现货价格在加工

贸易商普遍看好后市以及加工成本的双重支撑

下， 有所走高， 因此， 笔者预计本次回调的空

间有限。 考虑到年度后期的缺口， 如

1109

合

约能回落至

27000~27500

元区间仍是长线多单

布局的良机。 （作者单位： 新湖期货研究所）

2011

年钢价走势分歧渐起

证券时报记者 游石

在宏观调控、 通货膨胀和产能

过剩共同作用下， 去年国内钢价经

历了一波三折的走势。 今年随着

“十二五” 开局， 钢材市场基本面

又有新的变化， 在上周六举行的

“第四届中国钢铁物流合作论坛”

上， 各方对

2011

年钢价走势及行

业运行发表看法。

“钢价今年先涨后跌， 涨幅有

限， 但跌幅很可能超出想象。” 中

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钢铁物流专业

委员会主任虞钢表示。

他认为，

2011

年钢材需求存

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国内钢铁产能

总体过剩， 以及国际需求仍较为疲

软， 将制约钢材价格上涨的空间。

预计

2011

年国内钢材市场总体将

围绕行业平均成本震荡运行， 价格

总体水平将高于

2010

年。 西本新

干线钢材指数全年将在

4000-4900

元

/

吨区间波动运行。

虞钢分析今年钢市运行节奏认

为， 鉴于

2010

年底国内钢材库存

水平相对较低， 且商家面临冬储成

本明显高于往年同期，

2011

年春

节后， “囤积后推涨惯性” 和 “春

节后资金盘面相对宽松” 因素， 国

内钢材市场或迎来一波推涨行情。

但由于需求面不确定性因素， 且钢

铁生产在目前环境下利润的丰厚，

供给压力会逐渐迫使钢价停止上涨并

回落。 至于回落幅度， 他认为，

4000

元

/

吨是模型计算的预估数据， 具体

低点取决于供给压力程度以及国内货

币供给政策环境、 复产速度、 以及货

币政策取向力度。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蔡进则判

断，

2011

年钢材市场整体运行是稳

中趋涨。

“国内钢铁需求增长

10%-12%

，

钢铁出口受国际经济复苏影响， 仍然

有较好的基础。 另外， 通货膨胀、 环

保节能减排等方面， 都会提高成本，

对钢价构成支撑”。 但对于行业， 蔡

进认为钢铁产业的利润空间将会受到

严重挤压。

齐鲁证券研究所副所长周涛对

2011

年钢铁市场并不乐观， 一方面

体现在今年产能投放依然存在较大

增量， 全年新上炼铁产能约

7000

万

吨左右， 有效产能增长约

5000

万

吨。 预计

2011

年粗钢增量约为

5500

万吨。 淘汰落后产能目标是

2011

年

淘汰

7000

万吨生铁产能， 但能否顺

利实施尚存变数。

另一方面主要由于四万亿经济

刺激后， 未来投资将会面临增速放

缓， 钢铁需求也进入低速增长期，

2010

年和

2011

年国内钢铁需求分别

为

6.14

亿吨和

6.57

亿吨， 增速将从

9.0%

下降到

7.0%

。 因此周涛预计，

2011

年钢铁行业总体呈现高成本、

高钢价、 低利润的局面。

根据有关规划，

2011

年底前要

淘汰落后炼铁能力

7200

万吨、 炼钢

能力

2500

万吨。 如果按照这一目标，

2010

年预计已淘汰

3200

万吨炼铁产

能， 推算

2011

年将再淘汰炼铁产能

约

4000

万吨。 考虑到目前国内钢材

产能总体处于过剩状况，

2011

年国

内钢材产能释放仍将取决于钢铁企业

的盈利状况以及国家节能减排的政策

力度。

据统计，

2010

年

1-11

月我国粗

钢和钢材产量分别为

57725

万吨和

73029

万吨。 同比分别增加

10.1%

和

15.7%

， 增幅较上年同期下降

1.95

和

1.72

个百分点。

美元反弹

PTA

短期压力显现

唐峰磊

2011

新年伊始， 商品市场再显

动荡。 我们注意到此次高位集体回

调的时间点与一年前惊人的相似，

是否也会如去年初一样展开一轮大

级别调整行情呢？ 本文通过对

PTA

生产成本、 远月升水及季节性规律

等方面的分析， 试图给出答案。

我们需要先对目前的整体环境

做出定性。 美国就业数据在

2011

年之初， 已经为我们奠定了其全年

的主基调———复苏， 但同时也预示

了复苏仍有过程。 对比美、 日、

英、 德、 西班牙、 希腊、 爱尔兰等

主要经济体的失业率， 我们发现

2010

年整体仍继续走高， 这就决

定了货币刺激政策在短期内难以发

生实质改变。 当然， 美元走势更多

要参考欧美经济指标间的对比。 欧

元区整体失业率高企， 而美元区已

经在新年之初有所改善， 或带来美

