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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负 停止接单 转行卖原料

PTA飙涨挤压利润 下游祭出“三板斧”

□本报记者 马爽

“51.93%” ———这是PTA期货1809合

约二季度以来的累计涨幅。

近期， 以PTA为首的原材料价格迎来大

涨，一方面增厚了相关生产企业的利润；另一

方面也挤压了下游企业盈利空间。 由于产业

链价格传导机制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一些亏

损严重的企业，甚至采用降负、停止接单、“转

行”卖原料的方式应对这场价格风波。

不过，多位业内人士向中国证券报记者

表示，目前，PTA期货1809合约较1901合约

持续保持升水状态，表明当前市场供需格局

依然偏紧， 且近期大厂持续高价回购现货，

将使得短期PTA价格强势格局难改。

原料涨价冲击下游

“7月18日以来，PTA生产盈利由154元/

吨升至1697元/吨，同期，涤纶短纤生产盈利

则由88元/吨变成-242元/吨，涤纶长丝POY

生产盈利由518元/吨降至158元/吨。”中宇资

讯分析师安光表示，PTA价格这波凶猛的涨

势，直接挤压了下游涤纶产品生产利润。

从期货盘面来看，二季度以来，PTA期

货整体表现强势，7月18日以来更是迎来加

速上涨，截至昨日收盘，1809合约收报8888

元/吨，累计上涨51.93%；主力1901合约收

报7568元/吨，累计上涨32.54%。

“这波PTA价格上涨行情是由原油、

PX原料涨价引燃， 之后借着供应紧张的基

本面， 在资金的推动下， 价格持续大涨，

1809期货合约昨日再度创下五年半来新高

8888元/吨，现货也持续保持升水期货的状

态。 ” 国投安信期货分析师庞春艳表示。

尽管近期PTA价格涨势凶猛， 但产业

链成本压力传导并不顺畅。“本轮PTA行情

大涨，导致下游涤纶及终端织造工厂生产成

本压力较大。虽然涤纶长丝生产仍有微幅利

润，但涤纶短纤生产以亏损为主，且8月底

涤纶长丝产销出现回落，后期涤纶产品价格

上涨阻力增加，PTA货少续涨格局或继续

挤压涤纶产品利润。 此外，终端织造环节涨

价滞后且涨幅较小。 因此，使得下游企业担

忧情绪不减。 ” 安光表示。

实际上，今年上半年聚酯行业整体盈利

情况较好。 庞春艳表示，PTA下游聚酯企业

多与供应商签订了较高的合同货，在上半年

价格波动不大的阶段， 聚酯企业利润较好。

不过，6月底开始的原料持续上涨， 挤压了

下游聚酯企业利润，目前瓶片、短纤和切片

甚至出现亏损。

聚酯企业“转行”卖原料

由于聚酯下游多为纺织企业，虽然早在

PTA涨价之初就开始发声抵抗， 但据中国

证券报记者了解， 下游采购实际并未停止。

面对近期涨价明显的化工原料，下游企业不

得不向终端转嫁价格压力，也促使近期一系

列下游产品面临涨价。

“不过， 终端衣料很难出现快速调价，

因此聚酯企业很难及时将价格压力传导下

去。 ”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

除了刚需之外，美尔雅期货化工研究员徐

婧表示，原材料价格过快上涨也使得下游企业

采购积极性降低，产销逐步回落，一些企业则通

过降低开工率等方法来调节自身库存水平。

“虽然上游PTA价格持续走高，但因价

格向下传导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下游聚酯行

业未能及时跟涨，导致利润维持低位，市场

上因此也出现了抵触情绪，一些企业不惜采

取降负减产方式，通过缩减对终端的供应来

减少损失。 ” 卓创资讯分析师王姗表示。

据中国化纤信息网数据统计，目前涉及

检修或减产产能达370-380万吨，聚酯负荷

整体降至91%以下，较年内高点97.7%下降

6-7个百分点。

“一些聚酯企业还停止了接单，有的甚

至还‘转行’ 开始售卖原料，赚取价格差。 ”

