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新型粮食银行 “期货+”再推新工具

本报记者 周璐璐

当粮食像现金一样储存在银行，农民就不必担心因储存不当而导致的霉变等风险了。 当粮食银行配备了期货工具升级为“新型粮食银行” ，又会为农民和企业带来什么呢？

据了解，新型粮食银行是传统粮食银行业务的升级版，也是大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大商所”）通过期货、期权保障农民收益的新“点子” 。 中国证券报记者通过近日调研发现，通过新型粮食银行业务的开展，农户储粮、售粮、融资等问题不但可以解决，收储企业综合运用期货、期权等工具制定套保策略，也可规避价格波动风险。

“这个项目整体下来效果非常好，基本上达到了共建、共享、共赢的目的，这是一个好事情” ，陕粮农（开鲁）储备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鲁库”）相关负责人卢斌如是感叹。

新型“粮食银行”初遇黄金玉米带

新型粮食银行，顾名思义，是传统粮食银行业务的升级版。 相关资料显示，新型粮食银行也是继“保险+期货” 、场外期权、基差贸易等试点之后，大商所对通过期货、期权保障农民收益的新探索。 而此次新探索的试点品种就落在了东北地区重要的经济作物“玉米”上。

东北地区肥沃的黑土地孕育了“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之一的中国东北玉米带。 资料显示，中国东北玉米带从黑龙江南部起始，包括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一直延伸到辽宁省北部区域。

据了解，今年大商所“新型粮食银行”试点覆盖了东北三省一区，惠及农户400余户。 本次记者走访的两个试点地区就在黑龙江南部的绥化市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的通辽市。 记者在走访过程中看到，田间农户种植的玉米已经到了育苗期，郁郁葱葱的玉米苗接连成片，远远望去宛若一片广袤的草原。

黄金玉米带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生产出了色泽金黄、颗粒饱满的优质玉米。 记者了解到，在通辽市以西一百公里的开鲁县，优质玉米年产量能够达到140万吨。 “正常年份开鲁玉米的卫生指标非常好，长期以来作为饲料加工行业的原料颇受业内客户欢迎。 ”卢斌介绍道。

纵然高产量和优品质为开鲁县的玉米产业提升竞争力，但种植农户依然面临着粮食存储的难题，而存储不当导致的粮食霉变等问题更是直接对农户造成了经济损失。

因此，为发挥期货市场功能，保障农民收益，解决产区农户存储、售粮、融资等问题，大商所推出了新型粮食银行试点，首批试点的申请主体为大商所东北四省区的玉米交割仓库。

开鲁库便是大商所新型粮食银行项目的试点之一。 据了解，开鲁库是陕储粮集团2017年10月通过股权并购方式绝对控股成立的混合所有制新公司，主要从事粮食收储与贸易经营业务。 开鲁库隶属于该集团的二级子企业，也是唯一一家分布在陕西省境外的子企业，致力于立足东北，辐射西北，打通西南粮食贸易经营通道。

记者了解到，开鲁库与开鲁县欣旺达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欣旺达合作社” ）签订了10000吨玉米仓储协议，执行时间为2019年3月11日起至8月31日止。 依托交割库内优良的仓储设施设备和专业、规范的现代化粮食仓储管理条件，开鲁库在收购过程中为欣旺达合作社提供代收、代烘干、代储存等服务，解决合作社玉米存储和专业保管的难题。 为了保障存储期间的粮食安全，开鲁库为代收代储的玉米库存购买保险，保险受益方为合作社，且保险费用由开鲁库全额承担。

同时，开鲁库为欣旺达合作社提供点价服务，即在4月20日以前任何一天，合作社有权按照企业当天的挂牌收购价将玉米销售给开鲁库。 为了促进试点项目顺利实施，打消合作社顾虑，开鲁库在执行过程中还为合作社提供了一项价格优惠，即成交价格高于点价当日库内实际挂牌收购价格5元/吨，并为合作社减免入库费、保管费等。

位于绥化市青冈县的黑龙江源发粮食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发物流”）则是大商所新型粮食银行的另一个试点。 据了解，源发物流是由北京粮食集团和黑龙江龙凤玉米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粮食仓储建设项目。 源发物流的发展目标是建设成为原粮基地，左手牵农户合作社，右手牵深加工企业，致力于为上游和下游企业服务；其建设仓容一期工程为20万吨，二期工程也为20万吨，共计40万吨。

