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监控中心工业品指数高位回落

受油价下跌、美元指数反弹等因素影响，上周大宗商品市场气氛低迷，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工业品指数高位回落。 截至7月26日当周，CIFI最终收于1126.49，当周最高上冲至1147.13，最低探

至1112.34，全周下跌1.92%。

分品种看，工业品大面积飘绿。 化工品领跌，PTA期货大幅下跌，临近月底，福海创450万吨/年的PTA装置即将检修结束，在无大装置检修跟进的情况下，市场担心供给端PTA压力猛增。

甲醇跌跌不休，再次向下突破，创2016年10月份以来新低。 国内甲醇现货市场全线走低，市场气氛偏空。 有色金属中，国内外镍价均出现连续性的大幅回调，空头大力增仓回归主导市场。 上

涨工业品数量偏少，石油沥青逆势反弹，涨幅接近3%。 （方正中期期货 夏聪聪 王亮亮）

易盛农期指数继续震荡上行概率较大

上周，易盛农期指数波动上行。 截至7月26日，易盛农期指数收于930.72点。

权重品种方面，上周菜粕表现偏弱。 如果中国新增采购美豆，而非洲猪瘟影响下的猪料消费不佳，肉鸡养殖亏损持续，四季度又是水产需求淡季，未来现货可能承压。

油脂方面，上周菜油盘面震荡。7月长江上游客户及集团企业集中提货，工厂出库情况相对较好。但因前期集团企业逢低补库后，近日市场成交相对偏淡。相关油品方面，近期棕油成交相对较好，但当下棕油持仓较大，是去年同期两倍，后期需注意盘面波动可能加大。

近期棉花现货上涨、储备棉成交增加、市场氛围好转。 如果外部局势扰动得到有效缓解，将增加我国棉花需求，提振棉价。

上周白糖表现抢眼，国内期现货价格相对强于外盘，带动内外价差继续大幅扩大，这可能导致市场转而担忧后期进口加工糖供应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建议继续观望外盘原糖走势。

综上所述，权重品种本周表现有分化，软商品较强，菜粕偏弱。总体看，农产品处于相对低位，易涨难跌，中长期看易盛农期指数继续震荡上行概率较大。（博时基金王祥）

【图】记者现场拍摄东北粮油批发市场一角

小米粒大舞台（引）

金融工具护航产业链 粳米期货应时而生

本报记者 周璐璐

“无盐不成味，无米不成炊” ，道出了大米在中国百姓餐桌上的重要地位。

粳米期货上市在即，为深入了解粳米产业链现状，中国证券报记者赴黑龙江主产区对粳米产业进行了调研。 在哈尔滨至佳木斯的沿途中，在广袤的东北平原东部，记者看到，正处于孕穗抽穗期的粳稻接连成片，夏风拂过，畦畦稻禾泛起阵阵绿涛。 “今年又是大丰收！ ”一位从事粮油行业的资深人士感叹道。

记者了解到，粳米作为我国重要的大米品种，约占全国大米总产量的三成。 近年来，我国粳米产量逐年增加，商品化率高，加工业逐渐呈规模化、产业化趋势。 因受“稻强米弱” 、供给过剩等因素影响，我国大米行业面临着加工利润低、经营风险高等问题。 期货工具能够为产业提供有效的价格信息和风险管理工具，助力产业平稳发展。 粳米期货可谓是应时而生。

粳米产业链较为完善

“无米不成炊” ，大米是我国城乡居民的主要口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60%以上的人口食用大米。

据业内人士介绍，国际市场通常根据植物学性状对大米进行分类，以此可分为籼米、粳米和糯米。 其中，粳米是用粳型非糯性稻谷碾制成的米，根据收获季节可分为早粳米和晚粳米。 粳米米粒一般呈椭圆形或圆形。 米粒丰满肥厚，横断面近于圆形，长与宽之比小于2，颜色蜡白，呈透明或半透明状，质地硬而有韧性，煮后黏性油性均大，但出饭率低。 粳米口感鲜软，主要用于人们食用口粮，在工业中也可以用于制作燃料乙醇和淀粉，也可以添加在饲料中替代玉米和小麦提供能量，但由于价格较高，粳米绝大部分用于食用，工业和饲用非常少。

