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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要闻 

1、国家能源委员会部署能源改革发展工作，审议“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能源碳达峰实

施方案、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意见等。国务院总理、国家能源委员会

主任李克强主持召开会议并强调，必须以保障安全为前提构建现代能源体系，着力提高能源自

主供给能力。要优化煤炭产能布局，合理建设先进煤电，继续有序淘汰落后煤电；加大国内油

气勘探开发，加强煤气油储备能力建设，推进先进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要科学有序推进实现

“双碳”目标；结合近期应对电力、煤炭供需矛盾的情况，深入论证提出碳达峰分步骤的时间

表、路线图。从实际出发，纠正有的地方“一刀切”限电限产或运动式“减碳”。提高清洁能

源比重，更多依靠市场机制促进节能减排降碳。 

2、国家发改委积极推动主要煤炭生产企业、保供煤矿以及发电供热企业等产运需各方，在年度

中长期合同的基础上集中补签采暖季煤炭中长期合同，推进发电供热用煤中长期合同全覆盖。

截至 10 月 7 日，全国存煤 7 天以下电厂数量比节前减少 90%。 

3、国家统计局：8 月份，全国生铁产量 7153 万吨，粗钢产量 8324 万吨，同比分别下降 11.1%

和 13.2%；全国铁矿砂及其精矿进口量 9749 万吨，同比减少 2.9%。 

4、为更好发挥政府猪肉储备调节作用，稳定市场预期，维护猪肉市场平稳运行，10 月 10 日商

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部门收储 3 万吨中央储备猪肉，并布局存储在 12 个省份。 

5、美国白宫官员：正在密切监测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利用各种手段来解决美国和全球能源市

场的反竞争行为；支持呼吁欧佩克+采取更多行动支持全球经济复苏，并已将此传达给欧佩克+

的几个高级成员。 

6、智利国家铜业公司提议明年以较期货溢价 128 美元/吨的价格向欧洲客户供应铜，这表明该

铜矿商预计，即使增长逆风旋转，铜强劲的需求仍将持续。 

新闻来源：陆家嘴财经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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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品种晨会观点 