据源发物流总经理刘勇介绍，在2019年3月29日经由大商所公示，得知公司具备做“新型粮食银行”试点项目的资格后，源发物流当天就跟沃土丰达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沃土丰达合作社” ）签订了项目合作协议以及10000吨的收储合同。

谈起申请试点项目的初衷，刘勇说道：“主要目的是为了结合期货市场探索一种新的贸易模式，可以为农民提供更好的售粮价格，同时让自己的风险可控，有助于我们扩大贸易规模，更好地为农民售粮做好服务。 ”

架起互惠共赢桥梁

记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虽说两家试点公司及两家合作社都是第一次参与新型粮食银行项目，但都对该项目的效果表达了肯定。

据了解，“新型粮食银行”在试点运行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粮食银行”为核心的“交割仓库+粮食银行+合作社”的玉米生产、储存、销售一条龙服务模式，实现了粮食仓储贸易企业与合作社的双赢。

对试点公司来说，东北地区玉米临储政策调整之后，相关企业纷纷在东北建厂，市场粮源竞争加剧，通过开展“新型粮食银行”业务，可以提前锁定粮源，并利用期货、期权风险对冲工具管理经营风险，有助于扩大贸易量和生产规模，提升行业地位及影响力。

对合作社来说，从“存粮在家”变为“存粮到库” ，农户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随时进行结算，既规避了粮食霉变和损耗的风险，保障了种粮收益，又能接触并了解市场上的价格波动，从而提高了在粮食市场上的话语权。

以开鲁县试点为例，项目运行期间，恰逢年后3月至4月上旬。 年前由于玉米价格较高，农民惜售心态较强；年后随着气温上升，玉米户外保存越来越难，面临霉变风险，农民开始急于出售粮食。 而当时现货市场需求不振，导致玉米价格下跌。 “当时农民越恐慌售粮，粮食价格越下跌；粮食价格越下跌，贸易商越不愿来收粮，眼看合作社的粮食就存不住了，幸好有这么个试点项目，解决了粮食收储的大问题，也让我们合作社幸运的熬过了年后粮食价格的低谷期。 ”欣旺达合作社负责人王冬感慨道，“相较于年后集中售粮，这个项目让我们多赚了27万。 对合作的30家农户来说，相当于每一家多得了八千到九千块钱。 ”在讲到此次新型粮食银行试点项目带来的益处时，他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王冬还表示：“通过这次试点项目，我们合作社成员以及周边农户都对新型粮食银行有了全新的认识，新型粮食银行从粮食销售渠道、仓储保管以及售粮收益等方面，对合作社和农户都提供了保障。 ”

开鲁库在合作社粮食运到仓库但未点价期间，为了保证能接受农民点价、最终收购这批粮食，公司购买了看涨期权来规避收购成本上升风险。 合作社点价售粮后，公司平仓看涨期权，并在期货市场卖出玉米期货为库存保值。 最终，公司在看涨期权上获益3万余元，玉米期货在5月顺利完成交割，成为开鲁库的首单交割。 “本次试点不仅让公司找到了锁定粮源的好方式，而且经过这次交割，公司有效锻炼了库内业务人员，熟悉了交割流程，为今后更好服务周边产业客户参与交割奠定了基础。 ”卢斌说。

记者还了解到，此次新型粮食银行试点项目的成功开展，与新型粮食银行的运行逻辑及各方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

相较传统“粮食银行” ，参与“新型粮食银行”业务的收储企业在为农民提供保底价、二次点价等价格保障的同时，通过期货市场转移和分散风险，从而提高了项目的可持续性。

实践证明，“新型粮食银行”服务体系顺应了当前产业融合发展需求，显现了极强的市场活力，在带动交割库业务拓展、规模扩张的同时，也促进了经营机制、服务模式、服务产品、服务业态四个方面的创新。

首先，在经营机制上，“新型粮食银行”有机连结企业和合作社。 企业通过与合作社签订仓储合同，架起了企业与合作社对接桥梁。 同时，充分发挥交割仓库自身经营服务实力，极大地增强了订单的履约效力，促进了产业集约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的良性发展。

