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石期货研究所，2023 年 7 月 10 日 

商品期货中涨幅前三的品种为：尿素 2309 涨 7.01%、沥青 2310 涨 2.82%和燃油

2308涨 2.22%；跌幅前三：线材 2310跌 4.71%、铁矿石 2309跌 3.46%和生猪 2309

跌 2.40%。 

1、高温促使棉花加快生长，美棉区旱情仍需关注，据中国棉花网，6 月底，美

国大部分产棉区的气温蹿升到 40 摄氏度以上，加上之前的及时降雨和灌溉，新

棉生长在经历了前期的低温阴雨和干旱天气之后正在快速跟上。根据美国棉花生

产报告，截至 7 月 2 日美国新棉现蕾率达到 42%，较前周增加 14 个百分点，追

平去年同期和过去五年同期平均值。美国棉花结铃率达到 11%，较去年同期仅少

1个百分点，追平过去五年同期平均值。与此同时，随着高温天气的开始，美国

一些产棉区的干旱情况有所抬头，新棉长势也面临新的考验。目前美棉优良率为

48%，低于上周的 49%，得州差苗率为 32%，高于前周的 30%。以下是部分棉区的

情况汇总。 

2、美国中西部大豆产区本周降雨不尽人意，下周料迎更多阵雨，据外媒报道，

美国中西部农业主产区气象预报信息显示，西部地区下周一之前有地区性至分散

性阵雨。下周一之前气温接近至低于正常水平。东部地区下周一之前有地区性至

分散性阵雨。周五至周日气温接近至低于正常水平，下周一气温接近至高于正常

水平。一股锋面本周经过中西部地区，但阵雨覆盖范围总体上不尽如人意。这股

锋面周五继续向东南移动。更多锋面下周将离开加拿大，可能会给中西部带来更

多阵雨，同时气温将保持温和至凉爽。降雨出现的频率将足够保持或提升许多地

区的土壤墒情，但是也有许多地区降雨量不尽人意、土壤墒情欠佳，这造成生长

期玉米和大豆的状况良莠不一。阵雨天气还会对余下的冬小麦收割产生影响。 

3、5月我国纱线和家用纺织品出口量继续保持增长，据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

5月，我国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分别下降 14.2%和 12.2%。四大类商品纱线、面料、

家用纺织品和针梭织服装出口额均下滑，下降幅度分别为 16%、14.4%、5.2%和

12.4%。从出口数量看，纱线和家用纺织品出口量继续保持增长，增幅分别为 4.4%

和 5.4%，面料和针梭织服装出口量下滑，降幅分别为 6.6%和 6.9%。从出口价格



看，当月四大类商品价格全部下跌，针梭织服装和面料下跌略缓，纱线和家纺下

跌最快，降幅均超 10%。 

4、USDA 美玉米出口周报：截至 6 月 29 日当周，美国 2022/2023 年度玉米出口

净销售为 25.2 万吨，据美国农业部（USDA）公布的出口销售报告，截至 6月 29

日当周，美国 2022/2023 年度玉米出口净销售为 25.2 万吨，前一周为 14 万吨；

美国 2022/2023 年度玉米出口装船 70.7 万吨，前一周为 60.5 万吨；美国

2022/2023年度对中国玉米净销售-0.1万吨，前一周为 0万吨；美国 2022/2023

年度对中国玉米累计销售 757.9万吨，前一周为 758万吨；美国 2022/2023年度

对中国玉米出口装船 6.9万吨，前一周为 0万吨；美国 2022/2023 年度对中国玉

米累计装船 733.3 万吨，前一周为 726.4 万吨。 

5、中国棉花购销周报：截至 2023 年 7 月 6日，全国新棉销售率为 97.7%，同比

提高 33.6 个百分点，据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对 14 省区 46 县市 900 户农户调

查数据显示，截至 2023年 7月 6日，全国新棉采摘交售已经结束。另据对 60家

大中型棉花加工企业的调查，截至 7 月 6 日，全国加工率为 100%，同比持平，

较过去四年均值持平，其中新疆加工 100%；全国销售率为 97.7%，同比提高 33.6

个百分点，较过去四年均值提高 15.6个百分点，其中新疆销售 97.7%。 

按照国内棉花预计产量 671.9 万吨(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 2023 年 3 月份预测)

