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炭合约交割标准品

为一级冶金焦

证券时报记者 魏曙光

大商所品种部负责人昨日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 焦炭期货合约交割标准品大致相当于国

标的一级冶金焦， 交割地区为河北、 山东、 天

津、 江苏 （连云港） 等地作为基准交割地， 而

山西作为焦炭期货非基准交割地， 相对基准交

割地贴水

200

元

/

吨。

这位负责人表示， 焦炭期货合约选择冶金

焦作为合约标的， 是按大品种思路设计， 遵循

了服务现货市场的原则。 在交割质量标准方

面， 总体来看， 焦炭期货合约交割标准品大致

相当于国标的一级焦， 这部分产品约占总消费

量的

40%

左右； 替代品大致相当于国标中的

一级半至二级焦， 产品流通量约占总量的

40%

左右， 标准品和替代品覆盖了总消费量的

80%

左右。

在交割制度上， 交易所从遵循现货贸易习

惯、 降低交割成本、 防范交割风险三个方面出

发， 设计了交割细则、 指定交割仓库管理办

法、 标准仓单管理办法。 根据焦炭特点， 设计

了厂库和港口仓库并行交割的制度， 鼓励非标

准仓单开展期转现交割， 引入第三方质检机构

进行仲裁， 优化仓单流程， 按照标准水分折算

计重等。

在涨跌停板和保证金制度上， 大商所将焦

炭期货的涨跌停板和保证金比例分别设定为

4％

和

5％

； 在合约月份上， 全年各月均设置了

焦炭的合约月份； 交易单位设置为

100

吨

/

手

的交易单位。

对于如此巨大的交易单位， 这位负责人表

示， 焦炭的市场规模巨大，

2010

年产量约为

3.80

亿吨， 价值约

7000

亿元， 远远超过大商

所现有品种， 现货企业生产规模也较大。 另

外， 随着期货市场的发展壮大， 一大批实力比

较雄厚的投资者开始关注并进入到商品期货市

场中来， 因此较小合约规模不适应焦炭这一品

种， 所以交易所把交易单位设置为

100

吨

/

手。

同时考虑到焦炭生产、 消费和流通规模大致为

1000

吨的整数倍， 为便于仓储管理和交割，

将交割单位设为

1000

吨。

国际棉价涨势可能已结束

证券时报记者 黄宇

随着纽约棉价创下美国内战以来

最高价， 美国新棉播种面积创下纪

录， 以及

2007

年来首次补库， 纽约

棉花期货的涨势即将终结。

据彭博社对分析师和交易商的调

查显示， 到今年

12

月底， 纽约棉花

价格将跌至

1

美元

/

磅， 较目前水平

下跌

51%

。 对冲基金已在棉价处于

高位时大量减持。 据美国农业部估

计， 从

8

月份开始的新年度里， 美国

棉花产量将增长

11%

， 达到

1.275

亿

包， 较需求 （

1.2

亿包） 增幅

3%

高

出

3

倍。

加拿大基金公司第一资产管理

公司经理约翰·史蒂芬森表示， 纽

约棉花价格经历了一轮大牛市， 但

目前来看， 其涨势难以再持续了。

棉花播种面积增长， 加上食品和燃

料价格高企， 服装需求退居次要地

位了。

澳大利亚洪灾、 中国产量下

降， 刺激了纽约棉花价格在今年

3

月

7

日创下了

140

年高点

2.197

美

元

/

磅。 全球第二大运动品牌生产

商阿迪达斯本月表示， 棉花价格高

涨正在威胁其边际利润。 全球最大

的连锁超市沃尔玛称， 其出售的各种

衣服成本越来越高。

史蒂芬森称， 棉价高企正刺激

农民播种更多棉花， 这将导致玉米和

大豆播种面积相应减少。 据联合国粮

农组织估计， 去年

7

月以来， 玉米价

格上涨

79%

， 而大豆价格也上涨了

50%

。

尽管纽约棉花价格在今年

3

月创

下纪录， 但根据美国明尼苏达州联邦

储备银行网站计算，

1973

年纽约棉

花价格曾创下

14

年高点

99

美分

/

磅，

相当于现在的

4.92

美元

/

磅。

据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数据

显示， 对冲基金及其他货币基金多头

持仓自去年

9

月创下高点后， 目前持

仓减持幅度高达

64%

， 减持力度创下

2008

年来最大。 目前基金已连续

7

周减持多头头寸， 是

2006

年来减持

时间最长纪录， 目前基金多头为

29185

手。

目前洲际交易所期货数据显示，

棉花价格到今年

12

月将跌至

1.25

美

元

/

磅， 不过期货价格到

2012

年

10

月才低于

1

美元

/

磅。

而且， 即便棉价跌至

1

美元

/

磅，

也比过去

10

年来平均水平

61.16

美

分

/

磅高出

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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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商所

