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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投资部 孙超



 东北：新粮收割仍在进行，上市量有限，再加上查超限导致物

流成本增加，港口价格出现反弹。但实际到港量有限，这个价

格也不会有贸易商大量收购，有价无市。产区价格反弹幅度不

及港口。东北深加工玉米库存大多能维持到月底。

 华北：天气影响物流，再加上东北粮反弹，华北玉米价格也止

跌上涨。华北企业因为库存水平低，价格波动会较为频繁。

 华南：港口库存又有所增加，进口和国产都有到货。在需求低

迷的情况下，南港降继续被动弱势跟随北港。

 淀粉：玉米反弹，企业也小幅提价淀粉。本周需求情况尚可，

但我们对10-11月的需求增幅仍持悲观态度。有消息称华北有

企业把淀粉库存进行质押贷款。

 期货盘面：本周盘面稳中偏强，涨幅小于现货。主流认为后期

仍将有售粮高峰，价格仍有一波回调，买兴有限。

一周行情回顾



JCCE调研：

第一天：吉林中部地区增产较为明显，棒穗表现优异，且水分较低；增产能否增收还要看新粮大批量上市后的价格情况。基层农户对价格仍有较高期望，

部分表示潮粮价格高于0.75元/斤以上才考虑出售，先期上量压力还要看随行销售的地趴粮数量，今年后期篓子粮比例可能要低于去年。贸易购销尚未展开，

市场对行情尚未有统一认知，因此导致缺乏价格参考系，加上气温尚未大幅下降，新粮收割晚，整体供给无量，预计11月份玉米贸易流通量将逐步增加。

第二天：1.哈尔滨周边区县受涝灾影响不大，产量有恢复性增加；东部尚志及海林地区则呈现逐步递减，主要与降雨有关，棒穗表现也很好体现了这一特

征。2.地趴粮区域并无大量囤积打算，大部分农户最晚持有到元旦前即出售，惜售情绪不重。但今年收割偏晚，先期对上量有一定影响。3.贸易购销心态偏

谨慎，先期试探性收购将以即期烘干发运的模式进行，目前收割尚未结束，贸易氛围较为冷清，这也与上量推迟密切相关。

第三天：1.牡丹江东部及鸡西地区产量出现下降，连续降雨导致积温光照不足，秃尖后难以回补，造成单产下降，但后期回温对已生长籽粒较为有利，容

重表现较好。2.农户售粮意愿方面，大部分农户最晚持有到元旦前即出售，与昨日调研情况相仿。减产地区对价格期望值较高，且推迟收割后棒穗水分低

于去年，若天气配合，先期积极售出的可能性不大。3.贸易收购行为零星，这与去年截然不同。烘干后即期周转是大多贸易商选择的方式，整体库存水平

较去年同期不可同日而语，若阶段性上量偏少，则价格短期将会受到支撑。

第四天：1.佳木斯以东、双鸭山地区玉米减产幅度较大，基本可达30-40%水平。阴雨低温、内涝严重，现仍有部分农田有积水；玉米水分偏大，棒穗短小

籽粒薄。2.潮粮区域持粮周边相对偏短，元旦前后基本均已售出，存储条件受限。农户对价格没有话语权，收割结束后将于近期陆续开始售粮。3.烘干塔启

动较少，去年行情偏弱导致部分信心不足，加上收割偏晚，贸易购销迟迟未能展开。个别贸易商收购烘干后即期周转发运，从走访的情况来看，此区域可

能将于下旬逐步上量，未来供应料将增加。

市场新闻



第五天： 1.佳木斯周边至依兰区域减产幅度在30%左右，进入哈尔滨地区后降幅则明显收窄至10-20%，宾县各地区产量有增有减，且质量好于佳木斯。

综合昨日情况来看，东部减产严重地区主要围绕佳木斯、双鸭山及鸡西地区。 2.棒穗收割正在进行时，普遍将于月底结束，这导致玉米供应偏晚。与去年

不同，农户的惜售心理并不重，而是担忧水分大有坏粮风险，且近期气温较高，站杆水分下降较快，但局部洼地收割机依旧难以进入。 3.贸易商受收割延

后影响，基本均未开始进行购销。预计月底至11月份将陆续开塔烘干进行新年度的贸易。先期烘干后发运可能是常态，部分小型烘干塔受资金限制，建库

