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石期货研究所，2022 年 4 月 13 日 

商品期货中涨幅前三的品种为：沪镍 2205 涨 5.47%，燃油 2209 涨 5.37%

和原油 2205 涨 5.36%；跌幅前三：苹果 2210 跌 3.19%、20 号胶 2206

跌 1.55%和沪锡 2205 跌 1.49%。 

 

1、疫情袭扰，棉花销售难度不断增加，据中国棉花网发布的报告，节后部分纺

织企业为降低高投入、低收益带来的经营压力，开始限制企业开机率，甚至个别

企业停机放假。全球疫情传播加快，国内输入风险加大，尤其是多地出现本土新

冠疫情确诊病例此起彼伏疫情袭扰，使部分人流、物流受到一定影响。进而造成

终端出口订单后延，内陆花、纱、布运输时间延长，运输成本增加。同时，一些

规模型订单的合作接洽、参观考察也被搁置，纺织业的产销受到一定冲击。4 月

份以来，变异毒株奥密克戎传播风险加大，国内新增无症状感染病例连创新高，

无论是终端居民对纺织品消费预期，还是产业链中纺纱、印染企业，纺织品服装

交易市场等群体产品交易量都有一定下滑。因此，棉花销售难度也在不断增加。 

2、疆棉移库待售，纺企寻求就近询采，据中国棉花网 4 月 11 日发布的报告，4

月初，部分疆棉公路运输内地核查点因防疫要求出现调整，一些持货企业为避免

疫情对疆棉运输带来影响，近期越来越多棉企将疆棉移库内地仓库待售。从 2

月份实际成交来看，疫情发生期间，纺企寻求就近询采热情要强于从疆内调运。

因此，在纺企保订单、缩装运周期、降运输成本（近期出疆公路运费略降）前提

条件下，疆棉移库内地待售或是短期良策。 

3、河南：市场采购冷清，企业经营压力增大，据中国棉花网发布的报告，近期，

全国防疫形势依旧严峻，受疫情管控影响，河南南阳镇平、唐河等地纺企棉纱运



输受到一定影响。另外，由于下游行情不佳，企业订单稀少，资金日益紧张，当

地纺企经营压力逐步加大，多数企业处于亏损状态。当前，多数中小纺企已陆续

关停，部分大中型纺企虽在生产，但开机率处于低位。当地某纺企负责人表示，

企业原料需求下降，皮棉现货成交稀少，市场主要以询价为主。尽管棉企主动到

纺企报价销售，但下单采购的纺企依旧较少，市场购销持续冷清。 

4、预计 4 月中旬气象条件对全疆大部春播作物的播种进度较为有利，据新疆兴

农网 4 月 12 日发布的报告，上旬，全疆大部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日照偏多。

本旬气象条件对全疆春耕春播、冬麦生长、林果开花授粉、畜牧业及设施农业生

产十分有利。预计 4 月中旬气象条件对全疆大部冬小麦及早春作物的苗期生长、

棉花、春小麦、春玉米等春播作物的播种进度及林果开花授粉较为有利。各地应

抓住有利天气时段，加快春播进度。 

5、新棉加工：截止 4 月 12 日 2021/2022 年度新疆棉累计加工 531.15 万吨，

同比少 8.0%。 

6、棉花公检：截至 4 月 12 日 2021 年度全国棉花累计公检 541.68 万吨，同

比减 8.0%，据中国棉花公证检验网，截止 2022 年 4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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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83758 包，共 541.68 万吨，同比减 8.0%，

