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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重点：

玉米：需求拉动明显，价格持续上涨。春节后饲料和深

加工企业恢复生产，补库需求较强，叠加国家加大收储力度，

玉米价格明显走强。2月份，产区批发月均价每斤 1.03元，

环比涨 3.5%，同比跌 9.2%。其中，东北产区 1.02元，环比

涨 3.4%，同比跌 9.6%；华北黄淮产区 1.07元，环比涨 4.0%，

同比跌 8.3%。销区批发月均价每斤 1.14元，环比涨 2.6%，

同比跌 8.9%。

大豆：压榨利润较好，国产大豆价格回升。下游豆粕行

情趋旺，东北地区压榨企业开机率提升，普遍提价收购国产

大豆。2月份，黑龙江国产食用大豆平均收购价每斤 1.93元，

环比涨 2.3%，同比跌 18.9%；山东国产大豆入厂价每斤 2.16
元，环比涨 0.5%，同比跌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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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国内稻米价格稳中有涨，国际米价继续下跌

单位：元/斤，%

注：国内价格指全国晚籼米（标一）批发均价，国际价格指泰国曼谷（25%含碎率）大米到

岸税后价，2010年 1月份以来的美元汇率按当月银行基准价均价计算。

【后期走势】国内市场：基层农户粮源基本见底，市场关注

点逐步转向稻谷拍卖，全国各级粮库稻谷供给充足，大米消

费仍显疲弱，叠加进口大米价格持续走低，预计稻米价格稳

中偏弱运行。国际市场：东南亚春季大米即将上市，市场普

遍预期大米增产，国际大米市场竞争加剧，预计大米价格震

荡下跌。

【详情】

（一）国内稻谷价格稳中有涨。中晚籼稻主产区基层粮

源基本见底，春节后大米加工企业存在补库需求，拉动中晚

籼稻价格有所上涨。黑龙江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于 2月

底结束，当地农户售粮进度明显加快，有效满足粮库轮储和

一、稻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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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企业补库需求，粳稻价格平稳运行。2月份，早籼稻收

购均价每斤 1.37 元，环比持平，同比跌 0.7%；晚籼稻 1.35

元，环比涨 0.7%，同比跌 4.3%；粳稻 1.38元，环比持平，

同比跌 2.8%。

（二）国内大米价格稳中略涨。春节期间外出餐饮消费

旺盛，部分大米经销商因节前备货有限，存在一定补库需求，

叠加节后务工人员返城及院校开学，大米集中性采购需求增

加，市场购销有所回暖。2月份，早籼米批发均价每斤 1.99

元，环比持平，同比持平；晚籼米每斤 2.05元，环比涨 0.5%，

同比持平；粳米每斤 2.07元，环比持平，同比跌 2.8%。

（三）国际大米价格继续下跌。印度大米出口快速恢复，

国际市场竞争加剧，叠加东南亚春季稻谷即将上市，国际大

米贸易商普遍持观望态度，国际米价继续下跌。2月份，国

际大米离岸价格（曼谷离岸价，25%含碎率，下同）每吨 424

美元，环比跌 7.6%，同比跌 29.3%。

（四）国际大米到岸税后价低于国内，价差持续扩大。

2月份，配额内 1%关税下泰国大米到岸税后价每斤 1.8元，

比国内晚籼米批发价每斤低 0.25 元，价差比上月扩大 0.15

元；离岸价折人民币每斤 1.52元，比国内低 0.53元，低 25.9%。

（五）全球大米产量、消费量、期末库存量和贸易量均

增加。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月份预测，2024/25年度

全球大米产量 5.39亿吨，比上年度增 0.9%；消费量 5.37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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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比上年度增 1.9%；期末库存 2.04亿吨，比上年度增 2.0%；

库存消费比 37.6%，比上年度上升 0.4 个百分点。全球贸易

量为 5910万吨，比上年度增 1.2%。

（六）预计国内稻米价格稳中偏弱运行，国际米价震荡

下跌。国内市场：基层稻谷粮源基本见底，市场关注点逐步

转向稻谷拍卖，国内各级粮库稻谷供给充足，居民大米消费

仍显疲弱，随着餐饮企业、院校等集团性采购需求逐步减弱，

叠加进口大米价格持续下滑，预计国内稻米价格稳中偏弱运

行。国际市场：印度解除大米出口限制政策后，国际大米供

应过剩，价格下行压力加大，据越南食品协会统计，2月 14

日越南 5%破碎率大米离岸价格降至每吨 395美元，创 2022

年同期以来新低。同时受有利气象条件影响，预计今年东南

亚春季稻米产量增加，国际大米贸易商看跌后市价格，预计

国际大米价格震荡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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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国内价格稳中略涨，国际价格明显上涨