上述业内人士表示，通常情况下，在年底聚

酯企业会签订来年的采购合同，并按月执行

采购一定的量， 由于近期PTA价格上涨迅

速，而且一些PTA生产商自7月下旬开始以

高于市场价的方式回购PTA现货， 一些聚

酯企业通过转手售卖手中的原料，也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亏损情况。

从化工品行业特性来看， 徐婧表示：

“化工品行业上中下游特征非常明显，两桶

油、煤化工以及大型民营企业对下游具有很

强的话语权，能够相对顺畅地将上游成本的

抬升传导至中下游，而下游对上游的议价能

力较弱，多数只能通过先被动接受，再逐步

向终端转嫁，且联合降负来抵抗上游的时间

周期也比较长。 ”

据庞春艳介绍，从涤丝销售情况看，7月

中下旬产销明显好转， 可见下游追涨积极，

但8月上旬出现短暂累库，中旬又开始去库，

导致部分长丝企业库存清空，尤其POY行业

平均库存不足1天，DTY库存也从7月初的20

天以上下降至11天左右。“可见，在行业传统

旺季到来之前，终端织造对于原料涨价存在

预期，市场心态依旧是买涨不买跌。 ”

“水密码”暗藏玄机

从PTA价格表现来看，一方面，期货盘

面1809合约较1901合约持续保持升水状

态，截至8月27日收盘，价差逾1300元/吨，

至近五年来高位；另一方面，现货价格升水

期货价格，上周开始现货维持在9000元/吨

附近平稳运行。

“期货合约近强远弱，反映市场对远月

价格的悲观预期。 ” 王姗表示，目前来看，

PTA供应格局依然偏紧， 且还有生产商回

购原料，叠加下游需求具有“金九银十” 的

旺季需求预期，以及圣诞节前夕外销需求支

撑，整体来看，年内PTA价格仍有望保持高

位运行。 不过，后期，随着福化工贸逐渐复

产，届时将会增加PTA市场供应，且随着下

游需求端的逐渐收缩，PTA供应紧张格局

将有望缓解，价格可能存在回调预期。

针对近期PTA价格表现， 徐婧分析表

示，可以从两个维度去解释。首先，从现货和

期货最本质定义来看，现货价格高涨更多是

代表当前供需基本面向好、 现货紧张局面，

而期货除临近交割月合约外，主力合约则是

未来价格预期的体现。 因此，导致期现货价

格走势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其次，在成熟品种上，期货价格应当是

引领现货走势。 从PTA期货合约近强远弱

反向结构来看，市场预期代表供需缺口的库

存水平将会在中长周期中逐步累积， 因此，

1809-1901合约价差创下五年之最。

最后，从以往经验来看，1809合约一直是

仓单重压的合约，在这个合约上，仓单将会集

中注销，不能再向后流转，因此承担的卖保量

非常大，而今年期现结构转变，1809合约仍旧

是贴水现货的局面，因此也使得临近交割的情

况下，1809合约价格不断走高， 而市场预期

1901合约对应的供需格局不如1809合约紧

张，因此致使1809-1901合约价差创下新高。

展望后市，安光认为，本轮PTA现货货

源紧张是行情炒涨的基础， 而1809期货合

约交割日期日益临近， 目前已不足15个工

作日，多头资金持续热情不减，空头资金势

必需要采购高价现货进行交割或面临现金

亏损。 此外，8月末PTA大厂高价回购现货

继续拉高价格，因此，短期来看，PTA价格

有望再度创下阶段新高。

去库存提速 郑糖期价继续反弹

□本报记者 马爽

自8月16日创下阶段新低4851元/吨之

后， 郑糖期货主力1901合约便展开持续反

弹，最新收报5101元/吨，累计涨幅逾5%。分

析人士表示， 国内7月食糖销售数据好转，

打击走私力度加强，以及上周郑糖期货仓单

持续流出，均对期价形成利多支撑。此外，临

近双节备货，白糖需求有望得到提振。因此，

短期郑糖期价有望延续反弹态势。

市场情绪逐渐回暖

周一， 郑糖期货延续反弹态势， 主力

1901合约成功站上5100元/吨上方，最终收

报5101元/吨，上涨39元或0.77%，日K线呈

现“六连阴” 格局。

中信期货分析师表示， 国内7月食糖销售

数据好转，近期打击走私力度加强以及上周郑

糖期货仓单持续流出，均对期价形成利多支撑。

现货方面，8月27日， 柳州中间商站台

白糖报价5260-5270元/吨， 报价较前一日

报价上涨10元/吨；南宁中间商站台白糖报

价为5230元/吨， 较前一日报价保持不变，

总体市场成交一般。

此外，近期纽约原糖期价反弹也给郑糖

期价走势带来一定提振。 洲际交易所(ICE)

