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石期货研究所，2022 年 3 月 8 日 

商品期货中涨幅前三的品种为：沪镍 2204 涨 15.00%，燃油 2205 涨 12.64%

和沪锡 2205 涨 12.00%；跌幅前三：红枣 2205 跌 7.26%、纯碱 2205 跌

4.26%和沪铝 2204 跌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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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中国 1-2 月大豆进口量同比增 4.1%，高于预期，海关总署周一公布的数据

显示，2022 年前两个月中国大豆进口量较上年同期有所上升，超出市场预期。

数据显示，今年 1—2 月，中国进口 1394 万吨大豆，较上年同期的 1341 万吨

增长 4.1%。进口量超过市场原本预期的水平，此前巴西恶劣天气导致新作减产

并推迟对中国的出口。行业机构的分析师表示，2022 年前两个月的进口超过我

们的预期。根据我们的预估，到货量并没有这么高。否则国内市场就不会如此紧

张。此前预期大豆进口量下滑的一些主要的大豆压榨厂被迫暂停生产，从而推高

豆粕价格。 

7、国家发改委：市场猪源仍较充裕，生猪行情稍显弱势，截至 3 月 2 日，本周

全国猪料比价为 3.74，环比跌幅 3.36%。按目前价格及成本推算，未来生猪养

殖头均亏损为 205.33 元。本周国内猪价延续下滑走势，养殖单位亏损幅度加大。

本周猪肉收储消息虽确认，但对行情难以起到明显拉升作用，市场猪源仍较充裕，

同时消费依旧疲软，生猪行情稍显弱势。目前屠宰企业多有冻品入库动作，开工

率陆续回升，生猪消化速度加快，预计下周猪价跌速或放缓，但养殖端亏损局面

短期难以扭转。 

8、据全国棉花交易市场，截止3月7日2021/2022年度新疆棉累计加工528.69



万吨，同比少 7.3%。 

9、棉花公检：截至 3 月 7 日 2021 年度全国棉花累计公检 534.86 万吨，同比

减 5.3%，据中国棉花公证检验网，截止 2022 年 3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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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82190 包，共 534.86 万吨，同比减 5.3%，

其中新疆检验量 23177349 包，共 523.53 万吨，同比减 4.9%；内地检验量为

504841 包，共 11.33 万吨，同比减 20.6%。 

10、国家启动年内第二批中央冻猪肉储备收储工作，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监测，2

月 28 日～3 月 4 日当周，全国平均猪粮比价为 4.89∶1，连续两周处于《完善

政府猪肉储备调节机制 做好猪肉市场保供稳价工作预案》确定的过度下跌一级

预警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启动年内第二批中央冻猪肉储备收储工

作，并指导各地积极收储。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储

备调节工作，必要时进一步持续加大收储力度，推动生猪价格回归合理区间，促

进生猪市场平稳运行。建议养殖场（户）合理安排生产经营决策，保持生猪产能

总体稳定和正常出栏、补栏节奏。 

11、棉纱下游继续低迷，外商积极出货，据中国棉花网 3 月 7 日发布的报告，3

月第一周，棉纱下游市场在原本开年不温不火的情况下继续低迷。巴纱梭织纱

10 支赛络纺二线价格调整到 23800 元/吨（含税），比上周下调了约 3%。20 支

普梳纱价格 28300 元/吨（含税），较开年下调 2.5%，小量成交。总体需求不足，

库存缓慢出货。外商工厂出货意愿强烈，由于总体外贸形势突然严峻，巴基斯坦

和印度工厂纷纷努力寻找中国订单，但价格仍然倒挂。巴纱 10 支二线约 3.42

美元/公斤，比开年 3.64 美元/公斤报价下调 6%，但仍与广东现货倒挂 1000 元

/吨，小量成交。而印度方面也纷纷马上降价迎合中国需要，32 支精梳 4.55 美

元/公斤,较上周下降 5%，但成交疲乏，小量成交。 

 

