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类期货大涨

汇率因素助攻“商品风暴”

本报记者 张利静 马爽

周一大宗商品市场延续10月首个交易日的氛围，再次刮起“多头风暴” 。 贵金属、化工品及农产品期货纷纷掀起大涨行情。

业内人士表示，本轮工业品、农产品期货虽然同步大涨，但其背后逻辑有所不同，此外，近期汇率波动因素也进行助攻。 随着内盘对“十一”长假期间外盘表现的跟涨行情进入尾声，市场内在逻辑有望继续强化。

短纤首日表现惊艳

文华财经数据显示，截至12日下午15时收盘，首日在郑州商品交易所挂牌交易的短纤期货以8%的涨幅封死涨停；贵金属板块中，沪银期货主力合约大涨5.08%；化工品除短纤期货之外，LPG、NR期货主力合约分别涨4.49%、4.06%；农产品中，棉花期货一度触及涨停，最终上涨5.28%，棉纱、菜粕、

菜籽期货主力合约涨幅也均超4%。

短纤期货上市首日表现可谓惊艳，涨幅力压一众多头品种。 截至当日收盘，短纤期货首批上市的5个合约全部封板涨停，日内涨幅均为8%。 其中主力合约PF105以5832元/吨收盘，成交51327手，持仓量19362手；主力合约全天成交总额约14.9亿元。

农产品期货两个交易日连续大涨，引人注目。 业内人士表示，跟涨外盘、天气炒作及基本面改善是本轮农产品多头行情的主要助推因素。

农产品看供给，工业品看需求。 近期商品行情依然符合这一规律。 工业品方面，分析人士认为，经济复苏、行业景气改善、现货价格提升则是该板块走强的主要支撑。 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指出，整体工业行业景气度向好。 该机构在10月12日的最新报告中延续了对原油、基本金属及农产品（玉

米）的看多观点。

隐蔽的多头助攻

中国是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中举足轻重的角色。 近期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因素，在一些分析师看来，暗中为商品市场风暴增添了助力。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员李彦森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人民币升值对大宗商品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国内外贸易较为活跃、供给和定价较为依赖海外的原材料方面，例如石油、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部分农产品等。 另外，上述原材料的下游产品如塑料等多个石化品种，也受到价

格传导的影响。 与此同时，金、银等贵金属本身金融属性较强，也会受到汇率波动的明显影响。

“其逻辑主要有两方面。 ”李彦森进一步解释说：“一是国内外同一品种期货或现货的定价中含有汇率因素，一旦汇率价格变动，套利活动将导致内外价差变动。 此外，人民币持续升值后，将影响国内企业进口原材料的成本，间接影响需求，而从基本面上影响供需和商品价格。 ”

“汇率波动对大宗商品的影响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分别是商品贸易、供需平衡、边际影响。”中信期货研究部金融期货组的姜婧对中国证券报记者分析说，首先，大宗商品多以美元定价，人民币升值有利商品进口需求释放。企业进口货物一般开具信用证，三到六个月不等，如果人民币单边升值幅度较大，可能会引发融资

性进口需求。对于全球性大宗商品，例如有色金属，投资性需求增加会推升商品需求量，进而推升海外商品价格。 不过，尽管海外商品价格受到需求支撑，但国内商品市场的逻辑并不相同，国内以人民币计价的商品价格会承压，并弱于海外市场。 其次，进口增加会加大国内的供给预期，间接影响商品供需平衡。 同时，对于依赖

出口贸易型的企业如纺织企业，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成本上升，不利出口预期，进而压制原料端以PTA为代表的相关大宗商品的需求。 另外，并不是所有大宗商品的价格都会受到汇率影响，汇率对于“寡头型”市场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李彦森表示，对于商品期货而言，汇率波动带来的损益相对商品价格本身的波动较小，还是应该以各商品的基本面逻辑为主。

商品走势取决自身基本面

中信期货分析师刘高超表示：“节前，受资金避险离场等因素的影响，多数商品明显走弱，假期期间在宏观情绪及疫情影响下，外盘市场总体呈现先抑后扬，节后内盘商品补涨明显。 在对假期外盘走势做出反应后，内外盘市场将重回同一起跑线，宏观、疫情因素或继续主导工业品走势，天气、需求或继续主宰多数农产品的命运。 ”