就生产区域而言，相关资料显示，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水稻生产以南方稻区为主，稻谷产销格局的基本特征是“南粮北调” 。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南方水稻生产在全国的比重下降，北方水稻生产呈增长趋势，全国水稻生产中心逐步北移。

粳稻的耐低温性和耐弱光性优于籼稻，适合于在我国北方种植。 由于粳稻单产水平高于春小麦，东北地区的粳稻种植发展迅速，替代了传统的春小麦种植。 这不仅大幅提高了当地的粳稻产量水平，也奠定了东北地区粳稻生产在全国的优势地位。 目前我国粳稻在水稻中基本上占1/3，而东北地区粳稻产量已超过全国粳稻产量的50%。

产量方面，近年来我国粳米产量总体呈增长趋势。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估计，2018年我国粳稻产量为7000万吨，较2010年增加约1200万吨。 近10年来，受科技水平提高及托市收购政策推动，我国粳稻播种面积和单产均有明显提高。

消费方面，据业内人士介绍，我国粳米传统消费区域集中于北方地区，与生产区域比较吻合。 但我国人口流动比较频繁，城镇化进度不断深入，居民饮食习惯和饮食结构也在不断变化。 传统消费面粉的北方地区，大米特别是粳米消费量呈上升趋势，南方传统消费籼米的地区，粳米消费量也呈增加趋势，消费群体不断增长，消费区域不断扩大。 目前，华北、华东和东北地区是我国主要的粳米消费区域，2017/2018年度三大区域合计消费量为3025万吨，占全国消费总量的76.8%。

进出口方面，我国粳米以出口为主。 不过，业内人士指出，2010年-2016年粳米出口量不断下滑，从2010年出口39万吨下滑至2016年出口15万吨，出口量减少62%，占大米出口比重也从64%下滑至38%；2017年粳米出口恢复性增长至101万吨，2018年出口量为170万吨，为近10年出口高点。 从出口对象来看，涉及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朝鲜、香港、日本是传统的、稳定的出口目的地，但出口到该三个市场的粳米总量趋于下降，目前下滑至8%左右，主因是我国加大了非洲市场的开发力度，其中向科特迪瓦出口粳米在停顿5年后，恢复增长为31万吨。 相比于我国粳米的出口量，我国粳米进口量一直较少，估计不超过1万吨。

中信期货在研报中指出，中国是世界稻米产业的第一大生产国及第一大消费国，其庞大产能和消费可全部在国内完成，是中国农产品类别中做完整产业链的最佳品种。 随着粮食及其加工业的发展，我国稻米产业链也有了明显的改变与完善。 截至目前，稻米产业链共包括：前端、种植、收储、粗深加工、流通、消费等六大环节。 具体来看，稻米产业链包括初加工、深加工品种，各品种根据各自加工程度不同分为初级产品和深加工产品。 例如，初级产品主要有大米、米糠和稻壳，深加工品种主要为米粉、米线、雪饼等。 另外，米糠中含有较多的粗脂肪、粗蛋白及无氮抽出物，可以用来榨糠油、制作糠饼等。 稻壳主要用来做饲料或发电材料。

期货工具有助完善产业避险体系

“民以食为天” ，正是因为大米是家家户户餐桌的必备之物，因而米价的涨跌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 虽然粳米行业产业链发展较为完备，但长期以来，受“稻强米弱” 、供给过剩等因素影响，行业依然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加工利润低，二是价格波动大，经营风险高。 在此背景下，粳米行业避险需求旺盛。

业内人士表示，一方面，“稻强米弱”的格局加上水电、工资成本逐年上升，导致粳米企业利润长期偏低。 经了解，目前加工利润仅为80元/吨-100元/吨，净利润率2%-3%左右。

另一方面，粳米价格不受国家调控，近年来价格波动呈逐年加大之势，粳米加工企业存在着较大的经营风险。以黑龙江省建三江地区近三年粳米出厂价为例，最低价为3240元/吨，最高价为4500元/吨，价格波动幅度达39%。对于加工利润率不足3%的粳米加工企业，这样大的价格波动率使粳米加工企业面临着较大的经营风险。

粳米上游联系着粳稻种植户，下游联系着众多的贸易商和终端消费者，涉及面较广，因而上市粳米期货对整个粳米产业链来说十分必要。

首先，上市粳米期货，可与粳稻期货形成合力，构建更加完善的产业链避险体系。

其次，粳米期货作为一种有效避险工具，可为加工企业营造有利发展环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经营压力：一是提供前瞻性的期货价格信息，加工企业可据此更为合理的安排生产经营；二是提供避险平台，加工企业可通过期货市场套期保值，获得稳定的经营利润。

