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赵宇恒

7 月 13 日，郑商所发布公告，对晚籼稻期货
业务规则进行修订完善。本次修订主要包括优
化晚籼稻期货交割指标体系，调整替代品贴水幅
度，收严储存品质判定指标三方面内容。修订后
的晚籼稻期货业务规则自LR2011合约起施行，
LR2011及后续合约于7月15日挂牌交易。

据了解，随着农业种植结构不断调整，优质
晚籼稻种植面积持续增加，品质不断提升，晚籼
稻期货原交割标的物品质已难以充分满足市场
需求。具体来看，规则修订前晚籼稻期货的整精
米率、垩白粒率、脂肪酸值等指标要求偏低，此次
修订对多项交割指标进行了调整，并增加了异品
种率、粒长等指标，调整后的交割标准更加贴近
企业优质晚籼稻收购标准。

从晚籼稻到优质晚籼稻，晚籼稻
期货交割标的物定位更明确

此次修订将晚籼稻期货交割标的物对应市
场中的优质晚籼稻，基准品指标参照黄华占稻谷
特点设计，替代品则参照两优系列稻谷特点设计。

郑商所相关负责人表示，之所以将晚籼稻期
货交割标的物定位于优质晚籼稻，是因为原晚籼
稻期货交割标的物品质与普通晚籼稻更为接近，
普通晚籼稻作为最低收购价政策收购的主要对
象，其价格运行较为平稳，市场的风险管理需求
不强。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越来越高，市
场对优质晚籼稻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加之其购销
的市场化程度更高，优质晚籼稻价格波幅较普通
晚籼稻更高，产业的避险需求也更强。将晚籼稻
期货交割标的物定位于优质晚籼稻，既符合稻米
产业的发展趋势，也能更好地满足现货企业的套
期保值需求。

益海嘉里（南昌）粮油食品有限公司贸易部
经理裘剑说，本次修订案对晚籼稻期货交割指标
体系做出了多处调整，调整后的晚籼稻期货交割
标的物变为优质晚籼稻，市场定位更加清晰明
确，减少了买方客户接货的不确定性，能够更好
满足米厂的加工和套期保值需求。

收严入库储存品质判定指标，避
免储存品质较差的晚籼稻参与交割

这次规则修订中，晚籼稻期货基准交割品的

质量标准也发生了变化。根据修订后的规则，基
准交割品应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稻
谷》（GB1350-2009）三等及以上质量等级的晚籼
稻，整精米率≥52%，水分含量≤14.5%，谷外糙
米含量≤4%，垩白度≤2%，长宽比≥3.1，粒长≥
5.6 毫米且异品种率≤7%。此次修订取消了垩
白粒率指标，增加了粒长和异品种率指标，收严
了粒型（长宽比）指标并将其更名为长宽比，放宽
了水分含量和谷外糙米含量指标。

郑商所相关负责人介绍，放宽对水分含量和
谷外糙米含量的要求主要是由于通常情况下，稻
谷水分含量越低，越有利于长期储存，但水分含量
过低会导致整精米率降低。修订后的晚籼稻期货
交割标的物为优质晚籼稻，其主要用于加工而非
长期储存，加工时优质晚籼稻的水分含量通常为
14.5%，故此次修订放宽了对水分含量的要求。

谷外糙米含量方面，近年晚籼稻收获的机械
化程度不断提高，机械化收割加剧了谷粒与机械
的碰撞和摩擦，容易导致谷外糙米含量提高，在
郑商所开展的优质晚籼稻质量摸底检验中，谷外
糙米含量大于2%的样本占到样本总数的20%左
右；现货企业表示，谷外糙米在加工之前可以被除

去，适当提高谷外糙米含量不会影响稻谷价格，故
此次修订放宽了对谷外糙米含量指标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修订中收严了脂肪酸值
指标。郑商所相关负责人解释，这主要是考虑到
品种和储存品质是影响优质晚籼稻价格的主要
因素，脂肪酸值是判定储存品质的重要指标之
一，设置脂肪酸值指标的目的是防止储存品质较
差的稻谷参与交割。近年来，随着烘干和仓储条
件改善，晚籼稻入库脂肪酸值和在库储存时脂肪
酸值升高的幅度均有所降低，为适应市场变化，
需进一步收严脂肪酸值指标。

