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价短期仍存下行空间

□美创鑫裕 杨艺

受全球贸易局势恶化等

消息影响， 美元在避险属性

上喧宾夺主强势反弹至95

关口上方， 黄金价格则遭遇

重挫， 一度跌破1200美元/

盎司关口，本周以来，金价

延续疲软态势，1200美元/

盎司关口岌岌可危。 展望后

市，金融市场将迎来一系列

重磅数据，尤为重要的无疑

是本周的非农数据以及美

联储多位官员发表重要讲

话，此外国际贸易最新进展

也需关注， 黄金市场将必受

到影响而剧烈波动， 投资者

需密切关注。

首先， 本周最重磅的数

据当属周五即将公布的美国

8月非农报告。 值得注意的

是，美国7月失业率为3.9%，

直逼历史纪录低位， 居民就

业形势乐观，美国经济强势，

就业人数稳步增长， 今年非

农就业人数以超过20万人

的步伐增长， 美国已经实现

充分就业。 本次非农关注的

焦点依然是平均小时薪资，

在劳动力日益短缺的情况

下，薪资是否会增加，进而

加快通胀上涨步伐。 目前市

场的预期为18.7万人， 高于

前值15.7万人。 从近期就业

数据看，美国就业市场表现

强劲，因此非农数据好于前

值几乎是板上钉钉，即使非

农数据低于预估值， 但只要

总体偏差不大， 难以撼动美

元当前的走势， 美元有望进

一步走强， 并给金价带来下

行压力。

其次， 本周还将迎来多

位美联储官员发表密集讲

话， 或为今年美联储能否四

次加息造势。 包括芝加哥联

储主席埃文斯、 纽约联储主

席威廉姆斯和明尼阿波利斯

联储主席卡什卡利在内，市

场目前普遍预期美联储将在

9月加息。 美联储主席鲍威

尔此前在杰克森霍尔央行会

议上表示，升息对经济有利，

并暗示未来仍会继续加息。

投资者应当密切关注这些官

员讲话内容， 这对于一窥市

场走向将发挥重要作用。 美

联储今年已加息两次，据

“美联储观察” 最新数据显

示， 美联储今年9月加息25

个基点至2%-2.25%区间的

概率为98.4%，12月至该区

间概率为28.4%。

最后， 地缘局势方面，

上周众望所归的北美自由

贸易协定（NAFTA）未能

达成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

私下对媒体表示， 不会在

NAFTA的谈判中向加拿大

妥协， 两国代表不欢而散，

不过，仍将在本周三开启新

一轮谈判。 同时，上周特朗

普又表示不满意欧洲在汽

车领域零关税的提议。 欧盟

方面称，如果特朗普增加汽

车关税， 欧盟将予以反击。

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日益加

剧，美元或将因此受到提振，

获得最新一波支撑。

综上所述， 美创鑫裕分

析师认为， 随着全球贸易摩

擦紧张情绪再度升温， 刺激

了市场避险情绪， 避险资金

涌入美元从而提振美元指数

升破95整数关口。 从技术面

来看， 美元指数短线倾向继

续上涨， 而黄金走势则愈发

疲软。 此外，若公布的美国8

月非农数据表现强劲， 将推

动美元进一步走强， 并给金

价带来下行压力， 投资者需

谨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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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市场助力大豆产业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王朱莹

“黑龙江大豆承载着国家使命， 在未

来中国大豆产业发展的道路上， 应该走出

一条自己的路，包括从农业种植到仓储、物

流、生产、加工，到终端品牌打造，形成一个

综合性、系统化的运营产业联盟。 ” 中国大

豆产业协会会长杨宝龙9月4日在“第三届

中国大豆产业国际高峰论坛”上表示。

市场化和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逐渐深

入，使得我国大豆产业发生深刻变革，价格

波动幅度增大， 产业风险管理需求大幅上

升。 杨宝龙指出：“现在行业竞争还处于分

散状态，还没有很好地形成合力。黑龙江大

豆行业如何与期货市场、保险市场相连接，

做好风险管理，是我们需要迎接的挑战。 ”