鸡蛋 

【现货市场】全国鸡蛋现货继续上涨。主产区鸡蛋价格 3.9-4.2 元；主销区价格 4.2-4.5

元。淘汰鸡价格 5.0-5.2 元/斤。 

【核心逻辑】近期矛盾主要在于消费的恢复与库存的偏低之间的矛盾。终端市场实际

消化速度依然平平，但是养殖端的惜售挺价情绪已经影响到销区，由于库存不多，用

蛋单位及蛋商拿货积极性增强，一方面是销区到货减少，采购难度增大，另一方面也

存在趁低价少量囤货现象。养殖端在蛋价连续反弹中，挺价心理受到加持，加上目前

霉变风险大大下降，产能仍居于低位，仍利好支撑蛋价。不过近期需求难有实质改善，

部分库存略多的地区保持顺势出货为佳。 

【操作建议】整体维持强势反弹，关注做多机会，11-01 反套减持。 

苹果 

【现货情况】山东产区：栖霞产区受阴雨天气影响，晚富士上货很少，零星刚需市场

客商扎点收购，80#以上统货价格 2.00 元/斤左右，主流价格行情还需等待货量增多后，

才会明朗。陕西产区：洛川产区阴雨天气影响，晚富士红货量依旧不多，发市场客商

按需订购，价格行情基本稳定，优果优价。当前纸袋富士 70#起步半商品价格在

2.80-3.20 元/斤，统货价格在 2.00-2.50 元/斤。 

【核心逻辑】目前山东及西部主产区受近日阴雨天气影响，晚富士上色缓慢，目前均

未到大量上货的交易高峰，整体上货量不多，发市场客商寻货订货，优果优价，交易

不成规模。盘面继续反应担忧情绪。 

【操作建议】反弹参与为主。 

白糖 

巴西燃料价格上涨提振隔夜原糖上涨，关注即将公布的双周报告。印度新榨季开

始，糖产量预计 3100 万吨，持平去年。原糖高位震荡。   国内方面：夜盘郑糖冲高

回落，逼近 6000，sr2201 收盘于 5965 元/吨，广西白糖现货成交指数 5603（+21），

仓单 24941 张(-280)，有效预报 0 张（0）。 新疆开榨生产糖厂达到 6 家，11 日云南

开榨，新糖逐渐上市。短期利空影响仍为工业库存同比偏高，进口量偏高，新糖逐步

上市，利空影响在大宗商品普涨中淡化，后期存潜在利多：天气可能的炒作、能源上

涨造成生产成本抬升。糖价短期反弹，中期看糖价区间波动，高抛低吸震荡操作，关

注区间(5750，6100)。 后期需关注新糖上市节奏以及进口。1-5 价差预计偏弱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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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130 附近靠拢。   

生猪 

11 日生猪主力+7.45%报收 15285 元/吨触及涨停，现货方面，全国各省外三元猪

均价为 11.32 元/公斤，较昨日上涨 0.11 元/公斤，较上周同期猪价上涨 0.12 元/公斤，

全国除了广西省猪价均有上涨。从南北地域分别看，北方部分地区猪价反弹幅度收窄，

而南方地区在北方地区猪价上涨的带动下反弹幅度略有加大。四季度随气温的继续下

降加之猪肉价格较低，猪肉消费会继续增长，猪价会适度回涨。但在四季度之前市场

猪肉供大于求的局面很难改变，猪价的上涨也会受到限制。预计近日猪价持续反弹为

主，但屠宰企业抵触情绪在增强，加之猪肉供应充足，猪价反弹幅度有一定可能会收

窄。 

油脂 

11 日，主要地区 24 度棕榈油天津 p2201+850，日照 10460/p2201+980，华东

p2201+950，广东 p2201+960。国内主要地区一级豆油现货天津 Y2201+700，日照

Y2201+750，华东 Y2201+850，广东 Y2201+830。菜油方面，华东毛菜 10 月OI2201+250/11

月 OI2201+300/四菜 10 月 OI2201+330，东莞四菜 10 月 OI2201+160，福建四菜 10 月

OI2201+180，成都四菜 10 月 OI2201+600。消息面马来西亚 2021 年 9 月棕榈油产量环

比增 0.1%至 170.4 万吨（预期 175，上月 170，去年同期 187）；进口 7.5 万吨（预期

7.5~9，上月 9.1，去年同期 4.8）；出口环比增 37.4%至 159.7 万吨（预期 161~162.5，

上月 116，去年同期 161）；库存环比减 6.8%至 174.7 万吨（预期 183~187，上月 186，

去年同期 172）。无论国际基本面还是国内现货层面，油脂预期均较为强势。但当前

单边价格融入较多的宏观升水，波动将较为剧烈，不宜过分追涨。   

豆粕 

11 日 CBOT 美豆 11 主力-1.17%报收 1228 美分/蒲，国内豆粕主力-0.75%报收 3325

元/吨，多地跌幅在 100 元/吨左右，国内沿海豆粕现货报价多回落至 3640-3880 元/吨

运行，CBOT 大豆和豆粕市场均大幅下跌，油强粕弱特征十分突出，成本传导以及市

场预期变化是这轮国内豆粕市场跟跌的主要原因。由于节前国内豆粕库存整体水平不

高，节后受限电政策影响油厂开机率继续下降，预计豆粕库存有望延续下滑态势，而

且国内生猪产能仍在惯性增长，高存栏量有助于稳定现货需求，但生猪养殖利润持续

低迷，养殖户补栏意愿下降，不利于远期豆粕需求。目前影响国内豆粕期货市场走势

的关键在于美豆和国内豆油市场表现，市场呈现出显著的“油越强粕越弱”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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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削弱了需求端对豆粕价格的支撑作用。预计今日国内粕类期货市场延续弱势表现，