测算，截至 7 月 6 日，全国累计交售籽棉折皮棉 671.9 万吨，同比增加 91.8 万

吨，较过去四年均值增加 79.7 万吨，其中新疆交售 622.7 万吨；累计加工皮棉

671.9万吨，同比增加 91.8万吨，较过去四年均值增加 80.1万吨，其中新疆加

工 622.7万吨；累计销售皮棉 656.4万吨，同比增加 284.6万吨，较过去四年均

值增加 169.8万吨，其中新疆销售 607.9 万吨。 

1、6 月蒙古国煤炭出口仍全部去往中国，据煤炭资源网，蒙古国海关总署发布

最新数据显示，2023 年 1-6 月份，蒙古国煤炭出口总量累计 2835.06 万吨，同

比增加 2026.93万吨，增幅 250.82%。蒙古海关未给出单月数据，中国煤炭资源

网根据历史数据计算得出，2023 年 6 月份，蒙古国煤炭出口量为 528.70 万吨，

同比增加 292.96万吨，增幅 124.27%；环比增加 127.20万吨，增幅 31.68%。数

据显示，前 6个月蒙古国向中国出口煤炭 2805.70万吨，同比增 293.51%，占蒙

古国煤炭出口总量的 99%。6 月份蒙古国煤炭出口连续第二月全部去往中国。当

月，蒙古国向中国出口煤炭 528.70万吨，同比增 151.42%，环比增 31.68%。 

2、智利 6 月铜出口额达 38.8 亿美元，同比增 3.6%，智利央行周五公布，6月铜

出口额达到 38.8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6%。智利为全球头号产铜国。该国

6月录得贸易顺差 15.7亿美元。 



3、LME 有色金属现货升贴水，7 月 10 日 LME0-3 铜贴水 10 美元/吨，LME0-3 铝

贴水 45.5美元/吨，LME0-3铅升水 6.05美元/吨，LME0-3锌贴水 9.25美元/吨，

LME0-3锡升水 545 美元/吨，LME0-3镍贴水 198美元/吨。 

4、MMG：Las Bambas 铜矿将与秘鲁土著社区展开对话，据外媒，在秘鲁南部中

心的 Cotabambas 土著社区提出一系列投诉后，MMG 的社区代表和高管定于周一

和周二在位于利马的部长会议主席团总部举行会议。周日，Cotabambas 国防阵

线主席 Bruno Cabrera 表示，政府和公司都未能履行今年早些时候达成的一些承

诺，例如大约捐款 8300 万美元，用于支持矿山周围的城镇和村庄。据社区领袖

称，每个地区、省和地区收到的采矿许可证都被削减了，缺乏适当的资金阻碍了

新的卫生、教育、交通和农业基础设施的发展。 

1、美国 6 月失业率为 3.6%，预估为 3.6%，前值为 3.7%。 

2、美国 6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 20.9 万人，预估为增加 23 万人，前值为增加 33.9

万人。 

3、中电联：预计到 2030 年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35%左右，中国电力企

业联合会发布《中国电力行业年度发展报告 2023》。报告预测，2023 年全国电力

供需总体紧平衡，预计全年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在 6%左右，部分区域部分时段电

力供需偏紧。终端用能电气化水平持续提升，预计到 2030 年，我国电气化进程

将进入中期转型阶段，带动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35%左右，工业、建筑、

交通等终端用能部门电能替代不断加强。电力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预计到

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将达到 60%左右，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接近

50%，非化石发电量增量占全社会用电量增量比重达到 90%左右。电力系统调节

能力需求逐步攀升，随着新能源占比逐渐提高，煤电逐步向基础保障性和系统调

节性电源转型，电源多元化发展成为电力系统安全运行的可靠保障。未来电力系

统将呈现多种新型技术形态并存的格局，大电网将长期作为我国电网的基本形态，

分布式微网将成为有效补充。 

4、俄罗斯能源部证实通过削减出口将石油供应削减 50 万桶/日。 

5、委内瑞拉 6 月原油出口量增长 8%，据委内瑞拉媒体当地时间 7日援引委国家

石油公司发布的数据报道，2023年 6月，委内瑞拉原油出口量超过 70万桶/天，

比起今年 5月增长 8%。数据还显示，在 2023 年上半年，委内瑞拉的原油出口量

为 67万桶/天，比起 2022年同期的 58.5 万桶/天，增长约 15%。报道称，6月原

油出口量有所增长，与该国一些炼油设施恢复作业以及在该国沿海地区的油轮离

开港口的审批效率提升有一定的关系。 

6、CME“美联储观察”：美联储 7月加息 25个基点的概率为 92.4%，据 CME“美

联储观察”：美联储 7月维持利率在 5.00%-5.25%不变的概率为 7.6%，加息 25个



基点至 5.25%-5.50%区间的概率为 92.4%；到 9 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 5.6%，

累计加息 25个基点的概率为 70.3%，累计加息 50个基点的概率为 24.0%。 

7、国家统计局：6 月份 CPI 同比持平 环比下降 0.2%，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6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持平。其中，城市持平，农村下降 0.1%；食品价

格上涨 2.3%，非食品价格下降 0.6%；消费品价格下降 0.5%，服务价格上涨 0.7%。

1—6 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0.7%。6 月份，全国居民消

费价格环比下降 0.2%。 

8、国家统计局：6 月份 PPI 同比下降 5.4% 环比下降 0.8%，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6 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5.4%，环比下降 0.8%；工业生

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 6.5%，环比下降 1.1%。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

上年同期下降 3.1%，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下降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