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石期货研究所，2021 年 8 月 13 日 

商品期货中涨幅前三的品种为：红枣 2201 涨 2.83%、豆粕 2201 涨 2.00%和

菜粕 2109 涨 1.95%；跌幅前三：尿素 2201 跌 3.31%、玻璃 2201 跌 2.99%

和焦煤 2201 跌 2.74%。 

 

1、百年一遇大旱对阿根廷谷物出口的影响将延续至明年，一场百年一遇的干旱

导致阿根廷主要粮食运输河流的水位下降，削减农产品出口，并增加了物流成本。

而气象学家说，这一趋势可能会持续到明年。阿根廷是全球第三大玉米供应国，

也是全球最大的牲畜饲料豆粕的出口国。农产品出口是阿根廷硬通货的主要来源，

该国需要硬通货来支撑中央银行因三年经济衰退而枯竭的储备。 

2、农业农村部：到 2025 年建成一批现代化种养业良种生产基地，农业农村部

联合印发《“十四五”现代种业提升工程建设规划》。《规划》提出，到 2025 年，

建成一批现代化种养业良种生产基地，形成保、育、测、繁分工合作、紧密衔接

的现代种业发展格局，实现基础强、体系强、科技强、企业强，全面提升种业现

代化水平，为我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提供有力保障。 

3、农业农村部：2020/21 年度中国食用植物油产量较上月估计值下调 52 万吨 

1、本月估计，受大豆进口量和压榨量调减影响，2020/21 年度中国食用植物油

产量 2851 万吨，较上月估计值下调 52 万吨。7 月下旬以来河南遭遇强降水，

造成局部主产区渍害严重，对芝麻产量形成一定影响。甘肃、宁夏、山西等产区

遭遇干旱，胡麻产量预期下降。虽然部分特色油料可能因灾小幅减产，但考虑到

占油料总产比重较小，且其他油料作物长势正常偏好，暂不对 2021/22 年度中

国食用植物油产量进行调整。 



2、目前中国食用植物油市场处于消费淡季，随着中秋、国庆双节备货启动，食

用植物油库存高位的局面有望得到缓解。受国际市场大豆供需形势及运价上涨影

响，中国进口大豆到岸税后均价调高，对豆油价格形成一定支撑。新冠病毒变异

为全球疫情防控带来不确定性，后期影响值得继续关注。综合国内外市场供需基

本面，本月适当上调豆油、棕榈油价格均价区间。 

4、部分玉米主产区单产有望创新高，据农业研究机构 farm policy，2021/22 年

度首次调查玉米单产预估为 174.6 蒲式耳/英亩，较上月减少 4.9 蒲式耳/英亩，

但主产区中，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的单产却有望创历史新高。 

5、美国玉米的单产预估远低于预期，路透农产品专栏作家 Karen Braun 表示，

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玉米的单产预估远低于预期，尽管东部玉米种植带的单产将

创纪录新高，但是预计达科他州的单产将非常低，北达科他州单产将创 2011 年

来最低水平，南达科他州单产将创 2012 年来最低水平；明尼苏达州的单产将创

2014 年来最低水平；爱荷华州单产为 2015 年来第二低的一年，仅次于去年。 

6、农业农村部：2021/22 年度中国玉米供需平衡表维持上月预测数不变，本月

玉米产区总体气象条件较好，尽管河南等多地强降水导致局部地区出现内涝，但

大部分地块积水及时排出，对处于拔节期的玉米生长影响有限，而降水偏多为其

他未受灾产区夏玉米拔节、春玉米抽雄吐丝提供了充足的水分保障。目前，大部

分玉米主产区土壤墒情适宜且好于上年同期，利于玉米生长，取得丰收有较好基

础。2021/22 年度中国玉米供需平衡表维持上月预测数不变。 

7、客商拿货热情不减，红枣价格持续上涨，据中枣网，8 月 12 日沧州市场随着

近期各路客商的大量囤货，且交易主要为小级别货源，导致目前小级别供应较为

紧张，现阶段客商拿货仍较积极，整体购销活跃，走货显快，价格稳中有涨。虽

然早上崔尔庄阴雨绵绵，但雨停后，走货依旧。新疆产区受减产预期影响，叠加

各产区剩余货源有限，价格都有小幅上涨，外地前来询价问货客商也有所增多，

整体走货尚可，成交优质优价。 

8、中棉协：7 月预计全国棉花总产量约为 576.31 万吨，同比减少 2.71%，据

中国棉花协会棉农分会 2021 年 7 月对全国 12 个省市和新疆自治区 2291 个定



点农户进行了棉花生长情况及预计产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全国植棉面积为

4345.59 万亩，同比减少 5.47%；预计全国棉花总产量约为 576.31 万吨，同比

减少 2.71%，减幅较上期缩小 0.7 个百分点。分区域看，新疆地区棉花长势仍差

于去年，但病虫害轻于上月，预计单产降幅较上期有所收窄；7 月黄河流域大部

分地区前期干旱，月末遭遇强降雨，部分棉花出现倒伏，严重的地区出现绝收；

长江流域大部棉区气候平稳正常，棉花总体长势较好。 

7 月新疆棉花普遍进入花铃盛期，也是田间管理最为关键的阶段。今年棉花病害

和灾害发生频次高于去年，但已较上月数据有所好转。被调查户中认为病害较轻

的占 48.89%，同比低 16.61个百分点；认为虫害较轻的占 78.40%，同比高 21.99

个百分点；认为长势较好的占比 12.57%，同比低 53.44 个百分点。7 月新疆极

端天气多，但持续时间均较短，影响不大。南疆雨水远高于去年，喀什、和田、

阿克苏等区域出现暴雨天气，对棉花结桃略有影响。预计今年新疆棉花单产仍下

降 0.71%，总产量为 523.21 万吨，同比减少 0.22%，减幅较上期缩小 0.9 个百

分点。 

9、USDA 发布 8 月月报，全球总产下调，其中以美棉和巴西棉减幅最为明显；

全球棉花消费量和进出口贸易量持平微增；期末库存因此再度下降。 

10、目前市场上，低支纱现货较为充足，但 32S、40S 常规热门品种依旧紧俏，

纱厂交货期均在一个月左右，有些规模性大厂甚至在 2 个月以后。 

 

