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石期货研究所，2023 年 1 月 31 日 

商品期货中涨幅前三的品种（主力合约）为：红枣 2305涨 2.89%、纸浆 2305涨

1.51%和沪镍 2303涨 1.45%；跌幅前三：玻璃 2305跌 4.11%、焦煤 2305 跌 3.98%

和焦炭 2305跌 3.48%。 

1、新棉加工：截止 1月 30 日 2022/2023 年度新疆棉累计加工 498.68 万吨，较

上一日增加 2.37 万吨，据全国棉花交易市场，截止 1月 30日 2022/2023 年度新

疆棉累计加工 498.68 万吨，较上一日增加 2.37万吨，较去年同期减少 19.91万

吨，同比减幅 3.8%。 

2、2022/23 年度(2022.9-2022.12)我国累计进口棉花同比增加 54.1%，据上海

国际棉花交易中心，据海关统计数据，2022 年 12 月我国棉花进口量 17 万吨，

环比（18万吨）减少 1 万吨，减幅在 5.6%；同比（14万吨）增加 3万吨，增幅

在 24.9%。2022 年我国累计进口棉花 194 万吨，同比减少 9.8%。2022/23 年度

(2022.9-2022.12)累计进口棉花 57万吨，同比增加 54.1%。 

3、2022 年我国累计进口棉纱同比减幅 44.50%，据上海国际棉花交易中心，据海

关统计数据，2022年12月我国棉纱进口量8万吨，同比减少6万吨，减幅为45.60%，

环比持平。2022年 1-12月累计进口棉纱 118 万吨，同比减幅 44.50%。 

4、棉花公检：截至 1月 30 日 2022 年度全国棉花累计公检 465.5 万吨，较前一

日增加 2.87 万吨，据中国棉花公证检验网，截止 2022年 1月 30日，2022年棉

花年度全国共有 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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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44125 包，共 465.5 万吨，较前一日

增加 2.87 万吨，同比下降 10.5%，其中新疆检验量 20345005 包，共 458.81 万

吨，较前一日增加 2.86万吨；内地检验量为 299120包，共 6.69万吨。 

1、铜现货市场成交对比节前未见明显转暖，据 SMM，日内现货市场成交对比节

前未见明显转暖，主因大部分下游仍有原料库存支撑，且铜价维持高位震荡，市

场成交亦现谨慎。节后归来社会仓库垒库明显，消费未见好转，库存短期难以消

化，预计开工第一周现货升水仍受买方市场主导。 



2、春节期间中国精炼镍 27 库社会库存增加 294 吨至 14276 吨，涨幅 2.10%，据

Mysteel，今年春节期间中国精炼镍 27库社会库存增加 294吨至 14276 吨，涨幅

2.10%；仓单库存减少 6吨至 859吨；现货库存增加 150吨至 3267 吨，其中镍板

增加 195 吨，镍豆减少 45 吨；保税区库存增加 150 吨至 10150 吨。全球镍显性

库存降库 3.05%，中国小幅累库而 LME 大幅去库。春节期间 LME 镍减少 2298 吨

至 49458吨，降幅 4.44%；目前有镍板 7488 吨，镍豆 41964吨。 

3、紫金矿业 2022 年矿产铜 85.9 万吨，同比增长 47.09%，据紫金矿业公告，2022

年度，公司矿产金 55.9 吨，同比增长 17.68%（2021年度：47.5吨）；矿产铜 85.9

万吨(含卡莫阿铜业权益产量 13.2 万吨)，同比增长 47.09%（2021 年度：58.4

万吨）；矿产锌（铅）44.2 万吨，同比增长 1.84%（2021 年度：43.4 万吨）；矿

产银 387.5吨，同比增长 25.49%（2021年度：308.8吨）；其中，矿产金、矿产

锌销售价格同比上升，矿产铜、矿产银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4、SMM：全国主流地区铜库存环比上周六增加 2.79 万吨至 26.39 万吨，据 SMM，

