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石期货研究所，2022 年 3 月 29 日 

商品期货中涨幅前三的品种为：焦炭 2205 涨 3.46%，焦煤 2205 涨 3.23%

和纯碱 2209 涨 2.24%；跌幅前三：原油 2205 跌 5.03%、沪镍 2205 跌

4.64%和燃油 2205 跌 3.59%。 

 

1、2022 年棉纺织市场“倒春寒”持续，据中国棉花网发布的报告，在纱线、

坯布累库率持续升高，流动资金不断收紧的压力下，规模以上企业限产和中小企

业减产甚至停产的现象越来越多。2022 年棉纺织市场“倒春寒”持续，目前并

没有出现触底的迹象。据了解，近期江浙地区的织造工厂都在减产降负，截止目

前，织机综合开机负荷不到 7 成，到清明节前后可能会降到 6 成以下，广东、

山东等地织造、面料、服装企业开机率下滑也很明显。从调查来看，很大一部分

中小棉纺织企业对二季度、三季度市场信心明显不足，悲观气氛比较浓重，预计

订单较少，高成本、高库存、低利润、低需求的状况仍将延续。 

2、USDA 种植意向报告前瞻，美国农业部(USDA)将于北京时间 4 月 1 日凌晨

0 点公布 3 月种植意向报告，据彭博公布预期显示，预计美国 2022 年大豆种植

面积为 8891.5 万英亩，高于 2022 年 2 月展望论坛预测的 8800 万英亩，高于

2021 年最终种植面积数据的 8719.5 万英亩。据路透公布预期显示，预计美国

2022 年玉米播种面积为 9200 万英亩，与 2022 年 2 月展望论坛预测相一致，

低于 2021 年最终种植面积数据的 9335.7 万英亩。预计美国 2022 年小麦种植

面积为 4777 万英亩，低于 2022 年 2 月展望论坛预测的 4800 万英亩，高于 2021

年最终种植面积数据的 4670.3 万英亩。 

3、中国棉花网：国内棉价走势相对谨慎，据中国棉花网 3 月 25 日发布的报告，



纺织市场“金三银四”未至，国内棉价偏弱运行。3 月 21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

确定实施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的政策安排，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提供强力支撑。

国内棉花市场方面，皮棉销售依然不畅。纺织市场形势严峻，疫情反弹导致物流

不畅，使棉纱销售进一步受阻，部分企业调减开机率。随着东南亚复工复查加速，

外单分流现象凸显。据中国棉花网调查，约七成左右的棉纱、棉布企业订单环比、

同比均下降。短期，国内消费持续低迷，花纱价格背离，皮棉销售压力加剧，国

内棉价走势相对谨慎。 

4、中国棉花网：国际棉价保持偏强运行概率较大，据中国棉花网 3 月 25 日发

布的报告，东南亚接单加速，国际棉价偏强运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西方各

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将减缓全球经济增长和推高通胀，并可能从根本上重塑全球经

济秩序。国际纺织市场上，越南等纺织生产主要国家快速复工，出口订单大幅增

长，部分工厂订单已排至三季度。美国 3 月份企业活动反弹至八个月高点，市场

消费信心有所恢复。短期，北半球棉花种植进入关键期，海外市场需求有所抬升，

国际棉价保持偏强运行概率较大。 

5、辽宁省今年扩种大豆超 10 万亩，从辽宁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年辽宁省将

扩种大豆超 10 万亩，总体播种面积达 165.8 万亩以上。辽宁将进一步优化大豆

生产布局，中北部地区推广优质高产大豆，南部和东部地区推广高蛋白大豆，西

部地区发展高油大豆，充分发挥不同地区、不同种植模式的发展潜力。 

6、泰国甘蔗和糖产量创四年来新高，据嘉利高 3 月 28 日报告，泰国 2021/22

榨季的甘蔗榨汁从 2021 年 12 月 7 日开始，持续到 2022 年 4 月上旬。业界认

为这个榨季的甘蔗因为自 2021 年底开始的持续降雨，亩产得到提升，预计产量

将高于预期。现状仍在持续的降水会同样帮助 2022/23 榨季的甘蔗生长。目前

预估泰国在下一个榨季会投入超过 1.05 亿吨的甘蔗。 

7、国家将启动年内第三批中央冻猪肉储备收储工作，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部

门启动年内第三批中央冻猪肉储备收储工作，并指导各地加快收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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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方面分析认为，当前国内