可盘中顺势参与或维持观望，做多抄底需谨慎。  

棉花 

10 月 11 日，中国主港报价小幅下跌。国际棉花价格指数（SM）124.49 美分/磅，

跌 0.91 美分/磅，折一般贸易港口提货价 19686 元/吨（按 1%关税计算，汇率按中国

银行中间价计算，下同）；国际棉花价格指数（M）123.18 美分/磅，跌 0.92 美分/磅，

折一般贸易港口提货价 19481 元/吨。当日主要品种价格如下：SM 1-1/8″级棉中，美

国 C/A 棉的报价为 118.95 美分/磅，下同），折人民币一般贸易港口提货价 18816.22

元/吨（按 1%关税计算，下同）。美国 E/MOT 棉的报价为 122.93，折人民币一般贸易

港口提货价 19443.73 元/吨。澳棉报价为 121.00，折人民币一般贸易港口提货价

19135.48 元/吨。巴西棉报价为 123.84，折人民币一般贸易港口提货价 19586.85 元/

吨。乌兹别克斯坦棉报价为 117.48，折人民币一般贸易港口提货 18585.03 元/吨。西

非棉的报价为 122.10，折人民币一般贸易港口提货价 19311.62 元/吨。印度棉的报价

115.68，折人民币一般贸易港口提货价 18309.81 元/吨。美国 E/MOT M 1-3/32″级棉

的报价为 121.12，折一般贸易港口提货价 19157.50 元/吨。截止 10 月 11 日仓单总数

量 17.3 万吨，近期需注意期货仓单库存明显下降。郑棉期货主力 CF2201 合约震荡下

行。CF2201 合约终盘报收 21545 元/吨，较前一交易日上涨 290 元/吨。操作思路储备

棉继续轮出，关注成交价格，谨防通过拉高储备棉抛售均价，来拉高期货价格的操作。

国内能耗双控持续加码，使得行情运行再添变数。新棉上市收购价格连续攀高牵动市

场情绪。操作建议 CF2201 合约继续维持多头思路。切莫有轻易摸顶的操作。  

玉米 

11 日大连玉米主力+2.17%报收 2544 元/吨，美玉米主力+0.57%报收 533 美分/蒲，

国内玉米现货价格基本持平。近来国内主产区雨水较多，上市新季玉米质量较差，企

业采购积极性偏低，大部分企业还有小麦、水稻等替代品库存，短期内对玉米需求量

有限。北港晨间集港量较前期增加，日间集港量 6500 吨，收购主体数量有所增加，

上周装船 3 艘。南港到货增量、供需趋于宽松，市场整体心态偏弱，贸易商走货不畅，

部分为加快走货高报低走。东北产区陈粮库存量仍偏多，持粮贸易商有一定出库压力，

下调价格刺被迫激走货，部分深加工企业建库意愿不强，开工维持低位，整体采购随

采随用为主。受阴雨天气影响新季玉米收割延迟，上市的玉米霉变偏高，贸易商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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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干塔收购积极性偏低。华北黄淮产区新季玉米还正在收割过程中，部分区域已收割

