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产品小组晨报纪要观点 

重点推荐品种：豆一、菜油、红枣 

豆一 

由于国产大豆基层余粮不多，多数贸易商存在看涨情绪而惜售，现货市场上优质

大豆供应偏紧，加上中储粮哈尔滨直属库收购价格上调至 1.9 元/斤，支持国产大豆

行情。不过国内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依然令人担忧，对豆一走势形成一定的抑制作用。

整体而言，豆一期价震荡运行为主。操作上，建议 A2005 合约逢回调介入多单。 

 

豆二 

由于美国大豆的出口检验量超预期，加之市场对中国疫情忧虑减弱，巴西部分大

豆收割可能因降雨而推迟，均给美豆提供支撑作用，提振国内大豆市场。不过巴西大

豆产量的大丰收预期仍制约盘面的上涨空间。技术上， b2004 合约在 3050 元/吨附

近徘徊运行，因资金快进快出，期价窄幅波动，上涨动能衰减，短线呈现震荡走势。

操作上，建议 b2004 合约暂时观望。 

 

豆粕 

     为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国内有多省市全面禁售活禽，影响各类肉类需求，

且可能导致生猪存栏恢复进程延迟，豆粕需求受限，对豆粕走势形成一定的抑制作用。

不过由于目前国内豆粕库存处于低位，加之疫情令山东、广东、江苏等主要大豆压榨

地区复工延期，各地封城封路现行普遍，豆粕出现暂时性供应面趋紧，支撑豆粕价格。

整体而言，供需双弱，豆粕或震荡运行为主。技术上，m2005 合约在 2640 元/吨附近

徘徊运行，因资金快进快出，期价窄幅波动，上涨动能衰减，短线呈现震荡走势。操

作上，建议 m2005 合约暂时观望。 

 

豆油 

因美国豆油期货走强，加之全球植物油供应吃紧，1 月份棕榈油产量下滑，豆油

库存处于历史同期低位，均提振国内油脂盘面。不过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依然令人

担忧，将会制约大盘的上涨空间。整体而言，豆油短期震荡运行为主。技术上，Y2005 



合约止跌回升，kdj 开始转强的迹象，技术面偏多。操作上，建议 Y2005 合约短线谨

慎追多。 

 

棕榈油 

因美国豆油期货走强，加之全球植物油供应吃紧，1 月份棕榈油产量大幅下滑预

期，均提振国内油脂盘面。不过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依然令人担忧，同时印度限制

进口精炼棕榈油也对棕榈油构成压力，制约棕榈油的上涨空间。整体来看，短期内棕

榈油偏强震荡运行为主。技术上，P2005 合约迎来阶段性的超跌反弹，但力度将受限，

短期内或反复震荡运行。操作上，建议 P2005 合约谨慎追多。 

 

粳米 

供应方面，粳稻收购进度与上年同期收购量差距较大，且后期陈稻出库又如箭在弦，原

粮供应压力仍存。不过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导致黑龙江、江苏等地年后开工延期，原

粮收购和大米外发不畅等问题，粳米供应面出现暂时性趋紧。需求方面，因对疫情担忧引发

市场抢购粮油等生活必需品，各地多处因为抢购大米导致大米价格上涨。整体而言，短期内

粳米期价偏强震荡。技术上，rr2005 合约指标 MACD上行，红柱扩大，且 kdj指标增强，短

期技术面偏多。操作上，建议 rr2005 合约多单继续持有，目标 3420元/吨，止损 3345 元/

吨。 

 

鸡蛋 

鸡蛋现货全国均价报 2640 元/500 千克，+199 元/500 千克。鸡蛋仓单报 0 张，增减量

+0 张。2月 3日鸡蛋 2001合约交割 34 张仓单，交割结算价报 3062 元/500 千克。鸡蛋 2005

合约前二十名多单量 97693，+11218，空单量 116030，+17844，数据显示空头继续占优，多

空均有增仓且空头增幅更大，显示当前价格区间市场主流资金看空情绪稍有回升；疫情的短

期影响，受制于终端零售偏弱以及鸡蛋物流周转效率下降；受到流动性刺激政策影响，鸡蛋

各月份合约全面翻红，预计鸡蛋 05合约 3270元/500千克转为短期压力位，3200元/500千

克上方区间震荡。 

 