4

月

2

日起进行

焦炭交易系统模拟测试

大连商品交易所定于

4

月

2

日及

4

月

9

日上午

9:00

至

11:30

， 进行模拟

焦炭品种上市交易的系统联网测试。

本次测试保留现有品种并增加

新品种焦炭， 代码为 “

j

”

,

共设

8

个

合约， 分别为

:j1109

、

j1110

、

j1111

、

j1112

、

j1201

、

j1202

、

j1203

、

j1204

。

在测试过程中， 会员单位的交易人

员需完成登录、 开仓、 平仓、 交易

数据是否正确、 下单反馈速度、 成

交回报反馈速度、 实时行情、 预备

单委托、 资金变化等各项功能的测

试工作。

（魏曙光）

经易金业称

年中是金价买入好时点

昨日， 经易金业发布 《经易黄金

市场研究报告》 称， 金价今年

6

月、

9

月有望形成调整的低点， 下半年将

走出一波上涨行情。

国家注册高级黄金分析师、 经

易金业市场总监顾海鹏认为， 面对

极其复杂的

2011

年， 黄金有望迎来

先抑后扬的格局， 季节性波动特征

重新占据主流，

1

月、

6

月、

9

月有

望形成调整的低点； 在价格方面，

震荡区间维持在

1260

美元

-1630

美

元之间， 黄金均价仍会在

1420

美元

的高位。

（魏曙光）

现货清淡 郑棉失守三万关口

证券时报记者 游石

见习记者 沈宁

短暂的反弹仅仅维持了一周，

期棉市场便再次 “翻脸”。 昨日， 郑

棉全线大幅下挫， 领跌国内期货市

场。 大跌来得很突然， 上海中期棉

花分析师见惊雷表示， 郑棉走弱的

根本原因是现货需求的 “不给力”。

28

日， 郑棉主力

1109

合约以

30000

元

/

吨开盘， 全日低开低走，

收报

28825

元

/

吨， 较前日结算价

下挫

1595

元， 跌幅达

5.24%

， 主

力合约再次跌破三万元关口。

见惊雷称，

32000

元以上的棉

花价格纺织企业很难接受， 纱线产

销预期的下降使得纺企购棉意愿有

所削弱， 高等级新疆棉销售也不像

往常。 当前部分存棉企业对棉价继

续上涨的信心不足， 出货积极性开

始增加。

据调查， 近一个月来， 棉花现

货成交价格已有一定幅度下跌， 目

前国内

3

级地产棉市场价格普遍在

29000-30000

元

/

吨附近， 新疆棉

价格稍高， 为

30000-31000

元

/

吨。

国内棉花现货一直不是很好， 成交

清淡， 昨日因为期货市场大跌午后

现货商大多停止采购。

纺织行业是周期性行业，

2-3

月份行业景气度一般不高， 加之今

年年后用工成本大幅上升， 近期纺

织企业产销状况并不理想。 国家统

计局数据显示，

2011

年

2

月我国

纺纱产量为

188.9

万吨， 环比减少

16.1

万吨， 减幅为

7.85%

； 纺织品

服装出口额为

104.4

亿美元， 环比

下降

51.7%

， 同比减少

17.4%

。

与此同时， 近期国内棉纱也出

现滞销现象， 纱厂库存压力较大。

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的调查表

明 ，

3

月初纺织企业纱销率为

92.8%

， 较

2

月初降低

3.1

个百分

点； 库存折天数为

13.4

天， 较

2

月初增加

1.5

天。

见惊雷还指出， 新年度植棉意

向的增加对于市场也有利空影响。

我国农业部

2

月底公布的种植

意向调查显示，

2011

年全国植棉

意向增幅

5.4%

， 其中长江流域增

长

5.7%

， 黄河流域增

7.7%

， 西北

流域增

2.1%

。

此外， 本周美国农业部将公布棉

花种植面积预估数字， 此前市场预计

美国

2011/2012

年度美棉种植面积将

达到

1300

万英亩， 同比增长

18.2％

；

预计收获面积

1160

万英亩。

北大方正物产集团棉花业务部经

理董淑志认为， 棉花现货供需不佳，

