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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 玉米 豆粕 2021 年 11 月 9 日 星期二

生猪

一、行情综述

生猪市场虽然四季度消费旺季来临，终端需求明显增加，但产能依旧相对过剩，近期生猪期价震荡小幅

走跌。截止 11 月 8 日全国外三元商品猪均价 17.07 元/公斤，河南地区外三元商品均价为 16.73 元/公斤，基

差修复近平值。

二、基本面情况

生猪养殖利润，同花顺数据显示,截止 11 月 5 日当周，猪料比为 5.1，高于猪料比较平衡点 4.99。当周

外购仔猪头均盈利 27.51 元,较上周增加 133.52 元/头。自繁自养头均盈利-62.7 元，较上周增加 90.6 元/头。

养殖利润大幅回升，养殖利润回归成本线附近。

终端需求情况，10 月屠宰企业平均开工率 31.10%，较上月上涨 3.34%，较去年同期上涨 14.07 个百

分点。1-10 月全国重点屠宰企业开工率 23.12%，同比涨 6.63 %。国庆假期过后，猪肉价格低位刺激终端消

费提升，腌腊、灌香肠现象增多，整体需求量提升推动屠宰企业开工率上涨。10 月屠宰企业平均鲜销率

90.87%，较上月上涨 0.71 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上涨 0.10 个百分点。出栏体重方面，11 月 5 日当周，全

国生猪平均交易体重 122.94 公斤，较上周上涨 0.59%，同比下降 5.18%。目前规模场及散户或仍存在压栏

挺价现象，而部分压栏猪源或到达心理价位而顺势出栏，市场供应或有增加，但大猪整体供应仍然紧俏，预

计下周国内生猪交易均重或继续小幅上升。

三、后期展望

随着气温逐渐降低，猪肉消费旺季来临，叠加近期商务部提倡居民储备一定的日常生活应急物品，储备

蔬菜、肉类、粮食等，局部地区出现抢粮屯肉的现象，推动猪价上涨。另外，养殖户压栏惜售，规模养殖场

缩量抬价，短期生猪供给进一步收紧。但国内冻品库存依然居高不下，随着部分产品临近到期，冻品出口压

力将逐渐释放，当前市场缺猪不缺肉。从供需大格局看，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比正常保有量高 6%。预计今

年四季度到明年一季度上市的肥猪同比还将明显增加，生猪供应相对过剩局面仍将持续一段时间，趋势性反

转仍需待产能去化而定。总体，短期受终端消费支撑，生猪或宽幅震荡走势，但市场总体供应压力犹存，本

次生猪周期并未走完，生猪大方向仍以偏空思路对待。技术上，LH2201 主力合约短期关注 15000-18000 区

间位置。后续重点关注产能变化、冻猪肉的投放情况以及收储政策的影响。

玉米

一、行情综述

由于国内主产区新粮上市滞后，种植成本及烘干成本走高，持粮主体售粮积极性降低，玉米新粮上市量

随之减少，近期玉米震荡偏强运行。

二、基本面情况

供应方面：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截至 10 月 29 日，全国秋粮已收获完成 88.1%。其中玉米

已收获完成 93.3%。尽管降水导致区域玉米收获进度放缓，但进入 10 月中下旬以后，整体天气条件有利，而

上周末全国大范围降温，东北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已跌破零摄氏度，可能更有利于收获后新玉米的快速上冻、

脱粒。售粮进度方面：截至 10 月 31 日，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东和河南玉米售粮进度为 2%、1%、1%、
1%和 2%。

玉米深加工企业库存及消费量：深加工企业库存：截止 10 月 27 日加工企业玉米库存总量 275.9 万吨，

较前一周下降 3.7%。（我的农产品网）深加工企业消费量：据我的农产品网统计，2021 年 43 周（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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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7 日），全国主要 122 家玉米深加工企业（含淀粉、酒精及氨基酸企业）共消费玉米 102.5 万吨，

