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本年度大豆进口

将增至

5450

万吨

总部位于汉堡的油籽业刊物油世

界周二预测，

2010

年

8

月至

2011

年

7

月年度中国大豆进口将大幅攀升至

5450

万吨， 远高于

2009/2010

年度的

4682

万吨。

油世界预计， 中国

2010/2011

年

度大豆压榨量预计为

5270

万吨， 高

于

2009/2010

年度的

4650

万吨， 因

该国经济增长激发对豆油和豆粕的

需求。

但油世界也表示， 由于近期大量

进口， 过去两到三个月中国的大豆库

存已升至纪录水准， 这可能抑制未来

数周的大豆进口。

油世界预估， 今年

1

月和

2

月中

国大豆进口量分别回落至

450

万吨

-

460

万吨和

280

万吨

-290

万吨。

去年

12

月时曾高达

543

万吨。

预计

3

月时大豆进口恢复到

330

万

吨

-350

万吨。

（黄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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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息难改塑料牛市行情

齐兴华

央行于

2

月

8

日宣布再加息

0.25

个百分

点， 对商品期货来说， 多少会有一些影响。 今

年总体上仍是一个 “政策年”， 政策及宏观经

济因素对商品的影响将越来越大。 从整体上来

看，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复苏， 国内通胀高企仍

将延续， 大宗商品价格将以上行为主， 塑料价

格重心也将上移， 有望延续上涨行情。

一般来说在每年的

2

月份是传统的春季农

膜备货期。 在这期间的农产品价格、 各地库存

量、 工厂开工率等都成为市场炒作的热点， 进

而影响到对塑料农膜的消费预期， 对期货价格

影响比较大。

宏观经济方面， 我们认为，

2011

年全球

经济整体仍然向好， 美国为提振经济仍将继续

推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通胀势必会在全球

蔓延， 这将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高企； 国内

方面， 国家的宏观调控手段对行情会有所打

压， 但整体通胀高企仍是主导

2011

年全年的

主基调， 塑料价格仍将延续上涨格局。

作为大宗商品的风向标及产业链顶端的原

材料， 原油对塑料价格的影响无疑是不容忽视

的。 从目前原油走势来看，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内， 原油价格的上涨是大概率事件， 而原油价