能繁母猪产能总体较为合理；生猪价格已处于低位，进一步大幅下降的可能性较

小。建议养殖场（户）合理安排生产经营决策，既保持适重育肥猪正常出栏节奏、

不盲目压栏，也保持能繁母猪产能总体稳定、不过度淘汰。 

8、2021 年中国服装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5%，据纺友网 3

月 28 日发布的报告，2021 年 1-12 月，中国服装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8.5%，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17.5 个百分点。中国服装运行质效逐步好

转，利润增速持续加快。2021 年 1-12 月，中国服装行业规模以上企业 12653

家，实现营业收入 14823.36 亿元，同比增长 6.51%；利润总额 767.82 亿元，

同比增长 14.41%，增速比 2021 年 1-11 月加快 1.77 个百分点。 

9、消费面依旧疲软，生猪养殖持续亏损，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监测中

心和卓创资讯联合发布，本周全国猪料比价为 3.44，环比跌幅 1.99%。按目前

价格及成本推算，未来生猪养殖头均亏损为 359.48 元。本周国内猪价呈先降后

微涨走势。前半周，养殖单位对后市信心不足，出栏积极性较高，猪价延续下滑

走势；后半周，随着集团猪场月度出栏计划基本完成，抗价惜售情绪转浓，带动

南北猪价触底反弹。目前消费面依旧疲软，对行情难有利好拉动，预计短期猪价

或继续低位盘整，生猪养殖持续亏损。 

10、纱线景气指数：截止 3 月 23 日当周中国纱线景气指数为 24，前值 32，去

年同期为 51，据找纱网，上周（2022.3.17-2022.3.23）纱线成交景气指数为

24，前值 32，去年同期为 51；纯棉纱成交指数为 14，前值为 20，去年同期为

36；混纺纱成交指数为 52，前值 64，去年同期为 92。 

11、新棉加工：截止 3 月 28 日 2021/2022 年度新疆棉累计加工 530.57 万吨，

同比少 7.9%。 

12、棉花公检：截至 3 月 28 日 2021 年度全国棉花累计公检 540.55 万吨，同

比减 6.9%，据中国棉花公证检验网，截止 2022 年 3 月 28 日，2021 年棉花年

度全国共有 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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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34242 包，共 540.55 万吨，同比减 6.9%，

其中新疆检验量 23410371 包，共 528.79 万吨，同比减 6.5%；内地检验量为



523871 包，共 11.76 万吨，同比减 19.7%。 

13、疫情下部分纺企业务萎缩，据布工厂 3 月 28 日发布的报告，据了解佛山某

大型纺企最近因疫情原因，导致业务萎缩严重，人力成本就成为了为数不多资金

的巨大缺口，为了减缓企业的资金压力，从本月开始到 5 月底，某些分厂会实施

三个月的轮休轮岗制，其中 4 月和 5 月这两个月未安排工作的则只能得到当地

最低工资水平的补贴！而海宁等地因疫情影响也宣布令企业停止开工，有的地方

也进行了限电等操作。 

 

1、SMM 全国主流铜地区市场库存 14.22 万吨，较上周五减少 0.66 万吨，据

SMM 数据，截至 3 月 28 日，SMM 全国主流铜地区市场库存环比上周五减少

0.66 万吨至 14.22 万吨，连续四周周一库存下降，但本周末库存下降的速度有

所放缓。主要原因是：1，铜价高企下游补货需求减弱，部分地区的下游甚至出

现停产检修的情况；2，受疫情影响，企业要求更多的原材料通过厂对厂的模式

来发运，减少了从仓库的提货量。 

2、3 月 29 日日照港铁矿石现货报价平稳，3 月 29 日铁矿石日照港口现货报价

平稳，现 PB 粉 61.5%报 983，纽曼粉 62.5%报 1003，金布巴粉 60.5%报 880，

罗伊山粉 61%报 903，卡粉 65%报 1200，超特粉 56.5%报 696（元/湿吨）。

基差方面（2205 合约）：与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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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7。 

