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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及操作建议】  

豆粕： USDA 数据报告利多，盘面再度掀起一波涨势，昨夜美豆盘中冲高回

落，全球大豆供需持续收紧，上涨逻辑并未发生变化，美豆持续挑战新高，短期

或有调整，但上涨逻辑不变。春节备货，下游低位补库积极，市场成交回暖，盘

盘面最高点突破 3800，直逼 4000 历史高点，美豆持续上涨，进口成本持续增加，

市场被迫追涨，全球供应紧张，但国内库存充裕，在豆油高位回调的情况下，油

厂压榨利润恶化，后续国内部分油厂有洗船的风险，短期豆粕仍随美豆走势上扬，

但需防控高位回调风险，建议多单继续持有，止损可设 10日均线或 20日均线。 

 

玉米：农民销售进度过半，而贸易商中间的积极囤粮的氛围导致市场流通不

畅，经过前期下游积极备货，厂内库存累积，下游囤粮意愿下降.昨日深加工企

业早间待卸车增至 2500 元/吨，各企业收购价全线下调，国家统计局调高玉米

进口量，高位回调风险增加，短期盘面需消化前期上涨的空间，高位震荡为主，

多空围绕 2900 一线展开争夺。建议多单轻仓持有，可依托 20 日均线设立止损

位。 

 

生猪：猪价因前期的接连上涨，终端消费抵触情绪增强，白条猪肉走货变

慢，屠宰场屠宰利润下滑，收购量下滑压价意愿明显，此外中央储备肉继续投放

市场，高价对消费的抑制以及国家调控对高价形成压制。但冻品产业链受新冠病

毒阳性的影响遭遇史上最强监管，进口周期延长，春节旺季企业挺价意愿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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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现货价格高位坚挺。关注冬季疫病状况情况 

昨日 09 合约止跌企稳，盘面有望进入磨底阶段，关注 25000 一线支撑点。 

鸡蛋：河北新冠疫情仍在发酵，产区鸡蛋生产因运输问题受到一定打击，各

地增加物资调运，当地鸡蛋现货价格上涨，带动周边现货价格持续上涨，其次春

节备货需求，流通库存降至低位，近期饲料价格上涨抬升养殖成本，提高底部市

场价格的预期， 昨日 05合约冲高回落。在资金亲昧以及旺季备货支撑价格的，

短期偏强震荡，多单继续持有。 

 

【饲料养殖信息资讯】 

1、1 月 13 日国内玉米价格区域分化涨，全国玉米均价 2824 元/吨，较昨日上涨

5 元/吨，山东地区深加工企业收购价主涨流区间 2800-2944 元/吨，全线较昨日

下跌 6-60 元/吨，辽宁锦州港港口收购新季玉米下调至 2860 元/吨，低位较昨

日涨 20 元/吨，辽宁鲅鱼圈港收玉米 2020 年二等新粮 720 容重 2860-2880 元/

吨，高位较昨日涨 20 元/吨。广东港口二等陈粮报价 3000元/吨，二等新粮 720

容重 3040 元/吨，较昨日涨 70元/吨 

2、1 月 13 日国内豆粕价格高开上涨，沿海豆粕价格 3830-4160 元/吨，较昨日

涨 120-210 元/吨，其中（天津 4160，山东 3995-4080，江苏 3995-4080，东莞

3830-3900，广西地区 3850-3920，福建 3950-4000）. 沿海豆粕现货基差报价在

M2105+90至+300，其中（华北 M2105+300，山东 M2105+230至240，江苏 M20105+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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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50，广东 M2105+90 至 130）； 6-9 月基差报价在 M2109+0 至+90，基差稳