其次，在服务模式上，“新型粮食银行”以“粮食收存”为运营重心，不断强化“粮源集并、粮食烘干、收储保管、风险管控、点价交易”等方面的复合型功能，为合作社提供多功能、一体化的综合性服务，初步搭建起了一个解决“农户保管难、损耗大、卖粮难”等问题的仓储物流平台。

再次，在服务产品上，“新型粮食银行”创新发展的“代农储粮、粮权在农、代购保险、自由点价、让利合作社、快速结算”的仓储服务模式，使合作社凭“入库粮食”自由实现了“粮食安全储存、便捷交易、利润最大化”等，将粮食产业链条上端的增值效益让利到了合作社，进一步拓展了种植增收渠道。

最后，在服务业态上，由简单粮食收储拓展延伸到销售服务。 “新型粮食银行”从过去简单的粮食收存服务，拓展到粮食烘干服务、仓单保险服务、市场价格信息服务和点价销售服务等全程化社会化服务，实现农业综合服务多业态发展。

此外，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也促成了新型粮食银行试点项目的顺利开展。 刘勇告诉记者，当地政府多次组织大家参加期货公司和粮食贸易企业的定期培训，政府对金融工具十分认可，此次源发物流与沃土丰达合作社的合作也是由政府牵线达成的。

业内人士期待试点扩大

有了此次的成功经验，企业、合作社及农户均对新型粮食银行项目试点的延伸表现出了信心和期待。

卢斌告诉记者，大商所推动以交割仓库为抓手，搭建起“新型粮食银行”服务平台，以粮食银行、仓单保险、增值服务整合起来直接对接服务农民，改变了传统收购粮食贸易中间商的角色，把农业生产和仓储物流环节对接，链接起小农户和大市场，有利于提高农民收益，服务国家粮食安全。 依托大商所在粮食主产区的交割库资源，保障农民粮食所有权的前提下，为农民提供包含烘干、仓储、保险、分批次结算、资金支持等一系列综合服务，同时企业可以优先获得粮食经营权，改变了传统的农民储粮、卖粮习惯。 农民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随时进行结算，既减少了粮食霉变和损耗的风险和费用，又能分享市场价格波动的机会，可以说农民在获得储粮、售粮保障后，扩大种植规模的底气更足了。

源发物流刘勇表示：“我们特别希望通过期货市场进行业务模式的创新，在自己不承担额外价格风险的情况下，为农户售粮提供更好的收购价格，这样的模式才具有可持续性，有利于我们扩大业务规模。 我们今年在‘新型粮食银行’试点项目上，就已经做了积极的尝试，发现这一模式具有可持续性、可复制性。 对新粮食银行我们非常认同，也有信心把量逐渐扩大。 ”

“今年已经跟合作社谈好了，我们不但会继续合作新型粮食银行项目，而且要扩大项目规模，并进一步优化项目的模式。 我们计划提早启动项目，以更充分地保证合作社的种植收益。 京粮集团的领导也高度重视这一项目，作为首都的国有粮食企业，愿意为提振东北经济增长和扶贫工作出一份力，以这一项目为抓手，为黑龙江绥化青冈的农民售粮做更好的服务。 ”刘勇道。

刘勇还指出，“绥化地区今年大豆面积也有大幅增加，所以希望后期‘新型粮食银行’业务的品种也能包含大豆，为我国大豆产业振兴提供支持。 ”

王冬则告诉记者，在看到此次新型粮食银行试点项目为合作社及农户带来的积极影响后，王冬所在的欣旺达合作社规模迅速扩大，从参与项目时的30户扩大为目前的70多户，目前欣旺达合作社已经成为通辽市开鲁县范围内规模上数一数二的合作社。

基于此，王 冬也十 分愿意 且希望继 续参与 新型粮 食银行 项目。 他表 示，“这种 分批次 点价销售 的模式 特别有 利于我 们和企业 的合作 ，如果出 现想售 出的心理 价位 ，我 们就可 以随时卖 出 。 现在 这个框 架对我 们很有吸 引力 。 ”

