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各方激辩持股还是持币

沪指春节后十年九涨

本报记者 牛仲逸

持股还是持币过节，这是历年春节前投资者比较关心的问题。 2020年春节即将到来，这 一 问 题 再 次 成 为 市 场 关 注 热 点 。 据 统 计 ， 近 十 年 来 ， 上 证 综 指 春 节 后 5 个 交 易 日 有 九 年 累 计 上 涨 。

各方看法存分歧

对于上述问题，目前市场看法存在一定分歧，可分为持股派、持币派和既持股又持币派。

持股派大 多是以 历史数 据为支撑 。 粤开证 券表示 ，春节前 后 A股大概 率上涨 。 统计 2001年 以来，春节 前后的 涨跌情 况，可以 清晰看到 ， A股存在 非常明 显的“春 节行情” 效 应：春节 前 5个交 易日， A股上 涨概率 达 84 % ；春节 后 5个交 易日，上涨 概率达 79 % ，也就是 说，持股 过春节是 一个统 计意义 上占优的 策略。

也有市场观点认为，从流动性和风险偏好角度看，支持持股过节。 就宏观流动性而言，银行往往在年底控制信贷规模，元旦过后的一季度则是信贷高峰期。 就股市流动性而言，经过上年底的业绩考核后，基金在一季度进入调仓和建仓的高峰期，增量资金入市概率增加。 就风险偏好而言，春节之后重要会议召开在即，政策密集出台的预期及落地有助于提振市场情绪。

在持币派 中，一方 面认为 节假日期 间，外围 市场存 在不确 定性，或对 节后 A股 造成一 定冲击。 另 一方面 ，则是基 于当前 市场走势 分析。 巨 丰投顾 认为，在 市场预期 基本实 现下，短 期上行动 能衰减 ，且技术 面发出 阶段顶部 的信号 。

国盛证券投资顾问刘锦表示，随着春节假期的临近，公募基金可能面临赎回，给市场造成一定下行压力，市场参与度也开始降温，节前观望情绪开始抬头。 主力资金净流向也开始表现为回笼，说明持币过节意愿逐渐强烈。

也有市场人士采取一种折衷的策略，既维持一部分仓位，又保留部分现金。 这样如果假期期间外围市场没有黑天鹅因素，就不会踏空；反之，也有仓位应对突发情况。

机构看好A股后市

事实上，目 前市场 对持股 还是持币 问题，主 要还是 担心假 期外围市 场出现 动荡 ，有 可能对节 后 A股造 成短暂 冲击，但 大方向上 ，还是普 遍看好 春季行 情。

目前来看，上证指数在3100点一线进行技术调整，但市场结构行情火热。 距离春节还有5个交易日时间，中信证券表示，当前市场已阶段性充分反映经济企稳预期、通胀可控以及外部事件进展对人民币汇率的正面影响，预计增量资金流入速率放缓，市场在节前仍有一定惯性，但会从快速上涨和轮动回归到常态。

对于节后市场，安信证券表示，春节后大概率依然维持升势。 国内外环境整体积极，中国经济阶段性企稳，流动性环境整体充裕，年初市场风险偏好较好，市场依然处于震荡向上趋势。 即使在春节前因为流动性边际趋紧等因素使得市场出现短暂休整，在春节后市场大概率依然维持升势。

同样是基于历史规律，国信证券表示，从上证综指的表现来看，一般来讲一季度的3个月当中至少有1个单月是上涨的，而2月份的上涨概率最大。 自2000年至2019年，上证综指2月份上涨概率达到了75%，远高于其他月份。

从中长期看，A股走势也是不乏支撑因素。 平安证券策略研究指出：第一，宏观经济边际企稳，政策延续宽松；第二，资本市场政策不断加码。 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性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市场改革围绕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提升上市公司质量、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法治供给、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等主线展开。 2020年鼓励资本运作，引入长线资金，提升企业质量，市场酝酿中长期投资大机遇；第三，市场不确定性因素在下降，风险偏好明显上移，资金流入力度逐渐加大。

关注科技主线

眼下A股的结构行情，正营造出如火如荼的赚钱效应。 如何精选赛道，获取超额收益，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同时，展望2020年，A股又该如何布局？