截至 1 月 30 日，全国主流地区铜库存环比上周六增加 2.79 万吨至 26.39 万吨，

春节后下游消费仍未恢复，冶炼厂继续将货发运至仓库。较春节前的 19.66万吨

增加 6.73 万吨，节后前几天的增量要略高于去年同期。周末全国各主要地区的

库存都是增加的。 

5、LME 有色金属现货升贴水，1月 31 日 LME0-3 铜贴水 21.65 美元/吨，LME0-3

铝贴水 36.5美元/吨，LME0-3铅贴水 8美元/吨，LME0-3锌升水 29.75 美元/吨，

LME0-3锡贴水 32美元/吨，LME0-3镍贴水 201.7美元/吨。 

6、2023 年 1 月钢铁 PMI 显示： 钢铁供需有所改善，行业实现较好开局，从中

物联钢铁物流专业委员会调查、发布的钢铁行业 PMI来看，2023年 1月份为 46.6%，

环比回升 2.3个百分点，连续 2个月环比上升，钢铁行业实现新年较好开局。分

项指数变化显示，钢材需求整体趋稳回升，钢厂生产稳定增加，产品库存有所上

升，钢材和原材料价格双双走强。预计 2月份，在疫情影响持续减弱、春节过后

复工复产等因素的带动下，钢材市场需求继续回升，钢厂生产保持上升，钢材价

格也有望震荡走强。 

7、SMM：2023 年一季度铜精矿 TC 或有回升空间，SMM 指出，虽然最近南美洲生

产端波澜再起，但是这对中国铜精矿现货时长的影响是有限的，因为南美洲遭受

港口失火、堵路和社区抗议的负面冲击只是阻碍了铜精矿的发运，但并未对铜精

矿的生产造成过多的负面影响，眼下的发运困难是暂时性的，整体铜精矿供需格

局并未发生变化。2023年一季度的 TC或有回升的空间，因为现在中国冶炼厂的

铜精矿库存十分充足，可以帮助冶炼厂度过发运端受阻的困难时期，买方对现货

需求低可以规避铜精矿报盘少的问题，随着 Ventanas港口的修复、澳大利亚铜

精矿重新出现在中国现货市场上和大冶有色即将进入一个长时间的检修期，都将

支撑铜精矿 TC指数上涨。 



8、SMM：2023 年一季度铜精矿 TC 或有回升空间，SMM 指出，虽然最近南美洲生

产端波澜再起，但是这对中国铜精矿现货时长的影响是有限的，因为南美洲遭受

港口失火、堵路和社区抗议的负面冲击只是阻碍了铜精矿的发运，但并未对铜精

矿的生产造成过多的负面影响，眼下的发运困难是暂时性的，整体铜精矿供需格

局并未发生变化。2023 年一季度的 TC或有回升的空间，因为现在中国冶炼厂的

铜精矿库存十分充足，可以帮助冶炼厂度过发运端受阻的困难时期，买方对现货

需求低可以规避铜精矿报盘少的问题，随着 Ventanas港口的修复、澳大利亚铜

精矿重新出现在中国现货市场上和大冶有色即将进入一个长时间的检修期，都将

支撑铜精矿 TC指数上涨。 

1、PVC 社会库存环比增 29.55%至 47.94 吨，据隆众资讯报道，截至 1月 30 日，

国内 PVC社会库存在 47.94万吨，环比增加 29.55%，同比增加 79.52%；其中华

东地区在 34.94万吨，环比增加 20.67%，同比增加 60.98%；华南地区在 13万吨，

环比增加 61.49%，同比增加 160%。整体来看，PVC社会仓库库存量继续增加，

环比增加 29.55%。 

2、美国联邦基金市场交易量升至七年新高，美联储紧缩对银行体系流动性造成

的压力在加大，纽约联储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1月 27日，联邦基金单日借款

规模升至 1200亿美元，高于前一交易日的 1130亿美元。这标志着至少 2016年

央行对数据发布进行全面改革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美联储加息外加量化紧缩，

令储户转向货币市场基金和其他收益率更高的替代品，银行开始转向其他来源来

为自身提供资金。这表明美联储紧缩对银行体系流动性造成的压力在加大。 

3、“新美联储通讯社”：本周美联储加息 25 个基点无悬念，关键是评估加息的

滞后效应及对经济的影响，火热就业恐再度加剧通胀担忧。 

4、市场预期本周三 OPEC+重要顾问会议可能建议继续按兵不动。克里姆林宫称，

普京和沙特王储周一通电话，讨论了 OPEC+成员国之间合作的问题。 

5、中国 1 月制造业 PMI 为 50.1，预期为 50，前值为 47。 

6、国家统计局：1 月份制造业 PMI 升至扩张区间，国家统计局解读称，1月份，

随着疫情防控转入新阶段，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制造业 PMI升至 50.1%，重

返扩张区间，调查的 21个行业中有 18个高于上月，制造业景气水平较快回升。

1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4.4%，比上月上升 12.8个百分点，重返扩张

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触底回升。1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4.0%，结

束连续 6个月回落走势，升至扩张区间，本月春节假日消费市场回暖，服务业景

气水平大幅回升。 

7、IMF上调 2023 年全球 GDP 增长预测至 2.9％，IMF将 2023年全球 GDP增长预

测从 10月预估的 2.7％上调至 2.9％。由于货币政策收紧力度加大，将 2024年



全球 GDP增长预测从 10月时预测的 3.2%下调至 3.1%。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以

及加息减缓了需求，2023年和 2024年的全球通胀率将从 2022年的 8.8%分别下

降到 6.6%和 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