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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

120

泰铢胶价对市场有一定支撑作用。

高盛集团称

玉米小麦价格或已见顶

据高盛集团表示， 农产品期货价

格近来大幅上涨， 目前来看可能已经

见顶， 因为全球供应预计要高于早先

预期。

高盛称， 从目前到未来

12

个月

里， 玉米期货价格可能少有变动， 约

为每蒲式耳

6.75

美元， 而小麦期货

价格可能上涨

3%

， 约为每蒲式耳

7.50

美元。

高盛分析师称， 美国农业部上周

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谷物库存高于早

先预期， 这可能压制农产品价格。 市

场注意力开始转移到

2011/2012

年度

谷物供应前景， 因而近期农产品价格

可能面临下跌压力， 尤其是玉米和棉

花。 谷物价格下跌可能有助于缓解食

品成本压力。

高盛认为未来

12

个月玉米和小

麦期货价格不会持续飙升， 但是其价

格仍可能超过近五年来的平均水平。

过去五年玉米平均期货价格为

4.18

美元

/

蒲式耳， 小麦平均期货为

6.16

美元

/

蒲式耳。 （黄宇）

油世界调低

巴西大豆产量

总部位于汉堡的油籽业机构油世

界周二表示， 由于近期降雨影响收

割， 巴西

2011

年大豆产量料在

7000

万吨

~7100

万吨之间， 低于此前预估

的

7100

万吨

~7200

万吨。 新的产量

预估数据仍高于巴西

2010

年大豆产

量

6860

万吨。

巴西

3

月初爆发强降雨， 适逢几

个地区进行收获的非常敏感时刻， 降

雨损害了大豆产量。

油世界指出， 未来几天的天气

对于大豆收成非常关键。 “巴西大

豆产出难以达到此前

7100

万吨

~

7200

万吨的乐观预期。” 油世界称，

如果天气很快好转和加紧收割的

话， 产量仍可达到

7000

万吨

~7100

万吨。 （黄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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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泄漏危机