相关农业专家认为，“新型粮食银行”业务对服务国家战略、优化市场资源配置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一方面，开展“新型粮食银行”业务，有助于进一步挖掘农村内在动能，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同时，试点将部分业务收益留在产地、留给农民，可以多渠道保障农民收入，从而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另一方面，“新型粮食银行”业务有利于盘活产地仓储设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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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中心工业品指数震荡上涨

日前在美

联储会议上，

美联储维持利

率不变但暗示

打开今年降息

的窗口， 这意

味着全球最大

央行也开始进

入宽松大潮

中。 加之宏观

情绪改善后，

全球市场上演

疯狂行情，股

市与债市大狂

欢，美元下跌、

黄金则趁机飙

升。 此外由于

地缘局势牵动

市场神经，美

伊紧张局势加剧，原油市场大涨。市场

风险偏好情绪升温， 大宗商品市场回

暖， 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工业品指数震

荡上涨，测试前高压力位。 截至6月21

日当周，CIFI收于1100.38，当周最高上

冲至1106.07，全周上涨1.49%。

展望后市，PTA后续涨势是否可持

续，需关注供给端检修计划是否落实以

及下游需求改善的进度。 铁矿石方面，

从发货及当前需求趋推算， 预计未来

1-2周港口库存小幅增加， 但钢厂库存

再次回到低点，因此除非钢材产量继续

下降，否则很难进入累库周期，同时基

差维持高位限制期价调整空间。锌走势

表现为外强内弱，在市场宏观情绪回暖

后， 铅锌可能是表现得相对最弱的品

种，市场关注点在于锌的远端供给持续

走高的预期， 不过目前认为放水无熊

市，等候后期共振性牛市的来临。

（方正中期期货 夏聪聪 汤冰华）

易盛农期指数上行概率大

易盛农期

指数上周呈震

荡走势。 截至

上周五 （6月

21日）， 易盛

农期指数收于

931.8点，周一

指数 开盘 报

936.01点。

油 脂 方

面， 菜油价格

上周 连续 下

跌。 目前盘面

价格接近欧盟

非转菜油进口成本，且临储菜油拍卖

启动，价格上行存在较大压力，未来

需要密切关注政策端的变化。

棉花价格先扬后抑。 美国农业部

（USDA）公布的出口销售报告显示，

至6月13日当周，美国2018-2019年度

陆地棉出口销售净减少11.39万包，创

市场年度低位，较前一周及前四周均

值显著下滑。 国内方面，上周轮出销

售底价为13471元/吨，较前一周下跌

357元/吨，目前储备棉成交价格仍然

偏低，但成交率已回升至100%。

白糖价格震荡下行。 5月全国产

销数据偏利好，目前白糖处于去库存

阶段，夏季冷饮雪糕等含糖食品的备

货对需求有所提振，预计后期销售依

然较佳。前期云南干旱情况及广西洪

涝灾害较为严重，对甘蔗产生一定影

响，关注后期发展情况以及是否会出

现天气炒作。进口许可发放可能使得

后期供应偏宽松，仍需关注进口政策

方面消息。

综上，权重品种上周表现相对平

稳，整体仍处震荡区间。但总体看，农

产品处于相对低位，中长期看，易盛

农期指数继续震荡上行概率较大。

（建信基金）

市场情绪回暖

“铜博士”有望偏强运行

□本报记者 马爽

上周，国内有色金属期货多数下

跌， 沪铜期货主力1908合约一枝独

秀，单周累计涨幅1.1%。 分析人士表

示，美元急转直下、铜矿罢工事件等

均支撑铜价震荡走强，但考虑到终端

需求下滑、 美伊局势仍存不确定性，

价格进一步上涨空间或受抑，短期沪

铜或以偏强运行为主。

宏观利好提振期价