原糖期货上周五一度从触及的数年低位展

开反弹，10月原糖期货报每磅10.23美分。

银河期货研究员马幼元表示，美联储释

放鸽派言论，美元或将转弱，新兴市场货币

或将有所升值，降低主产国食糖出口对国际

市场的压力。另外，ISO下调了2017/2018年

度全球糖市过剩预估，巴西、欧盟受天气不

利影响产量下降， 料对糖价构成一定支撑。

此外，此前原糖一度跌破10美分，继续下跌

空间也比较有限。

近强远弱格局明显

展望后市，瑞达期货农产品组分析师认

为，国际方面，近期纽约原糖了结了多年的

低位，开启反弹走势。 虽然巴西总统大选预

期不乐观，使得巴西雷亚尔货币贬值率大大

提高， 但中南部产糖量下降幅度超预期，给

予糖价一定的反弹动能。

国内方面，近期广西、云南现货报价有

所下调，利于产区库存消化，叠加郑糖仓单

流出量同步加快，可见现货商接货意愿有所

提升。 此外，由于缅甸转口贸易的许可证暂

停，导致泰国等地出口量超预期减少，使得

国内糖供应量减少。 且后期双节即将来临，

也将会对白糖需求产生一定提振。 因此，短

期郑糖期价有望延续反弹态势。 操作上，短

期建议对1901合约暂且以偏多为主， 关注

上方5150元/吨压力位。

马幼元也表示，7月产销数据好于预期，

工业库存大幅减少，打私高压、不抛储预期，进

口关税增加供应压力减少， 甜菜仓单价值体

现，持续流出，盘面压力减轻，且临近双节备

货，存在旺季需求炒作预期，后期如去库存维

持较快进度将支持期价反弹，近期销售有好转

迹象，现货基本止跌反弹，密切关注8月销售进

度是否符合预期。 总体上看，预计短期郑糖期

价将以震荡反弹为主。 不过，在全球和国内均

处于增产周期，且新糖即将上市，郑糖仍处于

熊市周期中，中长期还是保持空头思路。

中信期货分析师也表示， 短期来看，市

场上对国内糖市利空的因素逐渐减少，最大

的利空或是外盘原糖价格走势。 不过，受增

产预期影响，郑糖期价向上反弹空间也将有

限。后期糖价能否继续反弹取决于后期食糖

消费情况，后期关注8月销售数据及新榨季

甘蔗收购价格动态。

沪铅有望延续强势格局

□本报记者 马爽

在经历了6月底至8月中旬的深幅调整

之后， 沪铅期价近期否极泰来，8月20日以

来累计反弹幅度逾6%。分析人士指出，铅锭

整体供应依旧偏紧， 叠加消费旺季来临，沪

铅短期有望强势回归。

沪铅V型反弹

8月20日以来，沪铅主力1810合约震荡

反弹，累计上涨6.2%。 8月27日，沪铅单日上

涨1.49%或270元/吨，收报18420元/吨。 持

仓量减少2082手至6.19万手。

现货层面，据首创期货数据，上海现货

铅报价18450-18550元/吨，较前一交易日

涨200元/吨，较1809合约小幅贴水80元/吨

至升水50元/吨。 广东现货1#铅报价18500

元/吨左右，基本持平于上海地区。

“持货商积极出货， 然下游畏高接货

意愿不强，市场交易相对平淡。 ” 首创期货

分析师宋小丽表示， 目前原生铅基本正常

生产，再生铅冶炼利润减少停工企业较多，

供应略有减少但需求未见明显改善。 资金

外流或导致沪铅短期仍以波动为主， 等待

再一次上行。

近期，铅锭库存水平整体偏低，供应

端延续偏紧态势。 中信期货认为，铅锭库

存得以维持较低的水平， 一是环保因素

对供应端压制所影响， 二是铅价此前下

跌过于猛烈， 导致炼厂生产积极性下滑

产量萎缩。

此前6月底至8月中旬， 沪铅期价大幅

下降，6月28日至8月16日累计跌幅达到