单位：元/斤，%

注：国内价格为广州黄埔港优质麦到港价，国际价格为美国墨西哥湾硬红冬麦（蛋白质含量

12%）到岸税后价。

【后期走势】国内市场：基层小麦购销逐渐活跃，各级储备

持续投放，市场供应充足，面粉消费进入淡季，预计国内小

麦价格以稳为主。国际市场：俄罗斯小麦出口减少支撑国际

价格，北半球小麦生产受灾害性天气影响，预计国际小麦价

格将宽幅震荡。

【详情】

（一）主产区气象条件总体有利于冬小麦安全越冬和返

青。2月我国北方冬小麦大部分处于越冬期，黄淮南部陆续

进入返青期。寒潮和雨雪天气总体有利于抑制前期部分旺长

苗长势和补充土壤墒情，冬小麦长势较好。据中国气象局监

测，截至 2 月上旬，98.5%的冬小麦长势较上年同期持平和

二、小 麦



5

偏好，平均长势较上年同期偏高 24%，较近 3年平均偏高 36%。

（二）国内小麦价格稳中略涨。一方面，近期玉米价格

上涨，玉米小麦价差有所缩小，部分饲料厂开始采购少量小

麦，小麦贸易商观望等待，市场流通粮源减少。另一方面，

春节后社会全面复工、学校开学，终端集团性消费回升，部

分库存较低的制粉企业开始提价收购。各级储备小麦拍卖成

交率较高，部分出现溢价成交。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普通小麦

价格每斤 1.2元，环比涨 0.3%，同比跌 13.2%；优质麦每斤

1.38元，环比涨 1.0%，同比跌 14.3%。

（三）国际小麦价格明显上涨。由于全球小麦消费量连

续 2 年超过产量，本月国际机构普遍下调 2024/25年度小麦

库存量，全球小麦供需有所趋紧。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将全球小麦库存下调至 3.08 亿吨，较上年减少 2.9%，为

2022/23 年度以来最低。此外，美国、俄罗斯小麦主产区正

在经历霜冻天气，欧洲部分地区多雨，主产国法国小麦生长

状况较差，市场对今年小麦产量存在担忧。供需偏紧叠加主

产国天气的不确定性支撑国际小麦价格明显上涨。其中，墨

西哥湾硬红冬麦（蛋白质含量 12%）平均离岸价每吨 268美

元，环比涨 7.2%，同比跌 3.6%；堪萨斯期货交易所硬红冬

麦期货近期合约平均价格每吨 225美元，环比涨 11.9%，同

比涨 3.7%。

（四）国内外价差缩小。2月份，美国墨西哥湾硬红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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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蛋白质含量 12%）离岸价直接折人民币每斤 0.96元，比

优质麦产区批发价低 0.42元；配额内 1%关税下到岸税后价

约每斤 1.33 元，比国内优质麦销区价低 0.05 元，价差比上

月缩小 0.06元。

（五）2024/25年度全球小麦产量略降。由于俄罗斯、

欧盟等主产国小麦减产，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月预测，

2024/25年度全球小麦产量 7.89亿吨，比上年度减 0.1%；消

费量 7.97亿吨，与上年度持平，产小于需 861万吨；期末库

存 3.08亿吨，比上年度减 2.9%；库存消费比 38.7%，比上年

度下降 1.2个百分点；贸易量为 1.97亿吨，比上年度减 6.1%。

（六）预计国内小麦价格以稳为主，国际小麦价格宽幅

震荡。国内市场：从供给看，基层小麦市场购销活跃，各级

储备小麦轮换销售持续投放，市场供应充足。从需求看，面

粉消费逐渐进入淡季，但玉米价格上涨对麦价有较强的支撑

作用，预计国内小麦价格以稳为主。国际市场：市场机构预

计黑海地区四个主要出口国（俄罗斯、乌克兰、罗马尼亚和

保加利亚）的小麦出口量不足 2100 万吨，远低于去年同期

的 3900 万吨，将导致北非和中东等邻近市场供应紧张，对

国际小麦市场价格提供支撑，加上北半球小麦成熟前还将面

临冻害、干旱等灾害风险，全球小麦产量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预计国际小麦价格将宽幅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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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国内外玉米价格均上涨

