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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枣期货拟上市规则及其产业情况介绍 
 

红枣期货上市意义 

红枣期货被业内人士认为是期货市场独具特色的交易品种。红枣在促进产地经济发展、

助力枣农脱贫增收及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上市红枣期货有助于市场定价规

范，有利于提升资本市场支农惠农的能力，并且给企业、农民提供了一个规避市场风险的工

具。 

红枣简介 

红枣，又名大枣，自古以来就被列为“五果”（桃、李、梅、杏、枣）之一。红枣味甘

性温、归脾胃经，有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缓和药性的功能，其维生素含量高，有着“天然

维生素丸”的美誉。红枣自古就有“木本粮食，铁杆庄稼”之称，以红枣、板栗、核桃等为

代表的木本粮富含各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元素，更能满足人类对健康饮食的需求。而以小麦、

水稻、玉米等为代表的草本粮，淀粉含量高，需要精加工才能使用，主要解决人类的温饱问

题。一日食三枣，青春永不老。 

红枣的品种种类众多，据中国果树志·枣卷中记载，世界上有 706 种的红枣品种。红枣

期货交割标的是灰枣，灰枣也称若羌枣，果实呈长倒卵形，果皮为橙红色，若羌枣之所以被

称之为灰枣，是因为若羌枣在成熟变红之前，通体发灰，所以得名"灰枣"。是中国独一无二

树上自然吊干的红枣。 

灰枣于 1987年开始自河南新郑市引种灰枣苗木到新疆，目前主要生长在我国新疆维吾尔

族自治区巴州地区若羌县，阿克苏地区阿拉尔等地区。灰枣平均单果重 11.4 克，品质上等，

核小肉厚，味香甜。鲜枣可溶性固形物 40.8％，可食率 97％干枣总糖含量 74.88，干枣掰开

能扯出金丝，制干率 60％。 

与苹果、香梨等鲜果不同的是，红枣的开花期时间较长。一般来说，红枣的萌芽展叶期

是 4 月 12 日—21 日；开花期 5 月 9 日—7 月 31 日；果实膨大期 5 月 25 日—8 月 30 日；果

实成熟期 8 月 28 日—10 月上旬；落叶期 10 月 20 日—11 月 10 日；休眠期 11 月—翌年 3 月

底。存在的缺陷是仅能抗零下 20度的低温，适宜于成熟期少雨地区发展，成熟期下雨有裂果

现象。 

除了食用价值、药用价值、园林价值、生态价值之外，红枣还有着不可小觑的经济价值，

随着红枣种植面积的扩大，产量的提高，品种的优化，国内需求量的增加，带动产枣区经济

的增长和枣农生活水平的提高，成为农户的“致富果”。 

2009—2017年我国红枣产业规模及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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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枣的生产情况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枣树种植国和唯一的枣产品出口国，世界上 99%的红枣都分布在中国，

只有 1%产自日本、韩国、伊拉克等国家，因此，红枣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特色果品。在中国，

红枣最早发源于黄河中下游，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都是产枣大省；新疆地区后来

居上，已经成为国内红枣最重要产区，种植面积与产量均居全国首位。截止目前，全国已形

成新疆、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这 6大红枣主产区。这 6大主产区产量占全国的 90%

以上。其中新疆占 37.82%，河北占 17.16%，山东占 13.28%，山西占 10.10%，陕西占 8.99%，

河南占 4.01%。 

我国枣种植产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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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得益于国家农业产业政策的大力扶持、下游产业对枣产品需求持续快速增长以

及枣树种植为农民带来的良好的致富效应，我国枣树种植业呈现了快速增长势头。红枣的生

产分布情况可以概括为“世界红枣在中国，中国红枣在新疆”。我国枣种植面积及产量居世界

第一，占世界枣种植面积及产量的 98%以上。随着新疆地区枣树种植面积的持续增加，全国

枣树面积不断增长，至 2017 年全国枣树种植面积为 325 万公顷，同比 2016 年的 310 万公顷

增长 4.84%，新疆红枣种植面积在 100 万公顷左右，占全国总面积的三分之一，盛果期产量

更是将近占全国的 50%以上。 

2017年全球红枣产量为 876.75万吨，我国红枣产量 852.20万吨，我国红枣产量占全球

红枣产量的 97.2%。近几年我国红枣产量不断增加，同比增长速度却在放缓。 

我国红枣种植面积及产量情况 

 

六大产区红枣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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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枣消费情况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10 年至 2017 年间，我国红枣需求量从 446.06 万吨增长到 

850.88 万吨，8年的增长幅度达到 90%，需求总量已经达到全球需求总量的 97%，成为世界最

大的红枣消费国。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老龄人口的增多以及食品保健知识的普及，

我国居民对红枣等营养保健食品的消费需求越来越旺盛，红枣及相关产品的市场需求快速增

长，20多年间，人均红枣占有量从 1995年的 0.65 公斤/人增长到 2017年的 6.13公斤/人。 

鲜枣不耐储存、不便运输。约 95%的鲜枣在自然干制为红枣后，被加工成为各种红枣产

品。根据加工品形态的不同，红枣的加工方式分为三种：红枣原枣加工、红枣粗加工和红枣

深加工。上述三种消费形式的比重分别约为 80%、10%及 10%。 

总体来看，当前红枣消费仍然以原枣为主。近些年来，随着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和消费偏