11%。 对此，华泰期货研究院分析师师橙表

示， 再生铅产能复苏预期对于市场的冲击，

以及宏观环境偏空导致了价格的下跌。进入

7月后，随着再生铅产业炼厂的复产，或者

说是市场对于再生铅产能复产的预期，使得

铅价格出现了较大的下挫。

短期有望延续强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7月铅产

量41.0万吨，较去年同期下降5%。 7月铅日

均产量1.32万吨， 比6月日均产量低174吨。

1-7月铅累计产量276.2万吨， 与去年同期

相比下降6.5%。

中信期货认为，环保督查对原生铅和再

生铅冶炼厂的经营生产造成较为明显的影

响。 但近期随着铅价回落，中游炼厂有备矿

需求，但矿山则捂货不出。

据上海有色数据，7月国内再生铅产量

13.72万吨，环比增加0.79万吨。 7月再生铅

冶炼开工率达51.09%， 环比上升2.78%，同

比下降10.29%。

“短期精铅呈现供不应求态势， 特别

是再生原生价格倒挂， 表明再生铅在废电

瓶价格坚挺支撑下， 生产利润微薄只能停

产保价。需求方面，江西、河南、四川铅酸蓄

电池厂开工好转，加之下游高温假结束，陆

续逢低补库。铅锭整体供应依旧偏紧，叠加

消费旺季来临，沪铅有望强势回归。 ” 中信

期货表示。

师橙认为，随着高温天气的持续以及

蓄电池企业限电的结束，预计下游企业需

求仍有机会出现一定回升，故此在四季度

之前， 铅价格仍有出现反弹上攻的希望，

但是预计不太可能超过2017年时的幅度

以及高点。 而四季度随着需求的回落，铅

价格预计将会逐渐呈现出走弱的格局，直

至接近年底之时，随着蓄电企业的补库需

求回升，铅价格预计也同样会出现小规模

的上涨行情。

PTA期货国际化最新方案将在中国（郑州）国际期货论坛上亮相

期待PTA期货走向国际舞台

□本报记者 王朱莹

2018年，原油、铁矿石期货开启了我

国期货市场国际化征程，PTA期货作为中

国独有的期货品种， 也是国内功能发挥最

好的化工期货品种， 其引入境外交易者的

研究和推进情况也备受市场关注。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中国（郑州）国际

期货论坛组委会了解到， 最新的PTA期货

国际化方案将在9月9日下午举行的2018

第三届中国 （郑州） 国际期货论坛中的

PTA分论坛上亮相。

提升国际影响力

PTA期货自2006年上市以来，经过十

一年的运行， 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期

货品种， 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功能得到有

效发挥。据记者了解，目前国内PTA厂家的

现货贸易与合约货价格均参照期货价格，

下游聚酯、 织造乃至服装企业也参考PTA

期货价格安排采购和生产， 欧美国家聚酯

企业对中国的PTA期货价格高度关注。

“PTA期货作为国内相对比较成熟的

品种， 理应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发挥其应有

的作用。 ” 有业内人士表示，特别是在“一

带一路” 建设和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的背景下， 中国独有的PTA期货引入境外