最后，粳米期货通过提供价格信息及避险手段助力粳米加工企业稳定生产经营，利于其整合升级、做大做强，进而提高整个行业的规模化程度及发展水平。

另外，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上市粳米期货不仅对产业链来说十分必要，对整个粮食行业及地区发展来说意义也相当重大。

其一，粳米期货上市后可用市场化手段改变种植户、加工企业对最低收购价政策的依赖，利于此项改革持续推进。

其二，可促进沿边重点地区发展繁荣。 黑龙江省虎林市和密山市是沿边重点地区（国家级公路口岸），同时也是粳米主产地。 上市粳米期货后，将为这两市粳米相关企业提供有效避险工具，促使其生产经营更为稳健，促进这些企业发展壮大，服务当地经济繁荣。

其三，有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大米是主要口粮之一，其整个产业的稳定发展对国家粮食安全至关重要。上市粳米期货，可促进整个粳米产业的稳定健康发展，进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一是为种植户、加工企业等微观主体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促进其持续稳健发展，保证供给；二是利于优势企业做大做强，提高粳米行业规模化水平，提高粳米供给质量；三是促进去库存、完善相关产业支持政策，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形成市场化定价机制、理顺比价关系，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其四，可服务于全面振兴东北战略。 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和农业基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东北振兴的重点任务之一是农业现代化，通过创新现代农业发展体制，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巩固提升商品粮生产核心区地位。 粳米是东北地区重要的农业优势品种，上市粳米期货，有助于完善粳米价格形成机制，有助于创新粳米生产和贸易方式及产业升级，发挥区域农业优势服务东北振兴战略。

业界翘首以盼

经证监会批准，粳米期货合约将于2019年8月16日在大连商品交易所上市交易。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粳米期货上市具备可行性。 一是粳米具有明确的国家标准《大米（GB/T1354-2018）》，标准化程度高，且粳米与其他品种的大米外形差别明显，可通过客观的指标进行鉴别，检验方法成熟稳定，操作简便。 二是粳米现货市场规模适中，可供交割量充足。 三是粳米行业贸易商众多，行业集中度低，不存在垄断现象，市场竞争较为充分。 四是粳米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贸易流通顺畅，市场化程度高。 五是有国内外经验可供借鉴，国际上，美国、日本、印度、泰国等国家曾开展大米类期货交易。

从粳米期货合约规则征求意见稿中了解到，粳米期货交割质量标准以国标为基础，结合粳米现货市场实际情况，增加了脂肪酸值、垩白度和长宽比三个指标，同时为保证交割品储存和运输安全，水分指标根据不同月份进行了分段设计；在交割制度上，采用实物交割方式，并沿用标准仓单制度，厂库和仓库并行，包含期转现、滚动交割和一次性交割三种交割方式，为保证交割品品质，粳米期货标准仓单在合约交割结束后注销。

粳米期货上市在即，业内人士纷纷翘首以盼，抱以期待。

益海(佳木斯)粮油工业有限公司，是此次重点调研的粮油企业之一。 谈起粳米期货，公司总经理张慧卓仿佛打开了话匣子：“粳米期货上市恰逢其时，无论是政策调整的节点，还是行业发展的节点，都是非常及时的。 ”张慧卓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务院和相关部委陆续出台了关于农业改革的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均瞄准了一个方向———市场化，而市场化改革的最核心两点在于改革收储制度以及价格形成机制。

在张慧卓看来，水稻目前面临的主要矛盾在于供应过剩，粳米目前面临的主要矛盾在于比价关系的扭曲。“现在水稻明显是供大于求，目前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实现控增量、去存量”。“说起来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很复杂，因为‘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过程去摸索的。 ”张慧卓坦言。 虽然如此，但有了近几年玉米和大豆的市场化改革经验，张慧卓仍然对粳米的市场化改革充满信心。

“我们这些从事水稻加工的企业，非常期盼粳米期货的上市。 ”张慧卓向记者表示，一般来说，每年10月份开始的一个季度内企业会将全年所需的原粮收储完毕，如此一来，一旦出现价格波动等无法提前预知的市场变化，就会给企业带来较大风险，“有了期货这个平台，就可以利用期货的价格发现功能判断未来价格走势，从而更准确的建立原料头寸和销售订单，我们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就会更强。 ”