汇率方面，浙商期货宏观金融主管沈文卓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短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变化通常会对大宗商品市场形成情绪方面的影响，尤其是以人民币定价的商品，但从中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对大宗商品的影响有限，后期商品走势仍将取决于自身的基本面。

“短期看，前期人民币单边快速升值的势头可能会有所放缓，有结汇需求的企业可以把握机会。 中长期看，人民币仍然具备升值基础 。 大宗商品投资方面，如果人民币汇率出现快速单边趋势 ，则可能出现内外盘套利机会。 ” 姜婧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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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10月12日）

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商品指数（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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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4 86.7 0.44 0.5

商品期货指数

1172.53 1181.9 1184.72 1169.58 1169.46 12.44 1.06

农产品期货指数

937.23 954.8 957.87 936.74 936.98 17.82 1.9

油脂期货指数

587.77 600.19 602.66 586.76 586.5 13.7 2.34

粮食期货指数

1544.95 1564.77 1570.11 1530.89 1544.95 19.82 1.28

软商品期货指数

695.31 714.14 716.45 695.31 695.28 18.86 2.71

工业品期货指数

1185.01 1191.97 1194.04 1179.92 1182.26 9.71 0.82

能化期货指数

527.05 535.2 536.57 526.99 527.11 8.09 1.53

钢铁期货指数

1755.27 1752.41 1758.33 1743.45 1752.07 0.34 0.02

建材期货指数

1246.2 1251.23 1251.95 1242.91 1244.04 7.19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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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3.89 984.99 953.89 981.53 32.68 974.72

