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石期货研究所，2022 年 3 月 7 日 

商品期货中涨幅前三的品种为：沪镍 2204 涨 12.00%，不锈钢 2204 涨 10.06%

和动力煤 2205 涨 9.64%；跌幅前三：红枣 2205 跌 3.99%、生猪 2205 跌

3.74%和棕榈油 2205 跌 1.24%。 

 

1、江浙涤丝市场厂商报盘继续上调，整体产销在 98%，据绸都网，产销方面，

成本端支撑下，涤纶长丝厂商报盘继续上调，下游用户担心后期采购成本增加，

陆续补仓，整体产销在 98%。库存方面，都网统计数据来看，现如今聚酯市场

整体库存集中在 22-26 天；具体产品方面，其中 POY 库存至 22-28 天，FDY

库存至 19-22 天附近，而 DTY 库存则至 23-26 天左右。 

2、据全国棉花交易市场，截止3月6日2021/2022年度新疆棉累计加工528.56

万吨，同比少 7.1%。 

3、棉花公检：截至 3 月 6 日 2021 年度全国棉花累计公检 533.73 万吨，同比

减 5.3%，据中国棉花公证检验网，截止 2022 年 3 月 6 日，2021 年棉花年度

全国共有 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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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32361 包，共 533.73 万吨，同比减 5.3%，

其中新疆检验量 23128752 包，共 522.43 万吨，同比减 4.9%；内地检验量为

503609 包，共 11.31 万吨，同比减 20.8%。 

4、FAO：粮农组织植物油价格指数 2 月平均为 201.7 点，粮农组织植物油价格

指数 2 月平均为 201.7 点，环比上涨 15.8 点（8.5%），创历史新高。价格持续

坚挺主要源于棕榈油、大豆和葵花籽油价格上涨。2 月，棕榈油全球进口需求的

持续增长与主要出口国印尼的出口供应减少叠加，导致国际棕榈油价格连续第二



个月呈现涨势。与此同时，南美大豆产量前景恶化造成世界大豆油价格继续走高。

黑海地区的不利形势可能导致出口收缩，引发关切，支撑国际葵花籽油价格显著

上涨。原油价格飙升也支持植物油价格整体上扬。 

5、俄乌局势爆发导致全球植物油供需形势更加紧张，截至 2022 年 3 月 4 日的

一周，亚洲棕榈油现货市场价格强劲上涨，因为俄乌冲突爆发导致全球植物油供

需形势更加紧张。随着价格创下历史新高，需求步伐可能放慢，棕榈油价格波动

加剧。继 2021 年棕榈油期货上涨 30%之后，今年迄今棕榈油价格又上涨 34%。

价格高企很可能导致需求配给。在四大食用油中，往年棕榈油价格最为便宜，而

今年棕榈油价格已经超过其他品种。印度植物油生产商协会官员周四表示，

2021/22 年度印度棕榈油进口量预计为 763 万吨，同比减少 14 个百分点，因为

棕榈油价格过于昂贵。 

 

1、LME 上调铝、镍期货合约保证金要求，伦敦金属交易所（LME）表示，上

调铝和镍合约保证金要求，3 月 8 日收盘时生效。LME 将铝合约保证金要求上

调 10%，至每吨 242 美元，将镍合约保证金要求上调 12.5%，至每吨 2250 美

元。LME 其他基本金属（包括铜、锌、铅和锡在内）保证金要求不变。 

2、3 月国内电解铜预计产量 89.89 万吨，同比增长 1.7%，据 Mysteel，2022

年 3 月国内电解铜预计产量 89.89 万吨，同比增长 1.7%，环比增长 1.3%；3

月预计产量表现增长态势，不过增幅并未扩大；3 月大型活动举办依然使部分冶

炼企业出现限产可能，企业表示目前已收到口头传达，大概率会进行限产。2022

年 1-3 月国内电解铜预计产量累计 265.86 万吨，同比增长 4.1%。 

3、3 月 7 日铁矿石日照港口现货报价上涨，现 PB 粉 61.5%报 980 涨 10，纽

曼粉 62.5%报 995 涨 10，金布巴粉 60.5%报 863 涨 10，罗伊山粉 61%报 915

涨 10，卡粉 65%报 1185 涨 10，超特粉 56.5%报 630 涨 10（元/湿吨）。基差

方面（2205 合约）：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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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7。 

3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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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 元/吨。基差方面（2205 合约）：与 4 日午后收盘价对

比，焦煤现货贴水 368.5。 

3 月 7 日天津港准一级焦现货报价平稳，3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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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日午后收盘价对比，扣除水分后，焦炭现货贴水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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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铝升水 28.5 美元/吨，LME0-3 铅贴水 4.25 美元/吨，LME0-3 锌升水 20.25 美

元/吨，LME0-3 锡升水 235 美元/吨，LME0-3 镍升水 690 美元/吨。 

5、发改委：加快形成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搞好用能权和绿色电力交易试

点，据中国网，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 3 月 7 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的改革。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完善科学考核和

统计核算体系，有效避免“一刀切”和运动式减碳。加快形成减污降碳的激励约

束机制，搞好用能权和绿色电力交易试点。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推动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取得重要突破。 

6、发改委：做好煤炭保供稳价工作，引导煤炭价格在合理区间运行，国家发改

委副主任胡祖才 3 月 7 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做好能源保供稳价工作，

保障能源安全。重点是做好煤炭保供稳价工作。我国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56%，

燃煤发电量占 60%左右，煤价稳则电价稳，能源价格的“基本盘”就稳。下一

步我们将全面实施好这项重大改革，确保改革措施落地见效。完善煤炭产供储销

体系，提升供需调节能力，保障产能合理充裕，强化市场预期管理，引导煤炭价

格在合理区间运行，完善煤、电价格传导机制，确保安全稳定供应。 

1、美国 2 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 67.8 万人，为去年 7 月来最大增幅，美国 2 月

非农就业人数增加 67.8 万人，为去年 7 月来最大增幅，预估为 40 万人，前值

由 46.7 万人修正为 48.1 万人。 

2、美国 2 月失业率降至 3.8％，为 2020 年 2 月来新低，美国 2 月失业率为 3.8%，

创 2020 年 2 月来新低，预期为 3.9%，前值为 4%。 



3、政府工作报告：2021 年 GDP 增长 8.1%，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我国经济保

持恢复发展，2021 年国内生产总值超 114 万亿元。全国财政收入突破 20 万亿

元，城镇新增就业 1269 万人。 

4、政府工作报告：2022 年国内生产总值预期增长 5.5%左右，5 日提请十三届

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

产总值增长 5.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 1100 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全年控

制在 5.5%以内；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3%左右；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

步；进出口保稳提质，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粮食产量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能耗强度目标在“十四五”

规划期内统筹考核，并留有适当弹性，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

费总量控制。 

5、俄乌谈判乌方代表团成员：乌方不再致力于申请加入北约，据央视新闻，当

地时间 3 月 6 日，俄乌谈判乌方代表团成员、乌克兰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

阿拉哈米亚表示，未来 5 到 10 年间，北约并不准备讨论乌克兰加入该组织这一

问题。他表示，乌方不会再致力于提交加入北约的申请，而是将讨论某种“非北

约模式”。在这一问题上，乌方必须与之开展对话的并不仅仅是俄罗斯这一个国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