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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期货中涨幅前三的品种为：碳酸锂 2407 涨 3.78%、尿素 2405 涨 3.71%和红

枣 2405 涨 3.17%。跌幅前三的品种为：铁矿石 2405 跌 1.75%、不锈钢 2405 跌

1.10%和棉纱 2405 跌 1.03%。 

1、1 月份以来美棉期货涨势愈演愈烈，据中国棉花网，今年 1 月份以来，外盘

期货涨势愈演愈烈，短短一个多月棉价上涨超过 20美分。本次棉价超级大反弹，

其核心是美棉库存紧张和棉花需求看增。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2023/24年度美

国棉花期末库存为 280 万包，远低于上年度的 425 万包，是历史最低水平之一。

2024年 12月以来，美棉出口签约和装运已有明显起色。从历史上看，过去十多

年，美棉期末库存在 300万包或者低于 300万包时，棉花价格都出现了较大的上

涨行情，其中包括 2010-2011年的空前暴涨，以及 2013年、2016年的大涨行情，

这几个年份美棉期末库存都只有 200 多万包。在今年全球宏观前景向好、利率看

降的大背景下，现阶段棉花需求的复苏虽然远远不足，但前景相对乐观。在新年

度美棉供应跟上市场需求之前，棉花价格很大可能保持强势。 

2、内外棉价差倒挂主要原因仍是国内棉花销售进度缓慢，据中国棉花网，国内

棉市行情相对美棉处于弱势，郑棉在外棉上涨的带动下运行至 16500元/吨附近，

未来继续向上突破重要关口需要多因素配合，并且上涨的难度也会越来越大。从

内外棉价差走势逐步扩大可以看出来，美棉走势明显强于郑棉，目前价差已经扩

大至 700 元/吨以上。内外棉价差倒挂主要原因仍是国内棉花销售进度缓慢，需

求没有美棉好。据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数据，截至 2 月 22 日，国内累计销售