易盛农基指数

1267.66 1304.75 1267.66 1300.78 39.63 1291.32

资金踊跃流入A股 机构看好金秋行情

□本报记者 吴玉华

10月12日，A股市场出现放量普涨行

情。 上证指数上涨2.64%，深证成指上涨

3.15%，创业板指上涨3.91%。当日两市成

交额进一步放大， 沪市成交额为3557亿

元，深市成交额为6157亿元。 Wind数据

显示，资金正踊跃流入A股，10月9日融资

余额增加107.37亿元，10月头两个交易日

北向资金净流入247.78亿元。

分析人士表示，A股市场情绪明显回

暖，政策支撑对于市场情绪起到了明显的

提振作用， 在多重利好因素催化之下，市

场有望延续强势。

A股放量普涨

12日，两市上涨个股数达3824只，88

只个股涨停，仅有163只个股下跌，3只个

股跌停。

Wind数据显示，A股总市值从10月9

日收盘时的77.94万亿元增长至12日收盘

时的80.14万亿元， 总市值增长2.2万亿

元。 10月头两个交易日，A股总市值增长

近4万亿元。

12日，申万一级28个行业全线上涨，

国防军工、计算机、食品饮料行业涨幅居

前，分别上涨4.06%、4.04%、3.95%，涨幅

最小的钢铁行业也上涨1.46%。

当日概念板块也全线上涨， 锂电负

极、充电桩、数字货币板块涨幅居前，均涨

逾6%，特高压、半导体、金融科技等板块

涨逾5%， 涨幅最小的概念板块———造纸

板块上涨0.87%。

方正证券表示，市场上涨受到四方面

因素催化： 一是国内经济复苏的态势较

好，从宏观经济数据和国庆假期期间的线

下消费数据来看， 内需边际依然向好；二

是资本市场的重要性显著提升，对于促进

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吸引中长期资金入市

具有重要意义；三是各领域相关规划的预

期持续升温；四是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紧缩

预期有所缓解，此外央行决策层强调保持

流动性合理充裕，流动性进一步收紧的时

间点或将推后。

资金大举流入

市场上涨背后， 离不开资金的助推，

10月以来，资金积极流入A股市场。

Wind数据显示， 继10月9日净流入

112.67亿元后，12日北向资金再度大买A

股，全天净流入135.11亿元，其中沪股通

资金净流入69.84亿元， 深股通资金净流

入65.27亿元。

同时， 融资客节后也在积极加仓，

Wind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两市融资

余额报13994.84亿元， 当日增加107.37

亿元。

从主力资金来看，Wind数据显示，继

10月9日主力资金净流入255.47亿元后，

12日主力资金净流入212.02亿元，其中沪

深300主力资金净流入134.30亿元。 从行

业板块情况来看，12日的非银金融、电

子、 银行行业主力资金净流入金额居前，

分别净流入67.57亿元、32.29亿元、30.71

亿元；传媒、公用事业、农林牧渔行业主力

资金净流出金额居前，分别净流出9.19亿

元、2.50亿元、1.77亿元。

从个股情况来看，Wind数据显示，

12日的中国平安、东方财富、中信证券主

力资金净流入金额居前， 分别净流入

13.04亿元、9.34亿元、7.62亿元。 此外，五

粮液、兴业银行、中芯国际、招商银行等4

只个股主力资金净流入超5亿元。

开启金秋行情

中信证券表示，外围不确定性逐渐落

地，国内的确定性不断提高，经济基本面

的向好将驱动增量资金入场，推动A股10

月突围，开启一轮中期慢涨行情。

国泰君安证券表示，酝酿和布局时期

已经完成，接下来就是金秋行情开启的时

刻，也是市场趁势走好的黄金时期。

安信证券表示，当前阶段A股公司的

业绩预期将继续上修，流动性预期将趋于

平稳，市场风险偏好有望得到提振，人民

币汇率将维持强势，A股市场已重回震荡

向上趋势。

兴业证券表示，随着内外部环境积极

变化，风险偏好提升窗口期出现，有助于

市场改变前期较为低迷的情绪，提升投资

者风险偏好。

对于市场配置，中信证券表示，10月

建议重点关注顺周期板块和科技龙头，顺

周期板块主要包括受益于全球经济复苏

和弱美元的有色和化工，以及国内消费强

劲修复的可选消费板块，科技领域重点关

注新能源汽车和消费电子等。

金融活水润泽

黑土地“脱贫”有底气

□本报记者 周璐璐

9月份的东北平原秋高气

爽，金黄碧绿交相辉映的田野间

可以嗅到丰收的气息。 “东北平

原是世界仅有的四大黑土区之

一，土壤肥沃，可谓是‘一两土二

两油’ 。 ” 日前赴黑龙江和吉林

调研时，当地一位期货从业人员

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黑龙江和吉林是我国黑土地

的集中分布区。 不过，一些以农

业为支柱产业的地区 “靠天吃

饭”特征依然明显。近几年，随着

“保险+期货” 项目试点的落地，

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得以规避，

农民收入有所保障，东北地区不

少国家级贫困县顺利“脱贫” 。

农户风险意识提升

“我现在自己种地， 全家的

地今年全种了大豆，同时在门前

小菜园种了点玉米，养了一些鹅，

一年收入大概能有一万多块

钱。 ” 黑龙江省海伦市前进乡东

兴村农户汲春生对中国证券报记

者说。

汲春生是2014年建档立卡

的贫困户，数年前妻子突发脑梗，

让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陷入贫

困。 被评定为贫困户后，在当地

政府的帮助下，汲春生加入当地

的小菜园、小农场等产业项目，近

两年参与大连商品交易所的“保

险+期货” 项目，于2019年正式

脱贫。 在汲春生家里可以看到，

门前菜园里的玉米已经收割，十

余只鹅在院子里踱步，自留的玉

米和辣椒挂满了菜园的门栏。

谈及农业风险，汲春生感触

颇深：“前年下雨刮风，地里种的

大豆大片倒伏，那年我家的地减

产了约三成， 减产大概一千多

斤。 ” 幸运的是，汲春生及时参加

了“保险+期货”项目。 “保险赔

付了一些钱，直接打到了银行卡

里。 这保险挺好，没白上”说到这

里，汲春生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

容：“明年如果还有 ‘保险+期

货’ 项目，我一定还参加。 ”