元一轮反弹行情。 这一点， 从近期

银行间拆借利率的回落也或多或少

得以印证。 而这些都将给新年伊始

的商品市场带来一定压力， 尤其是

面对

2010

年末高企的价格。

回到

PTA

上面， 在经历了万

元关口的再度突破之后， 高位的压

力已经越发明显。 首次， 不可否认

此前一轮反弹主要受到原油为首的

原料上涨带来的成本推动， 但如果

我们考察

PX

折算后的成本， 会发

现

PTA

整体利润率已经偏高。 换

言之， 成本上涨的带动并不足以支

撑

PTA

目前的价格。

其次， 我们注意到近远月的价

差往往能反映出市场预期的变化，

从而为我们判断行情走势提供依

据。 对应郑州

PTA

期货市场， 当

远月升水高企时， 往往是行情见顶

回落的时候， 而远月升水回落时，

则多会出现回升的势头。 究其原

因， 我们可以做以下分析： 当远月

升水扩大时， 对应近月的转弱， 实

际上反映出现货的相对疲软， 盘面

的压力不言而喻； 当远月升水减

小， 则意味着现货的相对转强， 可

以想见下方的支撑相对也是比较强

的。 我们考察近远月价差走势， 可

以发现近几周以来远月升水不断扩

大。 根据以上逻辑， 或意味着高位

的压力将不期而遇， 阶段性的顶点

或许不远了。

再者， 我们通过对

PTA

价格

运行的季节性规律分析也能感受到压

力的存在。 通过对以往历年

PTA

现

货价格走势的直观分析， 我们可以看

到， 每年年初现货价格基本运行平

稳， 除了

2009

年在大规模投资拉动

的背景下， 化纤业的库存重建过程推

升了一轮上涨行情， 自

2004

年以来

的其余年份

PTA

现货价格在

1-2

月

均表现平平， 并不具备走高的动力。

其实分析具体原因， 我们可以从下游

找到答案。

1

月为传统化纤聚酯行业

淡季， 从化纤及聚酯月度产量走势可

以清晰看到， 历年

1

月的产量均明显

低于全年平均月度水平， 需求的短期

低迷是导致原料价格相对趋稳的主要

原因。 而今年

1

月， 在货币政策继续

回归正常的大趋势下， 或许需求的清

淡将比往年更加突出。

最后， 我们仍将注意力回归期货

盘面， 此轮上涨无疑是缺乏资金的有

效配合的。 持仓及成交额的不断下

滑， 也提示我们高位追涨的风险渐渐

显现。 因为对于目前的商品市场， 缺

失了资金的眷顾是难以有大行情的。

综上所述， 我们建议前期多单适

当回避， 结合技术面分析， 本周

PTA

或有望伴随美元反弹重新试探万元关

口附近支撑。

（作者单位： 浙商期货研究中心）

化工产品将进入新一轮上涨周期

证券时报记者 李哲

已上涨两年的化工产品丝毫没

有停下脚步。 虽然市场忧心行业产

能过剩， 但是在

2010

年， 化工产

品普遍涨幅约

20%

。 市场人士预

计，

2011

年国际原油如发力， 国

内化工市场将在新一轮上涨周期中

继续快速前行。

据生意社石化

100

风向标的统

计显示， 在刚刚过去的

2010

年，

石化化工产品以涨为主， 且产品涨

幅多集中在

15-30%

。 回顾

2010

年

化工产品价格走势， 不少的化工产

品价格在第一季度出现了一波不小

的涨幅， 但在第二季度几乎都出现

了回调， 很多又回到了谷底。 受节

能减排的影响， 基础化工产品价格

从

8

月份出现集体上涨，

9

月份加

速上涨， 并推动了基础化工板块

9

月份开始的行情。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是产

业链上游的原油， 还是产业链下游

的工程塑料、 精细化工产品等， 在

2009

年下半年和

2010

年的市场表

现都有很大的共性， 产业链的全线

上扬以及能源、 化工、 橡塑的全板

块价格强势， 都表明整个石化化工

产业都在上涨。

“如果从供需角度来解释， 那

可能无法解释。” 中信建投化工行

业分析师梁斌认为， 产品价格走势

主要受供需关系影响， 但就对化工

行业而言， 由于大规模产能投放，

大部分化工子行业产能均已过剩，

按此逻辑化工产品价格均难有起

色， 但是

2010

年化工产品价格却

大幅波动， 甚至不少产品价格还创

新高。

中国化工网资讯总编刘心田认

为， 全面上涨的

2010

年， 如果再

结合

2009

年的石化市场表现， 充

分表明石化化工市场进入新一轮景

气周期。 原因是， 全球经济危机带

来的影响逐渐消退， 石化化工市场

的外部环境更趋于明朗， 而长达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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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的市场 “回暖”， 决不能简