格有望在今年突破百元大关。 这在很大程度上

将给予塑料价格的上涨很大支持。

供给方面， 新增产能较少， 供应小幅增

加。

2011

年， 国内基本没有新增产能投产，

相对于近几年来说压力是最小的。 市场对于前

期新产能的消化将成为主旋律。 另外一方面，

节能减排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PE

的正常生

产， 所以在

PE

供给方面， 我们并不十分看

好。 如果装置出现故障或开工率偏低， 其产能

释放效果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 预计今年

我国

PE

产量在前期产能释放的前提下， 也仅

仅是呈现小幅上涨的局面。

需求方面， 薄膜需求将稳步增长。

2010

年

1

月份

-11

月份， 国内塑料制品累计产量为

5145.4

万吨， 较

2009

年同期增长

20.9%

； 同

时从各月同比来看，

2010

年均在

10%

以上，

显示出我国塑料行业整体增长势头强劲。 在消

费领域上， 我国塑料消费主要集中在包装膜和

农膜领域。

随着

2011

年我国经济将继续保持高速增

长势头， 市场对塑料薄膜的需求将不断攀升，

尤其对包装膜的需求将进一步加大， 将支撑着

塑料价格的上行。 与此同时， 随着农产品价格

的上涨， 市场对农膜的需求将继续增加， 尤其

是在季节性消费旺季时期。

我们对历年来塑料期货行情的统计， 统计

结果显示， 每年

2

月份， 塑料价格的上涨概率

还是比较大的。

综上所述， 在货币环境不发生突然转向的

条件下， 我们认为， 在目前市场在供需基本平

衡的情况下， 塑料市场的底部会随原油的上涨

而逐步抬高。

具体操作上， 以

11000

元为多空分水岭，

价格只要不下破此价位， 将会持续在此受到支

撑， 总体以逢低做多策略为主， 行情将以全球

通胀因素为主线， 呈现上行格局。 重要的压力

位可能产生在

13890

元

/

吨附近。 如果跌破

11000

元价位， 则止损出局。

（作者系弘业期货分析师）

华北旱情超预期 郑麦兔年首日狂飙

7％

昨日郑麦期价和单日涨幅均创下历史纪录

证券时报记者 李哲

不断蔓延的华北地区旱情超

出了市场预期。 联合国粮农组织

近日发布华北地区严重冬旱影响

小麦产量的一份特别警告， 引爆

了市场积蓄许久的激情。

8

日， 芝

加哥商品期货交易所小麦期货价

格大幅上扬， 达到

29

月来的新

高， 国内小麦期货价格更是在兔

年第一个交易日飙升

7％

。

截至昨日收盘， 郑州商品交易

所强麦主力

1109

合约收盘报

3051

元

/

吨， 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200

元

/

吨， 涨幅高达

7.02％

；

9

日，

CBOT3

月小麦合约在亚洲交易时

段继续上涨， 盘中达到了每蒲式耳

8.83

美元， 是

29

个月来的高位。

“单日涨幅达到

7％

以上， 非

常罕见， 一方面与节日涨幅扩大

有关， 更主要的是与华北地区旱

情超出市场预期有关， 粮食供给

偏紧预期正在强化。” 格林期货分

析师李永民表示， 当日强麦期货

主力合约刷新上市以来价格新高

点， 也创下了单日涨幅最大纪录。

“在全球市场已然吃紧之际，

中国主要冬小麦产区遭遇的严重

旱灾或将严重威胁到其冬小麦产

量。” 联合国粮农组织在

2

月

8

日

早间一份特别报告指出，

2010

年

10

月以来华北平原降水显著低于

历史平均水平。 而华北地区正是

中国冬小麦的主要产区， 因此

6

月的冬小麦收割令人担忧。 低降

雨减少了在

12

月至

2

月低温时期

积雪对休眠期小麦的保护， 也降

低了生长期小麦需要的土壤湿度。

报告显示， 主要受影响省份

为山东、 江苏、 河南、 河北和山

西， 这些省份占到全国小麦产量

的

2/3

。 报告预计， 这些省份中的

516

万公顷将会受到影响， 而总种

植面积为

1400

万公顷。 干旱还同

样造成

257

万人和

279

万头牲畜

饮水困难。 政府已支出

150

亿美

元来补贴农民的收入和其他成本。

即便如此， 华北旱情有进一步加

重趋势， 冬小麦生长面临严峻考

验， 抗旱保苗任务艰巨。

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

生产国， 虽然国内粮食储备几十年

来足以自足， 但一旦中国开始大量

进口粮食， 将会对国际粮价产生巨

大影响。 当前， 国际粮食市场自突

尼斯因食品价格飙升而发生骚乱

后， 北非及中东加快了进口国际小

麦， 国际市场的旺盛需求吸引投机

资金大举做多， 推动麦价上涨。

与此同时， 全球主产区气候原

因也支持了国际小麦的价格， 如美

国南部平原天气干燥、 加拿大面临

低温威胁、 中国冬麦区遭遇大旱

等； 美元指数持续走低也是辅助

CBOT

小麦连续上涨的主要因素。

业内人士指出， 投机资金的

积极参与和偏紧的市场供给格局

将继续推动粮食价格走高。 期价

突涨也许和某个可供炒作的热点

有关， 但行情趋势持续向上则是

和投机资金的积极参与或不可分，

而资金的进场又必然与偏紧的供

给格局相互关联。 “粮价上行压

力无可争议， 高价可能在未来几

个月仍将持续。” 联合国粮农组织

报告如是说。

特级大旱盖过加息利空影响

车勇

2

月

8

日央行宣布自

2011

年

2

月

9