据海伦市数字农业指挥中心

负责人刘中华介绍，汲春生所在

的海伦市，农民整体对保险的认

识程度较高，“我们全市共有465

万亩土地， 今年参与 ‘保险+期

货’ 项目的便有300万亩” 。

在距离海伦市约五百公里

的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川县，农

户的风险管理意识也愈来愈强。

据桦川县苏家店镇新胜村合作

社理事长王大江介绍：“我们合

作社玉米种植总面积约为5.1万

亩，去年投保3.6万亩，今年投保

面积扩大到了4.5万亩。 去年是

鲁证期货和合作社一起向农户

普及保险知识， 但农户仍有疑

惑。 经过一年的广泛宣传，农户

对保险的认识增强了，全部是自

愿投保” 。

“保险+期货”助力脱贫

近几年，“保险+期货” 项目

试点遍地开花，已成为贫困县、贫

困户脱贫的利器。

“自2017年以来， 南华期货

以‘保险+期货’ 为抓手帮扶国

家级贫困县海伦市，到现在已经

是第四个年头了。 从最初的‘价

格险’ 到后来的‘收入险’ ，从刚

开始的7万亩小规模区域， 到后

来的152万亩大范围覆盖， 历年

项目总体产生赔付超过1亿元，

通过县域覆盖项目，助力海伦市

在2020年2月正式脱贫。”南华期

货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唐启军

介绍。

对于“保险+期货” 项目近

几年的开展情况， 唐启军进一步

表示，经过连续多年试点，“保险

+期货” 社会认同及参与度不断

提高， 同时参与机构的风险管理

能力和服务水平在实践中不断提

升。更重要的是，这些项目的持续

实施， 也改变了当地相关部门和

机构的支农、惠农习惯；同时还吸

引了资本市场的关注， 引导多元

化资金共同关注农业产业的发

展。“特别是贫困县域，既能保证

贫困户最低收入，实现精准扶贫，

更有助于带动其他农户采用最经

济的农业新模式保值增收。 ” 唐

启军说道。

据了解， 桦川县曾是国家级

贫困县， 也是国家级产粮大县。

2016-2019年连续四年与鲁证期

货、 人保财险合作开展大商所

“保险+期货”试点项目。 桦川县

虽然在2019年初脱离贫困县序

列， 但当地农户的收入稳定性仍

较为脆弱。 据桦川县梨丰乡昌盛

现代农机合作社理事长王延龙介

绍，2019年黑龙江地区出现洪涝

灾害， 桦川地区受灾情况较为严

重。“但是有了‘保险+期货’ ，合

作社不但没赔， 还赚了20多万

元。 这就是‘保险+期货’给我们

带来的好处。 ”

据鲁证期货相关负责人介

绍，2019年鲁证期货在桦川县实

现了玉米收入险的县域全覆盖，

覆盖玉米种植面积32.75万亩。

项目到期后， 最终理赔总额

8787.31 万 元 ， 赔 付 率 高 达

376%，用实际效果证明了“保险

+期货” 助力贫困地区夯实脱贫

成果的有效性。

多方期盼试点扩容

随着项目试点的逐步推广，

“保险+期货”已成为规避农业风

险，助力农户“脱贫” ，防止“返

贫” 的重要抓手。 与此同时，期盼

试点扩容的声音也越发强烈。

据了解，期货交易所联合期

货公司、 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

已开始探索 “保险+期货+订

单”“保险+期货+银行” 等多

种模式。 在2019年开展的海伦

市大豆县域覆盖项目中，“保底

赔付+熊市价差” 的策略最大程

度提高对冲效果， 保障了项目

中保险产品价格风险分散环节

的保值范围， 有效降低了保险

产品中的期权成本， 提高了期

权费的使用效率。

“期望‘保险+期货’ 的品种

更加丰富，比如水稻、大豆等其他

作物都能参与进来， 进一步保障

农民的基本收益。 ”王延龙说。

对于在多年 “保险+期货”