在距离益海(佳木斯)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三百七十多公里外的哈尔滨城区，北大荒米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鹏对即将上市的粳米期货同样满怀憧憬。

“我期待着粳米市场能够活跃起来，这对我们粮食加工企业来讲是一种保护” 。 孙鹏表示，现在许多米厂经营都是“背靠背式”的，即在毫无保护性措施的条件下通过依靠判断行情来进行经营，但往往行情是无法预判的。 “做企业特别是做大型企业不能赌市场，否则损失惨重。 ”孙鹏强调。

“例如，以往年经验看，受粮食供应阶段性偏紧影响，长粒水稻在每年的这个时候价格会有所上涨，所以去年我们就在泰来和肇源分别存了点长粒水稻。没有想到的是，今年长粒水稻价格不但没上涨，反而还下跌了，以至于如何处理这些水稻成了我们现在面临的压力。”讲到此处，孙鹏露出一抹苦笑，不过随后他又展露出更加坚定的神情，“如果有期货这个‘保护伞’，这个风险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套期保值或者基差贸易将其规避掉，所以，粳米期货上市后我们一定会积极参与进来。”

孙鹏认为，粳米期货上市后，整个大米行业将会经历一个洗牌的过程，黑龙江地区一些无序竞争的小米厂将会被重新整合。另外，目前黑龙江地区的粮食企业还没有能与市场完整对接的风险管控能力，孙鹏认为，可能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风险管控能力就会成为粮食企业存活下来的保障，“我们积极拥抱期货市场，积极寻求合作伙伴，为的就是提升北大荒米业的风控能力，从而更好地应对这场变革。”

’

‘

CIFI指数品种 当周涨跌幅% 上周涨跌幅% 双周涨跌幅% 本月涨跌幅%

PTA -8.12 -1.68 -9.80 -9.02

甲醇

-6.36 -2.19 -8.55 -9.95

镍

-6.07 13.74 7.67 9.61

硅铁

-4.82 3.01 -1.81 -1.54

铁矿石

-2.62 4.93 2.31 6.38

LLDPE -2.37 0.71 -1.66 -2.49

锰硅

-1.98 1.23 -0.75 -4.30

铜

-1.92 2.79 0.87 0.09

锌

-1.66 2.78 1.12 -2.65

螺纹钢

-1.52 0.91 -0.61 -3.08

热轧卷板

-1.49 1.75 0.26 -2.71

焦煤

-1.13 1.54 0.41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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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观察