调整替代交割品贴水幅度，“优质
优价”原则得到充分体现

根据原交割标准，晚籼稻垩白粒率大于
30%，小于等于 40%，且其他指标符合基准交割
品要求的，可替代交割，贴水150元/吨。而新的
规则在这一质量标准方面则改为2.8≤长宽比＜
3.1，其他指标符合基准交割品要求的，可替代交
割，升贴水由交易所另行公告。现行的标准为替
代品贴水 190 元/吨，充分体现了“优质优价”的
原则。

郑商所修订晚籼稻期货业务规则 瞄准优质优价
新规自LR2011合约起施行，于7月15日挂牌交易

据对全国500个县集贸市场的定点监测，7月份第1周（采集日
为7月1日）家禽产品、豆粕价格下降，生猪产品、牛肉、玉米、育肥
猪配合饲料、蛋鸡配合饲料价格上涨，羊肉、生鲜乳、肉鸡配合饲料
价格持平。

生猪价格 全国活猪平均价格 34.56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3.6%，与去年同期相比（以下简称同比）上涨106.1%。全国30个监
测省活猪价格上涨。华南地区活猪平均价格较高，为 36.26元/公
斤；西北地区较低，为32.67元/公斤。全国猪肉平均价格51.36元/
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2.9%，同比上涨 91.2%。天津、吉林、山西、黑
龙江、陕西等 29个省猪肉价格上涨，海南价格下降。华南地区猪
肉平均价格较高，为 54.02 元/公斤；西北地区较低，为 49.30 元/公
斤。全国仔猪平均价格 100.16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1.9%，同比
上涨 141.5%。福建、辽宁、陕西、黑龙江、吉林等 25个省仔猪价格
上涨，甘肃、上海、海南等3个省价格下降，天津价格持平。

家禽产品价格 河北、辽宁等10个主产省份鸡蛋平均价格5.94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降1.8%，同比下降27.6%。全国活鸡平均价格
18.85元/公斤，比前一周下降 0.2%，同比下降 5.8%；白条鸡平均价
格21.19元/公斤，比前一周下降0.2%，同比上涨2.4%。商品代蛋雏
鸡平均价格3.52元/只，比前一周下降1.9%，同比下降3.6%；商品代
肉雏鸡平均价格3.24元/只，比前一周下降3.3%，同比下降8.2%。

牛羊肉价格 全国牛肉平均价格82.12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1%，同比上涨 18.3%。河北、辽宁、吉林、山东和河南等主产省牛
肉平均价格 73.91元/公斤，与前一周持平；上海、浙江、福建、广东
和江苏等省平均价格 97.22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1%。全国羊
肉平均价格78.36元/公斤，与前一周持平，同比上涨14.0%。河北、
内蒙古、山东、河南和新疆等主产省羊肉平均价格 74.41元/公斤，
比前一周上涨 0.1%；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和广东等省平均价格
85.04元/公斤，与前一周持平。

生鲜乳价格 内蒙古、河北等 10 个奶牛主产省（区）生鲜乳平
均价格3.59元/公斤，与前一周持平，同比上涨0.6%。

饲料价格 全国玉米平均价格 2.28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1.3%，同比上涨8.6%。主产区东北三省玉米平均价格为2.03元/公
斤，比前一周上涨1.0%；主销区广东玉米价格2.33元/公斤，比前一
周上涨 0.4%。全国豆粕平均价格 3.20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降
0.3%，同比下降 0.9%。育肥猪配合饲料平均价格 3.17元/公斤，比
前一周上涨0.3%，同比上涨5.0%；肉鸡配合饲料平均价格3.23元/
公斤，与前一周持平，同比上涨 3.5%；蛋鸡配合饲料平均价格 2.96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0.3%，同比上涨3.5%。

本栏目稿件由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农业农村部信息
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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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假期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国
内玉米价格持续全面上涨。特别是清明节后，
无粮可用的下游玉米加工企业，为复工复产一
再提高玉米收购价格，4月份国内玉米市场价
格创下近5年的新高。综合分析近期国内玉米
市场总体情况，预计后期国内玉米价格再度过
快上涨的可能性不大。

