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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大商所鸡蛋、玉米淀粉、生猪期权已获
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并于今日起上市交易。期权
素来被誉为“金融衍生品皇冠上的明珠”，然而，看
似“高冷”的期权工具其实相当“接地气”，可以与
实体企业在田间地头、车间厂矿的生产经营有益
结合。

产业积极利用期货工具

近年来，全球宏观经济跌宕起伏，地缘政治问
题突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加大，企业经营压力
较大。

国泰君安期货研究所农产品首席研究员周小
球表示，鸡蛋和生猪行业集中度偏低，玉米淀粉行
业开工率偏低，产品品牌化溢价难度大，全行业同
质化竞争问题突出。同质化竞争维度下，原料和成
品价格的波动成为影响企业利润最核心的要素。

无论在采购端、销售端亦或是库存保值方面，
企业均会面临价格波动风险。对此，企业探索多
种手段来控制生产成本、应对价格风险、提升经营
韧性，其中，利用期货和衍生品管理价格波动风
险、获得利润优势便是重要一环。

为更好地服务产业避险，2013 年起，大商所先
后上市了鸡蛋、玉米淀粉和生猪期货。上市以来，
三个期货品种功能有效发挥，市场影响力稳步提
升，基于生猪、鸡蛋等品种的“保险+期货”模式在
助力乡村振兴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
2024 年上半年，鸡蛋、玉米淀粉和生猪期货日均成
交量分别为 31 万手、15 万手和 8 万手，日均持仓量
分别为 40 万手、24 万手和 17 万手，套期保值效率
保持在 90%左右。

目前，利用衍生品工具管理风险的理念已在
现货产业逐步推广，越来越多的企业积极利用期
货工具锁定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价格，取得了良
好的风险管理效果。

据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副
总经理朱勇生介绍，目前，公司期货运用较为成
熟，套期保值规模比较大、比例比较高，无论是玉
米原料的套期保值，还是产品淀粉的套期保值，以
及副产品利用豆油豆粕替代套期保值都在不断实
践运用中。“在实践中，通过大商所期货市场锁定
原料成本的套期保值为企业长单销售业务保驾护
航，或者是锁定产品销售价格为企业锁定利润提
供保障，可以看出套期保值在帮助企业在降低产

品合同和原料的价格风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朱
勇生表示。

在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首席
战略官秦军看来，生猪期货在生猪市场的价格发
现、提高市场透明度、增加生猪现货产业流动性、
稳定生猪价格、企业管理价格风险、优化供应链等
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对生产经营的相关产品及生产所需的
原料进行套期保值，但期货规模与公司现货规模
相比较小，公司通过套期保值控制采购和销售风
险，已开展的套期保值业务达到了较为理想的套
期保值效果，2023 年公司生猪期货套保部分头均
增益约 99 元。”秦军表示。

除了风险管理，价格发现也是期货市场的一
大功能，由于期货价格是通过众多参与者公开、公
平竞价而形成的，能动态地反映参与者带来的供
求信息及价格预期，产业链企业可以参考期货市
场公开、透明的价格更加科学地指导生产经营。

吉林金翼蛋品有限公司经理宫志强举例，比
如鸡蛋期货 2501 合约反映的是 2025 年 1 月的鸡蛋
价格预期，因此养殖户可以通过观察鸡蛋期货
2501 合约的价格走势来判断 2025 年 1 月的鸡蛋行
情，从而合理安排进苗、淘鸡、补栏等工作，而不是
盲目进行生产。通过期货市场提供的远期价格信
号来调节生产经营计划，能够提高自身在行业中
的竞争力。

期权为产业风险管理工具“锦上添花”

8 月 9 日，大商所正式发布鸡蛋、玉米淀粉和生
猪期权合约及上市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对三个
期权的合约规则、上市交易时间、上市交易合约、
挂牌基准价等事项进行了明确。

具体来看，上市交易时间方面，鸡蛋、玉米淀粉
和生猪期权自 2024 年 8 月 23 日（周五）起上市交易，
当日 8:55—9:00 集合竞价，9:00 开盘。8 月 23 日（周
五）当晚，玉米淀粉开展夜盘交易。