上周， 沪铜期货主力1908合约

震 荡 走 升 ， 运 行 区 间 为

45990-47170元/吨，收报46850元/

吨，累计上涨510元或1.1%。

新纪元期货研究所分析师表示，

上周沪铜期货价格一枝独秀，主要是

受三方面因素影响：其一，美元急转

直下。 美国6月费城联储制造业指数

降至0.3%（前值16.6）， 创3个月新

低，5月咨商会领先指标月率降至0

（前值0.2%），数据表明美国制造业

活动连续放缓， 商业投资信心下降。

另外，市场预期美联储降息概率大幅

上升，使得原本上升势头放缓的美元

雪上加霜。

其二，宏观利好对有色底部提供

支撑。国际贸易局势存在向好预期使

得大宗商品市场风险偏好大幅提升。

其三，铜矿罢工事件提振铜价上

扬。 据了解，全球最大铜生产商智利

国 家 铜 业 公 司 (Codelco) 旗 下

Chuquicamata铜矿约3200名工会

工人于6月14日凌晨五点开始罢工，

所有通往铜矿的道路都被封锁。据悉

工人罢工可能直接影响不大，但由此

产生的蝴蝶效应可能会导致全球铜

矿供需格局的紧张。

同花顺数据显示，近期与商品铜

相关的A股方面也有不错表现，以上

周五收盘为例，紫金矿业、西部资源、

梦舟股份、电工合金、博威合金、白银

有色、洛阳钼业、铜陵有色等均有不

错涨幅。

基本面多空交织

从基本面来看，新纪元期货研究

所分析师表示，目前铜价走势主要被

宏观情绪掌控，国际贸易局势存在向

好预期，预计6月底前市场可能延续

谨慎乐观状态。加之美联储议息会议

释放“鸽” 派信号，宏观层面对铜价

走势构成利多。 基本面上，虽然铜矿

罢工引发市场对供应短缺的担忧，但

由于目前宏观数据表现平平，市场需

求下滑，因此近期供需面仍处于偏宽

松局面，铜价基本面多空交织。

南华期货分析表示，Codelco与

旗下Chuquicamata铜矿劳资谈判

失败后，罢工持续进行，供给端的扰

动暂时掩盖终端消费下滑的事实，而

且精废铜价差收窄令废铜消费转至

精铜。短期铜价受国际贸易局势存在

向好预期、铜矿罢工以及美联储降息

预期影响，向上动力较强，但终端需

求下滑、美伊局势的不确定性，令铜

价进一步上行受抑。

中信建投期货分析师江露表示，

短期铜矿TC（粗加工费）维持低位，

反映出供应端呈现收紧， 国内现货端

维持小幅升水， 需求端呈现稳中偏弱

格局。整体来看，近期宏观及产业端利

多有所凸显， 市场情绪有一定回暖。

技术面上，国内铜价在47000元/吨附

近存压，短期试探20日线支撑。

新型“粮食银行”初遇黄金玉米带

新型粮食银行，顾名思义，是传统

粮食银行业务的升级版。 相关资料显

示， 新型粮食银行也是继 “保险+期

货” 、场外期权、基差贸易等试点之后，

大商所对通过期货、 期权保障农民收

益的新探索。 而此次新探索的试点品

种就落在了东北地区重要的经济作物

“玉米”上。

东北地区肥沃的黑土地孕育了

“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 之一的中国

东北玉米带。 资料显示，中国东北玉米

带从黑龙江南部起始，包括吉林省、内

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 一直延伸到辽

宁省北部区域。

据了解，今年大商所“新型粮食银

行” 试点覆盖了东北三省一区，惠及农

户400余户。本次记者走访的两个试点

地区就在黑龙江南部的绥化市以及内

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的通辽市。 记者

在走访过程中看到， 田间农户种植的

玉米已经到了育苗期， 郁郁葱葱的玉

米苗接连成片， 远远望去宛若一片广

袤的草原。

黄金玉米带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生产出了色泽金黄、 颗粒饱满的优质

玉米。记者了解到，在通辽市以西一百

公里的开鲁县， 优质玉米年产量能够

达到140万吨。“正常年份开鲁玉米的

卫生指标非常好， 长期以来作为饲料

加工行业的原料颇受业内客户欢迎。”