其中新疆检验量 23449164 包，共 529.67 万吨，同比减 7.7%；内地检验量为

534594 包，共 12.00 万吨，同比减 19.6%。 

7、疫情管控影响大，部分进口棉出入库业务延迟或停摆，据中国棉花网 4 月 12

日发布的报告，受新冠疫情影响，各省市纷纷提高疫情防控等级，长三角省市以

及周边山东、河南、河北等省对高速公路加强管控措施，部分收费站出入口、服

务区等关闭，货车司机、货运等受到影响。另外，由于保税区加码管控、加大仓

储库等病毒消杀力度等举措，青岛、张家港等地大部分保税库进口棉出入库业务

已明显延迟甚至停摆，即使基差点价、一口价采购外棉，目前也很难提货出库。

即使仓储库放行，还需要考虑能否以合适的价格找到运输车辆，并且能上下高速，

成功的把棉花运回厂里，否则一旦车辆被困高速或司乘人员三天两次核酸检测而



耽搁，不仅运输期拉长，而且运输费用快速上涨，得不偿失。 

8、疫情反扑，广州服装批发集中地遭受波及，据上海国际棉花交易中心 4 月 12

日发布的报告，4 月 11 日，广州市天河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

公室发布通告，将在沙河街、沙东街及全区服装批发市场进一步开展核酸检测工

作。另外也已有商户老板在 10 日接到短信通知，4 月 11 日-4 月 14 日进行全面

消毒，以免疫情进一步扩散。当晚，所有老板们抓紧时间将自己的货物拉到工厂。

据悉，广州十三行目前是“只出不进”，全员核酸！从 3 月份到现在，服装老板

们的节奏一再地被打乱，不少老板都说，已经放弃春夏款了，保留资金，等 7

月份的秋冬款。 

 

1、印尼难以满足激增的海运煤炭需求，印尼煤炭出口短期或仍增长乏力，据煤

炭资源网，印尼统计局数据最新显示，2022 年 2 月份，印尼煤炭出口总量为

3080.19 万吨，环比大增 1.3 倍，但同比仍下降 8.88%。2 月下旬俄乌冲突爆发

后，随着对全球煤炭供应的担忧不断上升，叠加各国对俄制裁措施日益升级，欧

盟国家、日韩等国买家也开始涌入澳大利亚、印尼等市场，以寻求替代供应，短

时间海运煤炭供应再次面临紧张局面，带动煤价上涨。与此同时，受降雨天气、

驳船紧张以及国内市场义务（DMO）约束，印尼也难以满足这些激增的海运煤

炭需求，短期来看，印尼煤炭出口或仍增长乏力。 

2、4 月 13 日日照港铁矿石现货报价平稳，4 月 13 日铁矿石日照港口现货报价

平稳，现 PB 粉 61.5%报 1008 稳，纽曼粉 62.5%报 1028 稳，金布巴粉 60.5%

报 885 稳，罗伊山粉 61%报 920 稳，卡粉 65%报 1195 稳，超特粉 56.5%报

745 稳（元/湿吨）。基差方面（2205 合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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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升水 150.7。 

4 月 13 日山西吕梁焦煤报价平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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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0 元/吨。基差方面

（2205 合约）：与 12 日午后收盘价对比，焦煤现货贴水 241。 

4 月 13 日天津港准一级焦现货报价平稳，4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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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0 元/吨。基

差方面（2205 合约）：与 12 日午后收盘价对比，扣除水分后，焦炭现货贴水 288。 

3、印度煤炭部发布声明称，预计 2022-2023 财年自有煤矿的煤炭产量将大幅

提高到 1.4 亿吨以上，据 Mysteel，印度煤炭部发布声明称，预计 2022-2023

财年自有煤矿的煤炭产量将大幅提高到 1.4 亿吨以上，相较上个财年的 8500 万

吨增长 65%。 

4、LME 有色金属现货升贴水，4 月 13 日 LME0-3 铜贴水 16.25 美元/吨，LME0-3

铝贴水 31.87 美元/吨，LME0-3 铅升水 11 美元/吨，LME0-3 锌升水 40.75 美

元/吨，LME0-3 锡升水 315 美元/吨，LME0-3 镍贴水 35 美元/吨。 

1、美国 3 月 CPI 同比上涨 8.5%，续创 40 年来新高，预期为 8.4%，前值为

7.9%。美国 3 月核心 CPI 同比上升 6.5%，不及预期的 6.6%。美国 3 月季调

后 CPI 环比上涨 1.2%，创 2005 年 10 月以来新高。 

2、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记者会上表示，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仍在按计划进行。

军事行动将继续下去，主要目标是帮助顿巴斯人民，而不是占领乌克兰。 

3、俄能源部长：俄罗斯准备向友好国家在任何市场价格区间出售石油和石油制

品，据央视新闻，俄罗斯能源部长舒利吉诺夫当地时间 12 日表示，未来一段时

期，石油价格可能维持在每桶 85 美元至 120 美元之间。他指出，俄罗斯的任务

不是猜测能源价格，而是确保石油产业的正常运转，俄罗斯准备向友好国家在任

何市场价格区间出售石油和石油制品。 

4、国家卫健委: 上海疫情处于快速上升期，预计未来几天新增感染人数还将处

于高位。 

5、OPEC 预计俄乌战争对石油的供应和需求面都会产生影响，暗示不会调整产

量政策；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下调 2022 和 2023 年美国原油产量增幅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