国信证券策略研究表示，预计科技板块仍将是后市行情的主攻方向。 一是自主可控与国产替代趋势为国内企业打开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叠加国内政策的积极助力，科技板块将迎来发展良机；二是从基本面来看，科技企业的盈利已经出现了改善，行业未来向上的弹性空间巨大。

华 创 证 券 表 示 ， 关 注 周 期 与 成 长 间 的 平 衡 配 置 ： 首 先 ， 就 市 场 而 言 ， 市 场 风 险 偏 好 有 望 进 一 步 提 升 ， 成 长 与 周 期 双 强 的 格 局 可 能 会 延 续 。 成 长 板 块 关 注 政 策 边 际 改 善 、 估 值 处 于 底 部 的 传 媒 板 块 ， 在 特 斯 拉 、 国 产 替 代 等 概 念 带 动 下 ， 新 能 源 、 电 子 、 计 算 机 等 科 技 板 块 仍 将 表 现 出 对 风 险 偏 好 提 升 的 高 弹 性 ； 其 次 ， 中 游 行 业 结 构 性 补 库 仍 在 延 续 ， 相 对 看 好 家 电 、 汽 车 、 机 械 、 轻 工 等 地 产 竣 工 链 相 关 板 块 ， 强 周 期 板 块 主 要 是 关 注 多 重 逻 辑 共 振 品 种 ， 如 受 益 于 美 元 弱 势 、 地 缘 政 治 风 险 加 剧 的 石 油 石 化 、 有 色 金 属 ， 行 业 格 局 较 好 的 化 工 、 建 材 、 钢 铁 ； 最 后 ， 阶 段 内 主 题 性 机 会 预 计 较 为 活 跃 ， 重 视 资 本 市 场 深 化 改 革 推 进 下 的 非 银 金 融 ， 地 缘 政 治 风 险 加 剧 下 的 军 工 板 块 。

A08

市场扫描 Market

■

2020

年

1

月

17

日 星期五

■

责编：董凤斌 美编：王春燕 电话：

010-63070223

股市有风险，请慎重入市。 本版股市分析文章，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股民据此入市操作，风险自担。

菜籽粕期权期货“双保险”

护航油脂油料产业链

□本报记者 周璐璐

1月16日，菜籽粕期权在郑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郑商所” ）成

功上市。 这是2020年期货市场上市的首个新工具，也是郑商所近两年来

上市的第5个期权品种。

业内人士称，菜籽粕期权上市后，将与郑商所现有的油菜籽、菜籽油

和菜籽粕期货形成有效联动，有利于增强油脂油料行业抗风险能力，助力

行业高质量发展。

上市首日运行良好

从交易情况看，菜籽粕期权上市首日运行良好，交投活跃。

菜籽粕期权首日上市交易RM005、RM007、RM009共3个合约月份

的39个看涨、39个看跌共计78个期权合约。 从成交情况来看，菜籽粕期权

首日总成交量为6737手（单边，下同），持仓量3814手。其中，看涨期权最

活跃合约为RM005C2300，成交量为1089手，持仓量581手，成交额53.48

万元；看跌期权最活跃合约为RM005P2225，成交量为739手，持仓量435

手，成交额33.78万元。 其中，交易量最活跃月份为2005合约，总交易量为

5786手，占总成交量的85.88%。

菜籽粕期权相关产业企业成交首单花落广西晔龙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在上市首日良好交易表现的背后，则是菜籽粕期权良好的市场基础。