单位：元/斤，%

注：国内价格为东北 2等黄玉米运到广州黄埔港的平仓价，国际价格为美国墨西哥湾 2级黄

玉米（蛋白质含量 12%）运到黄埔港的到岸税后价。

【后期走势】国内市场：饲用需求较好，深加工企业开工率

保持高位，用粮企业补库备货意愿强，入市收购积极，进口

数量保持低位，玉米价格有望继续上涨。国际市场：全球供

需形势趋紧，但近期巴西、阿根廷等国产区迎来降雨，有助

于旱情缓解，利于作物生长，预计玉米价格将围绕当前价位

震荡运行。

【详情】

（一）国内玉米价格明显上涨。春节假期结束后，饲料

和深加工企业逐渐恢复生产，补库需求较强，叠加国家加大

收储力度，多家中央储备粮直属库提价收购，带动市场收购

积极性提高，部分用粮企业上调收购价格，玉米价格明显上

三、玉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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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2月份，产区批发月均价每斤 1.03元，环比涨 3.5%，同

比跌 9.2%。其中，东北产区 1.02元，环比涨 3.4%，同比跌

9.6%；华北黄淮产区 1.07元，环比涨 4.0%，同比跌 8.3%。

销区批发月均价每斤 1.14元，环比涨 2.6%，同比跌 8.9%。

（二）国际玉米期现货价格均上涨。2月中旬之前，南

美大部分地区持续干旱，对玉米生长不利，巴西、阿根廷等

国产量预期下调，各方市场主体看涨预期增强，国际玉米期

货、现货均上涨。2月份，美国墨西哥湾 2级黄玉米平均离

岸价每吨 225美元，环比涨 3.2%，同比涨 15.4%；芝加哥商

品交易所（CBOT）玉米主力合约（2025年 5月）收盘月均

价每吨 194美元，环比涨 4.9%，同比涨 14.8%。

（三）国内外价差扩大。国际海运费上涨，拉高我国进

口玉米到岸税后价，国内外价差扩大。2月份，美国墨西哥

湾 2级黄玉米平均离岸价折合人民币每斤 0.81元，比国内产

区批发价低 0.26元；进口配额内 1%关税的国外玉米运抵我

国南方港口的到岸税后价每斤 1.15元，比国内玉米到港价高

0.03元，价差比上月扩大 0.03元；配额外 65%关税的美国玉

米运抵我国南方港口到岸税后成本每斤 1.84元，比国内玉米

到港价高 0.72元。

（四）2024/25年度全球玉米库存减少。据美国农业部

（USDA）2月份供需报告预测，2024/25年度全球玉米产量

12.12亿吨，比上月下调 188万吨，比上年度减 1.4%；总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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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量 12.38 亿吨，比上月下调 51 万吨，比上年度增 1.5%；

贸易量 1.81亿吨，比上月下调 199万吨，比上年度减 8.2%。

预计全球玉米期末库存 2.9 亿吨，比上月下调 303万吨，比

上年度减 8.1%；库存消费比 23.5%，比上年度下降 2.4个百

分点。

（五）预计国内玉米价格稳中有涨，国际价格震荡运行。

国内市场：供给方面，配额内进口玉米到岸税后价高于国内

玉米到港价，预计未来两个月进口数量保持低位；销售进度

同比偏快，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截至 2 月 27 日，

售粮进度 69%，比上年同期快 10个百分点以上。需求方面，

饲用需求较好，深加工企业开工率保持高位，用粮企业补库

备货意愿整体较强，入市收购积极。综合来看，玉米价格有

望继续上涨。国际市场：美国农业部供需报告继续下调全球

玉米产量和库存预期，全球供需形势趋紧，但近期巴西、阿

根廷等国产区迎来降雨，有助于旱情缓解，利于作物生长，

预计玉米价格将围绕当前价位震荡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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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国内外大豆价格上涨

单位：元/斤，%

注：国内价格为山东国产大豆入厂价，国际价格为青岛港口的进口大豆到岸税后价。

【后期走势】国内市场：农户售粮积极性提升，大豆购销进

度加快，预计价格平稳运行。国际市场：2025年美国大豆播

种面积预计低于去年，阿根廷小幅减产，巴西增产幅度较大，

全球大豆供给宽松格局未变，预计短期价格将受南美天气和

中美贸易政策影响震荡运行。

【详情】

（一）国内大豆价格上涨。节后下游豆粕行情趋旺，东

北地区国产大豆压榨利润好转，开机率不断提升，需求端回

暖，京粮、象屿等大型企业提价收购，中粮贸易新开收购库

点，均对期现货价格形成利好支撑。2月份，黑龙江国产食

用大豆平均收购价每斤 1.93元，环比涨 2.3%，同比跌 18.9%；

四、大 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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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国产大豆入厂价每斤2.16元，环比涨0.5%，同比跌17.0%；