3 月 29 日山西吕梁焦煤报价平稳，3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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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0 元/吨。基差方面

（2205 合约）：与 28 日午后收盘价对比，焦煤现货贴水 120。 

3 月 29 日天津港准一级焦现货报价平稳，3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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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0 元/吨。基

差方面（2205 合约）：与 28 日午后收盘价对比，扣除水分后，焦炭现货贴水 58。 

3 月 29 日国内各地热卷报价稳中偏弱，3 月 29 日国内各地热轧卷板现货报价稳

中偏弱，现 Q235B，4.75mm，上海鞍钢/本钢报价 5210 跌 10，北京包钢报



5430 稳，广州柳钢报 5220 跌 20。基差方面（2205 合约）：与 28 日午后收盘

价对比，上海现货贴水 94，北京现货升水 126，广州现货贴水 84。（单位：元/

吨） 

3、中钢协：2 月钢铁原料采购成本高位波动，据中钢协，2022 年 2 月，煤焦

类产品采购成本高位波动；铁矿石类产品采购成本继续上升。2022 年 1-2 月，

炼焦煤累计采购成本同比增长 73.94%；冶金焦同比增长 16.39%；国产铁精矿

同比下降 15.83%，进口粉矿同比下降 25.42%；生铁同比增长 11.11%；废钢

同比增长 15.59%。 

4、俄罗斯诺镍 3 月到 5 月将使用一个固定价格，据广东省不锈钢材料与制品协

会，消息称，俄罗斯矿商诺镍已经将国内市场的镍价固定在 2 月份的水平，该公

司副总裁 Anton Berlin 说。以前俄罗斯买家的价格是与伦敦金属交易所（LME）

的镍价挂钩。现在，从 3 月到 5 月（包括 5 月），诺镍将使用一个固定价格，这

相当于俄罗斯消费者 2 月份的平均金属价格。Berlin 表示，早前诺镍从俄罗斯工

业和贸易部收到了固定铜价格的建议。此前，该公司是根据 LME 的金属价格定

价。 

5、Imperial Metals：加拿大 Mount Polley 铜矿即将重启，据外媒，位于加

拿大大不列颠省 Mount Polley 铜矿受铜价高企影响，正在召回数百名工人，将

于今年春天重启运营。目前，大约有 100 名工人正在 Mount Polley 的 Springer

矿坑进行除水及剥离废石的工作。同时 Imperial Metals 也正在寻求将矿山废水

排放到 Quesnel 湖的三年临时延期。据悉，2018 年 Mount Polley 铜矿关闭前

年铜产量为 0.68 万吨。 

6、LME 有色金属现货升贴水，3 月 29 日 LME0-3 铜平水，LME0-3 铝贴水 21

美元/吨，LME0-3 铅升水 8.5 美元/吨，LME0-3 锌升水 11 美元/吨，LME0-3

锡升水 315 美元/吨，LME0-3 镍贴水 9 美元/吨。 

1、浦东封控不代表工厂停产，据悉中芯国际、和硕等工厂将实施闭环管理模式。

但由于物流和供应链的中断，产能可能仍然受到一定程度影响；上海封控政策一



出，据悉交通银行、华泰证券等机构召回员工到办公室。有些公司要求员工要值

守数日保持业务运营。 

2、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 28 日表示，乌克兰在土耳其与俄罗斯新一轮面对面

谈判的最大目标是达成停火。他还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为谈判设定了明

确的红线，也就是：不拿人员、土地或主权做交易。 

3、OPEC+代表暗示周四产量政策会议不会加快增产，阿联酋称与俄方合作关系

稳固，俄罗斯很可能会继续留在该组织。 

4、中国发改委：全面停止新建境外煤电项目，稳慎推进在建境外煤电项目；研

究推动钢铁等行业国际合作绿色低碳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