卢斌介绍道。

纵然高产量和优品质为开鲁县的

玉米产业提升竞争力， 但种植农户依

然面临着粮食存储的难题， 而存储不

当导致的粮食霉变等问题更是直接对

农户造成了经济损失。

因此，为发挥期货市场功能，保障

农民收益，解决产区农户存储、售粮、

融资等问题， 大商所推出了新型粮食

银行试点， 首批试点的申请主体为大

商所东北四省区的玉米交割仓库。

开鲁库便是大商所新型粮食银行

项目的试点之一。据了解，开鲁库是陕

储粮集团2017年10月通过股权并购方

式绝对控股成立的混合所有制新公

司， 主要从事粮食收储与贸易经营业

务。 开鲁库隶属于该集团的二级子企

业， 也是唯一一家分布在陕西省境外

的子企业， 致力于立足东北， 辐射西

北，打通西南粮食贸易经营通道。

记者了解到，开鲁库与开鲁县欣旺

达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

“欣旺达合作社” ）签订了10000吨玉

米仓储协议， 执行时间为2019年3月

11日起至8月31日止。依托交割库内优

良的仓储设施设备和专业、规范的现代

化粮食仓储管理条件，开鲁库在收购过

程中为欣旺达合作社提供代收、 代烘

干、代储存等服务，解决合作社玉米存

储和专业保管的难题。为了保障存储期

间的粮食安全，开鲁库为代收代储的玉

米库存购买保险， 保险受益方为合作

社，且保险费用由开鲁库全额承担。

同时，开鲁库为欣旺达合作社提供

点价服务， 即在4月20日以前任何一

天，合作社有权按照企业当天的挂牌收

购价将玉米销售给开鲁库。为了促进试

点项目顺利实施， 打消合作社顾虑，开

鲁库在执行过程中还为合作社提供了

一项价格优惠，即成交价格高于点价当

日库内实际挂牌收购价格5元/吨，并为

合作社减免入库费、保管费等。

位于绥化市青冈县的黑龙江源发

粮食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发物

流” ）则是大商所新型粮食银行的另一

个试点。 据了解，源发物流是由北京粮

食集团和黑龙江龙凤玉米开发有限公

司共同出资组建的粮食仓储建设项目。

源发物流的发展目标是建设成为原粮

基地，左手牵农户合作社，右手牵深加

工企业， 致力于为上游和下游企业服

务； 其建设仓容一期工程为20万吨，二

期工程也为20万吨，共计40万吨。

据源发物流总经理刘勇介绍，在

2019年3月29日经由大商所公示，得知

公司具备做“新型粮食银行” 试点项

目的资格后， 源发物流当天就跟沃土

丰达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以下简称

“沃土丰达合作社” ）签订了项目合作

协议以及10000吨的收储合同。

谈起申请试点项目的初衷， 刘勇

说道：“主要目的是为了结合期货市场

探索一种新的贸易模式， 可以为农民

提供更好的售粮价格， 同时让自己的

风险可控，有助于我们扩大贸易规模，

更好地为农民售粮做好服务。 ”

打造新型粮食银行 “期货+” 再推新工具

□本报记者 周璐璐

当粮食像现金一样储存在银行， 农民就不必

担心因储存不当而导致的霉变等风险了。 当粮食

银行配备了期货工具升级为“新型粮食银行” ，又

会为农民和企业带来什么呢？

据了解， 新型粮食银行是传统粮食银行业务

的升级版，也是大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大商

所” ）通过期货、期权保障农民收益的新“点子” 。

中国证券报记者通过近日调研发现， 通过新型粮

食银行业务的开展，农户储粮、售粮、融资等问题

不但可以解决，收储企业综合运用期货、期权等工

具制定套保策略，也可规避价格波动风险。

“这个项目整体下来效果非常好， 基本上达

到了共建、共享、共赢的目的，这是一个好事情” ，

陕粮农（开鲁）储备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鲁

库” ）相关负责人卢斌如是感叹。

业内人士期待试点扩大

有了此次的成功经验，企业、合作

社及农户均对新型粮食银行项目试点

的延伸表现出了信心和期待。

卢斌告诉记者， 大商所推动以交

割仓库为抓手，搭建起“新型粮食银

行” 服务平台，以粮食银行、仓单保险、

增值服务整合起来直接对接服务农

民， 改变了传统收购粮食贸易中间商

的角色， 把农业生产和仓储物流环节

对接，链接起小农户和大市场，有利于

提高农民收益，服务国家粮食安全。依

托大商所在粮食主产区的交割库资

源，保障农民粮食所有权的前提下，为

农民提供包含烘干、仓储、保险、分批

次结算、资金支持等一系列综合服务，

同时企业可以优先获得粮食经营权，

改变了传统的农民储粮、卖粮习惯。农

民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随时进行结算，

既减少了粮食霉变和损耗的风险和费

用，又能分享市场价格波动的机会，可

以说农民在获得储粮、售粮保障后，扩

大种植规模的底气更足了。

源发物流刘勇表示：“我们特别希

望通过期货市场进行业务模式的创

新， 在自己不承担额外价格风险的情

况下， 为农户售粮提供更好的收购价

格，这样的模式才具有可持续性，有利

于我们扩大业务规模。我们今年在‘新

型粮食银行’试点项目上，就已经做了

积极的尝试， 发现这一模式具有可持

续性、可复制性。对新粮食银行我们非

常认同，也有信心把量逐渐扩大。 ”