郑商所相关负责人介绍，菜籽粕品种现货基础良好、成熟度高，期货市场

运行平稳、功能发挥有效，具备开展期权交易的各项条件。

菜籽粕期货于2012年在郑商所上市交易。 上市以来，菜籽粕期货运行健

康平稳，成熟度不断提高。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截至2019年底，菜籽粕

期货法人客户数比去年同期增长21%， 期现相关系数及套期保值效率达

到0.99和97.83%，基差点价已经成为现货市场定价和贸易的主要方式，产

业链企业普遍利用菜籽粕期货管理风险。 在中国证监会近两年组织的功

能评估中，菜籽粕期货一直位列农产品前三。

“我们欣喜地看到，菜籽粕期货运行平稳有序，功能有效发挥。 菜籽

粕期货价格指导性强，为产业上中下游提供了定价基准。 ” 中国植物油行

业协会副会长张甲亮在菜籽粕上市活动上表示。 目前国内进口菜籽加工

企业和饲料贸易企业几乎全部参与期货市场套期保值，期货“点价” 交易

活跃且成熟，成为油脂及饲料企业广泛采用的贸易模式。

企业避险需求旺盛

油菜籽经过机械压榨提取油脂后的残渣称为菜籽饼， 而菜籽饼经过

溶剂浸出进一步提取剩余油脂后余留的残渣便称为菜籽粕。

菜籽粕与生活密切相关，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菜籽粕是

一种重要的饲料蛋白原料，菜籽粕在水产饲料中使用最为广泛，由于其蛋

白质氨基酸组成合理，价格便宜，在家禽饲料、猪饲料和反刍动物饲料中

都得到使用。作为我国重要的油料作物之一，菜籽油是我国自产的第一大

植物油，多年来，我国菜籽粕产销量均位居世界前列。

不过，受市场形势、水产养殖具有淡旺季等因素影响，菜籽粕价格波

动频繁，产业链企业避险需求旺盛。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信息服务处处长张立伟表示， 就目前菜籽和菜籽

粕市场的供应结构而言，“进口菜籽占较大比重， 受国际市场形势影响，

去年菜籽进口量大幅下滑，预计去年全年进口量约270万吨，比上一年的

476万吨减少了逾200万吨。 预计今年进口量将继续下滑。 虽然近两年加

大了对菜籽粕的进口，但菜籽粕供应量整体仍在减少。这就导致饲料养殖

企业逐渐在降低菜籽粕的用料，对菜籽粕相关企业造成冲击。 ”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说，在行业不景气背景下，融资难是一个很难

避讳的问题。 只用期货进行套保的话，会占用大量资金，菜籽粕期权的上

市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能充分分配资金的机会。 ” 防城港澳加粮油工业有

限公司销售副总监孙亚峰表示。 据孙亚峰介绍， 澳加粮油位于广西防城

港，拥有菜籽、大豆双榨生产线。孙亚峰指出，由于防城港地区没有设菜籽

粕交割库，菜籽粕销售压力较大，因此希望交易所在今年能扩大交割库的

数量和范围。

形成多层次避险体系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市场形势，菜籽粕市场价格波动频繁，油脂

行业风险管理体系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上市菜籽粕期权可谓恰逢其

时。”张甲亮说道，“作为一种高效的价格保险工具，菜籽粕期权能够满足

企业个性化和精细化的风险管理需求，降低套保成本，增强行业抗风险能

力，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 ”

郑商所监事长熊伟在上市活动上表示，菜籽粕期权的上市，将与郑商

所现有的菜籽油和菜籽粕期货形成有效联动， 有利于完善油脂油料产业

风险管理体系，满足实体企业个性化、多样性的风险管理需求；有利于形

成更加合理的期货价格，完善以市场为导向的菜籽粕价格形成机制，不断

增强菜籽粕期货价格权威性，进一步提升郑商所市场服务水平。

同时，张甲亮表示，我国油脂加工及饲料企业生产与经营规模小，资

金压力大，抗风险能力弱，更加需要利用期权管理风险。 广大产业企业应

正确认识、积极学习并合理运用期权工具，在建立健全相关内控制度的基

础上，积极探索风险管理新途径和新模式。

熊伟在上市活动上还表示，下一步郑商所将把防控市场风险放在突

出位置，加强对菜籽粕期货期权的监测监控，完善风险研判工作机制和

风险处置预案，及时化解风险隐患，促进市场平稳运行。坚持依法依规监

管，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市场公平公正。 此外，郑商所将根

据产业需要和市场运行情况， 研究将进口菜籽粕纳入期货交割范畴，积

极引导实体企业利用好期货期权两个工具、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助力企

业稳健经营。

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商品指数（1月16日）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1月16日）