扩展进口渠道 弥补需求缺口

黑龙江是农业大省， 也是我国大豆主

产区，大豆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一半。数据

显示，2017年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5900

万亩，总产量近800万吨，种植面积和产量

均为全国的一半， 成为国家重要的非转基

因大豆生产基地。

不过， 黑龙江大豆产量并不能满足国

内充沛的需求。 自2000年以来，中国大豆

进口量持续增加， 市场预期2018/2019年

大豆进口量接近9500万吨，较去年减少约

100万吨。

据海关数据，2018年7月，我国大豆进

口量为800万吨，1-7月我国大豆进口量为

5289.5万吨，同比下降20.29%。 为补充大

豆需求缺口，有媒体报道称，俄罗斯在关键

时刻向中国伸出援手， 决定提供250万英

亩土地，以供中国公司和农民承包，帮助种

植大豆。

“俄罗斯和中国毗邻，这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是一个互补双赢的

选择。目前，俄罗斯大豆在中国境内总体的

需求量，按照中国海关统计口径，今年进口

量是80万吨，而且这个份额有越来越大的

趋势， 可能会对整个我国非转基因资源不

足的情况产生很好的弥补作用。 ” 九三粮

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兼哈尔滨惠康

食品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张理博表

示，进口这些大豆，现在大概有两个去向，

其中30%-40%蛋白含量较高的进入国内

蛋白加工企业， 另外大概60%的部分则停

留在黑龙江压榨行业。

阿穆尔农业综合体总经理卡拉普金·

亚历山大·弗拉基米尔洛维奇表示：“的

确，中国大豆市场的变化，确实会影响到俄

罗斯的情况。最近这些年，俄罗斯的一些品

牌在中国市场上并没有给生产商和生产农

户带来更大利润， 不过， 我想将来在这方

面，我们可以通过和中方的一些合作商、加

工商合作来解决这个问题。 ”