“今年已经跟合作社谈好了，我们

不但会继续合作新型粮食银行项目，

而且要扩大项目规模， 并进一步优化

项目的模式。我们计划提早启动项目，

以更充分地保证合作社的种植收益。

京粮集团的领导也高度重视这一项

目，作为首都的国有粮食企业，愿意为

提振东北经济增长和扶贫工作出一份

力，以这一项目为抓手，为黑龙江绥化

青冈的农民售粮做更好的服务。 ” 刘

勇道。

刘勇还指出，“绥化地区今年大豆

面积也有大幅增加，所以希望后期‘新

型粮食银行’ 业务的品种也能包含大

豆，为我国大豆产业振兴提供支持。”

王冬则告诉记者， 在看到此次新

型粮食银行试点项目为合作社及农户

带来的积极影响后， 王冬所在的欣旺

达合作社规模迅速扩大， 从参与项目

时的30户扩大为目前的70多户， 目前

欣旺达合作社已经成为通辽市开鲁县

范围内规模上数一数二的合作社。

基于此，王冬也十分愿意且希望

继续参与新型粮食银行项目。 他表

示，“这种分批次点价销售的模式特

别有利于我们和企业的合作，如果出

现想售出的心理价位，我们就可以随

时卖出。 现在这个框架对我们很有吸

引力。 ”

相关农业专家认为，“新型粮食银

行”业务对服务国家战略、优化市场资

源配置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一方面，开

展“新型粮食银行” 业务，有助于进一

步挖掘农村内在动能， 促进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同时，试点将部

分业务收益留在产地、留给农民，可以

多渠道保障农民收入， 从而更好地服

务乡村振兴战略。 另一方面，“新型粮

食银行” 业务有利于盘活产地仓储设

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架起互惠共赢桥梁

记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 虽说两

家试点公司及两家合作社都是第一次

参与新型粮食银行项目， 但都对该项

目的效果表达了肯定。

据了解，“新型粮食银行” 在试点

运行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 “粮食银

行” 为核心的“交割仓库+粮食银行+

合作社” 的玉米生产、储存、销售一条

龙服务模式， 实现了粮食仓储贸易企

业与合作社的双赢。

对试点公司来说， 东北地区玉米

临储政策调整之后， 相关企业纷纷在

东北建厂，市场粮源竞争加剧，通过开

展“新型粮食银行” 业务，可以提前锁

定粮源，并利用期货、期权风险对冲工

具管理经营风险， 有助于扩大贸易量

和生产规模，提升行业地位及影响力。

对合作社来说，从“存粮在家” 变

为“存粮到库” ，农户在这个过程中可

以随时进行结算， 既规避了粮食霉变

和损耗的风险，保障了种粮收益，又能

接触并了解市场上的价格波动， 从而

提高了在粮食市场上的话语权。

以开鲁县试点为例， 项目运行期

间，恰逢年后3月至4月上旬。年前由于

玉米价格较高，农民惜售心态较强；年

后随着气温上升， 玉米户外保存越来

越难，面临霉变风险，农民开始急于出

售粮食。而当时现货市场需求不振，导

致玉米价格下跌。“当时农民越恐慌售

粮， 粮食价格越下跌； 粮食价格越下

跌，贸易商越不愿来收粮，眼看合作社

的粮食就存不住了， 幸好有这么个试

点项目，解决了粮食收储的大问题，也

让我们合作社幸运的熬过了年后粮食

价格的低谷期。”欣旺达合作社负责人

王冬感慨道，“相较于年后集中售粮，

这个项目让我们多赚了27万。 对合作

的30家农户来说， 相当于每一家多得

了八千到九千块钱。”在讲到此次新型

粮食银行试点项目带来的益处时，他

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王冬还表示：

“通过这次试点项目，我们合作社成员

以及周边农户都对新型粮食银行有了

全新的认识， 新型粮食银行从粮食销

售渠道、 仓储保管以及售粮收益等方

面，对合作社和农户都提供了保障。 ”