1、Mysteel：螺纹产量降至春节次高点，热卷开始降库。据 Mysteel 库存数据，

截至 8 月 12 日，本周螺纹社会库存 806.41 万吨，环比下降 9.37 万吨。热卷社

会库存 300.04 万吨，环比增加 0.05 万吨，冷轧社会库存 116.96 万吨，环比增

加 0.12 万吨。螺纹钢厂库 340.47 万吨，环比增加 3.6 万吨。热卷钢厂库存 95.28

万吨，环比下降 1.45 万吨。冷轧钢厂库存 32.87 万吨，环比下降 1.46 万吨。螺

纹总库存 1146.88 万吨，环比下降 5.77 万吨。产量方面，螺纹周产量 321.08

万吨，环比增加 3.09 万吨。热卷周产量 327.19 万吨，环比增加 6.8 万吨。螺纹

表需 326.85 万吨，环比增加 28 万吨，热卷表需 328.59 万吨，环比增加 2.5 万



吨。 

2、中铝矿业恢复氧化铝正常生产，据亚洲金属网，中铝矿业有限公司是河南一

家主要氧化铝生产商，7 月底开始恢复正常生产，8 月份产量预计 120,000 吨左

右，高于 7 月份的 80,000 吨左右，该公司某人士向亚洲金属网透露。该公司于

7 月 20 日因暴雨袭击而停产。其年产能 240 万吨，四条生产线，今年 1-7 月份

产量 70 多万吨，去年全年约为 130 万吨。他们主要执行长期合同，目前没有库

存。该人士认为，未来一周北方市场现货氧化铝主流出厂价格将维持在 2,600 元

/吨以上。 

3、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澳大利亚最大的铝冶炼厂被迫缩减生产，据铝视界，澳大

利亚最大的铝冶炼厂 Tomago 铝业公司正处于一个不断增长的 COVID 集群中，

随着更多的员工进入隔离状态，可能被迫缩减生产。悉尼北部纽卡斯尔附近的

Tomago 铝业公司正在努力维持冶炼厂的运作，担心更多的工人可能会受到影

响。首席执行官 Matt Howell 说，关闭冶炼厂将是最后的手段。 

4、未来几年铝土矿产量将快速增长，据惠誉在其报告中表示，铝土矿开采将成

为本十年全球采矿业增长最快的部门之一。同时，这一进程的领头羊将是最大的

两个供应商——澳大利亚和几内亚。澳大利亚2020年开采了1.04亿吨铝土矿，

占全球总量的 29.6%。惠誉预计，今年澳大利亚的铝土矿产量将比去年增加 4.0%，

达到 1.08 亿吨以上。几内亚，2020 年铝土矿产量为 8200 万吨，预计 2021 年

将增至 8450 万吨，产量可达 1.338 亿吨。 

5、8 月 13 日日照港铁矿石现货报价跌 10 元/吨，8 月 13 日铁矿石日照港口现

货早盘报价跌 10 元/吨，现 PB 粉 61.5%报 1134 跌 10，纽曼粉 62.5%报 1160

跌 10，金布巴粉 60.5%报 1035 跌 10，罗伊山粉 61%报 1057 跌 10，卡粉 65%

报 1545 跌 10，超特粉 56.5%报 772 跌 10（元/湿吨）。基差方面：与 12 日收

盘价对比，日照港澳大利亚 PB 粉矿（车板价，61.5%）（换算干湿后）现货升