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

款基准利率

0.25

个百分点。 自从

2010

年

10

月

19

日央行开始采取加

息策略后， 不到

3

个月时间已经连

续加息

3

次。 可见， 国家控制通货

膨胀的决心和态度是坚定不移的。

但是， 国内小麦主产区持续的旱情

催生上涨行情并没有被加息所产生

的利空压力所抑制。

春节后首个交易， 强麦

WS1109

最终以

3051

元涨停报收， 上涨

200

元， 创品种上市以来的单日最

大涨幅， 实属罕见。

我国小麦主产区河南、 山东、

河北以及江苏北部一带， 自从去

年

10

月份小麦播种以后至今未出

现有效降雨， 致使我国小麦主产

区旱情逐渐升级。 在

2011

年

1

月

13

日， 人民网以 《我国九省市遇

冬旱山东河南局部达特旱等级》

为标题转发中国天气网消息， 称

山东、 河南、 河北等

9

省市降水

则持续偏少， 旱情迅速发展其中

山东旱情堪称

50

年一遇。 如此大旱

袭击我国小麦主产区， 对小麦生长

带来灾害性影响， 至今旱情仍未缓

解。 根据春节期间笔者实地考察，

部分旱情严重地区甚至有未出苗现

象， 有些地区由于寒旱造成部分麦

苗冻死。 小麦主产区大旱若再得不

到及时缓解， 小麦减产或将成定局。

自

1

月

14

日至今， 郑州强麦在

不到

15

个交易日上涨

350

元左右，

涨幅高达

12%

以上， 其主要诱因就

是投资者对国内小麦主产区旱情的

担忧。 就目前的行情看， 只要旱情

难以有效缓解强麦强势状态就会维

持下去。 目前投资者应密切关注产

区旱情发展， 视旱情变化而调整持

仓头寸。

根据历年的经验， 由于旱情形势

严峻， 即便发动农户灌溉， 仍旧无法

彻底改变旱情对小麦最终造成的减

产。 若旱情不能得到改善， 后市行情

出现回调依旧是介入的好机会。

但需要注意的是， 伴随着期价高

企， 投资者密切关注旱情同时也不能

忽视国家紧缩政策持续带来的压力。

（作者系光大期货分析师）

史上最强 国际铜价悄然过万美元

证券时报记者 游石

春节期间， 国际铜价站上

10000

美元关口， 创有史以来的新

高。 这既在市场的意料之中， 但又

在预期之外。

截至

2

月

7

日收盘，

LME

三

月期铜报

10045

美元

/

吨， 春节期

间涨幅为

1.01%

。 昨日国内期市迎

来长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但盘面

表现平静 ， 沪铜主力合约微涨

0.67%

， 收于

74960

元

/

吨。

6

年前， 当国际铜价上涨至

3000

美元

/

吨时， 市场绝大多数观

点认为价格已到了历史高位并即将

开始下跌， 巴克莱资本的 “美女分

析师” 英格丽·史特恩第一个在公

开场合预测铜价将到

4000

美元。

对于她的另类观点， 业内曾极度怀

疑。

5

年前， 铜价突破

5000

美元

后， 英格丽将目标位上调到

8000

美元。 虽仍有不少资深人士认为这

是在 “放卫星”， 但由于当时铜市

良好的基本面和技术形态， 投资者

变得将信将疑。 去年底， 当巴克莱

资本再度预计铜价将上涨到

10000

美元， 市场已完全相信。

不过出乎多数人意料的是，

突破来得如此之快以及低调。 相

比国内农产品因北方干旱题材暴

涨，

LME

锡两周大涨

10%

， 铜

市在不经意间就完成了历史性的

跨越。

供应吃紧是推升本轮铜价上涨

的主要因素。 由于缺乏大型在建项

目， 近几年来铜供应没有显著增

加。 根据国际铜研究组织 （

ICSG

）

的统计数据，

2010

年前三个季度

全球精铜产量同比增长了

5％

， 但

其中原生金属铜的产量只增长了

1.9％

， 再生铜增长高达

25％

， 铜

价的上涨刺激了废杂铜的回收和冶

炼。 矿产产量增长缓慢，

2010

年

前三个季度矿产产量仅增长了

0.8％

， 矿产产能利用率进一步下

降到

79.7％

。

而未来两年， 铜供应增长也

将十分有限。 海通期货分析师汪

飞介绍， 因受

2008

年金融危机影

响， 上一轮很多矿山投资在后期

停滞， 再融资相当困难， 延迟了

铜矿投产的期限。

2009

年以后全

球流动性泛滥， 推动铜价新一轮

暴涨， 推动矿权价格直达天价，

也限制了收购开发的进度， 估计

到

2013

年以后才会有一些大的铜

矿项目投产。

另外， 过去数月， 秘鲁、 智利

等产铜国货币相对美元升值， 以及

通货膨胀提高了工人对薪资的需

求， 铜生产成本大幅增加。 全球最大

的铜生产国智利，

2010

年上半年铜

矿生产成本同比增加

25%

， 而

2009

年全球精铜的平均生产成本为

3195

美元

/

吨。

在需求端，

2009

年中国刺激政

策拉动投资、

2010

年西方经济体复

苏重建库存， 使金融危机后全球铜消

费需求快速恢复。

未来随着中国 “十二五” 电网建

设， 预计投资超过

5000

亿元， 建成

“三纵三横” 特高压交流骨干网架和

11

项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特高压

输电线路总长将达

4

万公里。 以及为

期

3

年的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

程， 预计投资规模不少于

2000

亿元，

当中约有

2/3 (1300

亿左右

)

