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石期货研究所，2022 年 01 月 28 日 

商品期货中涨幅前三的品种为：铁矿石 2205 涨 7.59%、纸浆 2205 涨 5.21%、

和液化气 2203 涨 4.43%；跌幅前三：动力煤 2205 跌 6.43%、白银 2206

跌 3.45%和线材 2202 跌 3.30%。

 

1、2021 年 11 月美国服装进口额同比增长 40%，从中国进口同比增长 49%，

据中国棉花网 1 月 26 日发布的报告，2021 年 11 月，美国服装进口额同比增长

40%，较两年前同期增长 33%。平均单价上涨 11.6%。当月，美国对中国服装

进口额（美元）同比增长 49%，较两年前增长 37%。2021 年 1-11 月，与 2019

年同期相比，越南占美国服装进口比重从 19.8%下降到 17.8%，中国市场份额

从 23.7%上升到 24.1%。 

2、2021 年新疆口岸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金额 391.93 亿元，同比增长 59.02%，

据锦桥纺织网，乌鲁木齐海关统计，2021 年 1-12 月新疆口岸纺织纱线织物及

制品出口金额 42.26 亿元，同比下降 21.49%；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金额 391.93

亿元，同比增长 59.02%。 

3、 据统计，截至 2022 年 1 月 20 日，美国累计净签约出口 2021/22 年度棉

花 273.2 万吨，达到年度预期出口量的 83.64%，累计装运棉花 85.4 万吨，装

运率 31.27%。其中陆地棉签约量为 264.4 万吨，装运 81.7 万吨，装运率 30.89%。

皮马棉签约量为 8.8 万吨，装运 3.8 万吨，装运率 42.92%。 其中，中国累计签

约进口 2021/22 年度美棉 82.1 万吨，占美棉已签约量的 30.04％；累计装运美

棉 22.7 万吨，占美棉总装运量的 26.53％，占中国已签约量的 27.62％。 

4、棉花公检：截至 1 月 27 日 2021 年度全国棉花累计公检 520.19 万吨，同



比减 4.4%，据中国棉花公证检验网，截止 2022 年 1 月 27 日，2021 年棉花年

度全国共有 1066 家棉花加工企业按照棉花质量检验体制改革方案的要求加工棉

花并进行公证检验，全国累计检验 23033597 包，共 520.19 万吨，同比减 4.4%，

其中新疆检验量 22573332 包，共 509.86 万吨，同比减 3.9%；内地检验量为

460265 包，共 10.33 万吨，同比减 25.1%。 

5、国内棉纱成交基本停滞，部分贸易商销售进口棉纱改为预售模式，据中国棉

花网 1 月 27 日发布的报告，据河南、山东、江苏等地棉纺织企业、贸易商反馈，

1 月 25 日以来大部分生产厂家已放假，各轻纺市场也已打烊，棉纱询价、成交

基本停滞，物流、运输也大幅减少。从调查来看，自 1 月中旬以来，部分贸易商

销售进口棉纱改为预售模式，订货商下单后需缴纳 10-20%的保证金，交货期多

在 3 至 4 月份。业内分析认为，目前印度、巴基斯坦等产地棉纱与国产棉仍大

幅倒挂，大量签约进口船货或保税的风险比较大，一旦内外盘棉纱价格崩盘回落，

贸易商亏损难以承受。另外，受印巴棉花、棉纱暴涨的影响，印度、巴基斯坦纱

厂按合同交货的意愿也快速下降。 

6、中国棉花网：今年三季度全球物流和供应链的问题可能逐渐解决，本年度全

球棉花消费能否实现增长还是个问号，据中国棉花网 1 月 27 日发布的报告，今

年三季度的市场很值得关注，届时全球物流和供应链的问题可能逐渐解决，在途

的棉花终将到达目的地。上年度全球消费的复苏是疫情之后需求反弹和政府刺激

措施的共同作用，但在奥密克戎毒株、供应链问题以及政府刺激政策退出、超级

通胀开始削弱终端消费的情况下，本年度全球消费能否实现增长还是个问号。 

 

1、SMM：节前累库不及预期，期铝偏强运行，SMM 分析指出，供应端，云南、

山西等省电解铝虽有增产但整体仍继续处于相对低位。需求上，春节临近消费转

弱，部分地区已然出现累库。假期内，预期整体库存累库规模弱于往年，节后库

存高点或低于 120 万吨。乌-俄局势升级引发市场对海外铝供应端减产担忧，隔

夜期铝大涨，国内铝累库延迟，多头减仓减弱，短期沪铝维持高位震荡为主，仍

需继续关注国内春节前多头避险离场及海外电解铝供需变化问题。 



2、统计局：2021 年全国规模以上煤炭采选业实现营业收入 32897 亿元，同比

增长 58.3%，据国家统计局消息，2021 年，采矿业实现营业收入 57048.7 亿

元，同比增长 41.9%；利润总额 10390.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91 倍；营业成本

37334.0 亿元，同比增长 25.1%。2021 年，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实现营业收入