大连商品交易所豆一（非转基因大豆）主力合约（2025年 5

月）收盘价每斤 2.03元，环比涨 3.3%，同比跌 14.1%。

（二）国际大豆价格上涨。本月，干旱天气不利于巴西、

阿根廷等国大豆生长发育，美国农业部（USDA）、国际谷物

理事会（IGC）等机构调低全球大豆产量预测值，国际价格

上涨。2月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BOT）大豆主力合约（2025

年 5 月）平均收盘价每吨 386 美元，环比涨 3.2%，同比跌

11.1%。美国墨西哥湾大豆出口离岸均价每吨 415 美元，环

比涨 1.7%，同比跌 11.1%。

（三）进口大豆到岸税后价与国产大豆价差继续缩小。

2月份，进口大豆到岸税后成本每斤 1.91元，环比涨 2.2%，

同比涨 4.9%，比山东国产大豆入厂价低 0.25 元，价差比上

月缩小 0.03 元。美国大豆离岸价折人民币每斤 1.49 元，比

山东国产大豆入厂价低 0.67元，价差比上月缩小 0.01元。

（四）预计 2024/25年度全球大豆供应充足。据 USDA

预测，2024/25年度全球大豆产量 4.21亿吨，比上年度增 2579

万吨，增幅 6.5%。全球大豆消费 4.06亿吨，比上年度增 2187

万吨，增幅 5.7%；全球大豆贸易量 1.82 亿吨，比上年度增

447万吨，增幅 2.5%；期末库存 1.24亿吨，比上年度增 1185

万吨；大豆库存消费比 30.6%，比上年度上升 1.3个百分点。

（五）预计国产大豆价格平稳运行，国际大豆价格呈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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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走势。国内市场：受气温回升、春耕备耕等因素影响，农

户售粮积极性进一步提升，大豆购销进度加快，市场余豆减

少，预计价格平稳运行。国际市场：USDA 预计 2025 年美

国大豆播种面积低于去年，阿根廷小幅减产，巴西大幅增产，

全球大豆供给依然宽松，预计短期价格将受南美天气和中美

贸易政策影响震荡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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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国内棉价环比上涨，国际棉价持平略跌

单位：元/吨，%

注：国内价格为中国棉花价格指数（CC Index）3128B级棉花销售价格，国际价格为进口棉

价格指数（FC Index）M级棉花到岸税后价（滑准税下）。

【后期走势】国内市场：棉花供应充裕，受宏观政策利好、

传统旺季“金三银四”临近等影响，市场预期向好，预计近

期国内棉价偏强震荡。国际市场：下游消费逐步回暖，纺织

企业信心有所增强，预计近期国际棉价偏强震荡。

【详情】

（一）国内棉价环比上涨。春节后纺织企业陆续复工，

加之市场传统旺季临近，纺织企业采购意愿增加，国内棉花

价格上涨。据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数据，截至 2月 20日，

全国皮棉销售率为 46.3%，同比提高 5.1 个百分点；截至 2

月初，被调查企业开机率为 71.4%，环比上升 3.9个百分点；

准备采购棉花的企业占 51.5%，环比增加 5.4 个百分点，同

五、棉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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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加 7.6 个百分点。2月份，国内 3128B 级棉花月均价每

