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石期货研究所，2022 年 4 月 15 日 

商品期货中涨幅前三的品种为：低硫燃油 2206 涨 4.88%，硅铁 2209 涨

4.64%和燃油 2209 涨 3.98%；跌幅前三：苯乙烯 2205 跌 2.55%、玻璃

2209 跌 1.63%和甲醇 2209 跌 1.23%。 

 

1、新疆春播进度总体快于去年同期，棉花播种面积已超 100 万亩，据中国棉花

协会发布的报告，当前，新疆春季农业生产正有序推进。截至 4 月 6 日，全区(不

含兵团)已完成播种 505.5 万亩，同比增加 50.19 万亩，春播进度总体快于上年

同期。在全国优质棉生产基地沙雅县，185 万亩棉花全面开播，3 万多台(套)农

机具参与标准化作业，带有卫星导航系统的播种机，一次性就能完成铺膜、播种、

覆土等作业，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区(不含兵团)春小麦、

玉米等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已超 150 万亩，同比增加 40 余万亩，春小麦播种已完

成目标任务的 32.1%，棉花播种面积超 100 万亩，油料、甜菜、蔬菜等作物播

种面积同比均实现增长。 

2、面对不断增加的植棉成本支出，棉农似乎并不担心，据中国棉花网发布的报

告，随着气温逐渐回升，新疆地区开始了大规模春播工作，预计 4 月底棉花播种

工作将结束。2022 年化肥、地租、农药等农资价格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面

对不断增加的植棉成本支出，棉农似乎并不担心。决定棉农植棉收益的主要有两

点，一是棉花产量，二是籽棉价格。在这两个关键点中，产量最为重要。而一旦

行情跌破补贴标准，还有目标价格补贴保障。在棉价处于历史高位区间时，植棉

成本上涨对棉农植棉积极性的影响较低，对他们来讲，只要产量稳定了，植棉就

会有收益。 



3、2021/22 年度巴西棉花出口下降 28%，据中国棉花网 4 月 13 日发布的报

告，巴西棉花出口商协会称，2021/22 年度巴西棉花出口量预计达到 174.2 万

吨，较上年度的历史最高记录下降 28%。2021/22 年度巴西棉花产量为 236 万

吨，棉花出口减少的原因是产量有所减少。上年度巴西棉花产量达到 300 万吨，

出口量达到 241.4 万吨。预计，2022/23 年度巴西棉花出口量有望恢复，原因

是出口需求依然旺盛，而且产量有望回升到 285 万吨。不过，疫情或将影响到

中国的港口物流，给巴西棉花出口带来一些影响。 

4、下年度巴西棉花种植存变数，据中国棉花网 4 月 13 日发布的报告，对于今

年 12 月份的新年度种植，巴西棉花出口商协会特别提到生产成本的增加，尤其

是俄乌战争带来的化肥价格上涨。据介绍，大型种植者已经锁定价格提前采购，

但能否得到化肥还需要观察。俄罗斯是巴西化肥的最大供应商，占巴西化肥消费

量的 85%。目前的计划是不削减种植面积，原因是棉花价格非常高，但现在给

面积下定论还为时尚早。 

5、USDA：截至 4 月 7 日当周 2021/2022 年度美国陆地棉出口净销售 5.93

万包，比前一周下降 6%，据 USDA 最新数据，截止 4 月 7 日当周，2021/2022

年度陆地棉净销售 59300 包，为销售年度低点，较前一周下降 6%，较前 4 周

平均水平下降 76%。增加的主要是土耳其（27100 包）、印度（24400 包）、印

度尼西亚（6700 包）、越南（6200 包）和秘鲁（6200 包），中国（-24800 包）

和韩国（-1700 包）。2022/2023 年度净销售为 132000 包，主要销往墨西哥

（62700 包）、土耳其（17600 包）、秘鲁（13200 包）、危地马拉（11400 包）

和韩国（7900 包）。周度出口装船量 333800 包，较前一周下降 27%，较前 4

周平均水平下降 14%。目的地主要是中国（122700 包）、巴基斯坦（43800 包）、

土耳其（37400 包）、越南（32700 包）和墨西哥（20700 包）。2021/2022 年

度皮马棉净销售 2100 包，较前一周下降 68%，较前 4 周平均水平下降 71%。

增长主要来自巴基斯坦（900 包）、印度尼西亚（900 包）和哥伦比亚（200 包）。

2022/2023 年度净销售为 4100 包，印度（4000 包）和日本（100 包）。周度

出口装船量 18100 包，较前一周增长 49%，较前 4 周平均水平增长 92%。目



的地主要是印度（5500 包）、秘鲁（4400 包）、中国（3600 包）、洪都拉斯（1700

包）和越南（700 包）。 

6、新棉加工：截止 4 月 14 日 2021/2022 年度新疆棉累计加工 531.25 万吨，

同比少 8.0%。 

7、棉花公检：截至 4 月 14 日 2021 年度全国棉花累计公检 541.81 万吨，同

比减 8.1%，据中国棉花公证检验网，截止 2022 年 4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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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89737 包，共 541.81 万吨，同比减 8.1%，