好转变，红枣粗加工及深加工产品消费比重逐步提升。目前国内红枣的加工产能主要集中在

北方，其中河北崔尔庄的加工量约占全国总加工量的 70%，河南新郑孟庄镇的加工量占比为

15%左右，新疆的加工量占比约为 10%左右，其他地区加工量约为 5%。   

此外，红枣消费具有鲜明的季节性特征：每年 10月至次年 3月是红枣的销售旺季，每年

4 月至 9 月是红枣的销售淡季；红枣消费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高档精品干果受到消费者青

睐；红枣消费以休闲消费为主。 

红枣的进出口情况 

我国红枣消费以国内生产红枣为绝大多数，进口量极少。海关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红

枣进口量最高值为 2010年的 50.81吨，最低为 2015 年的 0.31吨。随着我国红枣产量逐年上

升，进口红枣的数量呈现下降趋势。 

出口方面，我国红枣产业呈自产自销特点，出口量较小。海关数据显示，2009 到 2015

年我国红枣出口量基本维持在万吨以下，2016年出口首次突破 10000吨，达到 11027吨。从

出口的地域分布来看，我国出口范围涵盖五大洲的 30多个国家，由于不同国家和民族饮食消

费习惯，我们国家枣主要在东南亚市场销售，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韩国，购买的

主要对象是外籍华人，其次为英国、美国、加拿大等。世界上虽然有 20多个国家先后从我国

引种了枣树，但大多都没有发展起来。我们以河北出口量最大，主要枣品种金丝小枣、灰枣、

骏枣等。河南灵宝 2018年也顺利出口越南 7.4吨枣制品。 

红枣的储存贸易情况 

鲜枣的贮藏：鲜枣从采收到入库不得超过 2 天在运输过程中应防止日晒，挤压和碰撞。

耐贮藏性很差，室温下一般存放 5天左右便失去鲜脆状态，目前鲜枣一般采取机械制冷贮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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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枣的贮藏：仓储方面，经过筛选、清洗、烘干、分拣后的红枣水分含量一般低于 25%，

在秋冬春季可以进行常温（气温不高于 15℃）贮藏，夏季进入冷藏库进行低温贮藏。一般而

言，在控制好贮藏温度及湿度的条件下，红枣可以贮藏 2年以上，品质几乎不发生任何变化。 

由于新疆已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红枣供应地区，红枣产业呈现出“新疆生产，内地中转，

南北分销”的贸易格局。 

新疆红枣年产量约 245 万吨，约 85%的新疆红枣以未分级或简单分级后的原料枣形式经

河北中转至全国各地，少部分新疆红枣在河南进行中转。在流向河北的约 170 万吨新疆红枣

中，当地枣商上门采购比重为 70%左右，新疆枣商自行运输并销售的比重约为 30%左右。由于

各地居民的红枣消费偏好不同，个头偏小的灰枣主要发往华中及华南地区，个头较大的骏枣

主要发往东北及华北地区。 

红枣不耐挤压、堆放易发热、倒驳费用较高，并不适合火车运输，因此新疆红枣出疆全

部采用汽车运输，主要以车长 17.5 米载重 30 吨左右的板车为主。从河北、河南等集散中心

到其余地区以 9.6米长载重 25吨的板车为主。 

受运输淡旺季影响，新疆红枣转运至沧州等内地贸易集散地的运费不同，一般情况下，

以 4 月为分界线，新疆的红枣必须进入冷库。无论是新疆还是内地的库存容量都较为充足，

如作为主要集散地的崔尔庄库容约为 20万吨左右。 

红枣产业链情况 

红枣产业链分为四个环节，分别是上游原材料生产、中游贸易加工、下游销售及终端消

费。总体来看，红枣产品加工水平较低，红枣产业链较短。 

 

 

价格影响因素 

供需因素 

        供给和需求一直以来是商品的价格的重要影响因素，当产品供给大于需求时，价格将呈

现下降趋势，反之，价格将会随着产品的需求增长而增加。从上文我们了解到我国红枣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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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大重要的地区，其中包括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新疆等地。2017 年我国红枣产量为