粳米期货 一石多鸟

□本报记者 周璐璐

经证监会批准， 粳米期货将

于

8

月

16

日在大连商品交易所上

市交易，这将是继大豆、玉米、粳

稻等期货品种之后， 粮食期货大

家庭中的又一新成员。

大豆、玉米期货可为粳米期货

提供成功的运行经验，而粳稻期货

可与粳米期货形成合力，携手助力

大米产业健康发展，加之国外稻米

类期货上市的成功经验，市场对粳

米期货上市后价格发现、规避风险

等功能的发挥充满信心。

首先，粳米期货上市后，国内

期货市场将形成更为完整的粮食

期货品种序列， 并发挥品种积聚

效应。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 东北

是我国粳米主产区， 黑龙江、吉

林、 辽宁三省粳米产量占全国粳

米总产量的

50%

以上，同时，东北

三省也是国内玉米和大豆的主产

区。 一方面，粳米与玉米、大豆在

种植组织形式、 贸易模式等方面

较为相似，中粮、益海等大型粮食

企业均开展玉米、大豆、粳米的贸

易及加工业务， 很多中小型企业

也同时涉及这些品种的贸易经

营， 这些企业多年来一直通过期

货市场套期保值以规避企业经营

风险，操作经验丰富，这将利于粳

米期货上市后的运行管理。

另一方面，粳米与玉米、大豆

同为主产地在东北的粮食品种，且

现货模式相近， 因而在合约条款、

交割制度、风控制度等方面粳米期

货可充分借鉴玉米、大豆期货的成

功经验。 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表

示，玉米收储制度改革期间，玉米

期货市场运行平稳、 交割顺畅，满

足了相关企业的避险需求，有力地

服务了收储制度改革，相信未来粳

米期货在这方面同样会做得很好。

其次，粳稻期货虽已在郑州商

品交易所上市，但从历史交易数据

看，交易不够活跃。上市粳米期货，

可激发粳稻期货的交易活跃度，使

粳米、粳稻期货形成合力，更好地

服务于产业。

具体而言，粳稻期货可满足农

户销售稻谷和米厂采购稻谷环节

的避险需求，而粳米期货可满足米

厂销售大米和消费客户采购环节

的避险需求，二者结合起来，才能

形成完整的稻米产业链避险体系。

最后， 在国际期货市场上，美

国、日本、印度、泰国等国家均曾开

展稻米类期货交易。 相关数据显示，

2017

年，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CBOT

）

糙米期货成交约

13.4

万手（合

1200

万

吨），日本大阪堂岛交易所大米期货

成交约

15.5

万手（合

130

万吨）。

此外， 就粳米本身而言， 一方

面，从现货市场的贸易流通来看，粳

米的贸易流通量占近

80%

， 粳米期

货具有广泛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

从国内外已开展的稻米类期货交易

看，基本上都是以大米为交易标的，

上市粳米期货在标的选择上与国内

外期货市场普遍做法保持了一致。

粳米期货在期货功能发挥方

面具有内外双重推动力，市场应予

以足够的信心。

粳米产业链较为完善

“无米不成炊” ，大米是我国城乡居

民的主要口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60%

以上的人口食用大米。

据业内人士介绍， 国际市场通常根

据植物学性状对大米进行分类， 以此可

分为籼米、粳米和糯米。 其中，粳米是用

粳型非糯性稻谷碾制成的米， 根据收获

季节可分为早粳米和晚粳米。 粳米米粒

一般呈椭圆形或圆形。米粒丰满肥厚，横

断面近于圆形，长与宽之比小于2，颜色

蜡白，呈透明或半透明状，质地硬而有韧

性，煮后黏性油性均大，但出饭率低。 粳

米口感鲜软，主要用于人们食用口粮，在

工业中也可以用于制作燃料乙醇和淀

粉， 也可以添加在饲料中替代玉米和小

麦提供能量，但由于价格较高，粳米绝大

部分用于食用，工业和饲用非常少。

就生产区域而言，相关资料显示，上

世纪80年代以前， 我国水稻生产以南方

稻区为主， 稻谷产销格局的基本特征是

“南粮北调” 。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南方

水稻生产在全国的比重下降， 北方水稻

生产呈增长趋势， 全国水稻生产中心逐

步北移。

粳稻的耐低温性和耐弱光性优于籼

稻，适合于在我国北方种植。由于粳稻单

产水平高于春小麦， 东北地区的粳稻种

植发展迅速，替代了传统的春小麦种植。

这不仅大幅提高了当地的粳稻产量水

平， 也奠定了东北地区粳稻生产在全国

的优势地位。 目前我国粳稻在水稻中基

本上占1/3，而东北地区粳稻产量已超过

全国粳稻产量的50%。

产量方面， 近年来我国粳米产量总

体呈增长趋势。国家粮油信息中心估计，

2018年我国粳稻产量为7000万吨，较

2010年增加约1200万吨。 近10年来，受

科技水平提高及托市收购政策推动，我

国粳稻播种面积和单产均有明显提高。

消费方面，据业内人士介绍，我国粳

米传统消费区域集中于北方地区，与生产

区域比较吻合。 但我国人口流动比较频

繁，城镇化进度不断深入，居民饮食习惯