存时间点可能会在元旦或春节前后。

第六天：1.走访地区整体呈现增产特征，其中呼兰北部绥化附近棒穗指标较优异。与去年相比，玉米水分偏低、质量较好，黑龙江中部地区的玉米表现明

显好于去年。2.收割仍需10-15天以上结束，个别地块有倒伏和内涝影响收割进度。近期气温偏高，站杆玉米水分持续下降，部分开始陆续收割进行晾晒。

3.沿途烘干塔基本均未开塔，收割滞后直接影响收购时间和上量节奏。多数贸易商表示将在月底至11月份开始收购及烘干。当地粮源主要流向周边及港口，

贸易商参与心态谨慎，需等待后市基层放量后价格下跌才考虑进行囤粮操作。

第七天：1.调研区域产量增减幅度均不大，齐齐哈尔地区局部增减不一，但整体表现尚可，镇赉地区较去年略低。积温不足、局部冰雹及降雨均对产量有

不利影响，但在岗地玉米生长较为良好。2.齐齐哈尔周边收割进度缓慢，龙江需要等待月末才能结束。站杆晾晒有助于水分的下降及容重进一步提升，近

期天气也较为配合。而在南部泰来地区收割已接近尾声，镇赉也将于本周结束，农户等待贸易收购的展开。3.沿途烘干塔基本均未启动烘干，存储风险及

收购无量限制新粮购销。部分贸易商表示将在下旬至11月份开始进行烘干及流通，预计未来随着基层潮粮的批量释放，价格仍有下行压力。

第八天：1.白城地区产量小幅波动，松原乾安产量同比持平或略增，长岭及双辽地区产量则出现较大幅度增长。传统沙土地喜雨，降雨过量反而易丰产。2.

吉林地区收割进度偏快，目前基本接近收割尾声，农户惜售情绪不重，晾晒等待气温零下后将陆续开始售粮，集中期可能在11月中旬左右。3.受上量偏晚

影响，烘干塔基本均未介入收购，目前处于离市观望状态。贸易商表示将在月底开始开塔烘干，短期来看，烘干新粮供给市场量将维持偏少的局面。

市场新闻



玉米收获进度：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截至10月18日，全国秋粮收获已完成

66.8%，进度同比持平。玉米已完成71.9%，同比慢1.6个百分点；大豆已完成

79.8%，同比快3.9个百分点。山东、河北、内蒙古秋收接近尾声；陕西秋收近8成；

山西秋收过7成。东北秋收进度加快，黑龙江秋粮收获过5成；吉林玉米、大豆收获

约8成，水稻收获约9成。

资金支持：农业发展银行下发《关于做好2019年秋粮收购信贷工作的通知》，安排

部署支持秋粮收购工作。目前已准备秋粮收购资金贷款2000亿元，计划支持收购秋

粮2100亿斤，其中收购1000亿斤玉米、1000亿斤稻谷和100亿斤其他秋季粮油品种。

市场新闻



粮食安全白皮书：10月14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了《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向国际社会全面介绍了中国的粮食自给能力、

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影响和贡献、粮食支持政策、粮食市场开放等问题。2004年以来，粮食生产实现“十五连丰”，2019年粮食产量

有望连续第五年超过1.3万亿斤；口粮实现完全自给，谷物自给率保持在95%以上。目前，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70公斤左右，

比1996年的414公斤增长了14%，比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209公斤增长了126%，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中美贸易情况：美称中国将购买400-500亿美元的农产品。