交易者， 有助于与全球聚酯产业企业共享

风险管理工具， 也有助于进一步提升PTA

期货价格的国际影响力与代表性。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期走访华南地区

PTA产业链企业时了解到， 国内聚酯及织

造产品出口份额逐年增加， 境内外贸易渠

道依次建立， 使得外商企业对相关产品价

格等信息的获取及套期保值的需求更加迫

切。当前，有不少外商企业表达了参与国内

PTA期货市场的意愿， 这为PTA期货国际

化奠定了较好的客户基础。

“境外交易者参与进来，有助于推动

PTA期货成为全球PTA定价基准， 这将进

一步提升国内PTA期货的影响力， 使其成

为全球聚酯产业定价中心。 ” 前程石化

PTA负责人胡阳斌认为，对企业来说，未来

也将有机会通过PTA期货的点价来定价下

游聚酯产品，为企业锁定加工利润等。

贴近产业实际

对于之前公布的PTA期货国际化规

则，有产业人士表示，目前PTA直接贸易量

相对上游原料进口量和聚酯产品出口量比

较有限，因此，在制定PTA期货国际化规则

时应充分考虑国内外相关产业实际， 打消

境外企业和机构的参与顾虑。

“长远来看， 随着国内民营大型炼化

项目的上马，中国的PX—PTA—PET产业

链竞争力将更上一个台阶，日本、韩国、中

国台湾等PX—PTA产业面临较大的冲击，

后期我国PTA的出口量可能会增加。因此，

国内PTA期货的交割标准要更适应国际市

场通用标准。 ” 东吴期货分析师王广前称。

“期待PTA期货国际化可以顺利实

施， 让中国PTA期货价格成为全球聚酯产

业链的定价标杆。 ” 一位产业人士如是说。

中钢协副会长王利群：用期货

强化产业链各环节风险管理

□本报记者 王姣

近日，由大商所、中钢协

和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共同开

设的“商品期货与资本运营

高级课程———煤焦钢产业四

期班” 在上海举行开学典

礼。大商所党委书记、理事长

李正强，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简称“中钢协” ）副会长王

利群，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院

长王江， 以及作为本期学员

的、 来自中钢协资本市场运

营委员会会员单位及相关产

业企业、 金融机构高管和前

三期培训班学员代表参加了

开学典礼。

在开学典礼上， 王利群

指出， 如今钢铁行业与期货

市场的联系愈加紧密，目前，

国内大型钢铁企业几乎全部

开始通过期货市场套期保值

进行风险管理。 以基差贸易

为代表的新型风险管理方式

也得到了越来越多钢铁企业

的认可，规模初步形成，前不

久河钢集团与嘉吉投资（中

国） 签订的共计200万吨的

铁矿石基差贸易合约便是具

有代表性的案例。

王利群介绍，下一步，除

中国的钢铁企业外， 还要推

动国外的矿山、 钢铁企业进

一步参与到中国的期货市场

中来， 用期货工具打通世界

范围内黑色产业链各环节的

风险管理， 从而使得钢铁等

黑色产业企业能专心于品种

研发、自身生产经营，实现产

业平稳健康发展。

对于钢铁行业与期货市

场的相互促进发展， 李正强

表示，焦煤、焦炭、铁矿石等

期货品种的平稳运行、 不断

发展离不开钢铁行业的参与

和大力支持。 以铁矿石期货

为例， 中国钢铁行业是铁矿

石期货上市以及铁矿石期货

国际化最坚定的拥护者。

李正强指出， 企业经营

是有风险的，而风险是可以管

理的，管理风险则需要专业技

术和能力。以上海高级金融学

院为代表的教育机构在开展

人才培养、推动期货工具发挥

功能服务实体的过程中做出

了积极贡献。 目前，在钢铁行

业运用期货工具愈加积极熟

练，期货等金融衍生品工具与

企业生产经营联系愈加紧密

的情况下，企业决策层对风险

管理工作正确、深入的认识显

得尤为重要。举办本次培训班

就是要让实体企业结合生产

经营情况，运用期货工具进行

风险管理，在有效防控金融衍

生品风险的基础上，助力企业

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供应充裕压制铁矿石期价

□本报记者 马爽

上涨了一段时间的铁矿

石价格在500元/吨关口并

未停留太久， 便转而掉头向

下。分析人士指出，铁矿石供

应整体仍然充裕， 叠加环保

限产对需求的抑制， 长期看

价格的持续低迷有利于供给

的充分调整， 短期仍处于空

头配置。

成材价格下跌拖累矿价

8月14日以来， 铁矿石

主力1901合约震荡回调，累

计下跌7.35%。 27日，该合约

下跌2.15%或10.5元/吨，收

报479元/吨。 同日，螺纹钢

主力 1901合约同样重挫

2.1%或90元/吨。

“目前铁矿石基本面未

有大的变化， 整体走势仍然

跟随成材为主。 ” 兴证期货

研发中心分析师韩倞表示。

港口库存方面，据兴证期

货数据，上周全国45个港口铁

矿石库存为14961.91万吨，环

比下降184.02万吨， 韩倞指

