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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玉米、豆粕 2022 年 11 月 25 日 星期五

生猪

一、行情综述

近期生猪期货现货价格均大幅下跌，下跌主要原因：终端消费偏弱，生猪出栏节奏加快，生猪市场整体供应

偏宽松，且国家持续投放储备猪肉等利空因素。截止 11 月 24 日河南驻马店外三元生猪价格 21.6 元/公斤，较前

周下跌 12.19%。对应主力合约的基差为 1295 元/吨，基差继续缩小。

二、基本面情况

根据我的农产品网数据显示，截止 11 月 18 日当周，7KG 的仔猪价格为 580.95 元/头，较前周的 606.19

元/头下跌 25.24 元/头。外购仔猪养殖利润 751.61 元/头，较前周的 866.23 元/头减少了 114.62 元/头；自繁自

养养殖利润 918.04 元/头，较前周的 1028.37 元/头下降 110.33 元/头。由于生猪价格的下幅下跌，养殖利润大

幅下降。

生猪屠宰端情况，根据我的农产品网数据显示，截止 11 月 24 日，屠宰企业开机率 23.19%，较上周的 23.26%

下跌 0.07%。截止 11 月 18 日,屠宰企业的利润为 35.5 元/头，较前周的 47.13 元/头减少了 11.63 元/头。冻品

库容率为 17.57%，较前周的 17.77%下降了 0.2%。

进口冻猪肉情况，据海关总署进口数据整理：中国 2022 年 10 月进口猪肉 16 万吨，较 2022 年 9 月进口量增

加 1 万吨，环比增幅 6.7%；较去年同期减少 4万吨，同比降幅 20.6%。 2022 年 1-10 月累计中国进口猪肉 138

万吨，同比降幅 58.8%。

三、综合所述

目前终端消费依然疲弱，国内养殖端释放产能，规模猪企出栏节奏加快，11 月份计划出栏量预计较 10 月份

增加 3.44%，预示市场猪源进一步增加。此外，部分散户猪场出栏积极性转浓，屠宰企业收购顺畅，压价情绪较

浓,总体市场处于相对供大于求的状态。另外，政策面调控持续，并且调控力度大幅提高，多利空因素制约生猪

价格。后市重点关注政策调控的力度、终端消费情况 。

玉米

一、行情综述

近期由于国内主产区基层玉米售粮进度维持较低的水平，供需阶段性偏紧，推动产区玉米收购价格的不断上

调，现货偏强对近月合约形成支撑，C2301 连续减仓上行，并突破前期高点。



研发客服产品系列•日评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2 编辑：国新国证期货研发

二、基本面情况

进口情况：2022 年 10 月国内玉米进口量 54.7 万吨，较 2022 年 9 月份 153.4 万吨减少 98.7 万吨，环比减

64.3%；较 2021 年 10 月份 130.3 万吨减少 75.6 万吨，同比减 58.0%。其中 1-10 月中国共进口玉米 1901 万吨。

玉米库存情况：Mysteel 玉米团队调研数据显示，11 月 18 日北方四港玉米库存共计 257.8 万吨，周比增加

16.5 万吨；当周北方四港下海量共计 37.4 万吨，周比增加 6.6 万吨。截至 11 月 18 日，广东港内贸玉米库存共

计 32.3 万吨，较上周减少 17.9 万吨；外贸库存 49.1 万吨，较上周增加 21.8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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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 47 周，截止 11 月 23 日加工企业玉

米库存总量 201.1 万吨，较上周减少 4.83%。

从深加工玉米消费量：据 Mysteel 农产品统计，2022 年 47 周（11 月 17 日-11 月 23 日），全国主要 126 家

玉米深加工企业（含 69 家淀粉、35 家酒精及 22 家氨基酸企业）共消费玉米 110.8 万吨，较前一周增加 2.0 万

吨；与去年同比减少 6.6 吨，同比减幅 5.62%。

三、综合所述

目前国内主产区基层玉米上量维持较低水平，受主产区种植成本上升影响，持粮主体看涨情绪较浓，普遍屯

粮惜售，且疫情限制物流运输，新粮整体流通量持续偏少。受资金限制以及囤货成本影响，贸易商也收购相对谨

慎。此外，中国进口量大幅减少，中国 1-10 月玉米进口供给 1901 万吨，同比下滑 27.5%。不过巴西玉米对华

出口正是启动，11 月巴西对华玉米出口量接近 20 万吨，增加国内市场的供应。后市重点关注新粮上量的进度。

豆粕

一、行情综述

近期美豆缺乏指引，上下驱动都不明显，以窄幅震荡为主。国内市场近期大豆到港了有所增加，但国内供应

问题仍未解决，导致豆粕现货基差依然强势，强基差限制豆粕 1 月合约价格的调整空间，主力合约 M2301 近一周

连续上涨，并回补上周的跌幅。

二、基本面情况

国际市场: 美国农业部周一盘后发布的全国作物进展周报不再提供大豆收获数据，这意味着截至 11 月 20

日，占到美国大豆播种面积 96%的 18 个州的大豆收获工作已经全部结束。

咨询机构 AgRural 称，截至 11 月 17 日当周，巴西 2022/2023 年度大豆播种率约 80%，前周为 69%，去年同

期为 86%，五年均值约 80%。由此，按照五年均值进度推算，预计 12 月上旬巴西大豆种植基本完成。

巴西全国谷物出口商协会(ANEC)称，根据货轮排队的情况，2022 年 11 月份巴西大豆出口量将达到 227 万吨，

低于一周前估计的 233.9 万吨，也低于 10 月份的 359.2 万吨，但是高于去年 11 月份的 214.9 万吨。 11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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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ANEC 预测 2022 年巴西大豆出口量为 7800 万吨，高于 10 月 5 日预估的 7550 万吨，但是低于 2021 年的 8663.4

万吨。

国内市场：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上周国内大豆到港量增加，油厂压榨量维持低位，大豆库存大幅回

升。监测显示，截至上周末，全国主要油厂进口大豆商业库存 342 万吨，比前一周增加 45 万吨，比上月同期

增加 12 万吨，比上年同期减少 90 万吨。美国大豆收获完成，美国密西西比河水位预期上升，大豆到港速度有

望加快，考虑油厂开机情况逐渐好转，预计大豆库存持续上升。

上周大豆压榨量维持低位，豆粕产出仍然较少，库存继续下降。11 月 21 日，国内主要油厂豆粕库存 17 万

吨，比上周同期减少 2 万吨，比上月同期减少 9 万吨，比上年同期减少 38 万吨，比过去三年同期均值减少 31

万吨，为历史最低水平。预计本周油厂开机率大幅提高，现货供应增加。

三、综合所述

国际市场，美豆收割基本结束，市场关注点转向美豆出口需求和南美天气。上周美豆出口数据明显好于预期，

来自中国的强劲需求有助于缓解美豆季节性供应压力。巴西大豆种植进度接近 80%仍低于去年同期，但近日南美

地区天气良好利于大豆播种的开展，整体产量前景较好。市场各机构预估的巴西 2022/2023 年度大豆产量多在

1.51-1.55 亿吨的创纪录水平，创纪录的产量预期将为全球远期大豆供应提供重要保障。国内市场，随着美国大

豆收获完成，密西西比河运输改善后大豆出口装船有望加快，到港大豆数量有望逐渐攀升并迎来大豆到港高峰。

在良好的压榨利润以及养殖旺季需求驱使下，油厂开机情况将继续提升，豆粕产量逐渐增加后将改变国内供应紧

张局面。后市重点关注南美播种天气及播种进度情况、国内大豆到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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