开鲁库在合作社粮食运到仓库但

未点价期间， 为了保证能接受农民点

价、最终收购这批粮食，公司购买了看

涨期权来规避收购成本上升风险。 合

作社点价售粮后，公司平仓看涨期权，

并在期货市场卖出玉米期货为库存保

值。 最终，公司在看涨期权上获益3万

余元， 玉米期货在5月顺利完成交割，

成为开鲁库的首单交割。“本次试点不

仅让公司找到了锁定粮源的好方式，

而且经过这次交割， 公司有效锻炼了

库内业务人员，熟悉了交割流程，为今

后更好服务周边产业客户参与交割奠

定了基础。 ” 卢斌说。

记者还了解到， 此次新型粮食银行

试点项目的成功开展，与新型粮食银行的

运行逻辑及各方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

相较传统“粮食银行” ，参与“新

型粮食银行” 业务的收储企业在为农

民提供保底价、 二次点价等价格保障

的同时， 通过期货市场转移和分散风

险，从而提高了项目的可持续性。

实践证明，“新型粮食银行” 服务

体系顺应了当前产业融合发展需求，

显现了极强的市场活力， 在带动交割

库业务拓展、规模扩张的同时，也促进

了经营机制、服务模式、服务产品、服

务业态四个方面的创新。

首先， 在经营机制上，“新型粮食

银行” 有机连结企业和合作社。企业通

过与合作社签订仓储合同， 架起了企

业与合作社对接桥梁。同时，充分发挥

交割仓库自身经营服务实力， 极大地

增强了订单的履约效力， 促进了产业

集约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的良性发展。

其次， 在服务模式上，“新型粮食

银行” 以“粮食收存” 为运营重心，不

断强化“粮源集并、粮食烘干、收储保

管、风险管控、点价交易” 等方面的复

合型功能，为合作社提供多功能、一体

化的综合性服务， 初步搭建起了一个

解决“农户保管难、损耗大、卖粮难”

等问题的仓储物流平台。

再次， 在服务产品上，“新型粮食

银行” 创新发展的“代农储粮、粮权在

农、代购保险、自由点价、让利合作社、

快速结算”的仓储服务模式，使合作社

凭“入库粮食”自由实现了“粮食安全

储存、便捷交易、利润最大化”等，将粮

食产业链条上端的增值效益让利到了

合作社，进一步拓展了种植增收渠道。

最后，在服务业态上，由简单粮食

收储拓展延伸到销售服务。“新型粮食

银行” 从过去简单的粮食收存服务，拓

展到粮食烘干服务、仓单保险服务、市

场价格信息服务和点价销售服务等全

程化社会化服务， 实现农业综合服务

多业态发展。

此外， 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也促

成了新型粮食银行试点项目的顺利开

展。刘勇告诉记者，当地政府多次组织

大家参加期货公司和粮食贸易企业的

定期培训，政府对金融工具十分认可，

此次源发物流与沃土丰达合作社的合

作也是由政府牵线达成的。

本报记者 周璐璐 摄

截至上周CIFI指数各品种涨跌幅

易盛农期综指

CIFI指数品种 上周涨跌幅% 前周涨跌幅% 双周涨跌幅%

PTA 5.77 1.55 7.32

铁矿石 4.66 9.96 14.62

聚丙烯 3.94 -0.22 3.72

热轧卷板 3.64 0.86 4.50

LLDPE 2.86 -0.79 2.07

锰硅 2.83 1.36 4.19

螺纹钢 2.77 0.48 3.25

动力煤 2.61 1.24 3.85

石油沥青 2.44 1.38 3.82

PVC 1.88 0.23 2.11

甲醇 1.80 1.96 3.76

玻璃 1.50 4.80 6.30

铜 1.10 0.72 1.82

白银 0.90 1.07 1.97

硅铁 0.63 3.31 3.94

焦煤 0.54 -0.18 0.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