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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 玉米 豆粕 2021 年 12 月 28 日 星期二

生猪

一、行情综述

近日受冬至效应影响，南北方需求均有明显增加，且伴随天气降温，周末需求亦受到提振，现货价格企稳反

弹，盘面跟随小幅上行。截止 12 月 27 日全国外三元商品猪均价 16.3 元/公斤，河南地区外三元商品均价为 16.4
元/公斤。

二、基本面情况

生猪养殖利润，同花顺数据显示,截止 12 月 24 日当周，猪粮比 5.60。当周外购仔猪头均盈利 122.62 元,较上

周的 134.01 元/头减少 11.39 元/头。自繁自养头均利润-43.31 元，较上周的-14.27 元/头减少 29.04 元/头。生猪养

殖利润变差。

生猪产能情况，涌益数据显示，2021 年 11 月全国能繁母猪存栏环比下滑 0.13%，降幅继续缩窄。其中，华

北（河北，河南，山东，天津，华北）环比下滑 0.18%；东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环比下滑 2.34%；
华中（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环比下滑 0.86%；华东（浙江，江苏）环比增加 1.26%；华南（广东，广西，

福建）环比增加 0.81%；西南（云南，贵州，四川）环比增加 1.96%；西北（甘肃，陕西）环比下滑 0.31%。
进口猪肉情况，据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11 月份我国猪肉进口量 20 万吨，月环比持平，1-11 月份我

国猪肉进口量共计 354 万吨，累计同比 395 万吨 减少 41 万吨降幅 10.38%。进入 2021 年以来，生猪产能恢

复快速，下半年生猪供大于求，猪价连续跌破成本线以下水平，对于进口猪肉依赖度降低，近几月猪肉进口量也

出现明显下跌。

屠宰端情况，截至 12月 16日当周，全国出栏平均体重为 124.74公斤，较上周下降 1.31公斤，环比跌幅 1.0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23 日当周，冻品库容率为 17.28%，较上周 17.5 %减少 0.22 个百分点。涌益咨询数据显示，上

周样本屠宰企业合计平均屠宰量为 215522 头/日，较上周环比增加 7.87%。上周宰量增加，受冬至提振影响，后

续因有元旦假期，预计宰量将维持较好水平。

三、后期展望

进入 12 月生猪养殖企业及散养户出栏积极性增强，市场供应压力加大，但下游需求减弱，白条走货不畅。

另外，屠宰企业库存冻肉转鲜品上市供应量逐步增长也给市场带来压力。农业农村部公布数据显示，生猪供应相

对过剩局面仍将持续一段时间，趋势性反转观点仍需待产能去化而定。总体，市场供应宽松的基本面并未改变，

生猪依然维持震荡偏弱思路对待。但短期由于元旦、春节市场需求提振，反弹的机会存在，但是大幅上涨的概率

不大市场。技术上，LH2203 主力合约短期关注 13700- 15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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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近期玉米市场上量压力有所凸显，现货价格有所调整，盘面承压，呈震荡偏弱走势。

二、基本面情况

供应方面：根据我的农产品网的信息显示，截至 12 月 23 日，全国的售粮进度为 33%，去年同期为 45%，
其中黑龙江省的售粮进度为 35%，去年同期为 47%，吉林省的售粮进度为 27%，去年同期为 36%，辽宁省的售

粮进度为 41%，去年同期为 57%，内蒙古售粮进度为 32%，去年同期为 47%，河北省售粮进度为 26%，去年

同期为 41%，山东省的售粮进度为 34%，去年同期为 38%，河南省的售粮进度为 40%，去年同期为 43%。春

节前出现集中售粮的概率依然较大，玉米上市规模将会更加集中，一旦形成集中售粮，其对价格利空的影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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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更加明显。

玉米深加工消费及库存情况，Mysteel 农产品统计，2021 年 51 周（12 月 16 日-12 月 22 日），全国主

要 125 家玉米深加工企业（含淀粉、酒精及氨基酸企业）共消费玉米 121.9 万吨， 较前一周增加 1.6 万吨；

与去年同比增加 7.6 万吨，增幅 6.61%。根据 Mysteel 玉米团队对全国 12 个地区，96 家主要玉米深加工厂家

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截止 12 月 22 日加工企业玉米库存总量 395.4 万吨，较上周增加 20.07%。临近年关，