企业建库补库、贸易商囤粮惜售
叠加疫情防控，推高前期玉米价格

产区领涨销区。据中华粮网监测数据，今
年上半年，国内产、销区玉米批发市场平均价
格分别为每吨1925元、2098元，比上年同期分
别上涨 72 元和 101 元，涨幅分别达到 3.9%和
5.1%。从月度价格变化看，4-5月份，产区价格
环比分别涨3.6%、4.8%，销区均涨3.1%。产区
价格明显领涨销区。

华北黄淮单月增速高。上半年，东北和华
北黄淮产区玉米批发市场平均价格分别为每
吨1881元、2002元，比上年同期分别涨117元、
77元，涨幅分别为6.6%、4.0%。4-5月份华北黄
淮产区开启了一波快速上涨行情，单月涨幅每
吨超过120元。

造成此轮玉米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企
业建库补库、贸易商囤粮惜售叠加疫情防控。

企业库存捉襟见肘不得不提价收购。2019
年我国玉米产量恢复增加，市场预期价格下跌，新
粮上市后企业随用随收，总体库存水平较低。据天
下粮仓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全国115家企业库
存合计比上年减少近6000万吨。而春节假期和疫情
防控交通限制，使得企业不得不消耗库存强撑，进入
4月份企业库存已经捉襟见肘，不得不提价收购玉
米是此轮上涨行情的主要原因。

贸易商囤粮待售助推价格上涨。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过去8个月（按从新粮批量上市
2019年11月到2020年6月测算）里的玉米消耗
在1.5亿-1.6亿吨，加上黑龙江、山东等11个主
产区累计收购数量合计在2.4亿-2.5亿吨，据此
推算尚有1500万吨左右的玉米在贸易环节。贸
易商手中这部分玉米从疫情初期，因交通限制
卖不出去，逐步演变为随粮价不断上涨而囤居
惜售，助推玉米价格上涨的预期。

有效供给明显增加，不支持后市
玉米价格持续上涨

一是临储玉米拍卖将有效缓解市场供需

矛盾。截至7月9日，国家临储玉米竞价销售累
计成交2795万吨，叠加累计成交的一次性储备
玉米和预期的进口玉米，后期将有接近4000万
吨玉米陆续投入市场，市场有效供给明显增加将
极大缓解前期的供需矛盾，玉米价格缺乏上行动
力，继而也会瓦解贸易商囤居惜售的心理，加快玉
米市场流通。从监测的价格数据看，6月份国内
批发价格环比上涨1.4%，比上月回落了3.4个百
分点。目前大部分玉米加工企业收购价格稳定，
还在观望。但个别企业已经开始陆续调低玉米
收购价格，7月初比6月底10天内，东北部分企
业每吨下调20-30元，华北下调20-70元。

二是饲用原料进口增加将稳定市场信心。据
海关统计，1-5月累计，饲用谷物原料（玉米、高粱、
大麦和玉米酒糟）进口582万吨，同比增10.7%；饲
用蛋白原料（豆粕、菜粕、葵花籽粕、豌豆和鱼粉）进
口318万吨，同比增26.1%。此外，随着中美第一阶
段贸易协议执行的加快，来自美国的玉米及其替代
品进口增加将成为可能。这部分饲用原料进口的
增加将改善饲用玉米的需求。

三是稻谷、小麦替代将压制玉米价格上涨。
随着小麦集中上市，部分品质差的小麦价格处于
季节性低位，产区小麦替代玉米饲用消费的价格

优势显现。加之国内小麦库存充足，如果玉米价
格继续上涨，新麦陈麦都可能替代玉米的饲用消
费。另一方面，部分品质较差的库存稻谷也可作
为深加工企业原料，替代玉米的工业消费。

四是南北方港口价格倒挂将制约玉米价
格上升空间。以鲅鱼圈港收购价格和蛇口港
成交价格为例，从南北港口价差看，2020年上
半年月度平均价差为每吨116元，最高价差在1
月份达到152元，最低价差在5月份为87元。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南方饲用玉米消费增长
乏力，今年以来南北港口价格长时间倒挂不支
撑产区玉米价格继续上涨。