32896.6 亿元，同比增长 58.3%；利润总额 7023.1 亿元，增长 212.7%；营业

成本 20300.1 亿元，同比增长 37.8%。 

3、Fitch Solutions：预计今年金属价格将维持强劲表现，据外媒，1 月 26 日，

惠誉解决方案（Fitch Solutions）分析师表示，金属价格自 2020 年以来一直呈

上升趋势，今明两年预计将持续这种强劲表现。在 2021 年利润和营收达到创纪

录高水平的一年后，矿商和金属生产商对今年的前景依然乐观，预计今年不会回

到此前的低点。惠誉称，全球矿物和金属产量可能增加，且资本支出将保持其复

苏趋势。惠誉强调出在绿色过渡金属的投资，黄金和基本金属上的投资将增加。

此外，对包括锂在内的电池矿物的投资有望继续。 

4、智利 Cochilco 维持 2022 年铜价预估为 3.95 美元/磅，据外媒，智利铜业

委员（Cochilco）周四声明称，因在去年大涨后价格趋向温和下跌，维持 2022

年铜均价预估在每磅 3.95 美元不变，预计 2023 年铜均价为每磅 3.8 美元。预

计 2022 年全球铜产量将增加 4.1%，2023 年将增加 5.5%，市场到 2023 年末

将重回供应过剩状态。Cochilco 表示，今明年两年，铜均价将开始进入温和下

行的周期，价格仍处于历史高位。 

5、世界黄金协会：全球黄金需求 2021 全年增长 10%，据世界黄金协会报告，

第四季度表现强劲，全球黄金需求 2021 全年增长 10%。2021 年，除 ETF 以外，

其他几乎所有领域的黄金需求均有恢复。2021 年全球黄金需求量（不含场外交

易）增至 4,021 吨，而四季度功不可没：该季度内，全球黄金需求同比大涨近

50%，是近十个季度以来的最高水平。2021 年的的强劲表现弥补了总需求在

2020 年因新冠疫情导致的大部分损失。随着经济增长和消费者情绪复苏，金饰

消费和科技用金需求也在这一年回升，同时央行购金需求也远超 2020 年。而黄

金投资需求则喜忧参半，高通胀与上升的债券收益率竞相争夺投资者注意力。 



6、1 月 28 日日照港铁矿石现货报价上涨，基差走弱，1 月 28 日铁矿石日照港

口现货报价上涨，现 PB 粉 61.5%报 908 涨 10，纽曼粉 62.5%报 918 涨 10，

金布巴粉 60.5%报 765 涨 10，罗伊山粉 61%报 868 涨 10，卡粉 65%报 1130

涨 10，超特粉 56.5%报 587 涨 10（元/湿吨）。基差方面（2205 合约）：与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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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水 218。 

1 月 28 日天津港准一级焦现货报价平稳，1 月 28 日国内焦炭现货报价平稳，现

天津港准一级冶金焦（A<12.5，S<0.7，CSR>60,M8）平仓价 3210 元/吨。基

差方面（2205 合约）：与 27 日午后收盘价对比，扣除水分后，焦炭现货升水 248。 

1 月 28 日山西吕梁焦煤报价平稳，基差走弱，1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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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 元/吨。

基差方面（2205 合约）：与 27 日午后收盘价对比，焦煤现货升水 122。 

7、LME 有色金属现货升贴水，1 月 28 日 LME0-3 铜升水 54.75 美元/吨，LME0-3

铝升水 16.25 美元/吨，LME0-3 铅升水 9.25 美元/吨，LME0-3 锌升水 24 美元

/吨，LME0-3 锡升水 505 美元/吨，LME0-3 镍升水 395 美元/吨。 

8、发改委：供煤持续大于耗煤，电厂存煤保持 1.7 亿吨历史高位，据国家发改

委官网消息，近日，全国统调电厂供煤持续大于耗煤，存煤稳步提升并保持在历

史高位。截至 1 月 26 日，全国统调电厂存煤 1.7 亿吨以上，同比增加超过 5200

万吨，创历史新高，可用 22 天。同时，随着春节日益临近，煤炭需求逐步回落。

1 月 26 日全国统调电厂耗煤 715 万吨，比一周前减少近 70 万吨，降幅 9%，

呈逐日下降态势。在保供稳产政策下，煤炭供应能力仍维持在较高水平，预计电

厂煤炭库存将进一步累积，春节期间煤炭需求可得到有力保障。 

1、习近平：使农村的生活奔向现代化，越走越有奔头，据央视新闻，习近平总

书记 26 日下午来到山西汾西县僧念镇段村，走进村便民服务中心考察，来到村

民家中看望。习近平同乡亲们说，看到大家对现在的生活感到满意，我很高兴。

下一步，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了，第二个百年的新征



程已经开启，我们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

化，要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衔接好，使农村的生活奔向现代化，越走

越有奔头。 

2、李克强：面对经济发展新的下行压力，将加大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力度，据

新华社，在春节到来之际，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 月 26 日下午在京亲切会见在华

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并座谈交流。李克强指出，面对经济发展新的下行压力，我

们将加大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力度，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加强定向调控，

及时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应对困难挑战，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加大助企

纾困力度，实施好规模性组合式减税降费政策，继续降低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

融资成本，多措并举扩大有效需求，帮助困难大、吸纳就业多的市场主体渡难关。

进一步深化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