导致金市短期流动性匮乏

龚山强

短期来说， 日本地震引起的日本国内工厂

停产， 可能辐射到原材料价格， 继而导致大宗

商品下跌， 拖累贵金属价格。 但是， 一旦日本

开始重建， 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将不断推高原材

料价格。 从这个角度来说， 目前商品价格承压

只是暂时的。 由于福岛核泄漏危机， 导致了市

场难以确认日本灾后重建开始的时间， 因此大

宗商品本周内持续承压。

然而核泄漏危机的影响还不止此。 物资本

就处于缺乏状态日本， 由于核泄漏危机无法确

定的情况， 也出现了抢购物资的情况。 因此在

这种人心惶惶、 物资短暂匮乏的情况之下， 至

少在日本国内， 现金将成为最为抢手的资产。

同时由于近期全球股市的下挫， 也引起部分投

资者卖出资产以补足流动性。 因此在当前的情

况下， 贵金属市场可能将面临着流动性匮乏的

局面。

由于工厂停产导致了大宗商品的价格承

压、 市场难以确认重建启动时间以及物资匮乏

现金为王这三个重要的因素， 导致了短期内资

金流出金市存在巨大可能性。

当然目前的好消息是日本央行已向市场提

供了巨额的流动性， 以稳定市场。 而且从官方

言论来说， 核泄漏事件也进一步得到了控制，

最短可能会在本周内给市场一个较为明确的答

案。 在这之前， 贵金属市场将继续承压。

周二国际贵金属市场大幅下挫， 黄金一度

跌至

1381

美元

/

盎司， 白银也一度跌破

34

美

元

/

盎司的重要支撑。 从技术面上来说， 短时

间的大幅下挫有较大概率引起未来

1-2

天的惯

性下跌， 加之流动性匮乏的担忧， 短线上很可

能会继续测试下方支撑。

但由于中东和欧洲又相继出现各种利多贵

金属市场的因素， 美联储也表示将维持第二轮

量化宽松规模不变， 因此预计本次贵金属的大

幅下挫将是一个短线行情， 最快在本周内就可

能结束。 而下周也有较大可能企稳， 不过这种

预期是以核泄漏事件最终结果得以确认为前

提。 因此笔者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该事件的进

展。 （作者系高赛尔研究中心分析师）

泰国暂停橡胶出口 誓守

120

泰铢胶价

证券时报记者 魏曙光

泰国政府昨日表示， 暂时停

止出口橡胶， 并要求供应商控制

橡胶价格在

120

泰铢以上。 受此

提振，

16

日国际市场橡胶价格纷

纷止跌反弹， 而泰国指标

RSS3

橡胶则上涨至

100

泰铢附近。

泰国副总理素贴昨日表示，

橡胶价格下跌情况异常， 因为存

在中国与日本投资者炒作问题，

已经与两个国家有关部门交涉。

同时在面对买家联合压低价格情

况下， 暂时禁止出口橡胶。 同时

需要橡胶商配合减少市场供给

量， 控制价格在每公斤

120

泰铢

以上。 财政部也与商业银行协

商， 为橡胶商增加放款及提供信

贷担保，

3

月

21

日将召开泰国橡

胶政策委员会， 公告协商解决当

前问题。

泰国橡胶园协会会长乃鹏透

露， 近

20

天来， 因为南部各大公

司连手压低橡胶价格， 使得橡胶

的价格下跌约

60

泰铢， 由原来的

最高价每公斤

183

泰铢下滑到现

在的

120

泰铢。 受到影响最重的

是小型橡胶业者及各农业机构，

因为之前高价购买橡胶存放， 目

前预计将损失

90

亿泰铢。 大型橡

胶业者受影响不大， 因为如果橡

胶价格持续下滑， 他们会趁机购

买囤货。

乃鹏表示， 泰国国内有一个

小型橡胶业者， 高价购买胶汁生

产生橡胶片， 再等

7~10

天就可

以出售， 但由于目前售价太低，

亏本过大， 为逃避债务问题寻短

见。 大型橡胶业者了解小型橡胶

业者及农业机构没有足够的流动

现金经营， 就采用不购买或压低

售价的方式迫使其低价出售， 使

得目前的橡胶价格下滑至低谷。

乃鹏补充道， 如果政府赞助

80

亿泰铢的基金， 让农业机构用于管

理， 就能让橡胶价格回升。 农业机

构可暂时将橡胶库存起来， 不用低

价出售。

与此同时， 天然橡胶生产国协会

发布声明称， 日本的需求占全球天然

橡胶需求量的

7%

， 日本强震对全球

橡胶需求的影响有限， 因普利司通和

米其林等主要公司的工厂未遭破坏。

即使日本东北部一些汽车轮胎厂停产

几天， 不会严重影响全球需求。 如果

有微小的影响， 也将是短暂的。

“天胶生产国和国际三方橡胶理

事会 （

ITRC

） 本周将讨论支撑价格的

措施。 我们正在安排会议日期， 可能

会在泰国召开， 我们本周需要做些工

作来阻止价格下跌。 我们将考虑是否

应暂时停止出口或减产， 与以往一

样， 来帮助支撑价格。” 天然橡胶生

产国协会秘书长如此表示。

受上述消息提振， 国际橡胶市场

16

日价格出现明显止跌回升， 各大橡

胶交易市场价格纷纷上扬 。 泰国

USS3

橡胶现货价格上涨至每公斤

102.37

泰铢

~103.55

泰铢， 周二报

98

泰铢

~101.55

泰铢； 东京橡胶基准合约

收报

384

日元， 涨幅

8.87%

； 上海橡

胶期货主力合约

1109

收报

34210

元

/

吨， 涨幅

3.29%

。

美联储继续宽松政策 高油价令人担忧

证券时报记者 李哲

美联储

15

日决定维持现行利

率不变， 市场流动性持续充沛， 市

场通胀预期依然强烈。 在原油市场

上， 尽管供应量创历史新高， 但是

油价走高趋势仍在。

美联储本次议息会议声明中与