皮棉 219.1万吨，同比减少 31.5万吨，较过去四年均值减少 65.8万吨。 

3、棉市还将延续外强内弱格局，据中国棉花网，由于市场并不景气，纺企采购

较为谨慎，库存维持在正常偏低水平，不敢大量存棉。目前纺企和贸易商对棉价

走势的看法存在分歧，导致纺企采购原料积极性不高，一些传统纱线利润偏低甚

至亏损，企业生产积极性也不高。总体看，棉市还将延续外强内弱格局。 

4、纱线略有跟涨，差别化纱线求购次数占总求购的 37%，据纺织大市场，本周

差别化纱线求购次数占总求购的 37%，比上周增加 2个百分点。在机订纺纱线订

单增多，紧赛纺机台订单交期已经排单到 4月底。近期受原料价格上调及交期较



晚影响，新增订单不多。纯涤、涤棉、TR、RT类需求占比为 16%，比上周减少 1

个百分点。近期涤纶原料及上下游产品价格相对稳定。含涤类纱线报价短暂上调

后有回落的趋势。纯棉精梳中高支纱需求占比 6%左右，比上周减少 1个百分点，

织厂和贸易商储备量较足，纱价提高报价后暂时成交量不大。纯棉普梳及 OE纱、

进口纱需求与占比 12%，比上周减少 1 个百分点，普梳高配棉 32S、40S 仍是出

货主力，进口纱报价小幅上调。粘胶、竹纤纯纺及粘棉类求购占比 16%，比上周

增加 1个百分点。春节前后粘胶厂因库存量少限制签单，目前仍保持强劲上涨趋

势，纱线出货议价成交为主。色纺、染色纱需求占比 5%，比上周增加 1 个百分

点，色纺原料有部分上涨，织厂近期陆续开工。花式纱、短纤、长丝、长丝包覆

纱等其他需求占比 8%，比上周减少 1个百分点。 

5、USDA：截至 2 月 22 日当周 2023/2024 年度美国陆地棉出口净销售 4 万包，

较前一周下降 69%，据 USDA 最新数据，截止 2 月 22 日当周，2023/2024 年度陆

地棉的净销售为 4万包，比前一周下降了 69%，比前四周的平均水平下降了 83%。

增长主要来自土耳其(15100包)、厄瓜多尔(10700包)、越南(6500包)、萨尔瓦

多(3700 包)和墨西哥(3700 包)，巴基斯坦(-7800 包)和新加坡(-2200 包)。

2024/2025年度陆地棉的净销售为 13400 包，增长主要来自韩国(7900包)、土耳

其(4400 包)和日本(1100 包)。周度出口装船量 267100 包，比前一周增长 5%，

但比前四个星期的平均水平下降 9%。目的地主要是中国(103400 包)、越南(50800

包)、巴基斯坦(24000 包)、土耳其(21200 包)和孟加拉国(17800 包)。2023/2024

年皮马棉净销量总计 5500 包，比前一周增加了 62%，但比前四个星期的平均水

平下降了 31%。增加的主要是印度(3100 包)、中国(2200包)和日本(200包)。周

度出口装船量 4400 包，比前一周增长了 42%，但比前四个星期的平均水平下降

了 44%。目的地主要是中国(2600 包)、印度(900 包)、巴基斯坦(400 包)和秘鲁

(300包)。 

 

1、硅锰市场偏弱运行，短期密切关注钢厂招标进展，据铁合金现货网，硅锰市

场仍较偏弱运行为主，钢招出价不高，零售市场成交维持谨慎，而随着价格运行

在相较低位态势，部分地区工厂成本压力进一步提升，其中本网相关人员近两日

实地走访宁夏合金企业，工厂多表示年后锰矿价格上涨下，硅锰成本又有了明显

的提升，目前对继续让价的意愿相较抵触。短期来看，仍需继续关注钢厂招标进

展以及工厂开工变化等方面。 

2、全国主流市场不锈钢 89 仓库口径社会总库存 117.2 万吨，周环比增 0.68%，

据 Mysteel，截至 2月 29日，全国主流市场不锈钢 89仓库口径社会总库存 117.2

万吨，周环比增 0.68%。其中冷轧不锈钢库存总量 69.52万吨，周环比下降 0.7%。 

热轧不锈钢库存总量 47.69万吨，周环比增加 2.76%。本周市场到货较少，加上



部分市场月底结算以消化库存为主，因此本周社会库存仅呈小幅增量，主要体现

在 200系资源，300系及 400系资源变化不明显。 

3、硅业分会：2 月硅片产量再创新高 硅片价格已经接近现金成本，中国有色金

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发布单晶硅片周评，本周价格小幅下滑。供应方面，2月硅

片产量再创新高，硅片价格已经接近现金成本。M10单晶硅片（182 mm /150μm）

成交均价维持在 2.05元/片，周环比持平；N型单晶硅片（182 mm /130μm）成

交均价降至 1.98 元/片，周环比下跌 1.98%；G12单晶硅片（210 mm/150μm）成

交均价维持在 2.89 元/片，周环比持平。本周 N型 182硅片下跌的主要原因是企

业主动降价清理库存。 

4、焦企开工预计将有所下滑，短期焦煤价格仍旧延续稳中偏弱运行，据 SMM，

供应端，各地煤矿陆续复产，但由于今年煤矿安全检查形势趋严，因此煤矿复产

节奏较慢。需求端，虽然下游焦化厂原料库存处于中等偏低水平，但由于其自身

利润不佳，焦化厂补库积极性较差，普遍按需采购为主。因此焦煤供需基本面将

持续转差，加之焦化厂对原料有降价诉求，短期焦煤价格仍旧延续稳中偏弱运行。 

5、热卷市场购销依然呈现偏弱情况，市场业者观望情绪较为浓郁，据兰格钢铁，

本周全国热卷钢厂库存量 79.5万吨，较上周增加 4.4万吨。其中华北 20家钢企

热卷厂库 41万吨，较上周增加 7.3万吨；华东 6家钢企厂库 24万吨，较上周减

少 3万吨。具体解读来看，钢厂热卷厂内库存增量主要来自华北区域以及中南区

域钢厂，尤其是华北钢厂库存存在较大幅度的增量表现，而华东区域钢厂库存量

较上周有所下降。整体来看，热卷市场购销依然呈现偏弱的情况，市场业者观望

情绪较为浓郁。 

6、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2023 年中国铜加工材综合产量为 2085 万吨，