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导致涉棉企业资

金普遍紧张， 采购意愿减弱， 但现货

市场的价格还是比较坚挺。 今年的棉

花消费弹性要大于往年， 后期应当密

切关注下游市场的需求， 考虑到本年

度棉花成本比较高， 期价跌太深也不

现实。

极端气候很难消退；播种面积减少成大概率事件

两大因素力挺豆价继续走强

孙宏园

一季度大豆价格走势整体处于

弱势整理中， 除

1

月份在阿根廷减

产忧虑的提振下美豆价格小幅上扬

外，

2

、

3

月份价格走势屡屡遭受

各种利空信息的打压。 在美豆意向

播种面积公布之际， 美豆价格却出

现不温不火的窄幅波动行情， 后期

走势是延续一季度的疲弱行情？ 还

是会突破一季度的整理平台、 重新

站上

1400

美分， 并带领其他豆类

产品向更高目标迈进？ 我们认为后

者的概率更大。

极端气候二季度很难消退。 步

入二季度， 南半球主产国巴西、 阿

根廷的大豆生长周期已渐入尾声，

收割期间如果出现过多降雨会推迟

甚至延误最佳收获时间， 从而导致

产量受损。 即使出现理想天气， 南

美大豆产量也只能是巴西增加、 阿

根廷减产。

而据美国国家气象局最新数

据显示， 太平洋中东海域海平面

温差已连续

7

月低于

-0.5℃

， 而且

最近一个月的温差仍然低至

-

1.3℃

。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这样

低的温差要想回到

-0.5℃

以上至少

是

3

个月以后的事情。 因此， 拉

尼娜现象至少在二季度是不会消

退的， 而与拉尼娜现象相伴的农

作物减产预期会随时燃起投资者

炒作天气的热情。

种植面积减少是大概率事件。

二季度同样是北半球两个大豆主产

国美国、 中国的集中播种期， 此时

种植面积的多寡也将为未来大豆产

量奠定基础。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中美两国的大豆种植面积都存在流

失的风险。

中国农业部

3

月中旬公布的消

息称， 今年全年粮食意向种植面积

整体增长

1.2%

， 而大豆意向种植

面积却出现大幅下滑， 预计调减

11.2%

。 尽管美国农业部播种面积

意向报告

3

月底才公布， 但是高盛

等相关机构的前瞻性报告显示， 美

豆种植面积会大幅削减。 笔者从近

30

年美国大豆和其他农产品， 特

别是和玉米的比价及其种植面积的

相关关系推测， 美国农场主更乐意

种植经济效益高的玉米。

低库存水平很难得到补充。 尽

管二季度是美豆出口销售的季节性

淡季， 但是远好于历史同期的累计

销售显示其出口需求的旺盛。 根据

美国农业部周度出口数据显示， 截

至

3

月

17

日， 美豆

2010/2011

年

度累计出口销售

4039

万吨， 高于去

年同期的

3682.65

万吨， 远好于历史

同期水平。 显然， 美豆近两年创纪录

的产量基本都被持续强劲的出口需求

消化， 美豆期末库存水平始终保持在

1000

万吨以下。 而根据今年的意向

种植面积情况， 这种库存水平低下的

现象很难改观。

中国需求会再次成为热点。 中国

一直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在中国国内

产量增长无望的情况下， 迅猛增长的

消费需求只能依靠增加进口量。 中国

的大豆进口依存度近两年已跳涨至

80%

多， 在中国庞大人口基数下增长

起来的进口量自然成为国际炒家推升

大豆价格的坚实后盾。

今年一季度， 中国进口大豆一直

处于亏损状态， 现货月一季度平均亏

损

400

元

/

吨，

5

月亏

300

元

/

吨，

9

月

亏

100

元

/

吨。 二季度国产大豆种植

面积的大幅减少无疑会再次加重国内

供给不足的忧虑。

然而下游消费方面却是异常火

热， 二季度本来就是饲料传统的需求

旺季， 同时可观的养猪利润下催生的

多余补栏仔猪， 更是会为豆粕季节性