在合约规则上，鸡蛋、玉米淀粉和生猪期权与
大商所已上市期权合约设计思路基本一致，合约
类型分为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最小变动价位为
标的期货合约最小变动价位的 1/2，行权价格覆盖
标的期货合约 1.5 倍涨跌停板幅度对应的范围。
交易单位、报价单位、合约月份、交易时间均与标
的期货合约相同。此次大商所按照“近密远疏”的

挂牌原则，在近月期权合约行权价格间距挂牌的
基础上，对远月期权合约按照 2 倍的行权价格间距
挂牌，以增强期权近月合约的流动性，满足产业参
与需求。

鸡蛋、玉米淀粉和生猪三个期权上市后，将与
相对应的期货品种和豆粕、玉米等期货及期权工
具一起，为相关产业提供同时覆盖原料和产品、期
货和期权的更为完整健全的衍生品工具链条，通
过发挥期货、期权工具合力，为产业链企业提供更
加完备的风险管理工具和更加精细灵活的避险策
略，优化现货贸易模式，满足产业精细化风险管理
需求。同时，上市期权工具也将进一步提升标的
期货市场的运行质效，提高期货市场价格发现效
率，促进期货市场功能充分发挥。

多位业内人士均表示，鸡蛋、玉米淀粉、生猪
期权上市恰逢其时，将与标的期货形成互补，以更
低的资金成本、更灵活多样的策略为行业提供更
精准有力的衍生工具。

在宫志强看来，期权类似于保险，有风险收益
非线性的特点，特别是对于买权来说，在支付权利
金后，不需要追加保证金。从资金成本的角度，企
业可以用较小的资金满足自身套保的需求，非常
适合蛋鸡养殖企业。从定价机制的角度，期权有
不同的到期日，也有不同的行权价，企业可以更好
地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确定未来拟锁定的买
卖价格，并通过灵活运用多种策略，来实现精细化
的套期保值。

“在实践中，我司已运用大商所玉米期权工
具，帮助企业控制原料价格风险，取得了良好效
果。”朱勇生表示，企业通过利用期权对企业期货
和现货经营头寸进行风险管理，有利于解决自身
采购、生产、销售等环节面临的不同风险，使业务
管理向更精细化方向发展。其中，买入期权只需
建仓时一次性支付权利金，资金占用量不大，且中
途行情波动无需补充资金，最大的亏损也仅仅限
于权利金的损失；另一方面，企业通过卖出期权，
收取权利金，则能够不断降低采购或库存成本，提
高市场竞争力。

秦军认为，利用期权进行风险对冲可以在事
前预知对冲成本，更易于企业进行财务管理和风
险防控。生猪期权上市后，生猪产业链企业将由
原来的单一利用生猪期货套期保值转为综合运用
多种工具进行风险管理。“生猪期权的上市将丰富
企业的避险工具箱，助力企业构建新型风险管理

模式，更为有效地降低经营风险和销售风险。”秦
军表示。

产业对期权工具满怀期待

通过利用现货、期货、期权形成多样化的套保
组合，企业可以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风险管理体
系，行业风险管理能力进一步升级指日可待。部
分企业对于期权上市已“摩拳擦掌”，并已经计划
将期权工具纳入风险管理“工具箱”，应用于日常
生产、贸易中。

石家庄敦朴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少博表
示了公司对于鸡蛋期权的期待，“我公司对于鸡蛋
场内期权的上市非常期待。在几年前，我公司就
开始使用期货工具，为养殖企业提供服务。在行
情价格超过养殖企业心理预期之后，以期货价格
为基础，为养殖企业的远期鸡蛋进行定价收购。
在期权上市后，我公司计划把远期现货定价收购，
升级为基于含权贸易的远期现货‘保价’收购。比
如在 6 月，我公司向养殖户提供 9 月 3800 元/500 公
斤的保价收购合同。当 9 月现货交付，现货价格高
于 3800 元时，按市场更高价格收购；当市场价格低
于 3800 元时，则按 3800 元保底收购。”

“期权这一非线性衍生品，它的上市不仅为金
融机构提供更多样化的投资渠道，还为实体生产
企业提供更好的避险方式。希望期权上市能多吸
引实体企业和金融机构，为期权提供更多流动
性。”吴少博表示。

朱勇生表示，“希望大商所充分发挥平台作
用，能够针对期权运用开展相关培训，让上游淀粉
生产企业、下游淀粉消费企业、中游贸易企业都能
够充分认识期权、利用期权，服务产业。中粮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产融基地，我们也将与大
商所一道研究如何使用期权更好地服务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丰富行业定价模式，促使期权在行业广
泛的应用。”