政策相关的措辞没有变化， 美联储

仍然强调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仍然维

持在

0-0.25%

的水平， 收回的抵押

证券本金继续再投资以及继续执行

6000

亿美元的国债购买计划。 这

说明美联储仍然非常坚定地继续执

行第二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会

按既定计划于

6

月底结束。

最值得关注的是美联储本次议

息会议声明中对油价的看法。 与市

场预期一致， 美联储认为近期的

油价上涨对通胀产生的上行压力，

但仅是暂时性的影响。 不过， 不

少分析机构仍对于油价继续上涨充

满担忧。

统计显示， 截至

3

月中旬， 国

际原油基准价格已经比

2

月份平均

水平上涨

10

美元

~15

美元， 北海

布伦特原油和纽约轻质原油价格已

双双突破每桶

100

美元。

“如果国际油价在

2011

年

9

月份之前仍保持在目前水平或进一

步上涨， 世界经济增长或显著放

缓。” 国际能源机构

15

日表示， 亚

洲和中东地区的需求增加将导致

2011

年全球石油日均需求量稳步上

涨至

8940

万桶， 比

2

月份的预期

调高

10

万桶。

国际能源机构估算， 如果油价

上升

10%

， 在其后的一年里世界经

济增速将下降

0.2

个百分点到

0.7

个

百分点。 该机构还说， 高油价持续

时间越长， 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拖

累作用就越明显。 如果再出现相应

的财政紧缩， 其负面影响会被进一

步放大。

海通证券分析师李明亮认为，

最近中东局势并没有扩散到伊朗和

沙特， 加上日本大地震造成原油短

期需求的下滑， 这种形势下

2011

年的原油均价不会超过

110

美元

/

每桶。 油价对核心通胀的影响是缓

慢的、 渐进的， 并不会让美联储提

前中止量化宽松。

尽管如此， 市场对于供应短

缺的预期依然强烈。 国际能源机

构报告称， 西亚和北非地区动荡局势

已给市场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 由于

局势动荡难平， 利比亚原油生产和出

口基本陷于停滞。 过去利比亚每天对

全球市场的供应量约

130

万桶。

值得注意的是， 在供应方面， 全

球日均供应量在

2

月份增加至

8900

万桶， 比

1

月份增加

20

万桶， 创历

史新高。 欧佩克

2

月份的产量因利比

亚产量损失略有下降， 至日均

3005

万桶， 但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在内的非

欧佩克成员国的产量增加到

5320

万

桶， 使全球产量有所增加。

国际能源机构的报告还预计， 受

地震和海啸灾害影响， 日本可能需要

额外的石油和天然气来弥补能源供应

短缺。 但该机构表示， 很难预测日本

的石油供应缺口。

下游需求疲软 沪铝仍将弱势震荡

平安期货研究所

昨日沪铝主力

1106

合约开盘

报

16635

元

/

吨， 小幅下挫后进入

横盘整理格局， 临近尾盘小幅上

翘， 最终收于

16655

元

/

吨， 上涨

100

元

/

吨。 外围市场方面， 隔夜

LME

铝开于

2557

美元

/

吨， 随后一

路震荡下行， 尾盘收于

2498

美元

/

吨， 较周一下跌

2.54%

。

结合前一段时间的走势来看，

自

2

月末以来， 铝价整体呈震荡下

行走势， 而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近

期复杂的国际宏观环境使市场信心

发生动摇。

从基本面上来看， 上周五日本

强震引发的海啸对受灾地区的工业

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日本五大汽

车厂商的先后宣布停产。 由于汽车

制造业在全球铝的消费中所占比重

较大， 而日本的汽车产量位列全球

第一， 如果其汽车工业产能下滑，

对铝造成的利空压力将非常沉重。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地震引起的福

岛核电站的核泄漏依然未能得到控

制， 为应对危机， 东京电力公司已

经于

14

日起在其所辖供电区域内

分五个区域先后实施限电措施。 据

估计日本电力不足的尴尬局面将延

续到

4

月末， 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

了部分受灾企业难以在短时间内恢

复产能， 铝的下游消费在未来一段

时间内仍将相对疲软， 直接对铝价

形成压制。

现货方面， 国内现货铝成交价

一路下滑， 上海铝现货成交价格在

16450

元

/

吨上下浮动。 从目前的

情况来看， 贸易商在较大的价格压

力下普遍有着较强的出货意愿， 但

下游需求却表现相对疲软， 成交整

体较为清淡。 商务部

3

月

15

日预

报称， 下游铝材加工企业需求平

淡， 无锡等地区铝库存上升， 铝价

小幅回落。 下游需求疲软将在未来

一段时间内对铝价形成压制。

库存方面， 伦敦金属交易公布

铝库存增加

39175

吨至

4624925

吨， 而美国商务部上周四公布的数

