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石期货研究所，2023 年 6 月 7日 

商品期货中涨幅前三的品种为：20号胶 2308 涨 2.09%、橡胶 2309 涨 1.94%和白

糖 2309涨 1.48%；跌幅前三：甲醇 2309跌 3.09%、纸浆 2309跌 2.85%和尿素 2309

跌 2.63%。 

1、今年沙雅县植棉面积减幅在 13.9%，据中国棉花网，5 月 31 日，中国棉花网

调研团继续西行来到新疆沙雅县察看棉花生长形势，从当地植棉人士反馈看，今

年沙雅县棉花生产不容乐观，受到天气影响，棉花生长进度晚于去年同期。据当

地一家棉花加工企业了解，去年沙雅县植棉面积 194万亩，今年面积降至 167万

亩，面积减幅在 13.9%。往年平均亩产达到 380公斤，今年受到天气干扰，棉花

产量预计会有所下降，具体减产多少还要参考后期天气。可以肯定的是沙雅县面

积下降将导致棉花总产低于去年水平。根据保险公司统计，今年沙雅县受灾面积

达到了 70-80万亩。 

2、美国中西部降雨覆盖范围小，但气温带来的压力将缓解，据外媒报道，美国

中西部农业主产区气象预报信息显示，西部周三前局部有阵雨。周四至周五天气

大多干燥。周二气温接近至高于正常水平。周三至周五气温接近正常水平。东部

周二天气大多干燥。周三局部有阵雨。周四至周五天气大多干燥。周五前气温接

近至低于正常水平。周末期间西部地区出现了局部阵雨，但大部分地区保持干燥。

几个锋面将在未来几周内经过，使气温降至更适宜的水平，同时为其他地区提供

降雨的机会。预计覆盖范围较小，因此即使有较频繁的降雨，旱情也可能会扩大。

未来气温给作物带来的压力将会缓解。 

3、中棉行协：棉纱价格滞涨，基本无利润空间，据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对棉纺

织产业集群市场运行情况进行的调研了解，调查了解到，当前，棉纺织行业形势

总体保持稳定，集群企业开工基本正常，订单持续放缓，经营压力或将继续加大。

据纯棉纱集群企业反映，近期棉花价格震荡运行，企业随用随购。订单以短单、

小单为主，较上月有所下滑，产品销售减缓，部分企业计划减产。棉纱价格滞涨，

基本无利润空间，高支纱略好于低支纱。预计市场行情短期较难好转。据缝纫线

集群企业反映，今年以来开台率保持在 100%，产品库存量在 1 个月左右，基本



无利润。订单主要以内销市场为主，竞争激烈，外贸订单同比缩减一半以上。预

计后市一段时间内或将持续此种状况。据色纺纱集群企业反映，近期市场需求逐

步减弱，新增订单也随之减少。受原料价格波动影响，利润进一步挤压。不同品

种价格表现不一，目前看，市场需求暂无好转预期。 

4、中棉行协：目前布厂开台率在九成左右，据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对棉纺织产

业集群市场运行情况进行的调研了解，调查了解到，据白坯布集群企业反映，近

日开台率接近 100%，在手订单一个半月左右，部分品牌客户已开始预定明年春

夏季订单。下游染厂常规品种价格竞争激烈，整体利润空间降低，家纺市场内热

外冷。预计后市市场或将进一步放缓。据色织布集群企业反映，近期开工率在九

成以上，新增订单下滑明显。国际市场需求低迷，出口订单受影响较严重。产品

利润空间明显不足，后市经营压力仍将较为严峻。据牛仔布集群企业反映，目前

开台率在九成左右，基本为前期订单。近期，产品销售情况欠佳，订单持续放缓，

库存压力进一步加大。 预计后市消费信心和热度或将进一步下降。 

5、纺纱即期已大面积亏损，据中国棉花网，据江浙、山东等地部分棉纺企业反

馈，受近几个交易日郑棉 CF2309 合约连续大幅上涨，其中 5 月 28 日盘中低点

15385元/吨，6月 5日早盘高点 16885元/吨，短短一周时间，主力上涨 1500点，

涨幅接近 10%，纺纱即期已大面积亏损；棉纱线库存累库率仍处“警戒线”以下，

资金流相对充足，因此上周末以来，部分纺企棉纱出厂价普遍上调 500-1000元/

吨（高支纱高配纱涨幅稍大），以缓解原料暴涨带来的成本压力。 

6、棉花现货交易停摆，据中国棉花网，从调查来看，郑棉上周以来暴涨近 1500

点，使大部分棉纺企业感到迷茫、不知所措，尤其是中小纺企业大多原料随用随

买、库存水平比较低，对高棉价难以接受、难以消化，接单、排单也受到比较大

的影响。河南郑州、山东泰安等地纺企反映，短期没有原料补库的打算，采购已

陷入停滞，因为如此高的棉花价格，无法顺利向下游坯布、服料、服装等终端传

导，纺企补库的风险偏大。6 月 5 日，河南、山东等内地库“双 28”（或单 29）