“此前我们有尝试过场外期权，以亚式期权居
多。”四川德康农牧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猪期
货负责人叶波表示，“生猪场内期权上市后，我们
首先是学习加尝试。在学习层面，一方面要深入
理解期权合约设计的特征特点，以及生猪期货、生
猪现货价格的对应关系；另外一方面也需要学习
各类期权组合策略的适用场景。在尝试上来说，
公司很期待生猪期权能够解决一些期货无法解决

的效用问题，能够伴随生猪期权一起成长。”
对于如何更好发挥生猪期权的功能作用，叶

波还表达了企业的几点期待：一是便利了承受期
货波动风险较低和资金实力较弱的产业企业利用
买入期权进行套期保值；二是可以降低期货公司

“保险+期货”对冲的摩擦成本，从而能够降低“保
险+期货”的方案费率，更加便利中小企业参与；三
是产业企业利用期权工具的能力尚有欠缺，希望
各方能够组织更多培训，引导企业科学认识期权
的功能与作用，服务产业企业更好地参与。

随着期权工具的引入，企业拥有了更为多样
化和灵活的风险管理策略。对此，一德期货期权
部资深研究员曹柏杨介绍，以上游蛋鸡或生猪养
殖企业为例，为管理产品价格下行风险，利用期货
卖出套保是传统的期货套期保值方式。未来期权
工具上市后，上游企业可通过买入看跌期权的方
式管理价格下行风险，同时保留了价格上行时现
货所产生的潜在收益。进一步的，企业也可以通
过熊市价差组合的方式优化上述方案，在风险管
理效果与期权成本之间进行平衡，而这种期权与
现货构成的组合，也就是常常提及的领口策略。
此外，在上述情景下，对于传统的期货套保企业而
言，也可以考虑在利用期货保值的基础上，买入较
为虚值的期权合约对期货持仓进行保护，以降低
极端行情下的期货持仓风险。“同样地，在期权上
市后，下游企业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较为
灵活的风险管理策略以应对市场风险。总体而
言，期权的上市将丰富企业的策略选择，便于企业
更好地根据自身情况进行策略的灵活化制定。”曹
柏杨表示。

国泰君安期货营销管理服务部期权服务产品
专家汪欣茹提示，由于期权合约数量较多，期权到
期日的不同、行权价格的不同都会影响到最终套
期保值的效果，根据套期保值月份相近的原则，在
应用期权进行套期保值时应注意与现货或期货期
限上的匹配。在期权行权价格选择方面，应在所
提供的保护程度与所需的成本之间充分衡量。同
时，企业在进行套保的仓位及比例设置时，需要综
合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和行情变化的预期，
在动态调仓中体现出更好的套保效果。

可以预见，鸡蛋、玉米淀粉、生猪期货、期权工
具的完备将助力产业链企业风险管理水平升级，
为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

大连商品交易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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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国凤

从枸杞种质资源的保存与利用，到
盐池滩羊新品种选育及高效养殖技术突
破，再到免埋土葡萄种质资源的创制与
栽培技术的革新，科技的力量无处不在，
成为推动宁夏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坚
实基石。

近年来，宁夏农林科学院充分发挥
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为枸杞、葡萄酒、
滩羊等“六特”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
力。23 个科技服务团、158 名资深专家
组成的强大阵容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
他们身体力行，将科技成果直接应用于
田间地头，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如何“做
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赚”。
他们为当地产业带来先进的农业技术
和管理经验的同时，通过实地指导、技
术培训、成果转化等多种方式，提升了
农民的科技素养和自我发展能力，促进
了农业产业的提质增效，也为宁夏的乡
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确保了宁夏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道
路上农林科技始终走在前列。

推动枸杞产业升级

枸杞，这颗来自中国西北的“红色宝
石”，正以科技的力量焕发出新的生机。
作为世界枸杞研究的领先机构，宁夏枸
杞科学研究所正在用科技创新引领枸杞
产业升级。

宁夏枸杞科学研究所建成了世界上
收集枸杞种质资源种类最多、活体保存
数量最大的基因库，收集保存国内外枸
杞属资源 2666 份，为枸杞产业发展提供
了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从‘宁杞 1 号’
到‘宁杞 7 号’新品种，再到‘宁农杞 15
号’，经过 30 多年的不断辛勤耕耘，枸杞
品种不断推陈出新，不仅解决了枸杞品
种单一的困扰，也提高了宁夏枸杞单产，
亩产量超过 300 公斤，已在全国推广
108.66万亩，实现了枸杞品种的多样化种
植。”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学研究所研