大宗商品价格短期高位运行

□本报记者 张利静

海关总署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9年我国对原油、铁矿砂、天然气、大

豆等主要大宗商品的进口量整体提升。

分析人士认为， 在大宗商品价格见底预

期及工业补库存预期下， 大宗商品进口

量价齐升，结合基本面来看，预计1月份

商品价格将维持高位。

进口量价齐升

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我

国外贸进出口规模逐季攀升，12月份当

月更是达到3.01万亿元， 同比增速达

12.7%。 2019年全年铁矿砂、原油、天然

气、大豆等大宗商品进口量增加，其中，

12月主要原材料进口量均有明显上升，

进口均价也显著提升。

具体来看，2019年，我国进口铁矿砂

10.69亿吨， 增加0.5%； 进口原油5.06亿

吨，增加9.5%；进口天然气9656万吨，增

加6.9%；进口大豆8851万吨，增加0.5%。

此外，肉类产品进口增长比较快，全年进

口猪肉210.8万吨， 增加75%； 进口牛肉

165.9万吨，增加59.7%。 其中，仅在12月，

我国铁矿砂的购买量就达1.013亿吨，较

2019年11月增长11.8%，同比增长16.9%，

创下近27个月来单月最高进口纪录。

值得一提的是， 进口大宗商品中的

“大块头”———石油、铁矿砂2019年进口

总金额分别达到了 2413.2亿美元和

1014.62亿美元， 分别占进口总额的

11.62%和4.89%。

东莞证券研究指出，2019年12月主

要原材料进口量明显上升的背后， 主要

有三方面原因：首先，2019年11、12月国

内PMI数据持续超预期， 显示国内需求

提升， 提振了部分原材料和能源产品进

口的需求。 具体来看，集成电路、原油、农

产品、铁矿砂、铜矿砂、初级塑料、成品油

等进口增幅均出现显著提高；其次，部分

大宗商品进口均价上涨， 也推动了进出

口；最后，2018年同期基数较低，也推动

了2019年12月进口增速超预期。

1月份难现明显回落

广发证券分析师郭磊则表示， 进口

增速显著偏高，其中部分源于基数。但值

得注意的是铜、铁矿砂、钢材、集成电路

等进口数量似乎明显超过基数影响，应

反映出对大宗品价格见底的预期， 以及

对工业补库存的预期。

从2019年12月份大宗商品走势来

看， 文华财经数据显示，12月工业品、农

产品期货指数涨幅分别为2.42%、2.21%。

分品种来看，12月铁矿石期货指数上涨

3.36%，国内原油期货指数上涨4.49%，燃

料油期货指数上涨14.11%， 沪铜指数上

涨3.91%，豆一期货指数上涨9.01%。

从宏观层面看，郭磊分析，目前出口

订单指标初步企稳， 在低基数和部分关

税取消的滞后影响下，2020年上半年应

不至于进一步变差。 而固定资产投资修

复也已有初步迹象， 开年以来专项债密

集发行，目前已近7000亿元，且投向基建

比例大幅提高。 预计后续经济企稳概率

进一步上升。 PMI、BCI等指标均显示中

国经济在2019年10-12月有初步企稳迹

象，而人民币汇率也自2019年9月以来逐

步升值。

结合大宗商品基本面来看， 东莞证

券研究认为，预计1月份商品价格可能保

持高位。一方面，传统春节期间是猪肉消

费旺季， 生猪供应又存在6个月的圈养

期，海外供应也存在量能不足的情况，这

仍可能导致节日期间出现一定的供需紧

张，猪价将持续高位运行；另一方面，地

缘政治风险加大， 原油供应不确定性增

加， 成品油价格上涨将对非食品价格产

生上行动力。

“补水” 超万亿 流动性投放将持续

□本报记者 罗晗

1月15日和16日， 央行公开市场投

放量合计达7000亿元， 加上6日降准释

放的超8000亿元长期资金， 年初 “补

水” 已超万亿。 分析人士测算，1月资金

缺口超3万亿元，未来央行流动性投放料

将继续。

两天发7000亿“红包”