“进入9月后， 南美大豆逐渐售罄、北

美大豆将集中上市，针对我国3000多万吨

的美豆供给量缺口来看， 预计四季度或将

恢复对美豆的进口， 进口量预估较上年度

减少1500万吨，下半年大豆供给将呈现偏

紧状态。 ”南华期货分析师何琳表示。

产业风险管理需求大幅上升

我国大豆产业发生深刻变革。 市场化

和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逐渐深入， 使得大豆

种植面积及产量持续增加， 多元化收购主

体入市，价格波动幅度增大，产业风险管理

需求大幅上升。

“现在行业竞争还处于分散状态，还

没有很好地形成合力。 黑龙江大豆行业如

何与期货市场、保险市场相连接，都是我们

需要迎接的挑战。 ” 杨宝龙指出。

据大商所统计，2015年以来， 大豆期

货市场容量进一步增加， 法人客户持仓占

比显著提升。 2016年至2017年，具有风险

管理需求的产业客户增长200余家。

大商所农业品事业部总监王玉飞介

绍，为应对市场变化，大商所不断创新，进

一步发挥大豆期货市场功能， 积极优化交

割环节，增设交割仓库，已在东北产区设库

13家，其中黑龙江设库11家，取得了显著

成效。 自2013年黑龙江设库以来，产区仓

单注册量累计6.8万手，合68.3万吨，占总

量的53%；产区交割量累计2.3万手，合22.6

万吨，占总量的34%，更好地满足了产区的

交割需求。

目前大商所共上市有覆盖粮食、 油料

油脂、畜牧及林木等四大领域的10个农产

品期货品种和1个期权品种。

据统计，2018年上半年， 大商所农产

品成交量 2.4亿手 ， 占全国农产品的

51.66%，其中豆粕是全国交易量最大的农

产品品种， 交易量1.18亿手， 同比增长

34%；农产品日均持仓量393.52万手，占全

国农产品的67.33%。 农产品各品种法人持

仓占比普遍提升， 其中黄大豆1号法人持

仓占比47.3%， 同比增加13.62%。 截止到

2018年8月， 大商所共设立农产品交割仓

库174个，比去年年末增加11个，分布在16

个省市。其中，大豆、玉米、玉米淀粉等三个

品种已在黑龙江设置16家交割仓库。

拓展期货市场服务深度

王玉飞表示，在农产品期货市场稳健运

行的基础上，大商所积极创新服务方式及业

务模式，保障农民收入、服务实体经济、配合

国家战略，持续提升农产品期货市场功能发

挥效果与水平，拓展服务领域及深度。

在农民收入保障方面， 大商所充分发

挥期货市场功能， 立足于助力农业风险管

理，探索出“保险+期货” 服务“三农” 模

式，引导农户、涉农企业、金融机构，利用期

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功能， 做好

农业风险管理。 2018年，大商所进一步加

大支持力度，面向种植业、养殖业推出由多

类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包括 “保险+期

货” 、场外期权、基差贸易等多种业务模式

在内的“农民收入保障计划” ，持续探索稳

定农民种粮收入的有效途径。

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 据市场机构统

计， 目前，90%以上的大型油脂压榨企业，

85%以上的棕榈油进口企业，75%的玉米淀

粉加工企业，50%的全国30强饲料企业集团

和50%的全国30强鸡蛋企业，均利用相关期

货品种进行套期保值，企业参与套保比例不

断提高，套保方式丰富多样。 大豆压榨企业

同时利用美国大豆期货和我国的豆油、豆粕

期货进行压榨套保，锁定压榨利润。 鸡蛋企

业根据期货价格确定未来的存栏量和鸡苗

采购量。玉米贸易和玉米淀粉企业利用玉米

期货锁定利润，种粮大户收获前在期货市场

卖出保值，提高种植收益。

在配合国家战略方面， 大商所农产品

已涵盖粮食、油脂、林木、禽畜等多个领域，

相关企业积极利用期货市场套期保值，经

过多年有效时间，“保险+期货” 等模式已

具备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能力。与此同时，

目前， 大商所通过在贫困地区设立交割仓

库、积极推动涉农品种上市、持续开展“保

险+期货”试点等多种方式助力精准扶贫。

截止到目前，大商所已在黑龙江、吉林、内

蒙古、河南和陕西等5省的5个贫困县设立

交割仓库，带动了当地农业产业发展。

王玉飞表示，未来，大商所将从以下几

个方面开展工作， 提升服务国内大豆现货

产业能力，服务我国大豆产业稳健发展。一

是优化黄大豆1号合约， 修改交割质量标

准并调整交割地点及升贴水， 进一步贴近

现货需求；二是持续开展大豆期权研发，丰

富产业风险管理工具； 三是积极推进国际

化，打造非转基因大豆定价中心。“相信随

着上市品种的不断丰富、 现有合约的不断

优化、衍生品工具日益多样，大商所服务实

体经济的空间将越来越广阔。 ”