定，其中（华北 M2109+60，山东 M2109+50 至 90，江苏 M2109+10 至 20，广东

M2109+0）。  

3 、1 月 13日鸡蛋价格继续上涨，全国平均鸡蛋价格 4.79元/斤，较昨日涨 0.31

元/斤，其中山东地区蛋价在 4.7-4.91元/斤，较昨日涨 0.3-0.4 元/斤，辽宁红

蛋价格在 4.6-4.9元/斤，较昨日涨 0.34-0.4 元/斤，产区平均价格在 4.74 元/

斤，较昨日涨 0.31元/斤，主销区平均价格 4.92 元/斤，较昨日涨 0.31 元/斤。 

            

 

 

 

                   

 

 

                         2021/1/11 生猪各地现货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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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来西亚维持 2月棕榈油出口税在 8%。根据马来西亚棕榈油局网站上公布

的海关部门声明，CPO 公布的指导价每吨 3657.67 林吉特，征收 8％的出口

税。 

2. 2.  RKX 信息播报：2020 年 1 月 13 日，印度市场：2 月 CPO 报价 1080，无人

问津。巴基斯坦：2 月 24 度报价 1020，无人问津。 

3. 3.  美国民间出口商报告：向未知目的地出口销售 464,300 吨大豆，其中

396,300 吨为 2020/2021 市场年度付运，另外 68,000 吨为 2021/2022 市场年

度付运。 

4. 4.  交易商预期，截至 1 月 7 日当周，美国 2020/21 市场年度大豆出口净销售

料为 30-70 万吨，2021/22 市场年大豆净销售料为 10-50 万吨。 

5. 5.  据外电 1 月 13 日消息，印尼农业部下属的食品安全部主管 Agung 

Hendriadi 周三告诉国会， 该国今年将进口 260 万吨大豆。进口将用于支持

豆腐和豆豉类产品的制作。 

6. 6.  Conab：巴西 2020/21年度大豆产量预计为 1.33692亿吨，12月预测为

1.34451亿吨，2019/2020 年预测为 1.24845 亿吨。巴西 2020/21 年度大豆单

产预计为 3500 公斤/公顷，12 月预测为 3522 公斤/公顷，前一年度预测为

3379 公斤/公顷。 

7. 7.  巴西外贸秘书(Secex)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 1 月到 12 月巴西进口大豆

821,992 吨，比 2019 年的进口量 144,226 吨提高 470%。2020 年巴西大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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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量创下历史次高纪录，不过进口量也创下 17 年来最高水平，比 2019 年高

出近五倍。 

8. 8.  LaSalle Group：我们估计的月度供需表比 USDA20/21 的预估更加紧张，其

中国内压榨略微高于 USDA，但压榨利润率仍需提高以激励压榨厂购入大

豆，良好的压榨利润的预期也十分重要。美国农业部提高了出口量，但可能

还不够高，考虑到美国仍在持续发布民间出口商报告，销售正在转向美国的

2 月，并且正在出售 8 月装船的豆类，那时库存处于最紧张水平。 

9. 9. LaSalle Group：为了保持压榨厂的运转，美国将在夏季需要更多的豆类进

口（南美 /加拿大进口），进口量曾在 2014 年夏季达到了 7200 万蒲式耳的

高水平。阿根廷的作物进一步减产（仍比布交所预估高 150 万吨），USDA

推迟了对巴西农作物的修订，以等待明天的 CONAB 报告或等待作物开始收

割，以查看单产是否令人失望。 

 

 

重要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国元期货力求准确可靠，但对这些信息的准

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本报告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没有考

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

否符合其特定状况。 

联系我们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400-8888-218   

 国元期货总部 

地址：北京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 46 号天恒大厦 B座 21 层 

电话：010-84555000   

合肥分公司 

地址：合肥市蜀山区金寨路 91号立基大厦 A 座六楼（中国科技大学

金寨路大门斜对面） 

电话：0551-62895501 

合肥营业部 

地址：合肥市庐阳区国轩凯旋大厦四层（合肥师范学院旁）   

电话：0551-68115906、0551-68115888 

郑州营业部  

地址：郑州市金水区未来路 69 号未来大厦 1410 室 

电话 ：0371-53386892/53386809 

青岛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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