究员安巍介绍，为了加快新品种选育和
推广，解决良种种苗繁育效率低等问题，
该所建成 1 个国家级枸杞种质资源库、3
个自治区级的良种繁育基地，创建了微
型扦插快繁技术，实现了周年繁育，繁育
成活率由30%提高到83%。此外，还研究
了篱架栽培、精准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
等高效栽培技术，攻破了新垦荒地、沙
漠、盐碱地、戈壁滩、高海拔地区等不同
生态区栽培技术难题。这些技术为枸杞
披上了“科技的铠甲”，使其能够在更广
阔的土地上生长，实现高效生产。

科技的力量不仅体现在种植环节，
还体现在生产环节。宁夏枸杞科学研究
所研制出枸杞采摘机、开沟机、锄草机、
植保机等 11个系列 58台（套）配套机械，
建立了适宜于机械作业的枸杞农机农艺
融合栽培新模式，田间管理效率提高了
30%～50%。这些机械成为枸杞生产的

“好帮手”，帮助农民解放双手，提高了生
产效率。有了优质枸杞和高效的生产方
式，研究所还进行了深加工产品研发。
他们阐明了枸杞多糖、枸杞玉米黄素、枸
杞酸、黑果枸杞花色苷等活性成分的功
效作用机理，开发了枸杞明目胶囊、枸杞
花色苷糖肽片、枸杞蜂花粉片、枸杞原浆
等深加工产品15个，延伸了枸杞产业链，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助力葡萄产业发展

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被誉为中国酿
酒葡萄的“黄金地带”。然而，冬季的严
寒干燥却让当地的葡萄种植户们头疼不
已。为了防寒，现有的欧亚种葡萄必须
进行埋土处理，这不仅增加了生产成本，
也损害了葡萄树体，更对劳动力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宁夏农林科学
院园艺研究所与多方科研机构携手，开
展了免埋土酿酒葡萄种质资源的创制研
究。2014 年起，他们从中国科学院植物
研究所、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等地引进
抗寒旱葡萄种质资源，经过系统评估，筛

选出多个可在宁夏露地越冬的酿酒葡萄
品种（系）。同时，以这些品种（系）为亲
本，通过杂交育种，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
研究所成功培育出 3 个免埋土酿酒葡萄
优株（系），宁夏实现了免埋土酿酒葡萄
种质资源零的突破。“选育免埋土葡萄品
系的过程非常复杂且耗费时间，首先我
们要对种质资源进行系统评估，明确不
同种质资源的特性，然后再根据育种目
标从种质资源中筛选亲本配置杂交组
合，通过人工杂交获得杂交种子。将获
得的杂交种子进行播种获得种苗再到挂
果，至少需要５年时间，而５年后我们才
能从杂交后代中初步筛选到符合条件的
植株，这仅仅是葡萄杂交育种的第一
步。”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副研究
员徐美隆说。

促进滩羊产业提质增效

宁夏滩羊以其独特的风味和品质享
誉全国。然而，长期以来，滩羊产业发展
面临着诸多挑战，如种质资源保护、生产
效率提升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宁夏农
林科学院科研人员历时８年，开展了滩羊
新品种选育及高效养殖技术研究。“历经
10年时间，我们团队围绕快长型滩羊、裘
皮型滩羊、多胎型滩羊进行选育，这３个
品系滩羊已经选育成功。并且，我们培育
出的多胎滩羊胎产羔率达 150%以上，打
破了传统滩羊一胎一羔的局限性，提高了
滩羊的养殖效益。”宁夏农林科学院动物
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马青说。

在滩羊种质资源保护方面，农林科
学院研究人员通过基因测序，发现了滩
羊特有的遗传特征，并构建了“指纹图
谱”，为滩羊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
提供了理论支撑。“2013 年，我们团队先
后与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等
科研院所（校）深度合作，开展滩羊品种
优化和利用、滩羊品牌创建和保护研究，
很快在‘滩羊种质资源保护开发利用’