完毕，但连续阴雨天气，新玉米晾晒困难，河南、山东新粮发芽霉变的较多，天气转

晴后受潮的新玉米上量趋于集中，贸易商随收随走，加工企业按需采购。预计近期玉

米以震荡调整为主。  

淀粉 

11 日玉米淀粉主力+1.32%报收 2995 元/吨，行业开工率略有下滑，行业开工负荷

率为 48.29%，较上周下跌 1.51 个百分点。减产区域主要集中在山东地区。近期华北

地区阴雨天气持续，且秋粮暂未大量上市，短时玉米供给收紧使得价格或有窄幅推涨，

对玉米淀粉市场形成一定支撑。同时淀粉企业开工负荷不稳定，发货偏紧也对企业挺

价心态形成提振。但部分下游开工负荷亦在减产范围之内，下游采购愈加谨慎，对市

场推涨形成抑制，业内人士心态略显不一。现阶段企业出货为首要任务，短期玉米淀

粉现货市场僵持整理态势持续，局部成交或依据出货情况灵活调整。  

花生 

市场方面，国内春茬及地膜花生大部分地区已基本完成收获，但因，河南及东北

多数地区新花生收获及晾晒节奏偏缓，上货量不大，多数市场价格基本平稳，个别油

料米市场价格偏弱。贸易商多保持观望心理，大型油厂尚未入市收购，部分中型油厂

少量按需采购，严控标准。随着后期天气好转，上货量或会增加，但油厂仍处观望状

态，市场及食品厂需求不旺，等大量上市，短期内价格或将维持平稳或弱势调整为主，

仍需重点关注油厂收购动向、各地新花生上货情况及油脂市场上涨对盘面的带动影

响。 

甲醇 

10 月 11 日，甲醇全国现货指数+157.82 至 3858，期货盘面价格开盘直接冲高至

4000+后回落再起，收盘 4013，涨幅高达 7.27%，夜盘涨势不止，盘面一路冲高至于

4181，令人咋舌。目前来看，节后至今，期货价格屡创新高的速率过高，基本 100 点

/交易日，不由令人担忧。事实上，“金九”已经证实，“银十”成色几何有待进一

步观察。10 月判断为供需双增之格局，但总体供需矛盾不突出。价格主要矛盾仍在

动力煤。10 月国内煤价高位走势依旧有望持续。 最值得注意的是，下游 MTO 单体

的利润已经降至冰点，-4000 元/吨的亏损何时能够引起大幅向上的需求负反馈，是需

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另外，历史统计规律支持 10 月下旬期价较大概率下行，这一点

也值得考虑。         策略建议：01 合约短期不建议追高，关注 4000 以上的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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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重点跟踪 MTO 的大幅开工变化，一旦 MTO 装置开工率持续停修消息确实，

考虑做空，当下的行情比较适合日内短线，高抛低吸；1-5 短期仍偏正套。         风

险提示：煤价超预期大涨、海外装置特别是伊朗装置意外检修。 

尿素 

能源价格以及国外尿素现货价格对国内现货的拉涨作用仍在持续。山西大水使煤

炭增产保供、冬季补库受到了一定阻力，此外电价上浮拉高了成本。近期在寒冬预期

下国际能源价格持续探涨，对尿素成本端支撑不减。菏泽、临沂现货价格上涨至

2990-3030 元/吨。四季度供给端环保限产、限气减产、能耗双控深化等减产预期仍影

响市场心态。但在保供稳价政策影响下国内价格上涨幅度明显小于国际价格变动幅

度。10 月-11 月初，煤炭日耗相对较弱，下游补库阶段，下月初日耗或持续增加。内

蒙古、山西都在计划核增煤炭产能，预计 4 季度中旬或将有一定缓解。昨日部分港口

传出限制化肥集港消息，若 11 月执行的法检也对出口有实质影响，在日产量提升之

后集港货源回流对内贸价格的压制将凸显。短期 01 合约仍以冲高之后高位区间震荡

对待，建议日内短线操作。  

纯碱 

供应端纯碱日开工率 74.27%，安徽淮南碱厂纯碱装置 10月 10 日停车检修，计划

10 天左右；青海昆仑纯碱装置 1 号锅炉 10 日开始检修，重碱日产量略有降低，但对

总产量影响不大。除减量检修企业外，其余企业开工正常，日产量相对稳定，部分企

业出货偏紧张，控制接单。国内纯碱市场整体走势持稳，个别企业轻碱价格上调。需

求端，下游需求变化不大，按需采购为主，对纯碱高价抵触情绪仍存，心态谨慎。短

期来看，预计国内纯碱现货市场运行维持平稳向好态势，价格高位整理。今年在双控

限产限电制约下，以及秋冬季节大气环保问题，供给端影响或将会持续。紧张程度或

稍有缓解，对于纯碱而言短期驱动仍然偏强。对于后期纯碱价格的影响一方面在于供

应端会不会进一步收紧，另一方面在于价格在下游的传导问题。冲高后注意回调压力，

中长期建议波段操作为宜。 

玻璃 

从假期后半段开始玻璃企业产销情况环比有所好转，下游部分区域深加工企业限

电有所缓解，以完成前期订单为主。在环保以及限电预期下，下游部分采购进行中。

但生产企业和贸易商以及深加工企业的博弈还在继续，天然气等原料价格推高后玻璃

成本增加，成本支撑下后期采购速度和数量尚有一定的增长空间。随着下游深加工企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