旺季锦上添花。 供给忧虑外加需求旺

季因素， 会使得中国需求再次成为市

场炒作热点。

（作者系华泰长城期货研究所分析师）

昨日， 国内有色金属期货追随周边市场出现较大幅度的调

整，沪铜试图反弹遇阻，

1106

合约收盘报

71070

元

/

吨，下跌

1460

元

/

吨。市场对于全球货币政策是否会转向的担忧令商品市场承

压，国内对资金紧张的担忧也在加大。铜市场方面，日本地震使

部分铜冶炼加工企业停工，原运往日本的铜精矿转运中国，导致

供应增加。国内现货市场下游消费企业仍持观望心态。操作上暂

且观望，等待后期价格做出方向性选择。

周一， 沪胶和日胶双双重挫， 其中沪胶主力合约

1109

收盘

4.45%

，报

34150

元

/

吨，资金大量离场。当日商品市场整体表现疲

弱，主要受到宏观面的压制。美联储官员频频发表讲话，暗示美

国可能在今年

6

月

30

日第二轮量化宽松之后不再开始第三轮量

化宽松。虽然

4

月份国内流动性相对充裕，但

5

月起将不再乐观。

东南亚橡胶仍处于停割期，橡胶现货价格继续坚挺。但后期基本

面逐渐转弱，顺应趋势操作。

大连塑料受到周边市场影响大跌，跌幅一度超过

2%

。现货市

场受到期货价格的大幅回落压制，各地也出现一定程度的降幅。现

货市场成交清淡。近期商品市场重点关注明星品种的跌势，塑料也

将追随主流品种出现一轮低位行情。 这与塑料自身的基本面并不

相符。

4

月初仍有止跌反弹的可能。建议短线多单观望为宜，随周边

市场逢高沽空较为稳健。

（银河期货）

世界焦炭产销情况

从国际市场看， 焦炭市场发展经历了两个

重要阶段：

2002-2005

年， 世界焦炭供应持续

增长，

2006

年的焦炭供过于求。

2002

年以前，

世界焦炭的年产量基本稳定在

3.5

亿吨左右，

支撑着全球钢铁行业的稳步发展。 伴随着世界

经济的整体复苏及钢铁工业的快速发展，

2005

年世界焦炭产量上升到接近

5

亿吨， 较

2001

年增长约

40%

。

在过去的

10

年间， 世界焦炭产量逐渐由

亚洲地区尤其是中国所主导。

1998

年到

2008

年间， 亚洲焦炭产量增长

1

倍多。 与之相比，

欧洲焦炭产量与同期相比下降

18%

； 北美洲产

量与同期相比下降

22%

； 前苏联国家焦炭产量

增长

29%

。 目前世界焦炭产量的增量主要来自

中国焦炭产量增加。

2009

年， 全球焦炭产量

5.8

亿吨。 同年， 我国焦炭产量总计

3.5

亿吨，

占到世界焦炭总产量约

60%

。 欧洲地区焦炭产

量基本稳定在

5000

万吨左右， 但占世界焦炭

比重从

2001

年的

14%

减少到目前的不足

10%

。 北美地区焦炭产量总体呈下降趋势。

随着全球经济的高速增长， 世界各国对焦

化需求强劲的走势没有改变。 总的看， 由于多

数发达国家钢铁生产焦炭消费约占焦炭消费总

量的

90％-95％

， 因而焦炭表观消费量基本随

着生铁产量的增长而增长。 按国际钢铁协会统

计，

2001

年全球粗钢产量

8

亿吨，

2009

年飙

升至

12

亿吨。 随着钢铁冶金、 化工有色、 机

械铸造等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相应将带动焦炭

需求继续增加。

分地区看， 由于欧、 美、 日等发达国家和

地区工业化、 城镇化建设过程的完成， 钢铁冶

金、 机械制造业的转移， 钢铁需求基本处于平

稳趋降势头， 钢铁生产对焦炭需求也基本稳

定； 只有亚洲地区一些发展中国家， 尤其中国

和印度钢铁生产的大幅度增产， 对焦炭需求持

续高增长。

世界焦炭出口贸易量在

2002

年不到

3000

万吨增加到

2005

年

3000

万吨左右。 近年来，

世界焦炭出口贸易量基本稳定在

3000-3500

万

吨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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