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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仍未公告，玉米上量缩价格涨：三个可能公布拍卖的时间点：五一

前最后一个工作日，本周第一个工作日，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都没有拍

卖公告挂出来，现在又传拍卖要延迟到5月底前后。各地玉米惜售情绪

仍明显，监测的各节点到货量都处于极低位置。在拍卖公布之前，市场

囤货看涨的情况难改。如果拍卖单周投放量少或者价格再提高，则利空

影响也降有限。

◆ 淀粉上涨乏力，开机率下降库存略回升：节后各地淀粉价格小涨，但无

法弥补五一假期及本周玉米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增加，山东加工利润继

续恶化。在拍卖粮供应到企业之前，加工利润仍不乐观。

◆ 盘面高位回落：受临储拍卖预期的影响，本周盘面玉米高位回落。市场

认为拍卖开始后现货价格还是会向拍卖成本回归。在拍卖量价均未知的

情况下，回落幅度难以预估。并且目前黑龙江仍有疫情，吉林昨日也有

新增病例，再加上剩余临储库存的库点偏远，出库和物流效率也都可能

出现问题。本周也有大幅增加进口配额的传闻，未证实。拍卖落实前不

好操作。

一周市场概况



市场人士观点

市场新闻



机构东北调研：

辽宁：铁岭-沈阳-锦州-朝阳-大连-鞍山-葫芦岛-营口

从采样点数据来看，辽宁省约一半的农户播种尚在进行中，已经播种完的农户约19%，尚未播种的农户占比26%；去年已

经播种完的农户约39%，尚未播种的农户占比19%，和去年的数据对比来看，整体播种进度稍微偏慢。据农户反映，疫情

并没有影响播种进度，主要是因为雨雪天气导致气温低和土壤湿度大阻碍了播种进度，比如沈阳阜新前期的倒春寒对春播进

度略有影响（延迟一周左右），但对土地墒情影响不大，预计五一过后将开启播种。但是也有地区播种进度偏快，比如辽宁

铁岭周边地区今年由于雨水充足，农户播种时间进度和去年同期相比有所提前。种植意向方面，绝大多数农户还是选择种植

玉米，大豆改种意愿不强，主要是考虑到大豆产量太低、耐旱性低，而且村子里面专业的收割机器较少，收割不便利。辽宁

省内改种现象不明显，沈阳康平县有部分农户改种大豆，平均每户改种面积1/3左右；鞍山海城市周边20%-30%的玉米已

经改种花生。

市场新闻



吉林：长春—松原——四平

五一假期之后长春、松原、四平等地区农户处于春播收尾阶段，今年有不少农户使用免耕方式。对于免耕机播种，当地政府有补贴，平均补贴400元/晌。

由于今年雨水充足，土壤墒情较好，做水种植的农户较少，整体的播种进度是偏快一点，部分地区由于低温推迟了播种进度。种植成本方面，农药、种子、

化肥价格基本没有变化，但是地租成本上涨明显，平均7k-9k/晌，部分地区已经达到1w/晌，然而去年的地租平均5k-6k/晌，上涨幅度10%-40%，甚至

部分地区地租翻倍。分析原因来看，这是由于去年雨水充足，玉米产量较高，加上玉米价格行情较好，农户种植积极性提高。

吉林：辽源—白城——吉林

辽源、白城、吉林等地玉米播种进度相比去年要偏慢，部分地区推迟了约半个月，主要是气温低阻碍了播种进度。地租成本变化不大，一般旱田是300元/

亩，好的地块一般500-600元/亩。种子、农药价格基本没有变化，化肥价格有的地方便宜了10元/袋，有的地方上涨4-5元/袋。由于当地是丘陵地带，

洼地、岗地居多，不适合灌溉，当地农户基本靠天吃饭。玉米播种面积和去年相比相差不大，去年种大豆的改回种植玉米，还有部分农户有改种花生的。

产量方面，据农户介绍，辽源部分地区去年大风天气居多，玉米有倒伏现象导致减产；吉林桦甸部分地区受玉米大斑病的影响也减产。

吉林：通化—白山——延边

通化—白山—延边地带处于吉林省东部的丘陵地带，当地气温偏低，玉米播种进度相比吉林省其他区域要偏慢。当地种玉米的地租成本普遍在50-200元/

亩之间，种瓜果和蔬菜的地块能有400-500元/亩。大部分地区地租成本和去年相比变化不大，但通化市部分地区地租翻倍，由100元/亩上涨到200元/亩，

辉南县种植瓜果和蔬菜的地块地租由500元/亩上涨到700元/亩，分析原因来看，主要是当地外出打工人数减少，更多人的选择在家务农，再加上现在玉

米价格行情较好，农户的种植积极性提高从而推高了地租。补贴方面，2019年大豆生产补贴260元/亩，玉米生产补贴10元/亩，地补100-110元/亩，

2020年的地补还没发放。玉米播种面积整体变化不大，通化、白山等地有3%-10%的玉米改种大豆。

市场新闻



全国气象情况

⚫ 东北、内蒙古：周内东北地区气温回升，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2℃，内
蒙古东部偏高2～4℃，日照充足，农区大部土壤墒情适宜，利于加快春玉米、大豆
播种进度和水稻育秧。周内，黑龙江东部和南部、吉林北部出现3～4天降水天气，
累计降雨量有10～25毫米，局部达25～50毫米，并伴有雷暴天气，对玉米和大豆等
作物播种作业不利。

⚫ 预计未来10天，北方气温逐步回升，新疆西部、西北地区东南部、东北地区中东部
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0～25毫米，局地有30～60毫米。黑龙江东部部分农田内涝将加
重，不利于春播。

⚫ 截至5月3日，全国已春播粮食45.9%，进度同比快0.2个百分点。其中，早稻大田播
栽结束，一季稻播栽完成11.7%，春玉米已播55.9%，薯类已播58.8%，大豆已播
15.2%。



国粮局收购进度