852.2 万吨，消费量 850.88 万吨，基本属于供需平衡，其随着我国红枣产品的深加工技术和

占比不断提升，红枣产品将迎来需求不断增加的局面，在需求大于供给的局面下，将带动红

枣产品价格的不断增加。 

成本因素 

新疆枣农的种植成本，不同种植户和种植地均有差异，一般枣农的种植成本在 1500元/

亩，平均亩产达到 300 公斤，按 5-6 元每公斤计算，枣农勉强仅能维持。在红枣质量较高的

若羌，枣农的种植成本在 2500 元/亩，由于若羌县提倡“质量第一”，产业 90%以上以红枣

种植为主，所以县政府对红枣的支持力度非常大，从枣农技术培训、统一种植、施肥都是系

统化管理，种植成本相对较高，但是价格同比市场高出 20-30%，目前若羌红枣通货价格在 15

元公斤左右。从了解的情况看，全疆的红枣种植户都在提高红枣质量，降低红枣产量，未来

红枣可能在产量上有所减少，价格上也会逐渐提高。 

市场联动 

红枣价格市场较为混乱，主要是因为各产地的信息不透明，枣农不了解市场行情，容易

被收购商统一压价，导致各地及各农户红枣的价格相差巨大。红枣期货上市后将会解决红枣

市场价格透明问题，提高各种红枣的平均价格。 

红枣品质 

由于近两年红枣种植技术的普遍提升，新疆红枣质量相对往年都较好。从麦盖提到若羌，

红枣种植都是抓质量为主，新疆红枣的整体质量在上升阶段。从红枣的消费群体来看，消费

者没有很好的渠道买到高品质的红枣，并非因为价格问题，如果可以解决消费渠道保证红枣

品质的问题，新疆红枣的价格还会继续上升。 

深加工 

红枣深加工的技术门槛比较高，从事深加工的红枣企业屈指可数，而且从市场

上的产品来看，枣酒、枣果汁、枣醋、枣蜜等红枣深加工产品并不常见，销量

也一般。红枣深加工主要用的是品质较差的枣，是对红枣的充分利用。随着人

口老龄化、保健养生产品的普及和红枣产业的不断发展和升级，红枣的消费将

呈现多元化增长，尤其是红枣深加工产品，有巨大的增长潜力。 

终端消费 

从我国的消费结构来看，红枣还是以原枣消费为主（简单加工、清洗、烘

干），粗加工及深加工占比较小。原枣集中到各个集散地进行分销，在信息不对

称的市场，红枣的大部分利润被中间商赚取。新疆一些地区开始建立自己的品

牌、电商渠道，与大型的电商进行合作，打造自身品牌，让消费者买到放心且

高品质红枣，这将直接抬升新疆红枣的价格水平。在出口方面，由于质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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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国内的红枣一直没有打开欧美市场。 

 

交易所针对红枣期货合约和规则征求意见稿 

4月 2日，郑州商品交易所在官方网站发布《关于红枣期货合约和规则制度征求意见的

公告》，面向全市场公开征求对于红枣期货合约和规则制度的意见建议。 

据了解，在红枣期货合约和规则制度的设计过程中，郑商所多次开展红枣期货质量摸底

检验等工作，并广泛征求市场多方意见建议，旨在使红枣期货合约设计贴近现货市场实际，

更好满足市场各参与主体需求，助力期货市场为实体经济服务功能发挥。 

根据公告，在合约设计方面，红枣期货交易单位为 5 吨/手；最小变动价位为 5 元/吨；

每日价格波动限制与最低交易保证金为±5%与 7%的组合；最后交易日为合约交割月份的第 10

个交易日，最后交割日为合约交割月份的第 12个交易日。 

在交割方面，红枣期货合约交割月份为 1、3、5、7、9、12 月，基准交割品为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干制红枣》（GB/T5835—2009）一等等级规格且均匀度允差≤60%、180

个/千克＜每千克果粒数≤230个/千克的灰枣，干基总糖含量≥75%，15%≤含水率≤25%，一

般杂质≤0.1%，表面清洁，容许度、总糖含量及浆头果、不熟果、病虫果、破头果、油头果

单项占比不作要求。每千克果粒数≤180 个/千克或 230 个/千克＜每千克果粒数≤280 个/千

克的灰枣可替代交割，升贴水以交易所公告为准。红枣期货实行仓库交割，仓单非通用，生

产日期在 11月 1日之前的红枣不得在当年 11月 1 日（含该日）之后注册仓单。 

在风险控制方面，红枣期货合约自合约挂牌至交割月前一个月第 15个日历日期间的交易

日限仓为 100手，交割月前一个月第 16个日历日至交割月前一个月最后一个日历日期间的交

易日限仓为 20手，交割月份限仓为 6手。 

市场相关人士表示，制定科学合理的红枣期货相关规则制度可为行业树立标杆，规范红

枣企业生产经营，提升红枣企业的质量安全意识、仓储规范程度及精深加工水平，推动整个

行业的标准化、规模化进程。同时，通过确定标准化的红枣品级，设定合理的品级升贴水，

可以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促进红枣优质优价，引导枣农等生产主体按市场需求调整红枣种

植结构，改善供求矛盾，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尽快上市红枣期货，不仅有利于引导现货市

场向标准化、规范化和规模化转变，还有利于引导红枣种植结构调整，促使整个产业转型升

级。 

郑州商品交易所干制红枣期货合约（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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