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米&淀粉周报（2020.02.09）

产业投资部 孙超



◆ 玉米：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袭来，整个市场购销继续处

于停滞状态。用粮企业库存下降，且有对原料供应的

担忧，提价吸引粮源。越接近下游涨幅越大：广东涨

100，山东涨50，北港涨80，产区涨30-40。同时，

部分企业收购恢复时间也有推迟。

◆ 淀粉：开机率连续下降，往年春节后第三周开机率开

始恢复，今年反而下降10个百分点。预计下周随着相

关复产政策的出台，开机率会缓慢恢复。淀粉价格整

体稳定，淡季+疫情影响，成交清淡。

◆ 盘面：节后程宽幅震荡走势，C051910-1950，目前

看全年需求受影响，价格上涨空间受限，但是现货价

格偏强也给盘面支持。但随着气温回升，东北又要进

入售粮期，关注C05 1950和C09 2000做空的机会。

一周市场概况



◆ 国家粮油交易中心投放销区政策性玉米

市场新闻



2020年一号文件公布 韩长赋解读相关内容：稳定粮食和生猪供给

记者：文件在稳定粮食生产上提出了什么政策举措？

韩长赋：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中央反复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饭碗里主要装中国粮。2019年，我国粮食产量创下历史新高，连续5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粮食供给总量是充裕的。但我

们粮食安全形势非高枕无忧，粮食生产能力基础并不稳固。十几亿人要吃饭，这是我们最大的国情，粮食产量滑下去容易、

提上来难，供求吃紧就会影响社会稳定，影响整个大局。多少年的经验表明，经济形势越复杂，越要稳住农业、稳住粮食。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粮食生产要稳字当头，稳政策、稳面积、稳产量，释放了鲜明的政策信号。一是压实各级责任。

强化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要求各省（区、市）2020年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要保持基本稳定，真正动真碰硬，做到饭碗

一起端、责任一起扛。二是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进一步完善农业补贴政策，保障农民基本收益，让农民种粮不吃亏。三是

调动地方抓粮积极性。加大产粮大县奖励力度，优先安排农产品加工用地指标，支持产粮大县高标准农田建设新增耕地指标

跨省域调剂使用，让地方抓粮不吃亏。四是加强技术服务。抓好重大病虫害防控，推广统防统治、代耕代种、土地托管服务

模式，推动粮食生产提质增效。

记者：文件在加快恢复生猪生产上提出了什么政策举措？

韩长赋：猪粮安天下。生猪稳产保供是当前经济工作的一件大事。针对2019年以来生猪生产和猪肉价格出现的波动，中

央出台了一系列稳价保供政策举措，推动生猪产能开始逐步恢复，但形势依然比较严峻。必须把生猪稳产保供作为重大政治

任务，像抓粮食生产一样抓生猪生产，采取综合性措施，确保2020年年底前生猪产能基本恢复到接近正常年份水平。

为此，要压实地方责任，落实“省负总责”，压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强化县级抓落实责任，保障猪肉供给。要落

实支持政策，严格落实扶持生猪生产的各项政策举措，抓紧打通环评、用地、信贷等瓶颈。纠正随意扩大限养禁养区和搞

“无猪市”、“无猪县”问题。要抓好疫病防控，加强动物防疫体系建设，落实防疫人员和经费保障，在生猪大县实施乡镇

动物防疫特聘计划，确保疫情不反弹。要推进转型升级，推动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加强对中小散养户的防疫服务，引导生

猪屠宰加工向养殖集中区转移，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市场新闻



市场人士观点

市场新闻



主产区天气情况



国粮局收购进度

⚫ 截至1月20日，黑龙江、山东等11个主产区累计收购玉米5723万吨，同比增加158万吨。黑龙江等7
个主产区累计收购大豆256万吨，同比增加28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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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GOIC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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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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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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基本面主要数据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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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谷物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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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谷物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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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谷物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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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谷物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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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谷物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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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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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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月提货尚可，9月提高9%，10月增幅降至2.4%。



淀粉基本面主要数据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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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深加工企业影响情况



淀粉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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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粉加工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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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行业开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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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观点：过去三、四周售粮进度加快，国粮局统计的数据已经超过去年同期。我们跟踪的渠道库存也得到一定恢复。

春节期间购销基本停滞，到春节后售粮进度预计和去年类似。今年的调研不支持东北大减产，监测到的集港、外运和

企业收购数据也没有异常大，倾向于农户还有一定的余粮。政策粮方面，仍有800万吨超期粮轮出的消息，保持关注。

进口方面，中美阶段一农产品采购增加的幅度不及预期，但未规定具体进口品种，至于能进口多少，还要看具体执行。

玉米进口的限制包括配额，加征的关税和转基因问题，DDGS还有双反问题。春节后的供需焦点将从供给转向需求，

如果生猪能够稳中有所恢复，那么良好的预期在带动需求的同时也会支持贸易商建库存。另外，20/21年美国农产

品进口仍将继续增加，新季01合约给出的价格也只有2000左右。盘面追多建议谨慎，期现可以买现货抛盘面操作。

本周观点：2-4月的交易主线，供给方面还是东北的售粮，再加上物流能否顺畅。需求方面则要看冠状病毒疫情对需

求影响的持续，以及ASF在3-4月会否复发。售粮方面，本来春节前一波购销高峰让售粮进度超过去年，但是疫情的

意外保发，导致购销停滞时间长与往年，春节后的售粮窗口相应缩短了，基本回到和去年的水平。如果疫情持续，那

么产区有售粮压力，渠道和下游又要给出贸易和物流价差。需求方面，目前肉禽受影响较大。如果冠状病毒疫情持续，

居民消费受抑制，会影响饲料需求。另外非洲猪瘟在3-4月也进入易复发的阶段。政策粮新增供应300万吨，加上进

口恢复性增加，19/20年度的产销缺口在缩小。不看好玉米能够有很大的上涨空间。淀粉如果开工迟迟不能恢复，

会降低5月份前增库存的幅度，且盘面价格偏低，可能会有反弹。

策略建议



一德，

与你共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