大商所：充分发挥期货功能 服务大豆产业振兴

□本报记者 王朱莹

9月4日，由黑龙江省农业委员会、中

国大豆产业协会、大连商品交易所、北大

荒农垦集团总公司、 黑龙江省大豆协会

主办，九三集团、南华期货、横华农业承

办的“第三届中国大豆产业国际高峰论

坛” 在哈尔滨举办。

大商所副总经理朱丽红在致辞时

表示，目前，大商所已建立起包括黄大

豆1号、黄大豆2号、豆油、豆粕期货和

豆粕期权在内的较为完善的大豆产业

链避险工具体系。 自1993年大豆期货

上市以来，大豆产业链期货、期权品种

累计服务各类产业和投资者超过 150

万户。

完善大豆期货体系

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和

消费国， 大豆产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国家

粮食安全。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提出“扩大

豆、减玉米” 的工作重点，2018年聚焦“乡

村振兴战略” ，要夯实农业生产能力基础，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深化， 发展

生态农业，农业生产力布局继续优化。

大豆期货是大商所成立即上市的期货品

种。 2002年，为适应国家转基因政策，大商所

拆分了原有的大豆合约， 上市了以非转基因

大豆为标的的黄大豆1号合约，2004年上市了

以转基因大豆为标的的黄大豆2号合约。 一直

以来，大商所始终围绕大豆产业特点，不断完

善大豆期货产品体系。 2017年，在全球成交

量排名前20的农产品期货品种中，大商所占

据七席，豆粕期货更是连续六年名列全球农

产品成交量首位。 经过多年培育，大商所已

经构建起完整的大豆期货市场品种体系，为

产业提供了价格发现工具和风险管理手段。

积极探索模式创新

朱丽红表示，近年来，中国大豆产业历

经了一系列改革，种植、贸易、消费格局不

断重构，价格波动风险增加。 在此背景下，

大商所立足服务产业稳健发展、 保障国家

粮油安全，一方面不断完善合约规则体系，

先后调整了黄大豆1号合约的交割质量标

准和交割方式，相继在黑龙江、吉林、内蒙

古增设交割仓库， 实现交割区域对国产大

豆主产区的全覆盖；另一方面，积极探索风

险管理的有效手段， 稳步扩大 “保险+期

货” 试点和场外期权试点，2015年至2017

年先后开展21个大豆“保险+期货”试点和

场外期权试点， 其中19个试点针对黑龙江

省的农户和企业，累计支持资金2440万元。

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

使得东北地区粮食种植结构正发生深刻变

化， 中国大豆产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和挑战。 朱丽红表示，下一步，大商所将

研究推进黄大豆1号基准交割地调整等工

作，为产业客户进行风险管理、参与交割创

造更多便利条件。 通过期货市场不断培育

和建设， 持续提升国产大豆内在价值和竞

争力，充分发挥大连期货市场功能，为中国

大豆产业发展和振兴做出贡献。

■ 精彩言论

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副处长欧阳

沙郴表示，截至

2017

年底，我国企业已在

全球

107

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农业对外投

资， 投资的农业对外合作企业项目超

500

个， 累计投资额存量达到

1800

亿元人民

币， 与世界上

140

多个国家及国际农业和

金融组织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农业科技交

流合作关系， 在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援建

了

270

个农业项目， 对外派遣农业技术专

家超过

2000

人次， 总共有

863

家农业企业

参与到农业“走出去”。 下一步，农业农村

部工作重点主要包括：一是构建农业政策

对话平台；二是强化农业科技合作；三是

优化农产品贸易合作；四是扩展农业投资

合作；五是加强能力建设与民间交流。

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农垦总局）总

经理徐学阳： 黑龙江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

舱石， 北大荒是中国现代化大农业建设的

排头兵。 在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背景下，北大

荒集团大力发展绿色大豆、有机大豆种植，

满足日益增长的中高端消费需求。 下一步，

将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 深入开

展合作共建，提高农垦先进的种植技术，探

索成熟的种植模式， 着力提升黑龙江大豆

种植产量、品质，从而带动农民增收。

俄罗斯友谊集团总裁顾问德米特

里·萨维克夫表示，俄罗斯传统的种植项

目首先还是小麦， 出口的主要作物也是

小麦，也会继续种植大豆，但产量相对有

限。 （本报记者 王朱莹 整理）

供给收缩 油价后市谨慎乐观

□本报记者 孙翔峰

国际原油价格近期持续反弹。 从8月15

日的低点70.3美元/桶计算，布伦特原油至今

已累计上涨将近9美元/桶，上海原油期货主

力1812合约8月20日至9月4日区间累计亦上

涨6.61%。 业内人士分析， 美国原油库存减

少，以及对伊朗制裁带来的供给端缩减导致

油价反弹，但后市需求端发力不足恐制约油

价上涨空间，对中短期油价保持谨慎乐观。

多重利好助推油价反弹

“美国原油库存连续两周下降、伊朗和

委内瑞拉产量减少、美联储年会释放偏鸽信

号导致美元回调等因素， 共同助推油价反

弹。 ” 中粮期货原油分析师张峥表示。

美国对于伊朗的原油制裁将在11月5

日启动，但伊朗出口至印度的原油已从今年

4月以来约2000万桶/月降至8月的820万桶

/月； 日本从伊朗的原油进口连降两个月至

340万桶/月。 从欧元区来看，运向欧元区的

伊朗原油从高峰的2200万桶/月降至8月的

1200万桶， 除中国以外的国家对伊朗原油

降低采购，令伊朗8月原油出口将降至6400

万桶，而今年4月其出口总量接近1亿桶。

兴证期货分析师贾舒畅表示，尽管美国

已在出售总量为1.1亿桶的战略储备库存，

以平缓伊朗方面带来的供应冲击，但在当前

供需紧平衡下，供给端扰动对于市场情绪面

的冲击要比想象中大得多。

此外，委内瑞拉Jose港口关闭，不仅影

响PDVSA对俄罗斯石油公司500万桶原油

的出口，也波及用于稀释该国重质原油的稀

释剂的进口，Puerto� La� Cruz港口的替代

也无法完全弥补损失。

“供应端的不确定性持续推升油价。 ”