较前一周增加 1.8 万吨；与去年同比减少 9.4 万吨，减幅 8.40%
三、后期展望

随着新季玉米上市节奏逐渐加快，季节性供应增加给市场带来压力。但东北产区农户受种植和烘干成本增加

影响，基层农户惜售待涨心态偏强，进入流通渠道的新粮数量相对及较少。再加上强寒潮天气的影响，玉米及运

输进一步受阻，工厂到车不理想。目前国内玉米需求继续向好，深加工企业补库需求逐步恢复，深加工企业涨价

吸引粮源，提振玉米市场价格。总体，新粮上市压力有待释放，对期价有所牵制，预计上涨空间受限。技术上 C2201
合约上方关注 2700-2730 区间压力位置。后续关注贸易商出粮心态、 新季玉米上市情况、玉米进口以及政策方

面的指引。

豆粕

一、行情综述

目前美国大豆收获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大豆集中上市，收获压力持续施压美豆价格，近期美豆震荡偏弱运行。

随着美豆期价下跌以及国际粮船至中国港口海运费连续下跌的影响下，进口大豆成本跟随下调，近期豆粕维持偏

弱的行情走势。

二、基本面情况

国际市场：美国农业部周度出口销售报告显示，美国对中国（大陆）大豆出口销售总量同比减少 35.6%。截

止到 2021 年 10 月 28 日，2021/22 年度（始于 9 月 1 日）美国对中国（大陆地区）大豆出口装船量为 737.5 万吨，

去年同期为 1212.1 万吨。当周美国对中国装运 186.5 万吨大豆，前一周对中国装运 179.1 万吨大豆。迄今美国对

中国已销售但未装船的 2021/22 年度大豆数量为 987.7 万吨，低于去年同期的 1468.6 万吨。2021/22 年度迄今为

止，美国对中国大豆销售总量（已经装船和尚未装船的销售量）为 1725.2 万吨，同比减少 35.6%，上周是同比减

少 38.34%，。

周日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 年 10 月份中国大豆进口量仅为 511 万吨，环比减少 25.7%，
同比降低 41.2%。今年 9 月份中国大豆进口量为 688 万吨，去年 10 月份进口量为 869 万吨。进口下滑的原因在

于，国内大豆压榨利润微薄导致油厂需求放慢，而艾达飓风导致美湾出口设施运营中断数周，也限制了美国对大

豆大豆出口。

国内市场：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监测显示：10 月 30 日当周，全国主要油厂进口大豆商业库存 481 万吨，比上

周减少 12 万吨，比上月同期减少 126 万吨。上周国内大豆压榨量回升，豆粕产出增加，但饲料养殖企业提货速

度较快，豆粕库存继续小幅下降。11 月 1 日，国内主要油厂豆粕库存 45 万吨，比上周同期减少 3 万吨，比

上月同期减少 33 万吨，比上年同期减少 43 万吨。后期大豆压榨量将继续提升，下游企业提货速度也将放缓，

预计后期豆粕库存止降转升。。

三、后期展望

国际市场，美豆收割接近尾声，美豆丰产及集中上市压力是当前美豆市场的主要阻力。另外，南美大豆生产

形势继续保持乐观预期，南美大豆开局良好，目前主流机构普遍预期巴西大豆产量将突破 1.4 亿吨历史纪录，南

美大豆预期丰产，为全球大豆供应提供重要保障，预计美豆震荡偏弱运行。国内市场，国内大豆压榨量回升，豆

粕产出增加，但饲料养殖企业提货速度较快，豆粕库存继续小幅下降。另外，国家全面推行的利用杂粮、杂粕、

粮食加工副产物等低蛋白日粮的饲料配方调整方案对豆粕需求的降低影响已经显现。总体，预计豆粕短期震荡调

整走势。技术上 M2201 合约关注 3000 一线支撑力度，后续重点关注美豆的出口情况、南美大豆播种进度、国

内大豆进口及压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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