五是企业利润下降拖累玉米价格再度上
涨。工业消费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
响比较明显，由于原料成本不断增加，玉米淀粉
行业加工利润下降，企业开工率偏低，如果价格
再度上涨，企业生产后劲不足，将导致玉米消费
需求下降，进而抑制玉米价格上涨。饲用消费
方面，尽管生猪产业正有序恢复，但当前禽蛋禽
肉价格下跌明显，禽蛋养殖亏损范围开始扩大，
玉米价格继续上涨将加大饲料养殖企业的成本
压力，企业利润降低会减少玉米消费需求，进而
抑制玉米价格上涨。

多因素叠加 玉米价格再度过快上涨可能性不大
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研究所 徐伟平 程广燕 中国农科院信息所 王东杰

市场分析

□□ 本报记者 阎红玉 赵宇恒

玉米是吉林省的三大主粮作物之一。吉
林省位于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之一，不管
是产量还是质量，吉林省的玉米都值得称
道。自 2016 年玉米收储制度改革以来，种植
业结构调整不断深化，农户种植意愿随市场
价格波动的特点越来越明显。

农业农村部重点农产品市场信息平台数
据显示，今年 2 月以来，玉米市场价格持续上
涨。根据国家粮食交易中心数据，今年的六
次临储玉米拍卖成交率接近100%。记者在对
吉林省有关市场主体的采访中发现，这些市
场变化不仅引起了贸易商、粮食加工企业的
持续关注，也切实影响着农户的种植行为。

玉米价格上涨，农户种植积极
性复苏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2019年以来，受市场
供需形势和玉米价格影响，农民种植玉米积
极性再次提高，吉林省玉米播种面积呈现稳
定略增趋势。

“我们元旦前后基本就卖完了，合作社之
外的部分农民可能会晚一些售粮。现在基
层 2019 年的玉米已经所剩无几了。”梨树县
梨树镇宏旺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
文镝介绍，从去年的销售来看，玉米价格总
体在上涨。

宏旺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2019年流转了
284 公顷玉米地，去年 10 月收获时，即以每公
斤 0.75 元的价格销售含水量 26%的新玉米。

“现在价格上到了1元/斤左右，今年流转土地
的费用是每公顷1万元，农资投入大约每公顷
5000元，只有在现在这个价格，才能确保合作
社和农民的利润。”张文镝说，梨树县是产粮

大县，经历过 0.47 元/斤的价格低谷后，去年
底今年初，玉米价格大幅度上涨，最高价格达
到1.1元/斤。

“我们农户之间平时也会交流，从各种社
交软件上能看到一些市场分析，自己再和去
年同期玉米价格水平做个对比，现在大家对
今年新季玉米的开秤价预期普遍都比较高，
基本在 1850 元/吨上下。”宏旺农机农民专业
合作社的一名社员告诉记者，此前的价格走
势让大家在春播时更加积极。

据了解，近年来，梨树县稳步推进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量增加特色作物种
植，2020 年全县玉米播种面积较 2019年略有
增加。

临储玉米拍卖火爆，终端企业
较理性

前不久，国家临储玉米今年的第六次拍
卖落槌，拍卖数量为 409.91万吨，成交均价达
到 1879 元/吨，成交率达 100%。临储玉米拍
卖的火爆，直接影响了农户的种植积极性和
价格预期，农户和规模化经营主体对今年的
玉米价格期望值很高。有农户在接受采访时
明确表示，明年肯定会扩大玉米种植面积。

记者在对梨树县、松原市、白城市等地的
多家贸易企业和深加工企业的采访中了解
到，有终端企业认为，国家临储玉米今年库存
清零的概率很高，会导致2020-2021年玉米供

需缺口变大。而 2016 年以来，东北内部玉米
深加工企业整体扩容率较高，工业品玉米消
耗量很大，形成玉米用途的多元化。再加上
随着生猪生产的不断恢复，下游饲料和养殖
行业的需求也逐渐恢复，在南方玉米销区与
北方工业品需求的共同冲击下，玉米需求量
将会进一步增加。

不过，贸易商和加工企业中也存在另一
种声音。“现在有一些非理性拍卖的因素，有
的是在炒作过高的供需预期。”双胞胎集团锦
州有限公司业务经理张恒认为，在市场化的
定价机制下，终端企业考虑的是利润平衡点，
单一原材料价格过高就会产生很多替代品的
出现，例如小麦、高粱、大麦、DDGS等，替代玉
米的单一消费需求，这会降低玉米的需求量。