推广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和问题，

唐启军也提出了建设性的观点。

第一， 进一步完善农产品期权品

种， 上市更多农产品期货和期权

品种，丰富“保险+期货” 的风险

转移渠道与工具， 减少场外对冲

成本。

第二，近年来开展的“保险+

期货” 试点项目均由期货交易所

牵头，若未来扩大服务范围，还需

引入中央财政资金，形成长效、稳

定的运作机制，由中央财政、地方

财政及参保人共同承担。

第三，加大力度推广“收入

保险” ， 进一步分散价格及产量

下跌的风险，综合保障农民收益，

从而逐渐替代现有的产量保险。

第四， 进一步做好期货基础

知识的普及培训， 只有为农户做

好基础培育， 才能更好地探索基

差采购等创新试点。

前三季净增持超7000亿元 海外机构加仓中国债券

□本报记者 罗晗

数据显示，截至9月末，海外机构持有

的中国债券面额已超2.9万亿元。 今年以

来，海外机构增持力度明显提升且逐季加

大， 前三季度净增持中国债券超7000亿

元，较去年同期的净增持规模几乎翻番。

分析人士认为，从制度便利、中外利

差、汇率走势等因素来看，中国市场的吸

引力进一步提升， 预计第四季度海外资

金仍将加速流入。

迈向三万亿大关

海外机构持有的中国债券面额正逼

近3万亿元大关。 12日，债券通公布的数

据显示，截至2020年9月末，海外机构累

计持有中国债券2.94万亿元人民币， 较8

月末增加1375亿元人民币， 持有量约占

中国债券市场余额的2.96%。

从债券品种看，9月海外机构主要增

持国债770亿元人民币、 政策性金融债

481亿元人民币；同时，海外机构对商业

银行债券和中期票据也有所增持，增持量

分别为71亿元和49亿元人民币。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 从结构来

看， 海外机构持有的利率债占80%以上。

其中，国债占近六成，政策性银行债占近

三成。持有规模超千亿元的品种还有同业

存单。 此外，据上海清算所数据，截至9月

末，海外机构持有的中期票据超过900亿

元，4月份以来连续6个月保持增长态势。

增持力度加大

今年以来，外资增持中国债券的力度

明显加大。 据月度数据汇总，前三季度，

海外机构累计净增持7526亿元中国债

券，远超去年同期的3869亿元。

虽然遭遇疫情冲击， 海外机构第一

季度增持力度仍较去年同期提升， 当季

累计净增持733亿元， 去年同期仅为300

多亿元。 第二季度，中国疫情防控取得成

效，经济复苏势头良好，海外机构加大增

持力度，当季净增持2465亿元。

第三季度， 海外机构发力更猛，连

续三个月单月净增持超千亿元中国债

券，当季累计增持约4328亿元。 在此期

间， 中国经济复苏已在全球范围内领

先；海外主要经济体仍在实施超宽松货

币政策，中外利差进一步提升，中美10

年期国债利差从年初的约120基点扩大

至9月末的逾240基点；此外，人民币对

美元汇率在7月进入快速升值通道，9月

中下旬虽有所回调，但从第三季度整体

来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呈现大幅升值

态势。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季度末，富时罗

素宣布，中国国债被纳入富时世界国债指

数（WGBI）。 继被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

综合指数（BBG）、摩根大通全球新兴市

场多元化指数（GBI-EM）之后，中国债

券敲开了又一国际债券指数的大门。

中金公司发布的报告预计，海外机

构在中国债券市场中的份额将持续提

高， 可能从目前的个位数提升到10%

-20%的水平， 而当前海外机构持有的

中国债券占中国债券市场余额的比例

还不到3%。 未来，外资持有的中国债券

规模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当前，从各种

因素来看，中国市场的吸引力正在进一

步提升。

□本报记者 张利静 马爽

短纤首日表现惊艳

文华财经数据显示，截至12日下午

15时收盘，首日在郑州商品交易所挂牌

交易的短纤期货以8%的涨幅封死涨停；

贵金属板块中，沪银期货主力合约大涨

5.08%； 化工品除短纤期货之外，LPG、

NR期货主力合约分别涨4.49%、4.06%；

农产品中，棉花期货一度触及涨停，最终

上涨5.28%，棉纱、菜粕、菜籽期货主力

合约涨幅也均超4%。

短纤期货上市首日表现可谓惊艳，

涨幅力压一众多头品种。截至当日收盘，

短纤期货首批上市的5个合约全部封板

涨停，日内涨幅均为8%。 其中主力合约

PF105以5832元/吨收盘， 成交51327

手，持仓量19362手；主力合约全天成交

总额约14.9亿元。