会用于

购买输变电设备， 包括变压器、 电

线、 电缆、 铁塔、 电杆等。 这些都将

继续带动对铜的需求。

周三， 沪胶高开， 主力合约

RU1105

创下

43500

元

/

吨的

新高后震荡回落， 报收于

42215

元

/

吨， 涨

1.99%

。 春节长假

期间国际天胶价格继续走高， 全球制造业数据强劲， 市场期待

中国买家春节后入场采购， 天胶供应依旧紧张，

TOCOM

天胶

7

月基准合约

2

月

9

日创下

508.3

日元

/

公斤的历史新高。 后市

天胶将震荡走高，

RU1105

将上攻

45000

元

/

吨的强阻力。

周三， 受国际铜价大涨的影响， 沪铜期货跳空高开， 不过

在中国央行加息的利空影响下， 震荡回调。 主力合约

CU1105

报收于

7554

元

/

吨， 微跌

40

元

/

吨。 近期全球公布的强劲制造

业数据支撑铜价走强， 美元走弱也提振铜价。 不过， 在中国加

息的背景下，

LME

期铜价格在

10000

美元

/

吨附近充分强势调

整后， 沪铜有望继续震荡走高。

周三， 受春节期间

ICE

棉花上涨鼓舞， 郑棉

1109

合约开盘

再创

34000

元的历史新高， 随后减仓回调， 终盘报

33180

元

/

吨，

跌

0.35%

。 美国棉花总会调查显示， 美国棉农

2011

年植棉面积

会达到

1250

万英亩， 较

2010

年增加

14%

。 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

预增， 将牵制棉花上涨势头， 但是难改近期强势， 预计

CF1109

将继续冲击

35000

元

/

吨。 （东华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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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Report

沪胶

:

高开低走 沪铜

:

冲高回落

�郑棉

:

高位回调

全球

2010/2011

制糖年

糖产量将增至

1.65

亿吨

德国统计分析机构

F.O.Licht

周二称 ，

2010/2011

制糖年全球糖产量预计将增至

1.651

亿吨， 上一年度为

1.544

亿吨， 因为不断攀升

的价格刺激农户增大甘蔗种植面积。

洲际交易所

(ICE)

原糖期货合约逼近

30

年高位， 因紧俏的全球供应， 较低的库存水平

以及强劲需求均提振期货市场行情。

最近数月， 多个产糖国的恶劣天气对糖产

量造成冲击， 因此这家德国的统计分析机构下

调了去年

10

月份所作的初步产量预估。 当时，

该机构称， 估计全球

2010/2011

年度糖产量将

增加

7.7%

至

1.664

亿吨。

F.O.Licht

在对

2010/2011

年度首次食糖产量

预估报告中称，

2010/2011

年度全球糖产量将增

加

1190

万吨， 全球甘蔗糖产量将增加

11%

至

1.337

亿吨， 而

2009/2010

年度为

1.205

亿吨。

“面对急速上涨的食糖价格， 全球供应对

此的反应将远不及我们的预估，” 分析机构

F.

O. Licht

表示， “近几个月， 本年度供应状况

甚至出现小幅收紧的现象， 加之库存水平降至

20

年低位， 表明糖市仍如履薄冰。”

该机构表示， 下调

2010/2011

制糖年印

度、 澳大利亚、 巴西和中国的糖产量预估， 但

上调巴基斯坦、 泰国及墨西哥产量前景。 库存

耗尽的状况无法在一个制糖年度里得以扭转，

今年糖价仍将得到良好的支撑。 （黄宇）

美麦飙升至 29 个月高点

2

月

9

日

，

CBOT

小麦期货市场继续上涨

，

刷新

29

个月最高水平

，

因为联合国粮农组织警告中国小麦产区的干旱

可能导致供应进一步吃紧

。

CBOT3

月合约周三在电子盘继续上涨

，

截至北京时间

17

时

，

最高报

883

美分

。

周二该合

约大涨

15.50

美分

，

报收

874.25

美分

/

蒲式耳

。

张常春

/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