菜油 

菜油合约前二十名多头持仓 70480，+2430，空头持仓 82702，+1208，空头持仓继续占



优，多空持仓均有小幅增加，显示主流资金看空情绪一般。根据天下粮仓数据，截至 1 月 31

日两广及福建地区菜油库存增加至 5.9万吨，周度增幅 6.31%，节前菜籽油厂开机率大幅回

落，但节前菜油提货速度放缓导致库存增加。 

中加关系尚未出现好转迹象，预计国内油菜籽原料供应维持偏紧预期，加拿大油菜籽 05

合约连续三周下跌，最近一周跌幅报 3.87%。节前菜油供应偏紧开启去库存进程，高价抑制

需求偏弱于往年。疫情重灾区湖南湖北重庆属于菜油传统主消费区，疫情影响餐饮消费，打

压菜油需求，悲观预期下豆油等替代性消费或进一步增强。考虑到原料供应偏紧，近期菜油

去库存进程有所加快，期价下方存在一定支撑，而供应增量主要看向进口，菜油餐饮消费走

弱，同时油脂间价差利好替代消费，预计菜油走势高位承压，预计菜油 05 合约短期 7300 元

/吨-7100元/吨区间震荡。  

 

菜粕 

菜粕合约前二十名多头持仓 198564，+6617，空头持仓 245923，+6899，空头持仓继续

占优，多空双方均有增仓，显示看涨情绪一般。截至 1 月 31 日，福建两广地区菜粕库存报

1.5 万吨，周环比增幅 15.38%，未执行合同报 7.4 万吨，周环比涨幅 7.2%，菜籽油厂开机

率仍处于历史极低水平，但菜粕提货量大降导致库存增加。 

疫情影响海产水产品消费，菜粕自身供应维持偏紧预期，预计终端消费需求受到抑制，

下游利润缩小或倒逼饲料需求替代性增强；饲料企业存在一定备货补库需求，预计短期跟随

豆粕走势。短期受到疫情悲观预期影响，菜粕 05 合约 2215 元/吨转为短期支撑位，下破则

转为偏空操作。 

 

玉米 

供应方面，节前玉米售粮进度同比去年偏慢，生猪养殖利润良好，对价格有一定支撑，

但受生猪存栏水平和生长周期限制，恢复仍待时日，玉米饲用消费提振作用有限。整体而言，

港口库存明显偏低且节前深加工企业库存走低存在一定补库需求，但考虑到疫情悲观预期下

贸易商囤货的意愿或不高；技术上，空头持仓减幅明显，预计 C2005 合约 1935-1910 元/吨

区间震荡。 

 

玉米淀粉 

淀粉受原料玉米的影响较大，期价跟随玉米期价波动；短期开机率受到疫情限制恢复尚



需时日，玉米港口库存偏低且贸易商囤货意愿不高导致原料供应受限，而淀粉自身终端消费

提供一定支撑且周三淀粉仓单继续稍减显示存在一定挺价意愿，CS2005 合约 2235-2255 元/

吨区间操作。 

 

白糖 

ISO预测 2019/20 榨季全球食糖供需缺口上调至 1000万吨，国际糖市供应短缺预期不

断强化，加之全球食糖库存继续下调，美糖维持高位运行。国内而言，当前南方甘蔗糖处于

压榨中，但受疫情影响，外来劳动力减少，对主产区甘蔗的运输至需求区形成一定的阻碍。

疫情的爆发主要影响白糖下游消费端，且节后需求处于消费淡季，不过外盘原糖的回暖或带

动国内糖价带来一定的走势，短期等待介入机会。操作上，建议郑糖主力合约短期日内交易

为主。 

 

棉花 

国内市场：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主要织造生产基地开工延迟，大部分纺织企业库

存可用 10-30天附近，部分备货低的天数在 10 天附近，疫情导致各地区企业开工延迟，短

期将因产能下降导致供应量下降。目前棉花工商业库存处于历史相对高位水平，加之，距离

中储棉轮入结束仍有一个月时间，轮入价格偏高，棉花期现价差偏高导致仓单注册量持续走

高，棉价压力加大。下游需求不及供应力度，纱线及坯布开机处于低位，产成品消化库存有

限。不过近期国内政策举措刺激，短期提振市场信心。操作上建议郑棉主力短期观望为主。 

 

苹果 

全国 2019/2020 年度全国苹果冷库库存处于饱满状态，与正常 2017 年相比，库存处于

同期高位水平，大致在 1000 万吨附近，随着疫情的的爆发，市场悲观情绪加重，各地复工

时间相继延迟，苹果出库、运输等受阻，不利于苹果终端消费。疫情尚未得到控制，预计苹

果客商收购意愿不高，部分货源在果农手中，销售时间不断被压缩，市场抛售手中货源风险

加大，预计后市苹果期价延续弱势运行。操作上，建议苹果 2005合约短期日内交易为主。 

 

红枣 

由于新型病毒疫情原因，市场悲观情绪浓厚，预计消费受到较大影响，红枣属于非必需

品，随着疫情的影响，新疆产区虽然 不是疫情重灾区，但各地交通仍受到月一定程度的影



响，交通运输方式主要是汽运，且运输司机返工相应延迟，运输司机新疆红枣 80%的供应是

发往河南等地，出库进度延迟，大大削弱红枣需求端。不过目前盘面价格处于价值中枢下方，

对期价存支撑。操作上，CJ2005 合约建议暂且在 10100-10450 元/吨区间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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