据显示， 美国

1

月铝进口环比下滑

0.2％

， 同比下降

22.8％

；

1

月铝出

口则环比大幅增加

98.9％

， 较上年

同期飙升

160.7％

。 这显示欧美铝

的消费整体上仍较为疲软。 加上日本

地震带来的心理冲击， 预计外围铝价

短期内仍难有起色。

总之， 铝价短期内仍面临较大的

压力。 一方面， 日本地震不但沉重打

击了汽车工业， 其衍生出的核泄露危

机将对市场信心带来持续的压力。 另

一方面， 目前铝的下游需求仍较为疲

软， 市场交投清淡。 我们认为， 铝价

前期的调整幅度虽然较大， 但短期内

仍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 预计沪铝仍

将维持弱势震荡格局。

周三， 沪胶午盘后强劲反弹， 主力合约

RU1109

报收于

34210

元

/

吨， 上涨

3.29%

。 国际橡胶协会与中国橡胶协会将成

立联合工作组， 以应对天胶价格震荡。 泰国、 印尼和马来西亚

三大产胶国干预市场， 胶价受到一定支撑。 丰田汽车公司周四

开始恢复

7

家汽车零部件工厂的生产， 轮胎巨头普利司通也从

周三恢复

3

家日本工厂的生产。 日胶期货强劲反弹， 并带动沪

胶反弹。 预计后市

RU1109

将上攻

35000

元

/

吨的较强阻力。

周三， 沪铜期货高开高走， 止跌反弹， 主力合约

CU1106

报收于

70580

元

/

吨， 上涨

2.10%

。 日本股市强劲反弹， 市场

恐慌心理有所缓解， 对于日本重建的需求支持铜价技术性反

弹。 不过， 日本核危机还面临不少变数， 国内也面临货币紧缩

的压力， 欧洲债务危机和北非中东局势仍不太平， 短线反弹并

没有改变近期铜价的调整格局。 预计后市

CU1106

将上冲

71200

元

~71600

元的阻力区间。

周三， 棉花期货先抑后扬， 午后走势强劲， 主力合约

CF1109

报收于

29825

元

/

吨， 涨

2.25%

。 农业部近期全国农民种

植意向调查显示， 今年全国棉花意向种植面积增长

5.4%

。 据海

关统计，

2

月份我国共进口棉花

18.4

万吨， 环比减少

20.7

万吨，

减幅

53％

； 同比减少

16.7%

。 进口下降和棉花意向种植面积增

加， 棉花期货仍有较强的调整压力。 如果日本核危机缓解， 后市

CF1109

将继续上攻

30000

元的阻力。 （东华期货）

行情点评

Daily Report

沪胶：强劲反弹 沪铜：止跌回升 郑棉：减仓上涨

现货商看淡塑料市场行情

证券时报记者 游石

石油化工以原油作为初级原料， 向下又分

叉成乙烯

-

聚乙烯 （

PE

） 和对二甲苯 （

PX

）

-

精对苯二甲酸 （

PTA

） 等主要产业链， 但在今

年以来国际油价飙升的过程中， 下游产品的境

遇却并不相同 。 据统计，

PTA

价格上涨

10.15%

， 而塑料却下跌了

4.73%

。 在象屿期货

主办的塑化沙龙上， 现货贸易人士称， 赚钱

难， 塑料价格陷入上下两难的怪圈。

象屿集团华东烯烃部负责人戴坤华表示，

现在塑料的特点就是牛皮市。 从成本因素来

看， 原油价格高企对塑料支撑很强， 比如

100

美元的国际原油， 对应石脑油乘以

9

的系数，

聚乙烯生产成本是

1300

美元左右。 而国际线

性的价格

1420

美元，

PE

价格为

1320

美元

~

1380

美元， 塑料成本在

11100

元以上。 如果

考虑到仓储、 运输以及销售公司的利润， 成本

更高一些。 但现在国内现货报价也就刚刚

11000

元出头， 塑料价格是国内外倒挂， 市场

价和生产成本倒挂， 要想大跌是比较难的。

但上涨同样困难重重。 据戴坤华介绍， 一

方面因为库存压力大。 春节前中石化

PE

和聚

丙烯 （

PP

） 的库存是

17

万吨， 春节后最高达

到

28

万吨， 现在是

22

万吨。 中石油全国库存

正常水平是

34

万吨， 现在是

42

万吨。 上海港

码头还有

20

万吨

~30

万吨的货， 市场供应非

常充裕； 另一方面， 今年塑化产能扩张也很厉

害， 神华

PP

扩容

100

万吨， 内蒙大唐新建

50

万吨。 国外菲利普斯还有

230

万吨乙烯产能要

释放出来， 采用更低成本的中东原料。

会议上， 绝大多数贸易商对今年塑料行情

看淡。 戴坤华介绍，

4

月份中石油、 中石化检

修最多， 如果

4

月份没有行情， 估计今年也就

没有了。 阜泰石化周佳滨也认为， 目前市场状

况和去年很像， 中石油、 中石化、 港口库存高

企， 对价格压力不小。

源耀进出口公司经理胡燕燕分析， 现货商

手中也有很大部分库存， 他们相比中石油、 中

石化更有资金压力， 不可能长期压着货不卖。 考

虑到

4

月、

5

月份下游农膜进入淡季， 在消费不

畅， 市场资金面又一旦收紧的情况下， 成本对价

格的支撑就会减弱。 另外， 原油价格走势也有变

数。 比如最近日本地震和欧元区债务危机， 导致

油价大幅波动和塑料向下的概率较大。

昨日， 塑料期货主力合约收报于

11425

元

/

吨， 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15

元或

0.1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