和饮食结构也在不断变化。传统消费面粉

的北方地区，大米特别是粳米消费量呈上

升趋势，南方传统消费籼米的地区，粳米

消费量也呈增加趋势， 消费群体不断增

长，消费区域不断扩大。 目前，华北、华东

和东北地区是我国主要的粳米消费区域，

2017/2018年度三大区域合计消费量为

3025万吨，占全国消费总量的76.8%。

进出口方面，我国粳米以出口为主。

不过，业内人士指出，2010年-2016年粳

米出口量不断下滑，从2010年出口39万

吨下滑至2016年出口15万吨，出口量减

少62%， 占大米出口比重也从64%下滑

至38%；2017年粳米出口恢复性增长至

101万吨，2018年出口量为170万吨，为

近10年出口高点。从出口对象来看，涉及

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朝鲜、香港、日本是

传统的、稳定的出口目的地，但出口到该

三个市场的粳米总量趋于下降， 目前下

滑至8%左右，主因是我国加大了非洲市

场的开发力度， 其中向科特迪瓦出口粳

米在停顿5年后，恢复增长为31万吨。 相

比于我国粳米的出口量， 我国粳米进口

量一直较少，估计不超过1万吨。

中信期货在研报中指出，中国是世界

稻米产业的第一大生产国及第一大消费

国， 其庞大产能和消费可全部在国内完

成，是中国农产品类别中做完整产业链的

最佳品种。 随着粮食及其加工业的发展，

我国稻米产业链也有了明显的改变与完

善。 截至目前，稻米产业链共包括：前端、

种植、收储、粗深加工、流通、消费等六大

环节。具体来看，稻米产业链包括初加工、

深加工品种，各品种根据各自加工程度不

同分为初级产品和深加工产品。 例如，初

级产品主要有大米、米糠和稻壳，深加工

品种主要为米粉、米线、雪饼等。 另外，米

糠中含有较多的粗脂肪、粗蛋白及无氮抽

出物，可以用来榨糠油、制作糠饼等。稻壳

主要用来做饲料或发电材料。

期货工具有助完善产业避险体系

“民以食为天” ，正是因为大米是家

家户户餐桌的必备之物， 因而米价的涨

跌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 虽然

粳米行业产业链发展较为完备， 但长期

以来，受“稻强米弱” 、供给过剩等因素

影响，行业依然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加工

利润低，二是价格波动大，经营风险高。

在此背景下，粳米行业避险需求旺盛。

业内人士表示， 一方面，“稻强米

弱” 的格局加上水电、 工资成本逐年上

升， 导致粳米企业利润长期偏低。 经了

解，目前加工利润仅为80元/吨-100元/

吨，净利润率2%-3%左右。

另一方面，粳米价格不受国家调控，近

年来价格波动呈逐年加大之势， 粳米加工

企业存在着较大的经营风险。 以黑龙江省

建三江地区近三年粳米出厂价为例， 最低

价为3240元/吨， 最高价为4500元/吨，价

格波动幅度达39%。 对于加工利润率不足

3%的粳米加工企业，这样大的价格波动率

使粳米加工企业面临着较大的经营风险。

粳米上游联系着粳稻种植户， 下游

联系着众多的贸易商和终端消费者，涉

及面较广， 因而上市粳米期货对整个粳

米产业链来说十分必要。

首先，上市粳米期货，可与粳稻期货

形成合力， 构建更加完善的产业链避险

体系。

其次， 粳米期货作为一种有效避险

工具，可为加工企业营造有利发展环境，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经营压力： 一是提

供前瞻性的期货价格信息， 加工企业可

据此更为合理的安排生产经营； 二是提

供避险平台， 加工企业可通过期货市场

套期保值，获得稳定的经营利润。

最后，粳米期货通过提供价格信息及

避险手段助力粳米加工企业稳定生产经

营，利于其整合升级、做大做强，进而提高

整个行业的规模化程度及发展水平。

另外，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上市粳米

期货不仅对产业链来说十分必要， 对整

个粮食行业及地区发展来说意义也相当

重大。

其一， 粳米期货上市后可用市场化

手段改变种植户、 加工企业对最低收购

价政策的依赖，利于此项改革持续推进。

其二， 可促进沿边重点地区发展繁

荣。 黑龙江省虎林市和密山市是沿边重

点地区（国家级公路口岸），同时也是粳

米主产地。上市粳米期货后，将为这两市

粳米相关企业提供有效避险工具， 促使

其生产经营更为稳健， 促进这些企业发

展壮大，服务当地经济繁荣。

其三，有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大

米是主要口粮之一，其整个产业的稳定发

展对国家粮食安全至关重要。 上市粳米期

货，可促进整个粳米产业的稳定健康发展，

进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一是为种植户、加

工企业等微观主体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

促进其持续稳健发展，保证供给；二是利于

优势企业做大做强，提高粳米行业规模化