吨 14880元，环比涨 1.1%，同比跌 12.9%。郑棉期货主力合

约（CF505）月结算价每吨 13850元，环比涨 2.5%，同比跌

14.6%。

（二）国际棉价环比持平略跌。美国农业部 2月报告调

增 2024/2025年度全球棉花产量预期，国际市场棉花供应充

裕；特朗普政府月末再度威胁加征关税，市场恐慌情绪增加，

国际棉价持平略跌。2 月份，Cotlook A 指数（相当于国内

3128B级棉花）月均价每磅 78.08美分，环比跌 0.2%，同比

跌 21.0%。

（三）国内外棉价差扩大。Cotlook A指数（相当于国

内 3128B级棉花）折合人民币每吨 12374元，比中国棉花价

格指数（CC Index）3128B 级每吨低 2506 元，价差比上月

扩大 181元。进口棉价格指数（FC Index）M级（相当于国

内 3128B级棉花）月均价每磅 76.28美分，1%关税下折到岸

税后价每吨 13509 元，比国内价格低 1371 元，价差比上月

扩大 278元；滑准税下折到岸税后价每吨 14298元，比国内

价格低 582元，价差比上月扩大 234元。

（四）纱、布产销率下降，纱线价格环比基本持平。据

《中国棉花工业库存调查报告》，2月初，被抽样调查企业纱

产销率 94.3%，环比降 8.9个百分点；库存天数 28.9天，环

比增 3.5天。布产销率 96.3%，环比降 1.2个百分点；库存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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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39.8天，环比增 1.5天。纱、布产销率下降，纱线成交显

平淡，价格维持稳定运行。2月主要代表品种 32支纯棉普梳

纱线均价每吨 21135元，环比涨 0.1%，同比跌 9.4%。

（五）全球棉花产量和期末库存调增。美国农业部

（USDA）2月预测，2024/2025年度，全球棉花产量 2622.8

万吨，较上月调增 22.1 万吨，环比增 0.8%；消费量 2524.5

万吨，较上月调增 1.2 万吨；出口量 925.5 万吨，较上月调

增 0.6万吨；期末库存 1707.3万吨，较上月调增 11.0万吨，

环比增 0.6%。

（六）预计近期国内外棉价偏强震荡。国内市场：新棉

加工基本完成，棉花商业库存处于近五年同期最高位，供应

较为充裕；市场对宏观利好政策释放有较强预期，叠加传统

旺季“金三银四”临近，提振市场信心，预计近期国内棉价

偏强震荡。国际市场：美国国家棉花总会公布 2025 年美国

棉花种植面积预期，较上年减少 14.5%。国际纺联 1月调查

显示，全球纺织订单有所恢复，经营者对纺织业市场前景持

谨慎乐观态度。预计近期国际棉价偏强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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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油料价格平稳运行，食用植物油价格普遍上涨

单位：元/斤，%

注：国内价格为山东三级豆油出厂价，国际价格为到山东港口的南美毛豆油到岸税后价。

【后期走势】国内市场：企业陆续恢复开工，但需求尚未大

规模启动，短期内油料价格以稳为主，食用植物油价格受国

际走势影响较大。国际市场：受中国和美国对加拿大相关产

品加征关税影响，预计油菜籽价格下跌；印度斋月、印度尼

西亚生物燃料消费需求增加，产地供应偏紧将支撑棕榈油价

格继续上行。

【详情】

（一）国内油料价格保持稳定，食用植物油价格普涨。

节后国内油料市场平稳运行，国产油菜籽和花生价格均保持

稳定。2 月份，湖北地区油菜籽进厂价每斤 2.7 元，环比持

平，同比跌 6.9%；山东地区花生仁入厂价每斤 3.8元，环比

持平，同比跌 9.5%。受国际原油和国际油脂油料价格上涨影

六、油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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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国内食用植物油价格普涨。其中，大豆原料供应偏紧，

部分压榨企业出现停机，供给偏紧支撑豆油价格明显上涨。

2月份，山东三级豆油出厂均价每吨 8262元，环比涨 5.0%，

同比涨 8.6%；天津港 24度棕榈油到港价每吨 10169元，环

比涨 1.7%，同比涨 34.0%；湖北三级菜籽油出厂价每吨 8952

元，环比涨 0.3%，同比涨 9.8%；山东一级花生油出厂价每

吨 14706元，环比涨 1.4%，同比跌 5.3%。

（二）国际油菜籽和食用植物油价格上涨。加拿大油菜

籽供应紧张，支撑价格大幅上涨。国际大豆价格上涨带动豆

油价格上行。马来西亚棕榈油产量、库存量低于预期，加之

印度即将迎来斋月，备货需求增加，受供给偏紧、需求增加

影响，国际棕榈油价格小幅上涨。2月份，加拿大油菜籽 CNF

价月均价（离岸价＋运费）每吨 545美元，环比涨 5.6%，同

比涨 5.0%；南美豆油 CNF价月均价每吨 1116美元，环比涨

3.1%，同比涨 27.8%；马来西亚 24度棕榈油离岸 CNF价月

均价每吨 1121美元，环比涨 2.0%，同比涨 30.2%。

（三）加拿大油菜籽到岸税后价低于国内，价差较上月

缩小。2月份，9%关税下的加拿大油菜籽到我国口岸的税后

价格每斤 2.4元，比国内油菜籽进厂价每斤低 0.30元，价差

比上月缩小 0.12元；美国墨西哥湾豆油离岸价每吨 1007美

元，折人民币每斤 3.89元，比国内销区豆油价格低 0.24元，

价差比上月缩小 0.26 元；天津口岸的进口豆油税后价每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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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元，比当地国产豆油出厂价每斤高 0.61元，价差比上月