⚫ 截至4月25日，黑龙江、山东等11个主产区累计收购玉米9495万吨，同比减少1183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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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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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船期，4-6月有约210万吨左右的玉米装往中国。大麦高粱约18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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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400)

(300)

(200)

(100)

0

100

200

300

400

山东-吉林玉米价差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1350

1550

1750

1950

2150

2350

广州港口玉米现货价格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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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20%

40%

60%

80%

100%

1
/1

1
/3

1
/5

1
/7

1
/9

1
/1

1

1
/1

3

1
/1

5

1
/1

7

1
/1

9

1
/2

1

1
/2

3

1
/2

5

1
/2

7

1
/2

9

1
/3

1

2
/2

2
/4

2
/6

2
/8

2
/1

0

2
/1

2

2
/1

4

2
/1

6

2
/1

8

2
/2

0

全国淀粉企业开机率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5年均值

0

20

40

60

80

100

120
全国淀粉加工企业淀粉库存（万吨）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淀粉及副产品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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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行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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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行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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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观点：拍卖还没有消息，本周公布周四拍的可能性比较小，最快可能也要下周（5月14日）了。不管限不限量，以目前的现货价格

和拍卖价格（传闻最高涨100），拍卖粮都有成本优势，因此前几期的成交率和价格不会太差。除了拍卖价量之外还要关注定向拍卖的

情况，是否有，多少量，价格多少。因为粮食品质问题，估计大部分定向粮还是会进入酒精企业。上周传又有配额发放给国企，看来

2020年720的配额会基本用光，但是考虑到目前中美关系，进口更多也比较困难。以65%的配额外关税计算，美玉米到港成本在2350

左右，目前没有价格优势。玉米短期仍偏强。盘面目前仓单52万吨，数量不算小。淀粉继续跟随玉米，9月价差370继续扩大动力也略

显不足，但是跌破300也难。盘面和贸易都没有太好的机会，等拍卖公布落地。

另外今年由于疫情，没有办法进行东北产区的春播调研，市场对种植和面积调整的反应可能会慢。

本周观点：截至目前还没有公告。随时都可能出公告，也可能一到两周还没有公告。每年临储玉米拍卖到底是什么情况，都搞得跟柯南

的结局一样扑朔迷离。市场的主流预期还是价格会向拍卖成本回落，但是在拍卖量、时间和价格都没确定前，也没有太大的下跌驱动。

高粮价下用粮企业也都比较难受，继续提价的意愿和能力都显不足，价格继续上涨也难。临储余粮5600万吨是明牌，今年的市场情况

让各家纷纷调高了19/20的产销差，在20/21产量难有明显增加而需求可能继续回升的情况下，产销差将进一步扩大。如果通过期末

结转把5600万吨平均到两个年度，则今年的拍卖成交议价也不会太低——即使拍卖中期7-8月叠加贸易粮出货价格回落，到8-9月拍卖

后期也可能出现翘尾。能改变未来供需的途径，一是进口，虽然现在确实是进口的好机会，但是还没有打破720万吨配额的确切消息。

二是增加产量，比如种植转基因，或增加面积。20/21年都来不及了，如果按照目前的远期价格，明年的种植面积可能会有所增加——

需要注意的是16年以来的调结构，退耕还林还草已经让东北的总面积有所下降。在长期产销差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企业和渠道的囤货

看涨心态恐怕会一直在，价格易涨难跌也就正常了。

策略建议



一德，

与你共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