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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玉米、豆粕 2022 年 12 月 19 日 星期一

生猪

一、行情综述

近期由于养殖场出栏积极性高，市场猪源供应充足，生猪期货、现货价格均出现大幅下跌，主力 2303 合约

周跌幅 11.08%。截止 12 月 16 日河南驻马店外三元生猪价格 19.4 元/公斤，较前周下跌 5.8%。上周主力资金移

仓换月至 2303，对应的基差为 3500 元/吨。

二、基本面情况

养殖利润情况。根据我的农产品网数据显示，截止 12 月 16 日当周，7KG 的仔猪价格为 429.05 元/头，较

前周的 468.1 元/头下跌 39.05 元/头，跌幅 8.43%。外购仔猪养殖利润 193.75 元/头，较前周的 579.34 元/头下

降了 385.59 元/头，降幅 66.56%；自繁自养养殖利润 334.24 元/头，较前周的 706.01 元/头下降 371.78 元/头，

降幅 52.66%。

产能情况。我的农产品样本数据显示，11 月份能繁母猪存栏 508.93 万头，较上个月的 503.51 万头增加 5.42

万头，增幅 1.07%。11 月份商品猪存栏 3143.41 万头，较上个月的 3069.96 万头增加了 73.45 万头，增幅 2.39%。

11 月商品猪出栏 805.58 万头，较上个月的 764.77 万头增加 40.81 万头，增幅 5.33%。

屠宰端情况。根据我的农产品网数据显示，截止 12 月 16 日，屠宰企业开机率 31.75%，较上周的 32.57% 下

降 0.82%；屠宰企业的利润为 55.59 元/头，较前周的 12.98 元/头增加 42.61 元/头；冻品库容率为 16.69%，较

前周的 16.9%下降了 0.21%。

三、综合所述

春节前出栏窗口逐渐缩小，规模猪企出栏量继续增加市场供应，养殖户出栏积极性同样较高。且发改委强调

将在“两节”等重要时点加大投放政府猪肉储备。同时，消费端支撑力度不足，南方腌腊需求虽对消费有所提振，

但没能得到明显的放量。防疫政策优化调整，各地餐饮消费陆续出现恢复迹象，不过需求力度显然不足以对冲供

给端释放的压力。目前市场供需双增，供给依然相对宽松。后市重点关注猪肉消费对供给端的承接力度。

玉米

一、行情综述

近期随着物流限制的解除，玉米上量增加，但上周玉米上量再次不温不火，上量没有如期大幅增加，上周玉

米整体震荡运行。

二、基本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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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粮进度情况。截至 12 月 15 日，据 Mysteel 玉米团队统计，全国玉米主要产区农户售粮进度为 32%，较上

期增加 3%，较去年同期增加 5%。

玉米库存情况：Mysteel 玉米团队调研数据显示，12 月 9 日北方四港玉米库存共计 249.3 万吨，周比减少

16.1 万吨；当周北方四港下海量共计 43.5 万吨，周比减少 12.2 万吨。 截至 12 月 13 日，广东港内贸玉米库存

共计 29.1 万吨，较上周减少 5.5 万吨；外贸库存 49 万吨，较上周减少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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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周，

截止 12 月 14 日加工企业玉米库存总量 205.7 万吨，较上周增加 4.26%。

从深加工玉米消费量：据 Mysteel 农产品统计，2022 年 50 周（12 月 8 日-12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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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4 万吨，较前一周增加 3.6 万

吨；与去年同比减少 12.9 万吨，同比减幅 10.75%。

三、综合所述

目前正是新粮季节性集中上量期，年前基层粮源存在一定的卖压，产区基层售粮节奏加快。贸易商出货意愿

明显增强，市场整体上量增多。随着物流运输条件好转，饲料企业及深加工企业的备货急迫性有所下降，多数维

持滚动补库。此外，中国正在加大进口巴西玉米力度，预计今年巴西运往中国的玉米总量超过 100 万吨，增加国

内市场供应。后市重点关注新粮上量以及进口玉米的到港情况。

豆粕

一、行情综述

上周豆粕价格重心下移，弱势震荡运行。主要是国内大豆到港量增加，油厂开机率较高，豆粕产量较大库存

连续攀升，豆粕供应充足使得价格承压下滑。

二、基本面情况

国际市场: 美国农业部发布 12 月供需报告将 2022/23 年度全球大豆产量上调 64 万吨至 3.91 亿吨，全球

大豆期末库存上调 54 万吨至 1.03 亿吨。12 月供需报告中性偏空。

南美种植进度情况，咨询公司 AgRural 周一称，截至 12 月 8 日，巴西 2022/23 年度大豆播种进度达到 95%，

高于一周前的 91%，低于去年同期的 96%。截至 2022 年 12 月 6 日的一周，阿根廷 2022/23 年度大豆种植进度达

到 37.1%，高于一周前的 29.1%，比去年同期低了 19%。

巴西经济部外贸秘书处（Secex）的数据显示， 2022 年 1 月至 11 月，中国从巴西进口 5246.4 万吨大豆，

比 2021 年的 6047.6 万吨低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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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场：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数据监测显示，12 月 12 日当周大豆大量到港，企业开机率维持高位，库存

大幅增加。监测显示，全国主要油厂进口大豆商业库存 447 万吨，比前一周增加 98 万吨，比上月同期增加 150

万吨，比上年同期增加 17 万吨。由于海关清关缓慢，11 月份我国进口大豆 735 万吨不及预期，预计 12 月份

大豆到港增加至 1000 万吨，后期大豆库存继续呈现增加态势。

大豆压榨量维持高位，豆粕产出增加，库存连续第三周回升。12 月 12 日，国内主要油厂豆粕库存 31 万

吨，比前一周同期增加 3 万吨，比上月同期增加 12 万吨，比上年同期减少 21 万吨，比过去三年同期均值减

少 30 万吨。预计后期豆粕库存继续累积，需关注饲料企业节前备货需求。

三、综合所述

国际市场，美国大豆出口需求良好以及阿根廷产区天气不利于大豆播种及生长可能导致种植面积不及预期，

提振美豆价格。但目前巴西大豆种植基本结束，大部分大豆种植区天气持续向好，利于大豆早期生长。接下来的

市场会更加关注南美的天气情况。国内市场，进口大豆到港量快速增加，国内豆粕库存连续三周回升，油厂挺粕

动力减弱。12 月中旬后进口大豆进入到港高峰期，同时也是豆粕需求旺季，饲企节前备货陆续启动。后市重点

关注国内大豆到港情况、现货的表现以及南美天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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