394.6。 

8 月 13 日山西吕梁焦煤报价平稳，8 月 13 日国内焦煤现货主流价格平稳，现吕

梁主焦煤（A9.5，V21-23，S0.7，G>85）柳林出厂价 2700 元/吨。基差方面：



与 12 日午后收盘价对比，焦煤现货升水 494.5。 

8 月 13 日天津港准一级焦现货价格持稳，8 月 13 日国内焦炭现货价格持稳，现

天津港准一级冶金焦（A<12.5，S<0.7，CSR>60,M8）平仓价 3010 元/吨。基

差方面：与 12 日午后收盘价对比，扣除水分后，焦炭现货升水 191。 

8 月 13 日国内建材现货报价稳中偏弱，8 月 13 日国内建筑钢材现货报价稳中

偏弱，现 HRB400,20mm，上海中天报价 5310 跌 20，北京河钢报价 5240 稳，

广州韶钢报 5620 稳。基差方面：与 12 日午后收盘价对比 ，上海现货升水 32.2，

北京现货贴水 39.9，广州现货升水 178。（单位：元/吨） 

8 月 13 日国内各地热卷报价跌 20-50，8 月 13 日国内各地热轧卷板现货报价

跌 20-50，现 Q235B，4.75mm，上海鞍钢/本钢报价 5740 跌 50，北京包钢

5820 跌 40，广州柳钢报 5660 跌 20。基差方面：与 12 日午后收盘价对比，上

海现货升水 14，北京现货升水 94，广州现货贴水 66。（单位：元/吨） 

6、LME 有色金属现货升贴水，8 月 13 日 LME0-3 铜贴水 31.75 美元/吨，

LME0-3 铝贴水 2 美元/吨，LME0-3 铅升水 48 美元/吨，LME0-3 锌贴水 11.35

美元/吨，LME0-3 锡升水 615 美元/吨，LME0-3 镍贴水 19 美元/吨。 

1、库存继续下滑，乙二醇港口库存减少 1.5 万吨，截止 8 月 5 日，截止到本周

四华东主港地区 MEG 港口库存总量 48.6 万吨，较本周一增加 0.91 万，较上周

四降低 1.5 万。其中，张家港 18.3 万吨，太仓 12 万吨，宁波 3.9 万吨；江阴及

常州 11.4 万吨，上海及常熟 3 万吨。码头发货方面：张家港日均发货 8900-9000

吨；太仓两库综合日均发货 730 吨，宁波方向综合日均发货 5000 吨。 

2、IEA 月报：将 2021 年下半年原油需求预估下调逾 50 万桶/日，IEA 月报：

因疫情原因，下调石油需求展望，预计 2022 年将出现新的过剩。将 2021 年下

半年原油需求预估下调逾 50 万桶/日。预计 2021 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增加 530

万桶/日至 9620 万桶。预计非 OPEC+石油供应将在 2021 年增加 60 万桶/日，



在 2022 年增加 170 万桶/日，其中有 60%的增幅来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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