其中新疆检验量 23453902 包，共 529.78 万吨，同比减 7.8%；内地检验量为

535835 包，共 12.03 万吨，同比减 19.5%。 

8、USDA：美国棉区干旱维持，据美国农业部，截至 2022 年 4 月 12 日，美国

棉花产区受干旱影响的地区占比 60%，上周 60%，去年同期 39%。 

 

1、华东地区交通未见改善，铝板带箔开工形势不佳，据 SMM 调研，华东地区

多家企业反馈近日运输并无明显改善，通常运费增长数倍后仍一车难求，运输难

仍是困扰当地铝板带箔企业正常运转的最主要矛盾。交通不畅影响下，华东地区

多家铝板带箔相关企业已因周转不灵而被迫减产停产，其中不乏上市公司，情况

严重者已停产近半月。华东作为消费重地，大量下游企业停摆已对全国铝板带箔

行业运营产生明显影响，河南、山东多家铝板带箔企业表示，华东方面订单减量

明显，客户接货难度较大，导致己方产成品库存大幅积压，周转速度随之下降。

部分其他地区铝板带箔企业已因订单不足、周转迟滞等原因被迫下调开工率。 

2、南非洪水导致德班港口停止运营，据阿格斯金属 ArgusMetals，南非夸祖鲁

-纳塔尔省的恶劣天气导致德班港开始停止运作，在港口重启之后，部分金属和

矿石的出口将收到影响。如果德班港的停航持续很长一段时间，铬、锰、钴和钒

等关键金属和矿石的出口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德班港发运了南非约 65%的集

装箱吞吐量。作为南部非洲最大的港口，它的中断也将波及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

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国的矿物运输。 



3、智利铜业协会：上调 2022 年铜价预期至 4.40 美元/磅，据外媒，智利铜业

委员会（Cochilco）周四表示，上调 2022 年铜价预期至 4.40 美元/磅。预计

2023 年铜价为 3.95 美元/磅。预计 2022 年智利铜产量将达到 578 万吨，同比

增长 2.6%。 

4、智利铜业协会：预计 2022 年全球精炼铜将出现 10.4 万吨缺口，据外媒，

智利铜业委员会（Cochilco）周四报告称，预计 2022 年智利铜产量为 578 万

吨，同比增长 2.6%。预计 2022 年全球精炼铜市场将出现 10.4 万吨的缺口，令

全球金属交易所的库存面临下行压力。该委员会预计 2023 年的供应将过剩 32.9

万吨。 

5、4 月 15 日日照港铁矿石现货报价平稳，4 月 15 日铁矿石日照港口现货报价

平稳，现 PB 粉 61.5%报 992 稳，纽曼粉 62.5%报 1012 稳，金布巴粉 60.5%

报 870 稳，罗伊山粉 61%报 904 稳，卡粉 65%报 1200 稳，超特粉 56.5%报

735 稳（元/湿吨）。基差方面（2209 合约）：与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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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8。 

4 月 15 日山西吕梁焦煤报价平稳，4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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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9 合约）：与 14 日午后收盘价对比，焦煤现货贴水 120。 

4 月 15 日天津港准一级焦现货报价平稳，4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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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9 合约）：与 14 日午后收盘价对比，扣除水分后，焦炭现货贴水 99。 

4 月 15 日国内各地热卷报价稳中偏强，4 月 15 日国内各地热轧卷板现货报价稳

中偏强，现 Q235B，4.75mm，上海鞍钢/本钢报价 5160 涨 40，北京包钢报

5420 稳，广州柳钢报 5210 涨 30。基差方面（2210 合约）：与 14 日午后收盘

价对比，上海现货平水，北京现货升水 260，广州现货升水 50。（单位：元/吨） 

1、欧美 10 年国债收益率：美债收益率涨 12.8 个基点报 2.833%，创 2018 年

12 月以来新高；英债收益率涨 9 个基点报 1.887%，德债收益率涨 7.6 个基点



报 0.837%。 

2、美联储加速倒向鹰派立场。纽约联储行长表示，鉴于目前利率的低水平，加

快升息步伐（包括加息 0.5 个百分点）是“合理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