农产品期货两个交易日连续大涨，

引人注目。 业内人士表示，跟涨外盘、天

气炒作及基本面改善是本轮农产品多头

行情的主要助推因素。

农产品看供给，工业品看需求。 近

期商品行情依然符合这一规律。 工业品

方面，分析人士认为，经济复苏、行业景

气改善、现货价格提升则是该板块走强

的主要支撑。 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指出，

整体工业行业景气度向好。 该机构在10

月12日的最新报告中延续了对原油、基

本金属及农产品（玉米）的看多观点。

隐蔽的多头助攻

中国是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中举足轻

重的角色。近期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因素，

在一些分析师看来，暗中为商品市场风

暴增添了助力。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

员李彦森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人民

币升值对大宗商品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国

内外贸易较为活跃、供给和定价较为依

赖海外的原材料方面，例如石油、黑色金

属和有色金属、部分农产品等。 另外，上

述原材料的下游产品如塑料等多个石化

品种， 也受到价格传导的影响。 与此同

时，金、银等贵金属本身金融属性较强，

也会受到汇率波动的明显影响。

“其逻辑主要有两方面。”李彦森进

一步解释说：“一是国内外同一品种期

货或现货的定价中含有汇率因素， 一旦

汇率价格变动， 套利活动将导致内外价

差变动。 此外，人民币持续升值后，将影

响国内企业进口原材料的成本， 间接影

响需求， 而从基本面上影响供需和商品

价格。 ”

“汇率波动对大宗商品的影响可以

从三个方面来看，分别是商品贸易、供需

平衡、边际影响。 ” 中信期货研究部金融

期货组的姜婧对中国证券报记者分析

说，首先，大宗商品多以美元定价，人民

币升值有利商品进口需求释放。 企业进

口货物一般开具信用证， 三到六个月不

等，如果人民币单边升值幅度较大，可能

会引发融资性进口需求。 对于全球性大

宗商品，例如有色金属，投资性需求增加

会推升商品需求量， 进而推升海外商品

价格。不过，尽管海外商品价格受到需求

支撑，但国内商品市场的逻辑并不相同，

国内以人民币计价的商品价格会承压，

并弱于海外市场。其次，进口增加会加大

国内的供给预期， 间接影响商品供需平

衡。同时，对于依赖出口贸易型的企业如

纺织企业， 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成本上

升， 不利出口预期， 进而压制原料端以

PTA为代表的相关大宗商品的需求。 另

外， 并不是所有大宗商品的价格都会受

到汇率影响，汇率对于“寡头型” 市场的

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李彦森表示，对于商品期货而言，汇

率波动带来的损益相对商品价格本身的

波动较小，还是应该以各商品的基本面

逻辑为主。

商品走势取决自身基本面

中信期货分析师刘高超表示：“节

前，受资金避险离场等因素的影响，多数

商品明显走弱， 假期期间在宏观情绪及

疫情影响下， 外盘市场总体呈现先抑后

扬，节后内盘商品补涨明显。 在对假期外

盘走势做出反应后， 内外盘市场将重回

同一起跑线，宏观、疫情因素或继续主导

工业品走势，天气、需求或继续主宰多数

农产品的命运。 ”

汇率方面， 浙商期货宏观金融主管

沈文卓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短期来

看， 人民币汇率变化通常会对大宗商品

市场形成情绪方面的影响， 尤其是以人

民币定价的商品，但从中长期来看，人民

币升值对大宗商品的影响有限， 后期商

品走势仍将取决于自身的基本面。

“短期看， 前期人民币单边快速升

值的势头可能会有所放缓，有结汇需求

的企业可以把握机会。 中长期看，人民

币仍然具备升值基础。 大宗商品投资方

面， 如果人民币汇率出现快速单边趋

势，则可能出现内外盘套利机会。” 姜婧

表示。

各类期货大涨

汇率因素助攻“商品风暴”

周一大宗商品市场延续

10月首个交易日的氛围，再

次刮起“多头风暴” 。 贵金

属、 化工品及农产品期货纷

纷掀起大涨行情。

业内人士表示， 本轮工

业品、 农产品期货虽然同步

大涨， 但其背后逻辑有所不

同，此外，近期汇率波动因素

也进行助攻。 随着内盘对

“十一” 长假期间外盘表现

的跟涨行情进入尾声， 市场

内在逻辑有望继续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