单理解为一时的 “反弹” 或 “回

调”， 其应是新一轮周期的前端和

上升阶段。

“

2011

年的石化化工市场，

从目前看仍处于上涨阶段。” 刘心

田认为， 国际原油如发力仍会对石

化化工市场带来较大动力。 如若原

油下半年走弱， 则不排除石化化工

市场提前进入整理阶段。

无疑， 全球经济继续好转成为

以油价为龙头的化工类产品价格上涨

的重要推动力。 南华期货分析师张一

伟认为， 更重要的是， 美国经济转好

会导致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所上

升， 进而压制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上

涨。 但石油价格

2010

年严重跑输大

宗商品， 因此主要还是受基本面的推

动， 所以如果经济复苏良好预期能逐

步落实， 对石油是利好。

银河期货资深策略分析师付鹏认

为， 预计

2011

年原油价格重心上移

至

90

美元

/

桶。 石油价格的上涨直接

导致乙烯法

PVC

成本大幅上涨， 推

动了

PVC

的价格上涨。 这样电石法

PVC

将间接受益石油价格上涨， 一般

情况下， 国际原油价格对乙烯法和电

石法的盈利比较点为每桶

70

美元左

右， 预计未来如果油价继续上攻， 电

石法

PVC

生产企业也将获益更多。

大宗商品及股市周二普遍下跌， 螺纹钢表现坚挺， 主力

1105

合约尾盘报收于

4834

元， 涨

35

元。 目前主力逐渐转向

RB1110

合约月份， 周二

RB1110

合约成交， 持仓大幅增加，

日内持仓增

44204

手， 成交增

10.7

万手。 螺纹钢库存出现持

续两周增加， 目前需求逐渐减少， 对钢价起到一定的压抑。 但

铁矿石持续上涨， 导致高成本的钢价， 对螺纹钢价格起到支撑

作用。 操作上， 建议投资者前期多单可继续持有。

上周五美盘下跌， 昨日亚洲电子盘及整体商品均出现低开

走高信号， 使得连豆小幅高开后震荡走高。 目前行情处于长期

上涨过程， 美豆中短期处于回探过程， 连豆市场正关注美豆回

探时间和幅度上的变化。 操作上， 中期保持偏多思路。 关注

欧美股市和美元指数对整体商品的影响。 在美豆缺乏利好信息

的情况下， 选择了延长下探时间， 此时间最多不能超过

1

个

月， 而时间上看， 正好赶上春节假期。

周一郑麦市场交投较活跃， 呈低开低走态势。 主力合约

WS1109

尾市报收于

2695

元， 下挫

36

元， 持仓增加

1946

手。 从

盘面看， 早盘郑麦期价在上周五美麦收低的影响下期价延续近期

弱势格局， 开盘后即在空方的抛压下震荡下挫， 期价重心再次下

移。

WS1109

其日

K

线报收阴线， 场内看空氛围浓厚， 来自上方

的抛压仍不容忽视。 预计郑麦期价仍将以弱势震荡为主。 操作上

建议投资者可逢高短空。 （金瑞期货）

行情点评

Daily Report

伦敦金银市场协会预计

今年黄金均价为

1457

美元

伦敦金银市场协会

(LBMA) 7

日公布的一

份年度调查显示， 预计

2011

年金价和白银平

均价格分别为

1457

美元

/

盎司和

29.88

美元

/

盎

司， 较

2010

年分别高出约

19%

和

48%

。

调查显示， 预计

2011

年铂金价格和钯金价

格平均水平分别为

1813

美元

/

盎司和

814.65

美

元

/

盎司， 较

2010

年分别高出约

12.6%

和

54.8%

。

参与此次调查的一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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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分析师， 他

们以伦敦定盘价为基础列出了对几种贵金属在

2010

年的最高、 最低和平均价格。

调查还显示， 分析师预计

2011

年金价最

高价均值为

1632

美元

/

盎司， 最低价均值为

1268

美元

/

盎司； 白银最高价均值为

38.36

美

元

/

盎司， 最低价均值为

22.93

美元

/

盎司； 铂

金最高价均值为

2015

美元

/

盎司， 最低价均值

为

1598

美元

/

盎司； 钯金最高价均值为

993.35

美元

/

盎司， 最低价均值为

631.17

美元

/

盎司。

（黄宇）

螺纹钢： 交投活跃

连豆： 冲高回落

强麦： 低开低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