外交部发言人称，中国企业根据国内市场需要，以市场化的方式自主采购了美国农产品。根据初步掌握的信息，今年以来中国企业自

美采购的农产品包括：大豆2000万吨、猪肉70万吨、高粱70万吨、小麦23万吨、棉花32万吨。中方还将加快采购美国农产品。

巴彦鸿展100万吨玉米深加工项目开始建设：2019年10月7日，作为全省百大项目之一的巴彦县年产30万吨燃料乙醇项目，在巴彦

经济开发区哈尔滨玉米深加工产业基地生物化工产业园正式开工建设，预计该项目明年10月可竣工投产。该30万吨燃料乙醇项目是

由哈尔滨鸿展生物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10.72亿元，占地面积3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年加工

玉米100万吨，生产燃料乙醇30万吨，可直接解决就业300人，新增税收1.5亿元。

市场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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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15日辽宁收割进度

地区

18/19收割进
度

19/20收割进
度

收获完
毕时间

昌图 55% 50% 11月初

西丰 15% 25%

11月中
间

开原 30% 35% 11月初

法库 50% 55%

10月中
下句

康平 60% 95%

10月中
旬

沈阳 30% 40% 11月初

凡河 30% 30% 11月初

辽中 70% 85%

10月中
下句

灯塔 60% 70%

10月中
下甸

彰武 85% 95% 11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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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未来10天，东北地区大部气温接近常年或偏高，大部时段以晴为主，利于作物收获晾晒

产区天气



官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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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玉米5日收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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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往年份，售粮节奏整体趋势是逐年偏慢。今年玉米将面临水分大、收获延迟等问题，都会对
上市速度有影响。

 高水玉米需要二次烘干；早熟的德美亚减产且上市推迟。上市初期10-11月的供应节奏和供需
博弈需要注意。



官方数据



拍卖第20周，累积投放8060万吨，累成2206万吨。

拍卖终于彻底结束。明年见了，底价和时间还能讲出不少故事。

临储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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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临储拍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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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基本面主要数据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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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基本面主要数据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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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基本面主要数据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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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价格走势

1350

1550

1750

1950

2150
锦州玉米现货价格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1400

1600

1800

2000

2200
山东玉米现货价格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玉米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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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粉基本面主要数据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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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粉工业协会消费数据与我们跟踪的周度数据比较一致：3-4月消费尚可，但是4月后同比增幅明显放缓。1-8月消

费增幅仅有3%。



淀粉基本面主要数据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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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粉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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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粉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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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粉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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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行业开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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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淀粉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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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观点：本周盘面和现货的小反弹，首先是价格降至去年开秤价附近的偏低水平，二是华北阶段售粮高峰过去

而东北大范围售粮还没有开始。虽然绝对价格达到近两年的低位，但是在贸易商收货谨慎，饲料需求低迷的情况

下，集中上市期的压力还是较为显著的。8月初表观港口库存已经降至偏低水平，但是价格持续下跌，说明渠道

的库存水平可能高于预期，并且需求的变现也实在是差。对东北来说，缺少了华东华南的需求，阶段性的供应压

力会非常显著。今年春节早且收获延迟，春节前留给农户售粮的时间更短。中美贸易谈判转为乐观，大量的美国

农产品进口预期会进一步打压贸易商的收购意愿。后期操作方向以偏空为主。

 本周观点：现货价格继续反弹，盘面升水缩小。近两周还有产量调研，反馈的信息同样没有发现大幅减产。那么

现在上货量小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收获进度慢和购销不积极。从季节性上看，往年11月和1月是售粮压力最大的，

而今年春节在1月，春节前的售粮期较短，11月和12月的售粮压力可能都较大。在上市的早期，不论价格水平如

何，贸易商和用粮企业建立大量库存的可能性都比较小，特别是在饲料需求低迷的情况下。因此，11-12月还是

以做空为主。贸易商主流预期港口低位能够到1700左右。淀粉方面，如果港口1700，那么产区价格在1600-

1650，淀粉成本在2100-2150区间。玉米淀粉价差缩小到300暂时来看有难度。

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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