1、受两会及冬残奥会影响，山西地区铁厂接到限产通知，据 Mysteel，受两会

及冬残奥会影响，山西地区铁厂接到限产通知，要求 3 月 6 日至 10 日高炉闷炉。



据 Mysteel 调研了解，目前有四家生铁企业已执行闷炉，其他生铁企业尚未执

行，但可以肯定会有限产，力度待定。根据 Mysteel 调研样本数据显示，截止 3

月 7 日山西地区铁厂高炉产能利用率为 32.58%。短期内山西地区生铁资源供给

将进一步收紧，铁厂挺价意愿浓厚。 

2、海关总署：1-2 月中国出口钢材 823.4 万吨，同比下降 18.8%，据海关总署

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我国进口钢材 220.7 万吨，较上年同期减

少 7.9%，进口均价每吨 9385.2 元，上涨 31.5%。具体数据显示，1-2 月钢材

出口量为 823.4 万吨，较上年同期的 1013.9 万吨下降 18.8%。   

3、海关总署：1-2 月中国煤炭进口同比减少 14%，据海关总署周一公布的数据

显示，今年前两个月，我国煤炭进口量减价扬。前 2 个月，我国进口煤炭 3539.1

万吨，较去年同期减少 14%，进口均价每吨 1056.5 元，上涨 151.6%。  

4、智利矿业协会：智利铜产量有望从 1 月份的低迷中复苏，据外媒，据智利矿

业协会（Sonami）主席称，智利的铜产量预计将从 1 月份的低迷中复苏，年度

产量有望达到去年水平。智利是世界头号铜生产国，占到全球产量的约四分之一。

今年 1 月份该国铜产量比上年同期减少 7.5%，创下十多年来最低水平，原因包

括矿石质量下降和水资源短缺。 

5、央行：中国 2 月末黄金储备报 6264 万盎司，与 1 月持平，央行数据显示，

中国 2 月末黄金储备报 6264 万盎司，与 1 月持平；黄金储备价值 1196.4 亿美

元，1 月末报 1124.61 亿美元。 

6、世界黄金协会：今年 2 月，高通胀和地缘政治风险持续，黄金 ETF 资金继续

流入，据世界黄金协会，今年 2 月，全球黄金 ETF 吸引了 353 吨的净流入(约

21 亿美元，占资产管理规模的 1.0%)。北美和欧洲的资金流入几乎各占一半，

延续了西方市场今年迄今的增长势头，远远超过了亚洲的资金流出。因为俄乌冲

突加剧了市场波动性和不确定性，避险需求盖过了名义收益率上升和美元小幅走

强的影响，2 月份黄金价格环比上涨 6%，至 1910 美元/盎司，是自 2021 年 5

月以来最大的月度涨幅。 

7、3 月 8 日铁矿石日照港口现货报价下跌，现 PB 粉 61.5%报 1010 跌 10，纽



曼粉 62.5%报 1025 跌 10，金布巴粉 60.5%报 888 跌 10，罗伊山粉 61%报 945

跌 10，卡粉 65%报 1215 跌 10，超特粉 56.5%报 655 跌 10（元/湿吨）。基差

方面（2205 合约）：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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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8。 

3 月 8 日山西吕梁焦煤报价平稳，3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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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日午后收盘价对比，焦煤现货贴水 636。 

3 月 8 日山西吕梁焦煤报价平稳，3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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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日午后收盘价对比，焦煤现货贴水 636。 

8、LME 有色金属现货升贴水，3 月 8 日 LME0-3 铜贴水 26 美元/吨，LME0-3

铝贴水 8 美元/吨，LME0-3 铅贴水 2.25 美元/吨，LME0-3 锌升水 20.5 美元/

吨，LME0-3 锡升水 244 美元/吨，LME0-3 镍升水 123 美元/吨。 

1、美国会众议院酝酿法案禁止俄罗斯石油进口，据央视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

议长南希·佩洛西当地时间 3 月 6 日表示，众议院正在探索孤立俄罗斯的立法方

案，包括禁止俄罗斯石油和能源进口的相关法案。佩洛西在一封信中表示，法案

将禁止俄罗斯石油和能源产品进入美国，废除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正常贸易关

系，迈出阻止俄罗斯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的第一步。同时法案还将授权行政部门提

高对俄罗斯进口商品的关税。 

2、发改委：我国能源供应有保障，俄乌冲突对能源供应的影响可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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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俄乌冲突

升级，对全球能源市场带来冲击，国际原油、天然气价格进一步攀升。由于中国

原油、天然气外采比例较高，因此肯定会受到影响，进口成本客观上会有所抬升。

但总体上看影响是可控的。这是因为，中国一方面是能源消费大国，同时也是能

源生产大国，因此能源供应总体是有保障的。中国原油、天然气进口来源已经多

元化，而且长期合同占比很高，只要各方按合同履约，进口能够保持总体稳定。



同时，中国正在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清

洁能源的快速增加也将有效对冲和减缓外部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