央行16日早间公告称， 为对冲税期

和现金投放高峰， 维护春节前银行体系

流动性合理充裕， 当日开展了3000亿元

14天期逆回购操作。 15日央行刚刚开展

过3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

和1000亿元14天期逆回购操作，两日公

开市场投放规模达7000亿元。

得益于上年末财政资金投放和新年

及时降准， 本月上旬资金面一度相当宽

松。不过，随着税期高峰到来以及政府债

券发行缴款规模陡增，资金面露出“难

色” ， 春节脚步渐近也让跨节资金价格

飙涨。

粤开证券固定收益分析师钟林楠

表示， 本周初资金面明显收紧。 一方

面，在前期较低资金利率环境下，不少

投资者采用了加杠杆的策略，银行间质

押式回购成交量一度突破4万亿元，滚

动续做的需求较强；另一方面，临近春

节，居民和企业的取现需求加大，加上

缴税、地方债发行走款等因素吸收流动

性，导致银行体系流动性收紧，引发资

金面紧张。

从货币市场利率走势上看， 隔夜

Shibor自1月6日开始持续上涨， 于15日

涨至2.65%，7天Shibor也在同日涨至近

期高点， 超过2.7%。 自10日起，14天

Shibor作为跨春节假期资金， 也持续上

行，15日涨至3%以上。 非银和中小机构

资金面更是紧张， 上交所GC007飙升至

3.25%。 货币中介机构数据显示，14日全

市场资金面情绪指数从此前的40飙升

至70。

近期地方专项债发行提速， 推高了

缴款规模，成为一大“吸金”因素。Wind

数据显示， 截至16日，1月政府债券缴款

规模合计近万亿元，17日-22日，政府债

券待缴规模仍有4000多亿元。

仍有超万亿元资金缺口

算上6日降准释放的8000多亿元长

期资金，1月份央行“补水” 已达1.5万亿

元。不过，据机构测算，1月总资金缺口超

3万亿元。

中信证券明明团队指出， 后续银行

体系流动性仍面临着地方债发行提速的

影响， 而春节前后居民现金需求一般会

延续到元宵节前后， 且春节后仍然有地

方债发行高峰。 从弥补春节前流动性缺

口的角度看， 预计央行仍将持续开展逆

回购操作增加节前流动性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1月23日还有一笔

2575亿元定向中期借贷便利（TMLF）

到期， 正处春节假期前夕以及LPR报

价日后三天。 鉴于去年四季度央行并

未如市场预期那样开展TMLF操作 ，

此次会否续做以及何时续做都留有较

大悬念。

明明团队认为， 在TMLF利率优

势下各大银行仍然有续做动力， 不排

除TMLF会在续做的基础上再新做一

定量的可能性。此外，央行已连续两年

在春节前实施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动态

考核，但由于今年春节较早，普惠金融

定向降准会否在春节前落地存在不确

定性。

□本报记者 牛仲逸

各方看法存分歧

对于上述问题，目前市场看法存在

一定分歧，可分为持股派、持币派和既

持股又持币派。

持股派大多是以历史数据为支

撑。 粤开证券表示，春节前后A股大概

率上涨。 统计2001年以来，春节前后的

涨跌情况， 可以清晰看到，A股存在非

常明显的“春节行情” 效应：春节前5

个交易日，A股上涨概率达84%； 春节

后5个交易日，上涨概率达79%，也就

是说， 持股过春节是一个统计意义上

占优的策略。

也有市场观点认为，从流动性和风

险偏好角度看，支持持股过节。 就宏观

流动性而言，银行往往在年底控制信贷

规模，元旦过后的一季度则是信贷高峰

期。 就股市流动性而言，经过上年底的

业绩考核后，基金在一季度进入调仓和

建仓的高峰期， 增量资金入市概率增

加。 就风险偏好而言，春节之后重要会

议召开在即，政策密集出台的预期及落

地有助于提振市场情绪。

在持币派中， 一方面认为节假日

期间，外围市场存在不确定性，或对节

后A股造成一定冲击。 另一方面，则是

基于当前市场走势分析。 巨丰投顾认

为，在市场预期基本实现下，短期上行

动能衰减， 且技术面发出阶段顶部的

信号。

国盛证券投资顾问刘锦表示，随着

春节假期的临近，公募基金可能面临赎

回，给市场造成一定下行压力，市场参

与度也开始降温，节前观望情绪开始抬

头。 主力资金净流向也开始表现为回

笼，说明持币过节意愿逐渐强烈。

也有市场人士采取一种折衷的策

略，既维持一部分仓位，又保留部分现

金。 这样如果假期期间外围市场没有黑

天鹅因素，就不会踏空；反之，也有仓位

应对突发情况。

机构看好A股后市

事实上， 目前市场对持股还是持

币问题， 主要还是担心假期外围市场

出现动荡，有可能对节后A股造成短暂

冲击，但大方向上，还是普遍看好春季

行情。

目前来看，上证指数在3100点一线

进行技术调整， 但市场结构行情火热。

距离春节还有5个交易日时间， 中信证

券表示，当前市场已阶段性充分反映经

济企稳预期、通胀可控以及外部事件进

展对人民币汇率的正面影响，预计增量

资金流入速率放缓，市场在节前仍有一

定惯性，但会从快速上涨和轮动回归到

常态。

对于节后市场， 安信证券表示，春

节后大概率依然维持升势。 国内外环境

整体积极，中国经济阶段性企稳，流动