比上年增长 3.0%，据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公号，2023 年，中国铜加工材综合产量

为 2085 万吨，比上年增长 3.0%。铝加工材综合产量为 4695 万吨，比上年增长

3.9%，其中剔除铝箔坯料后的铝加工材产量为 4115万吨，比上年增长 4.2%。 

   

1、美国上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为 21.5 万人，预估为 21 万人，前值为 20.1

万人。 

2、美国 1 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同比上升 2.8% 为 2021 年 3月以来最小增幅，美

国 1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环比上升 0.4%，创 2023年 2月以来最大增幅，预估为

0.4%，前值为 0.2%；美国 1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同比上升 2.8%，为 2021年 3月

以来最小增幅，预估为 2.8%，前值为 2.9%。 

3、美联储博斯蒂克：通胀下降速度远超预期，美联储博斯蒂克表示，通胀下降

速度远超预期；通胀尚未达标，宣布获胜还为时尚早；今天发布的（PCE）通胀

数据表明，抗击高通胀的道路是崎岖不平的。 



4、EIA：预计美国石油需求 2024 年将持稳于四年高位附近，美国的石油需求在

2023年飙升至四年高点，预计 2024 年全年将保持在这一水平附近。美国能源信

息管理局(EIA)周四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国内燃料消耗量达 2,023万桶/日。该

机构称今年美国的需求应该会继续走强至平均 2,039万桶/日，略低于 2019年的

水平。 

5、CME“美联储观察”：美联储 3 月按兵不动的概率为 97.0%，据 CME“美联储观

察”：美联储 3 月维持利率在 5.25%-5.50%区间不变的概率为 97.0%，降息 25 个

基点的概率为 3.0%。到 5 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 76.2%，累计降息 25 个基点

的概率为 23.2%，累计降息 50个基点的概率为 0.6%。 

6、国家统计局：2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1% 比上月下降 0.1 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了中国采购经理指数。

2 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1%，比上月下降 0.1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

务活动指数为 51.4%，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0.9%，

与上月持平，我国经济总体延续扩张态势。 

7、国家统计局：2 月份，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3.5%，比上月下降 0.4 个百

分点，据国家统计局，2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1.4%，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高于临界点。分行业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3.5%，比上月下降

0.4个百分点；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1.0%，比上月上升 0.9个百分点。 

8、预计短期钢厂累库或将小幅增长，据兰格钢铁，本周，全国主要地区样本钢

厂建筑钢材厂内库存量 805.6万吨，较上期增加 51.8万吨，增幅 6.9%，年同比

上涨 10.1%。本周建材厂库持续累库，除了河南地区库存小幅减少，山东、华中、

西南地区分别以 11.8%、16.8%、10.4%快速增加。从供应来看，随着本周焦炭提

降和铁矿价格回落，钢厂利润有所好转，产量正在逐渐恢复。而且金三银四的传

统旺季即将到来，预计供需矛盾得到缓和，库存累积压力减少。两会临近，整体

面依然偏好，但贸易商仍持观望心态。综合来说，预计短期钢厂累库或将小幅增

长。 

9、国家统计局：2 月份生产指数为 49.8%，比上月下降 1.5 个百分点，据国家

统计局，2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49.1%，比上月下降 0.1个百分

点。从分类指数看，在构成制造业 PMI 的 5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新订单指

数、原材料库存指数、从业人员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均低于临界点。生产

指数为 49.8%，比上月下降 1.5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生产活动有所放缓。新订

单指数为 49.0%，与上月持平，仍低于临界点，表明制造业市场需求较上月有所

下降。原材料库存指数为 47.4%，比上月下降 0.2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主要原

材料库存量继续减少。从业人员指数为 47.5%，比上月下降 0.1个百分点，表明

制造业企业用工景气度略有下降。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 48.8%，比上月下降 2.0

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原材料供应商交货时间较上月延长。 



10、2 月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 微升至 50.9 连续四个月扩张，今日公布的 2024

年 2月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录得 50.9，较上月微升 0.1个百分

点，2021 年下半年以来首次连续四个月位于扩张区间，表明制造业景气度持续

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