新疆机采棉的公重报价已上涨至 17500-17700 元/吨，较 5 月底报价整体上涨达

到 1000-1200元/吨，令用棉企业纷纷感觉无法“招架”，只能减少、暂缓棉花补

库。 

7、新疆棉花已现六月蕾，苗情向好丰收在即，据央广网，据了解，一四四团为

夺取今年棉花大丰收，保证提高品级，增加职工群众收入，按照兵团“五管一机

制”要求，即管好棉花种子、打顶、脱叶、机采、加工技术，建立棉花加工企业

+合作社+职工利益链接机制，在全团落实“一主”用种模式。为确保棉花丰产丰

收，一四四团要求全团 15 个连队“两委”委员要根据棉花生长的花期、蕾期等

不同阶段，及时开展棉花田间管理技术服务，督促指导棉农及时开展田间管理。

眼下，一四四团 30.1 万亩棉花长势良好，80%棉花已经现蕾。 



1、Mysteel：铁水出现回调，焦炭市场仍有下调风险，据 Mysteel，6 月随着钢

材销售压力以及钢材利润收缩的影响，叠加南方即将进入梅雨季节，成材需求难

有起色，钢厂仍有减产预期，预计本周铁水产量将继续小幅下行，从而钢厂会依

旧维持焦炭库存低位。然而，在需求端减弱的情况下，供应端仍是过剩局面，利

润不佳的钢厂会继续降低原料采购价格，焦炭市场仍将面临降价压力，短期内焦

炭市场将保持偏弱运行态势。 

2、下游采购趋谨慎，产地煤矿炼焦煤降库走势或难持续，据煤炭资源网，此前

受下游阶段性补库支撑，煤矿签单好转，库存压力得到缓解。然而随着需求放缓，

炼焦煤市场在回温两周后近期再次进入下行通道。虽然因前期订单偏多部分煤矿

仍在拉运中，暂时出货压力不大。当前产地煤矿多维持正常生产节奏，且近期甘

其毛都口岸蒙煤通关量已经回升至 900车以上，蒙煤供应量明显增加，而需求端

未见明显改善，炼焦煤供需维持宽松状态。上周焦炭第十轮降价继续快速落地，

且市场仍有一定降价预期，加之对炼焦煤后市看弱，短期需求端采购或难见提升，

煤矿出货或继续受限，以及供应高位下，不排除炼焦煤降库趋势被扭转的可能。 

总的来看，现阶段产地煤矿新签单压力开始逐渐显现，需求支撑偏弱下，煤矿端

库存或有重回累库状态可能，短期炼焦煤市场或将偏弱运行。 

3、山西吕梁某集团煤矿因内部问题已于上周五停止生产，影响产能共 660 万吨，

据 Mysteel，吕梁某集团煤矿因内部问题已于上周五停止生产，该集团共有九座

煤矿，合计产能 840 万吨，除两座长期停产矿井外，此次停产影响在产煤矿共七

座，合计产能共 660 万吨，生产煤种以中高硫主焦煤及高硫瘦煤为主。经调研，

由于周边地区均有可替代煤种，该集团市场用户采购暂未受到明显影响。 

4、百川盈孚：5 月中国氧化铝产量为 695.1 万吨，同比上涨 0.49%，据百川盈

孚统计，2023年 5 月中国氧化铝产量为 695.1 万吨，同比上涨 0.49%，平均日产

22.42 万吨，较 2023 年 4 月日产 22.21 万吨增加 0.21 万吨。5 月中国国产氧化

铝市场增减产不一，但市场整体供应增量明显。增产体现在北方地区部分复产以

及新投产产能的释放：新增产能方面，目前河北地区新增产能均已顺利达产，山

东地区虽未达至满产状态，已有部分新投产产能释放产量；复产主要体现在山西

以及河南地区前期减产产能实现复产，5月氧化铝市场开工相较于前期明显上涨。

减产则主要体现在南方地区以及北方河南地区部分氧化铝企业因检修阶段性减

少氧化铝焙烧产量。综合来看，氧化铝市场供应继续增加。预计 2023 年 6 月中

国氧化铝行业日产较 5月小幅上涨，但受月度天数影响，6月总产量较 5月减少，

预计 6月国产氧化铝产量约为 673万吨。 



1、中国经济时报：一线城市房地产限购应适时优化调整，中国经济时报发布《一

线城市房地产限购应适时优化调整》文章称，业内认为，一些一线、新一线城市

采取“一区一策”优化限购等楼市限制性政策，促使非核心区去库存的同时，又

不影响核心区域稳定房价，此举值得更多城市借鉴。未来，一线城市或将根据房

地产交易市场的变化来逐渐调整限购等政策，对于一些住宅市场比较冷、购买力

较弱的区域，可能会先放开限购等政策，而对于一些住宅市场购买力较旺的地方，

可能会继续执行限购等政策，以保持具有风向标意义的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 

2、以人民币计价 中国 5月出口同比下降 0.8%，以人民币计价，中国 5月出口

同比下降 0.8%，5 月进口同比增长 2.3%，5月贸易顺差 4523.3亿元。以美元计

价，中国 5月出口同比下降 7.5%，5月进口同比下降 4.5%，5月贸易顺差 658.1

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