另一方面，一些业内人士指出，当前的供
需形势是阶段性的。现在拍卖的资金主体大部
分是属于借助第三方资金进行的，一些市场主
体囤积货物不出库，导致市场上的流动性粮源
供不应求的。阶段性的刚需导致了价格的过快
上涨，进而衍生到拍卖市场的持续性火爆。

“现在自媒体在舆论导向上的影响力很
大。”梨树县吉祥粮食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梁
小刚说，一些资本市场炒作情绪可能会通过
自媒体传达到农户，从而对农户生产意愿产
生影响。

“养殖企业能否大面积恢复产能，新冠肺
炎疫情之下，居民尤其是餐饮业的消费需求
什么时候能恢复，接下来玉米深加工企业的
政策扶持力度会怎样，玉米进口情况、现阶段
临储玉米拍卖和国家储备玉米拍卖的结转库
存情况等等，这些都是会影响玉米市场价格
的不确定因素。”新希望集团华南销售部驻鲅
鱼圈经理吕新认为，新季玉米价格走势如何，
还需要综合多方因素理性判断。

玉米市场价格涨 市场主体关注高
——来自玉米主产省吉林的产销调查

5月，吉林省安图县龙山村农民在田间播种玉米。 新华社记者 林宏 摄

热点调查

眼下，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2万多亩夏橙进入收获期，当地果
农抢抓时机采摘销售，供应市场。近年来，“夏橙之乡”湖北省秭归
县大力发展夏橙种植产业，精心培育出具有“花果同枝、两代同树”
特点的夏橙新品，是当地柑橘错季销售、调节水果市场的时令果
品，更是当地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黄金果”。图为湖北省宜昌市
秭归县泄滩乡万家村民在对收获的夏橙进行分类装箱。

王辉富 摄

湖北秭归夏橙收获忙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020 年第 27 周（2020 年 6 月 29 日-2020
年7月5日，下同）“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为115.42（以2015年
为100），比前一周升0.41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
为117.31（以2015年为100），比前一周升0.47个点。

猪肉价格涨幅收窄、鸡蛋小幅下跌 猪肉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
斤 45.91 元，环比涨 2.8%，为连续 5 周上涨，涨幅比上周收窄 1.6 个
百分点，同比高102.0%；牛肉每公斤71.11元，环比涨0.5%，同比高
17.1%；羊肉每公斤 68.34元，环比涨 0.8%，同比高 10.7%；白条鸡每
公斤16.72元，环比涨0.2%，同比高3.0%。鸡蛋批发市场周均价每
公斤6.30元，环比跌2.2%，同比低25.1%。市场反映猪肉批发价格
连续上涨后，对消费产生一定影响，近期虽然价格仍在上涨，但走
货没有之前快，也有返厂情况发生。

水产品价格跌多涨少 鲤鱼、草鱼、花鲢鱼和鲫鱼批发市场周
均价每公斤分别为 12.48 元、14.12 元、13.84 元和 18.85 元，环比分
别跌1.8%、1.3%、1.1%和1.0%；白鲢鱼、大黄花鱼和大带鱼每公斤分
别为8.67元、41.27元和38.70元，环比分别涨1.0%、0.9%和0.6%。

蔬菜均价小幅上涨 重点监测的 28种蔬菜周均价每公斤 4.25
元，环比涨1.2%，同比高4.7%。分品种看，16种蔬菜价格上涨，1种
持平，11种下跌，其中，芹菜和白萝卜涨幅较大，环比分别涨11.1%
和10.5%，莴笋和大白菜环比分别涨9.6%和9.0%，其余品种涨幅在
5%以内；胡萝卜环比基本持平；菜花和黄瓜环比分别跌 6.3%和
5.6%，其余品种跌幅在5%以内。

水果均价小幅下跌 重点监测的 6 种水果周均价每公斤 5.47
元，环比跌 1.1%，同比低 34.3%。分品种看，西瓜、鸭梨、富士苹果
和香蕉环比分别跌 9.2%、7.0%、1.3%和 1.3%；菠萝和巨峰葡萄环比
分别涨3.6%和1.3%。

批发市场
猪肉、蔬菜价格涨幅收窄

产销对接平台
农产品期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