出，台风天气使得山东地区出

现一定封航现象，是港口库存

有所下降的原因之一。

发货量方面，澳洲、巴西

铁矿石发货总量2299.1万吨，

环比下降120万吨，其中澳洲

发往中国环比减少82.9万吨。

“目前外矿发货总量与

往年同期水平相仿， 短期来

看巴西、 澳洲整体发货保持

平稳， 后续部分港口将结束

检修， 预期发货量或出现上

涨。 供应方面整体来看仍然

显得充裕， 目前外矿发货仍

然较好， 铁矿石港口库存虽

然近期出现一定程度的下

降，但仍然处于较高位置，对

于铁矿石价格的提振作用有

限。 ”韩倞表示。

钢材社会库存基本持

平，截至8月24日，全国主要

钢 材 品 种 库 存 总 量 为

1004.18万吨， 周环比下跌

4.34万吨，跌幅0.43%。 分品

种来看, 螺纹钢库存减少

1.1%，线材库存增加3.28%，

热卷库存减少0.88%。

“目前环保检查仍然较

严，钢厂日耗持稳，同时随着

矿价上周的走弱，钢厂补库意

愿不强， 仍然按需补库为主，

故整体库存波动幅度不大，依

然保持平稳。 ”韩倞指出。

延续空头配置

据中钢协统计，2018年

8月上旬会员钢企粗钢日均

产量193.7万吨， 旬环比升

1.55%； 全国预估日均产量

246.87万吨，旬环比升3.23万

吨，升幅1.33%；重点企业钢

材库存为1194.16万吨，环比

升50.56万吨，升幅4.42%。

截至8月24日， 全国163

家钢厂高炉开工率66.44%，

环比上升0.28%；钢厂盈利比

例为84.05%，周环比持平。

方正中期期货钢铁建材

组汤冰华表示， 近期钢厂限

产政策较为频繁， 钢厂采购

积极性不高， 而钢价高位承

压， 在库存继续回落的利好

下仍出现下跌，表明市场对利

多敏感度较低，进而带动铁矿

石走弱， 但后者因海运费上

涨及人民币贬值， 抬升了其

人民币成本， 因此当前价格

相对抗跌。 供需上依然处于

偏空格局， 环保限产对需求

的抑制及澳洲发货量受港口

检修影响不大， 在需求乏力

而供给缺乏明显利好的情况

下上涨乏力，在钢价调整时又

随之走弱，长期看价格的持续

低迷有利于供给的充分调整，

短期仍处于空头配置。

“近期环保因素影响铁

矿石需求， 但成材的持续上

涨对铁矿石有一定拉动作

用；宏观层面，目前国家政策

面转宽松， 下半年基建投资

仍然有着转好企稳的预期。

整体来看， 铁矿石短期或以

震荡为主。 ”韩倞表示。

开盘价 收盘价 结算价 前结 涨跌幅

跨所农产品指数

101.85 100.54 101.07 101.86 -1.29%

跨所能化指数

113.15 113.55 113.49 112.72 0.74%

东证大商所农产品指数

101.13 99.53 100.20 101.31 -1.75%

东证大商所煤焦矿指数

98.51 96.58 97.44 97.95 -1.39%

东证大商所能化指数

110.89 111.09 110.88 110.84 0.22%

东证大商所工业品指数

94.75 93.76 94.16 94.37 -0.65%

易盛东证能化指数

110.62 111.10 111.13 110.00 1.01%

易盛东证棉糖指数

80.33 80.74 80.51 79.85 1.11%

指数名 开盘 收盘 最高价 最低价 前收盘 涨跌 涨跌幅(%)

88.48 89.03 -0.56 -0.63

商品期货指数

1003.14 995.42 1005.51 994.2 1002.72 -7.29 -0.73

农产品期货指数

896.28 885.92 898.44 884.86 896.14 -10.22 -1.14

油脂期货指数

506.9 499.55 507.74 499.21 506.58 -7.03 -1.39

粮食期货指数

1307.69 1305.92 1309.9 1301.66 1307.61 -1.69 -0.13

软商品期货指数

817.65 821.06 823.18 814.36 816.75 4.3 0.53

工业品期货指数

1061.27 1053.57 1063.98 1051.32 1060.45 -6.87 -0.65

能化期货指数

756.36 759.88 764.93 755.65 755.84 4.04 0.53

钢铁期货指数

1131.28 1104.5 1133.77 1102.38 1131.22 -26.71 -2.36

建材期货指数

1082.17 1059.22 1083.74 1057.96 1082.51 -23.29 -2.15

商品综合指数

指数名称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涨跌 结算价

易盛农期指数

1047.3 1052.82 1038.78 1047.5 4.22 1047.19

易盛农基指数

1276.13 1286.38 1271.8 1278.86 3.51 1280.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