性环境整体充裕，年初市场风险偏好较

好，市场依然处于震荡向上趋势。 即使

在春节前因为流动性边际趋紧等因素

使得市场出现短暂休整，在春节后市场

大概率依然维持升势。

同样是基于历史规律，国信证券表

示，从上证综指的表现来看，一般来讲

一季度的3个月当中至少有1个单月是

上涨的， 而2月份的上涨概率最大。 自

2000年至2019年，上证综指2月份上涨

概率达到了75%，远高于其他月份。

从中长期看，A股走势也是不乏支

撑因素。 平安证券策略研究指出：第一，

宏观经济边际企稳， 政策延续宽松；第

二，资本市场政策不断加码。 资本市场

改革的重要性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

度， 市场改革围绕建立多层次资本市

场、提升上市公司质量、推进高水平对

外开放、加大法治供给、推动中长期资

金入市等主线展开。2020年鼓励资本运

作，引入长线资金，提升企业质量，市场

酝酿中长期投资大机遇；第三，市场不

确定性因素在下降， 风险偏好明显上

移，资金流入力度逐渐加大。

关注科技主线

眼下A股的结构行情，正营造出如

火如荼的赚钱效应。 如何精选赛道，获

取超额收益，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同时，

展望2020年，A股又该如何布局？

国信证券策略研究表示，预计科技

板块仍将是后市行情的主攻方向。 一是

自主可控与国产替代趋势为国内企业

打开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叠加国内政策

的积极助力， 科技板块将迎来发展良

机；二是从基本面来看，科技企业的盈

利已经出现了改善，行业未来向上的弹

性空间巨大。

华创证券表示， 关注周期与成长

间的平衡配置：首先，就市场而言，市

场风险偏好有望进一步提升，成长与

周期双强的格局可能会延续。 成长板

块关注政策边际改善、估值处于底部

的传媒板块，在特斯拉、国产替代等

概念带动下，新能源、电子、计算机等

科技板块仍将表现出对风险偏好提

升的高弹性；其次，中游行业结构性

补库仍在延续，相对看好家电、汽车、

机械、 轻工等地产竣工链相关板块，

强周期板块主要是关注多重逻辑共

振品种，如受益于美元弱势、地缘政

治风险加剧的石油石化、 有色金属，

行业格局较好的化工、建材、钢铁；最

后， 阶段内主题性机会预计较为活

跃，重视资本市场深化改革推进下的

非银金融，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下的军

工板块。

市场各方激辩持股还是持币

沪指春节后十年九涨

� 持股还是持币过

节， 这是历年春节前投

资者比较关心的问题。

2020年春节即将到来，

这一问题再次成为市

场关注热点。 据统计，

近十年来，上证综指春

节后5个交易日有九年

累计上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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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2.17 978.53 971.42 975.72 -1.74 975.58

易盛农基指数 1281.92 1287.26 1279.37 1282.87 -2.99 1282.55

指数名 开盘 收盘 最高价 最低价 前收盘 涨跌

涨跌幅

(%)

商品综合指数 91.62 91.44 0.18 0.2

商品期货指数 1074.48 1076.07 1078.95 1074.09 1074.13 1.94 0.18

农产品期货指数 887.91 887.99 889.57 886.58 888.19 -0.2 -0.02

油脂期货指数 535.4 530.75 537.13 530.07 535.67 -4.92 -0.92

粮食期货指数 1187.25 1195.48 1195.6 1185.47 1187.07 8.41 0.71

软商品期货指数 791.34 795.84 797.64 790.87 791.79 4.06 0.51

工业品期货指数 1117.08 1119.04 1122.98 1116.86 1116.41 2.63 0.24

能化期货指数 640.99 639.46 643.24 638.59 641.1 -1.64 -0.26

钢铁期货指数 1416.07 1417.63 1426.8 1413.32 1415.08 2.55 0.18

建材期货指数 1146.95 1159.45 1159.45 1146.91 1146.85 12.6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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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春节前后五个交易日沪指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