基层卖粮意愿增加，近期用粮企业厂门到货量增加，深加工企业收购价格走低。

三、后期展望

目前正是传统玉米上市的高峰，近期国内玉米基层售粮进度加快，但主产区新粮上市进度仍低于去年同期水

平。 随着后续卖压陆续兑现，玉米价格将继续承压。另外，今年我国玉米还呈现产量与进口量齐增的局面。且

高粱、 大麦等替代品进口同样大幅增加，进口谷物性价比仍高，替代需求仍偏强。同时，大部分饲料企业仍在

大规模使替代品作为能量原料，削弱玉米需求。总体， 新粮上市压力依然存在，预计玉米震荡偏弱运行。技术

上 C2205 合约上方关注 2750 一线压力位置。后续关注主产区售粮进度、玉米进口以及政策方面的指引

豆粕

一、行情综述

由于市场担忧南美偏干天气，叠加美国国内压榨需求旺盛，近期美豆整体走势偏强。由于国内市场供需矛盾

并不突出，近期豆粕走势主要跟随美豆震荡偏强运行。

二、基本面情况

国际市场， 12 月 16 日止当周，美国 2021/2022 市场年度大豆出口销售净增 81.15 万吨，创市场年度低位，

较之前一周减少 38%，较前四周均值下滑 42%。其中向中国大陆出口销售 73.04 万吨。 2021/22 年度美国大豆销

售完成率为 73.37%，前一周为 71.91 %。南美市场情况，巴西大豆播种工作整体进展较为顺利，目前基本结束，

但近期南部地区天气持续干燥，影响大豆播种和生长。气象模型显示，本周巴西大豆产区降雨仍是呈北多南少分

布，北部降雨过量、南部天气干燥均可能影响大豆出苗和生长。阿根廷大豆播种工作持续推进，受拉尼娜天气影

响，产区天气干燥，土壤墒情较差，播种进度偏慢。气象模型显示，本周阿根廷主要大豆产区降雨仍然偏少，虽

然主要产区均有降雨覆盖，但以零星小雨为主，对土壤墒情改善有限。

国内市场：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11 月进口大豆 857 万吨，环比 10 月增加 346 万吨，增幅 67.7%；同

比减少 101.6 万吨，减幅 10.6%。2021 年 1-11 月累计进口大豆 8,765 万吨，同比减少 5.5%，进口均价 3558.7 元/
吨，同比上涨 30.7%。

根据中国粮油商务网监测：截止到 12 月 24 日，主要港口的进口大豆库存量约在 778.44 万吨，去年同期

库存为 797.82 万吨，本月累计到港 624.08 万吨。截至 12 月 19 日，国内 124 家油厂进口大豆库存为 420.7 万吨，

较上周 439.3 万吨减少 18.6 万吨。上周全国进口大豆开机率为 50.47%，前一周为 53.78%。 截至 12 月 22 日，全

国 124 家油厂豆粕库存总量为 59.2 万吨，较前一周 52 万吨+7.2 万吨，环比+13.8%；合同量为 466.8 万吨，较上

周 501.1 万吨-34.3 万吨，周环比-6.85%。
三、后期展望

国际市场，虽然美国大豆出口同比下降，但国内压榨需求旺盛，叠加拉尼娜现象引发巴西南部及阿根廷大豆

产区的干旱天气影响大豆生产活动的开展，市场担忧大豆产量将会受到影响而引发减产支撑大豆价格。国内市场，

近期进口大豆到港量不及预期且因环保限产等令油厂开工率增加受限，豆粕产量有限但饲料养殖企业提货速度放

缓，豆粕库存止降回升。南美天气炒作推动美豆持续反弹，成本升高及预期减产双轮驱动，预计短期内豆粕跟随

美豆维持偏强的运行走势。技术上 M2205 合约关注 3300 一线压力位置，后续关注美豆出口情况、南美大豆生

长情况、国内大豆进口及压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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