水平，提高粳米供给质量；三是促进去库

存、完善相关产业支持政策，减轻国家财政

负担，形成市场化定价机制、理顺比价关

系，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其四，可服务于全面振兴东北战略。

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和农业基

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东北振兴的重点

任务之一是农业现代化， 通过创新现代

农业发展体制，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巩固提升商品粮生产核心区地位。

粳米是东北地区重要的农业优势品种，

上市粳米期货， 有助于完善粳米价格形

成机制， 有助于创新粳米生产和贸易方

式及产业升级， 发挥区域农业优势服务

东北振兴战略。

业界翘首以盼

经证监会批准， 粳米期货合约将于

2019年8月16日在大连商品交易所上市

交易。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 粳米期货上

市具备可行性。 一是粳米具有明确的国

家标准《大米（GB/T1354-2018）》，标

准化程度高， 且粳米与其他品种的大米

外形差别明显， 可通过客观的指标进行

鉴别，检验方法成熟稳定，操作简便。 二

是粳米现货市场规模适中， 可供交割量

充足。三是粳米行业贸易商众多，行业集

中度低，不存在垄断现象，市场竞争较为

充分。四是粳米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贸

易流通顺畅，市场化程度高。五是有国内

外经验可供借鉴，国际上，美国、日本、印

度、泰国等国家曾开展大米类期货交易。

从粳米期货合约规则征求意见稿中

了解到， 粳米期货交割质量标准以国标

为基础，结合粳米现货市场实际情况，增

加了脂肪酸值、 垩白度和长宽比三个指

标，同时为保证交割品储存和运输安全，

水分指标根据不同月份进行了分段设

计；在交割制度上，采用实物交割方式，

并沿用标准仓单制度，厂库和仓库并行，

包含期转现、 滚动交割和一次性交割三

种交割方式，为保证交割品品质，粳米期

货标准仓单在合约交割结束后注销。

粳米期货上市在即， 业内人士纷纷

翘首以盼，抱以期待。

益海(佳木斯)粮油工业有限公司，是

此次重点调研的粮油企业之一。 谈起粳

米期货， 公司总经理张慧卓仿佛打开了

话匣子：“粳米期货上市恰逢其时， 无论

是政策调整的节点， 还是行业发展的节

点，都是非常及时的。”张慧卓表示，党的

十八大以来， 国务院和相关部委陆续出

台了关于农业改革的一系列政策， 这些

政策均瞄准了一个方向———市场化，而

市场化改革的最核心两点在于改革收储

制度以及价格形成机制。

在张慧卓看来， 水稻目前面临的主

要矛盾在于供应过剩，粳米目前面临的主

要矛盾在于比价关系的扭曲。“现在水稻

明显是供大于求，目前的核心问题在于如

何实现控增量、去存量” 。“说起来简单，

但实际操作起来很复杂，因为‘改革’ 不

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过程去摸索

的。”张慧卓坦言。虽然如此，但有了近几

年玉米和大豆的市场化改革经验，张慧卓

仍然对粳米的市场化改革充满信心。

“我们这些从事水稻加工的企业，非

常期盼粳米期货的上市。 ”张慧卓向记者

表示，一般来说，每年10月份开始的一个

季度内企业会将全年所需的原粮收储完

毕，如此一来，一旦出现价格波动等无法

提前预知的市场变化，就会给企业带来较

大风险，“有了期货这个平台， 就可以利

用期货的价格发现功能判断未来价格走

势，从而更准确的建立原料头寸和销售订

单，我们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就会更强。 ”

在距离益海(佳木斯)粮油工业有限

公司三百七十多公里外的哈尔滨城区，

北大荒米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鹏

对即将上市的粳米期货同样满怀憧憬。

“我期待着粳米市场能够活跃起来，

这对我们粮食加工企业来讲是一种保

护” 。 孙鹏表示，现在许多米厂经营都是

“背靠背式” 的，即在毫无保护性措施的

条件下通过依靠判断行情来进行经营，

但往往行情是无法预判的。“做企业特别

是做大型企业不能赌市场， 否则损失惨

重。 ”孙鹏强调。

“例如，以往年经验看，受粮食供应阶

段性偏紧影响， 长粒水稻在每年的这个时

候价格会有所上涨， 所以去年我们就在泰

来和肇源分别存了点长粒水稻。 没有想到

的是，今年长粒水稻价格不但没上涨，反而

还下跌了， 以至于如何处理这些水稻成了

我们现在面临的压力。 ”讲到此处，孙鹏露

出一抹苦笑， 不过随后他又展露出更加坚

定的神情，“如果有期货这个‘保护伞’ ，

这个风险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套期保值或者

基差贸易将其规避掉，所以，粳米期货上市

后我们一定会积极参与进来。 ”