贾舒畅说。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内盘油价涨势不及

外盘。 贾舒畅认为，上周由于非美货币全面

反弹、美墨NAFTA协议的达成提振全球市

场风险偏好令美元走弱， 人民币获得喘息。

在美元弱、人民币强的前提下，导致以美元

计价的外盘油价走势强于以人民币计价的

内盘。 但新兴市场风险再度爆发、英国无协

议脱欧的担忧发酵、预期向好的非农数据公

布在即等， 有望使得美元重获上行动能，届

时弱势的人民币将给予内盘支撑。

后市谨慎乐观

展望后市，张峥认为，后市油价整体将

以震荡偏空为主，预计80美元/桶是Brent中

期顶部，因美国从9月开始累库存、国际贸易

纠纷持续发酵、 美联储9月加息和新兴市场

风险扩散，都会导致基本面和宏观面以偏空

为主，因此，参与油价单边交易风险较高。

贾舒畅也指出：“近期油价将延续此前

逻辑， 即供应端扰动将持续支撑价格上行，

但在上行中仍需关注风险。 ”

其表示，若全球贸易格局恶化，油价将

受到显著冲击而大幅下滑。 此外，新兴市场

风险的不断爆发也会拖累市场风险偏好，从

而拖累油价下行。 一言以蔽之，供给端将持

续提供上行驱动，但宏观面的不确定性或会

造成油价上行趋势中出现重大调整。

中国油品加工及流通产业俱乐部

CPEC秘书长刘心田指出，短期来看，国际

WTI油价65美元/桶的“地板价” 不会被打

破，地缘局势、原油供应等一系列因素仍不

断作用于市场。 在这一系列不确定性中，9

月份油价仍有冲击75美元/桶的可能。不过，

最大的可能是，原油在9月中上旬有望攀升

至75美元/桶附近，下旬则在68美元/桶-72

美元/桶区间震荡。

交易策略上， 张峥建议做多上海原油，

同时做空WTI。 由于美国增产和累库存拉

宽 WTI-Brent 价 差 ， 伊 朗 减 产 缩 小

Brent-Dubai价差，以及油轮运费上涨和人

民币贬值压力拉宽SC-Dubai价差，三重安

全边际将支撑上海原油未来表现强于国际

油价，尤其是比WTI更强，确定性也更高。

基本面疲软 动力煤向下概率大

□本报记者 孙翔峰

经历 8月初短暂反弹

后， 动力煤期货再次开启震

荡模式。周二，动力煤期货主

力合约1901收报615元/吨，

当日成交27.21万手，持仓小

幅减少1582手。 分析人士表

示， 今年监管层通过对煤炭

市场“保供”来“稳价” 的整

体思路较为明显。 结合目前

下游高库存、环保高压、高耗

能企业错峰限产三大煤炭行

业“新常态”来看，煤价或将

持续面临压制。

期价延续震荡

“近期， 动力煤期货持

续维持震荡，一方面是由于

今年进入旺季期间煤价持

续性下跌，导致市场挺价情

绪持续发酵；另一方面则因

短期现货市场持续分歧所

致。 ” 上海煤炭交易所资讯

总监潘汉翔对中国证券报

记者表示。

今年夏季期间， 沿海动

力煤市场走势不同于往年常

态， 旺季前夕即出现了罕见

的下跌行情， 从6月初最高

的708元 /吨跌至8月初的

598元/吨，跌幅高达110元/

吨。 彼时，期货1809合约也

从6月初的661.4元/吨高点

下挫至8月初的572元/吨，

跌幅达89.4元/吨。

潘汉翔认为， 此前动力

煤价格快速下跌， 导致旺季

看涨头寸大幅浮亏， 为后续

市场连续波动行情埋下伏

笔。 此后，随着时间来到“迎

峰度夏” 高峰阶段，在下游

去库提速和市场挺价情绪支

撑下， 期价也因此迎来短期

企稳回升。不过，由于基本面

压制力犹存， 且进口煤总量

限制、7月产量增速不及预

期、环保安检限产、9月神华

长协落地等多空因素持续交

替影响， 因此使得近期动力

煤主力合约在600-630元/

吨区间持续震荡。

兴证期货分析师林惠表

示， 目前动力煤市场供需两

淡， 特别是9月份之后市场

将迎来传统淡季， 因此煤价

继续上涨乏力。

现货市场疲软

上海煤炭交易所数据显

示， 截至9月4日， 北方港

5000K0.8SFOB报收538元/

吨 ， 环 比 跌 1 元 / 吨 ；

5500K0.8SFOB报收620元/

吨，环比持平。 近日，神华9

月 的 月 长 协 价 格 发 布 ，

5500K月长协定价环比降13

元/吨， 为602元/吨。 结合