‘滩羊品系选育’‘滩羊标准化生产关键
技术研究集成与示范’等重大科研、技术

推广项目助推下，宁夏滩羊产业生产体
系日趋完善，品牌优势日益明显，以滩羊
养殖为重要支柱的优质牛羊肉产业成为
宁夏农业战略主导产业。”马青说。

在滩羊产业提质增效方面，研究人
员创新性地提出了“定量运动、特色日
粮、精准饲喂”的生态养殖理念。“我们建
成125个滩羊生态牧场，羊群在生态牧道
上奔跑，通过减少脂肪沉积，提高了滩羊
胴体品质和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能力，
屠宰之后，进行精细化分割，生产高端滩
羊肉产品，主要销往北京、上海等地区。”
马青说，他们还构建了品牌管理体系和
全产业链标准化体系，并创新产业融合
发展模式。这些成果的应用，有效提升
了滩羊产业的整体效益，促进了滩羊品
牌的打造和产业升级，也让宁夏滩羊这
张“金名片”更加闪亮。

……
如今，在广袤的宁夏大地，科技创

新正成为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的强
劲引擎。宁夏农林科学院积极拥抱大
数据、5G、物联网等前沿技术，将它们与
农业生产深度融合，打造智慧农业新样
板。天空地一体化酿酒葡萄长势及病
虫害智能监测系统，让葡萄园的管理更
加精准高效；精准施药装备的应用，有
效减少了农药使用量，保护了生态环
境；数智养殖技术的推广，让畜禽养殖
更加科学规范，产量和品质显著提升。
除此之外，宁夏农林科学院还高度重视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大力推进绿色防
控技术攻关，通过天敌昆虫资源开发、
生态调控技术等手段，构建低成本、高
效率的生物防治技术体系，有效控制病
虫害的发生，保护了绿水青山，也保障
了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人才是农业发展的基石。宁夏农林
科学院通过多种途径培养高素质农业从
业人员，夯实农业发展基础。加大人才
引进力度，支持青年科研人员成长，培养

“土专家”“田秀才”，为农业发展注入强
大的人才动力。

宁夏农林科学院：

科技创新锻造农业发展“强引擎”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芦晓春）近日，2024 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
京举办，由海淀区农业农村局和北京市农
林科学院合作自主研发的草莓采摘机器
人关键部件和路轨两用喷雾机器人亮相
大会。据悉，这两款农业设施机器人大幅
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人工生产成本，
预计今年底将在海淀农业实际场景中首
试首用。

据了解，草莓采摘机器人解决了以往
低损采摘和变化光强下精准感知的难
题，配备混联机械臂“灵展 1 号”，实现“劈
叉”和“弯腰”两个动作，能够灵活躲避农
业环境中的各种障碍物。机器人移动平
台采用四转四驱设计，适应不同作业需
求。机器人采摘草莓预计节省劳动力
80%以上，每亩成本节省 6000元。

此外，路轨两用喷雾机器人针对大型
玻璃温室立体化栽培环境，建立喷雾、监

测、追溯一体的喷雾技术体系。喷雾机
器人采用路轨两用通用底盘和多传感器
融合的导航定位技术，解决了超大型玻
璃温室面积大、几何结构相似、路轨两种
路面、定位精度要求高等问题，实现了喷
雾机器人在大型连栋温室中进行自主换
轨 连 续 作 业 ，上 下 轨 道 成 功 率 大 于
99%。喷雾机器人的使用可节约劳动力
85%以上。

下一步，海淀区农业农村局将继续立
足海淀区农业资源禀赋、产业空间布局和
种植园区发展现状，推动农业从传统种植
向农业经济和科技转型发展，组织实施一
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农业智能应用示范工
程，实现农业人工智能的多地类、多模态、
多场景和多元化的应用场景，聚焦未来农
业产业先发优势，提高农业人工智能技术
创新与验证迭代效率，下好发展农业新质
生产力“先手棋”。

北京海淀区：

农业设施机器人显著提升作业效率

新疆阿瓦提县：无花果喜获丰收
近年来，新疆阿瓦提县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

的发展模式，引导农民种植无花果等特色水果，有效促进农民增收。图为阿瓦提县阿依
巴格镇玉斯屯克阿依库勒村村民正在采摘无花果。

包良廷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道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