孙鹏认为，粳米期货上市后，整个大米

行业将会经历一个洗牌的过程， 黑龙江地

区一些无序竞争的小米厂将会被重新整

合。另外，目前黑龙江地区的粮食企业还没

有能与市场完整对接的风险管控能力，孙

鹏认为，可能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风险管

控能力就会成为粮食企业存活下来的保

障，“我们积极拥抱期货市场，积极寻求合

作伙伴， 为的就是提升北大荒米业的风控

能力，从而更好地应对这场变革。 ”

易盛农期指数

继续震荡上行概率较大

上周， 易盛农期指数波动上

行。 截至

7

月

26

日，易盛农期指数

收于

930.72

点。

权重品种方面， 上周菜粕表

现偏弱。 如果中国新增采购美豆，

而非洲猪瘟影响下的猪料消费不

佳，肉鸡养殖亏损持续，四季度又

是水产需求淡季， 未来现货可能

承压。

油脂方面，上周菜油盘面震荡。

7

月长江上游客户及集团企业集中

提货，工厂出库情况相对较好。但因

前期集团企业逢低补库后， 近日市

场成交相对偏淡。相关油品方面，近

期棕油成交相对较好， 但当下棕油

持仓较大，是去年同期两倍，后期需

注意盘面波动可能加大。

近期棉花现货上涨、储备棉成

交增加、市场氛围好转。 如果外部

局势扰动得到有效缓解，将增加我

国棉花需求，提振棉价。

上周白糖表现抢眼，国内期现

货价格相对强于外盘，带动内外价

差继续大幅扩大，这可能导致市场

转而担忧后期进口加工糖供应增

加。 在这种情况下，建议继续观望

外盘原糖走势。

综上所述，权重品种本周表现有

分化，软商品较强，菜粕偏弱。 总体

看，农产品处于相对低位，易涨难跌，

中长期看易盛农期指数继续震荡上

行概率较大。（博时基金 王祥）

监控中心工业品指数高位回落

受油价下跌、美元指数反弹等

因素影响，上周大宗商品市场气氛

低迷，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工业品指

数高位回落。 截至

7

月

26

日当周，

CIFI

最终收于

1126.49

， 当周最高

上冲至

1147.13

，最低探至

1112.34

，

全周下跌

1.92%

。

分品种看， 工业品大面积飘绿。

化工品领跌，

PTA

期货大幅下跌，临

近月底，福海创

450

万吨

/

年的

PTA

装

置即将检修结束，在无大装置检修跟

进的情况下，市场担心供给端

PTA

压

力猛增。 甲醇跌跌不休，再次向下突

破，创

2016

年

10

月份以来新低。 国内

甲醇现货市场全线走低，市场气氛偏

空。 有色金属中，国内外镍价均出现

连续性的大幅回调，空头大力增仓回

归主导市场。 上涨工业品数量偏少，

石油沥青逆势反弹，涨幅接近

3%

。

（方正中期期货 夏聪聪 王亮亮）

小米粒大舞台

金融工具护航产业链

粳米期货应时而生

□本报记者 周璐璐

“无盐不成味， 无米不成

炊”， 道出了大米在中国百姓餐

桌上的重要地位。

粳米期货上市在即，为深入

了解粳米产业链现状，中国证券

报记者赴黑龙江主产区对粳米

产业进行了调研。在哈尔滨至佳

木斯的沿途中，在广袤的东北平

原东部，记者看到，正处于孕穗

抽穗期的粳稻接连成片，夏风拂

过，畦畦稻禾泛起阵阵绿涛。“今

年又是大丰收！ ”一位从事粮油

行业的资深人士感叹道。

记者了解到，粳米作为我国

重要的大米品种，约占全国大米

总产量的三成。 近年来，我国粳

米产量逐年增加， 商品化率高，

加工业逐渐呈规模化、产业化趋

势。 因受“稻强米弱”、供给过剩

等因素影响，我国大米行业面临

着加工利润低、经营风险高等问

题。期货工具能够为产业提供有

效的价格信息和风险管理工具，

助力产业平稳发展。粳米期货可

谓是应时而生。

哈尔滨粮油批发市场一角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周璐璐 摄

上周CIFI指数各品种涨跌幅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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