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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内雨雪预报多

8-9日，江南大部、华南北部将有连阴雨天气，大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部分地区将伴有雷电

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新疆北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雪或雨夹雪，
局地大到暴雪。7-10日，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大部气温将先后下降4～8℃，局地降温超10℃，长江中
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将出现4～6级偏北风。11-13日，江南和华南北部的部分地区还将有一次中到大雨，
局地暴雨过程。12-14日，还将有冷空气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其中华北、东北地区、黄淮等地气温降幅
明显，可达6-10℃，上述地区并伴有4～6级偏北风。



2、国外主产区部分地区仍有干旱



2、亚洲主产区天气较为稳定



3、国际-巴西生产期收尾



3、国际-巴西出口同比降低



4、国际-印度减产幅度持续扩大



5、国际-泰国阶段性产量继续降低



6、新闻热点
1、【印度食品部预计19/20榨季糖产量为2730万吨】较上榨季3313万吨下降近18%，但高于印度糖厂协会ISMA近期最新预估的2650万
吨。Dadarao还表示，此前干旱暴雨和洪水天气令印度主要产糖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卡纳塔克邦等地区甘蔗产量下降, 导致该国产糖量
下降。
【印尼进口许可再生风波印度出口恐受阻】虽然印尼最近将原糖进口色值标准从1200下调至600，但1-6月已发放的许可证色值标准尚
未修正，印度糖厂仍未开始向印尼出口原糖。由于印度原糖供应量并不多，即便是近期重新分配的61.2万吨出口配额也对出口帮助不
大，印度最终出口至印尼的原糖或不超过25万吨。
【巴铁蝗灾现场触目惊心中国工作组10天3省紧密调研】针对巴方特殊情况和需求，中国专家组已提出“四结合”方案。从中国驻卡

拉奇总领馆获悉，方案包括短期应急防治与长期可持续治理相结合、化学防治和绿色防控相结合、空中飞机施药和地面大型器械撒播
相结合、控制本地孵化虫灾与阻击境外迁徙虫害相结合。
【印度：19/20榨季截至2月底累计产糖量同比下降21.8%】截至2月29日，印度累计有453家糖厂开榨，同比减少67家，且累计已有68家
糖厂收榨。2019/20榨季截至2月29日，印度累计产糖量为1948.4万吨，同比下降21.8%。
【印度：19/20榨季出口合同已签订逾350万吨，已出口约230万吨】印度糖厂已签订逾350万吨食糖出口合同，其中已出口约220-230万
吨。预计印度2019/20榨季食糖出口量将超过500万吨，而该国本榨季最大允许出口配额MAEQ为600万吨。2月25日将该国18/19榨季强
制出口配额的截止期限从原来规定的2020年2月15日延长至3月14日。截至目前仅使用了380万吨配额。印度糖厂2017/18和2018/19榨季
尚有240亿卢比蔗款未支付。到上个月印度2017/18和2018/19榨季蔗款分别已支付8470亿卢比和8490亿卢比，蔗款兑付率分别约为97.4
%和99.9%。该国糖厂必须在甘蔗供应压榨后14天内向农民支付蔗款。如果糖厂不能在14天内支付，必须额外支付每年15%的利息。
【欧盟：19/20榨季截至2月25日净进口食糖约46.7万吨】欧盟与英国累计食糖出口量约为35.5万吨，同比下降60.3%；累计食糖进口量
约为82.2万吨，同比下降约30%。食糖净进口量约为46.7万吨。
【巴西中南部：19/20几近收榨，截至2月16日产糖2649万吨】2月上半月产糖量为0.25万吨，同比增加47%；甘蔗压榨量为16.86万吨，
同比下降39.6%；乙醇产量为9.9亿公升，同比增加62.3%；甘蔗制糖比例为25.81%，高于去年同期的4.62%。
【印尼：开榨推迟，建议5月前进口13万吨白糖】由于预计该国2020/21榨季开榨较晚，农业部已建议在5月前进口13万吨白糖。同时印
尼可能会优先从印度进口食糖，印尼通常从5月份开始新榨季，但其2020/21榨季可能会推迟到6月底开始。
【ISO:19/20全球食糖供应缺口上调至944万吨，创近11年来新高】由于19/20榨季泰国和印度等主产国产糖量预期下调，而俄罗斯创纪
录产糖量及巴西增产前景仅能部分抵消该影响，将2019/20榨季全球食糖供应缺口从此前预估的615万吨上调至944万吨，创近11年来新
高。预计全球产糖量为1.667亿吨，同比下降4.8%；消费预计1.761亿吨，同比增加1.3%，但低于1.5%的10年平均增长率。全球食糖期末
库存将同比减少910万吨，接近2008/09榨季创下的最大减幅。期末库存消费比率将从此前预估的53.8%下降至48%，此为11/12以来最低
比率。



7、ICE持仓



8、汇率—雷亚尔持续贬值

汇率：雷亚尔的主动或被动升值将

减少出口至国际市场的糖源，有利

于国际糖价企稳反弹，贬值则对短

期糖价不利，目前美元兑雷亚尔在

4.637附近，雷亚尔兑美元连续贬

值，不利于糖价稳定反弹，将促进

巴西将更多食糖出口至国际市场。



9、价格走势



10、本月进口和走私预期降低
进口：进口税85%，原糖13美分，巴西/泰国配额外利润-200~-

150元/吨，配额内利润1900-2150元/吨。12月份进口食糖21万

吨，同比增加4万吨，环比减少12万吨。2019年1-12月我国累计

进口食糖339万吨，同比增加39万吨。本榨季截止12月底累计进

口99万吨，同比增加14万吨。1-2月进口数据将统一在3月份公布。

走私：走私糖每吨利润2000元左右，18/19榨季走私总量预计60

万吨左右。打私加压阶段，加上内外盘价格维持高位，疫情影响，

物流和走私阶段性在减少。



11、销售和物流缓慢恢复



12、仓单和预报--维持稳定



13、基差&价差



14、本周重点：消费的恢复

美糖：周五美糖盘中跌破13美分关键支撑，5月合约下跌0.33美分，报收13.12美分，持仓继

续减少，疫情恐慌情绪依然令市场承压，加上4月后巴西即将开榨，产量和出口的预期在增加，且

雷亚尔的贬值，有利于巴西食糖出口，多头资金大量减少令价格短期快速回调，中期压力加上肺

炎病毒的恐慌还未结束。长期看，国际市场预期的产量缺口在一步步落实中，中期巴西和印度出

口预期在放大，年度的供应缺口还在放大。

郑糖：5月收于5721点，9月收于5736点。基差小幅扩大，5-9价差-15，仓单不变，产区现

货价格稳定，收榨尾声，库存和资金压力不大，2月产销也支撑价格，当前价格有稳定的基础，生

产企业需要熬过疫情对于销售的影响，当前需求恢复依然缓慢，现货相对期货更加抗跌，中期看，

疫情过后，二季度会释放部分被压抑的需求，供应旺季消费淡季以及关税到期后的进口成本降低

的压力集中在5月合约上，中期内的价格空间取决于疫情发展程度对食糖消费和贸易的影响程度，

长周期来看，减产和低结转背景下，时间对多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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