553元/吨的9月年长协定价

来看， 长协综合成本价已下

移至578元/吨。

港口库存方面， 截至9

月4日，秦皇岛港库存为645

万吨，环比增19万吨；曹妃

甸港库存为880万吨， 环比

降6万吨； 环渤海主要港口

合计库存为2343万吨，环比

降10万吨。

沿海六大电厂方面，截

至9月4日，六大发电集团沿

海电厂7日累计耗煤量为

476.82万吨，环比降20.87万

吨，同比降25.34万吨。 日均

耗煤为68.12万吨， 环比降

2.89万吨/日， 同比降3.62万

吨 /日。 目前合计库存为

1554.26万吨， 环比增36.02

万吨，同比增416.08万吨。

“近期，港口、电厂库存

处于高位， 导致下游电厂采

购积极性不高， 且9月传统

淡季即将来临， 动力煤价格

压力相对较大。 ”林惠说。

潘汉翔表示，今年监管

层通过对煤炭市场“保供”

来“稳价” 的整体思路较为

明显。 结合目前下游高库

存、环保高压、高耗能企业

错峰限产三大煤炭行业

“新常态” 来看，煤价或将

持续面临压制。短期市场虽

然由于进口煤政策未明、上

游增产不及预期等因素，获

得预期支撑，但可持续性有

待观察。

“在基本面偏空的背景

下， 下半年煤价或将维持震

荡偏弱走势， 传统煤炭市场

‘金九银十’ 的火爆场面亦

再难出现。 ”潘汉翔说。

开盘价 收盘价 结算价 前结 涨跌幅

跨所农产品指数

101.14 101.14 101.07 100.74 0.40%

跨所能化指数

114.48 113.82 113.95 114.14 -0.29%

东证大商所农产品指数

101.37 101.50 101.42 100.87 0.63%

东证大商所煤焦矿指数

94.93 95.56 94.88 95.23 0.35%

东证大商所能化指数

109.07 109.40 109.36 109.14 0.24%

东证大商所工业品指数

91.75 92.20 91.79 92.00 0.22%

易盛东证能化指数

113.56 112.40 112.62 113.03 -0.55%

易盛东证棉糖指数

78.77 78.42 78.51 78.77 -0.44%

指数名 开盘 收盘 最高价 最低价 前收盘 涨跌 涨跌幅(%)

88.33 87.9 0.43 0.49

商品期货指数

990.32 987.44 990.79 985.94 989.89 -2.45 -0.25

农产品期货指数

892.76 892.08 894.17 889.59 892.94 -0.86 -0.1

油脂期货指数

503.72 507.73 508.59 503.11 503.2 4.53 0.9

粮食期货指数

1332.83 1325.12 1339.12 1323.39 1332.91 -7.79 -0.58

软商品期货指数

805.8 802.27 807.1 799.15 806.5 -4.23 -0.52

工业品期货指数

1041.45 1038.19 1042.4 1036.89 1040.62 -2.43 -0.23

能化期货指数

761.02 757.04 762.4 752.14 760.21 -3.17 -0.42

钢铁期货指数

1081.48 1087.01 1089.58 1076.07 1080.33 6.68 0.62

建材期货指数

1038.87 1040.92 1044.85 1033.85 1037.71 3.21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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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3.42 1034.78 1023.98 1026.27 -4 1029.19

易盛农基指数

1277.34 1278.11 1265.2 1267.14 -11.67 126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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