缩小 0.09元。

（四）全球油籽库存消费比较上年度提高，食用植物油

库存消费比下降。据美国农业部（USDA）2月份预测，2024/25

年度，全球油籽产量 6.78 亿吨，比上年度增 3.1%；消费量

6.66 亿吨，比上年度增 3.0%；贸易量 2.07 亿吨，比上年度

增 0.8%；期末库存 1.4亿吨，比上年度增 6.1%；库存消费比

21.0%，比上年度上升 0.5 个百分点。全球食用植物油产量

2.27 亿吨，比上年度增 2.3%；消费量 2.25 亿吨，比上年度

增 3.2%；贸易量 8618万吨，比上年度增 0.2%；期末库存 2835

万吨，比上年度减 8.0%；库存消费比 12.6%，比上年度下降

1.6个百分点。

（五）预计国内油料价格以稳为主，国际油菜籽价格波

动下行。国内市场：国产油菜籽现货和进口油菜籽数量继续

维持低位，近期国内部分油厂陆续恢复开工，但开工率仍处

于低位，预计国内油料价格总体以稳为主。国内食用植物油

交易总体清淡，后期价格受国际油料和植物油价格走势影响

较大。国际市场：2025年 3月 4日，美国对自加拿大进口产

品加征 25%关税。3月 8日，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

布公告，自 2025年 3月 20日起，对原产于加拿大的菜籽油、

油渣饼等产品加征 100%关税。受关税政策实施影响，预计

短期内加拿大油菜籽价格波动下行。棕榈油方面，印度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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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对棕榈油需求旺盛，印度尼西亚计划近期开始实施 B40

政策（柴油和棕榈油按照 60%和 40%掺混制成生物燃料），

有利于增加消费需求，加之产地连续降雨影响产出，加剧棕

榈油产地供应偏紧形势，短期内棕榈油价格继续上行。后期

随着棕榈油迎来增产季，供给偏紧的格局有望逐步缓解，价

格有望逐步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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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国内糖价持平略涨，国际糖价上涨

单位：元/吨，%

注：国内价格为广西食糖批发市场食糖现货批发价格的月度均价；国际价格为配额内 15%
关税的巴西原糖到珠江三角洲的到岸税后价。

【后期走势】国内市场：国产糖供应较为充裕，消费稳中向

好，预计近期糖价窄幅震荡。国际市场：印度本榨季产糖量

下调，巴西罢工影响港口货物通关，国际糖价有望震荡上行。

【详情】

（一）国内糖价持平略涨。糖料集中压榨，新糖批量上

市，贸易商和下游终端用糖企业询价活跃度增加，国内糖价

持平略涨。2月份，国内食糖均价每吨 6004元，环比涨 1.0%，

同比跌 7.7%。

（二）国际糖价上涨。受印度食糖估产下调、巴西食糖

产量较上年减少以及雷亚尔走强等因素的影响，国际糖价止

跌反弹。2月份，国际食糖均价（洲际交易所 11号原糖期货

七、食 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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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价，下同）每磅20.13美分，环比涨幅7.0%；同比跌幅 11.2%。

（三）配额内价差缩小，配额外价差扩大。国际糖价涨

幅明显大于国内糖价涨幅，配额内国内外价差缩小。2月份，

配额内 15%关税的巴西食糖到岸税后价每吨 5407 元，环比

涨幅 5.4%，比国内糖价低 597元，价差比上月缩小 221元。

而进口配额外 50%关税的巴西食糖到岸税后价每吨 6901元，

环比涨幅 5.6%，比国内糖价高 897元，价差比上月扩大 307

元。

（四）预计 2025/26榨季全球食糖供给小幅过剩。澳大

利亚糖和生物燃料分析机构 Green Pool表示由于巴西、印度

和泰国的食糖产量将增加，预计 2025/26榨季全球食糖产量

增长 4.5%，至 2.02 亿吨，创出历史第二高的纪录；全球食

糖消费量增长 1.2%，至 1.98 亿吨，增幅较上一榨季持平；

全球糖市供应过剩 270万吨。

（五）预计近期国内糖价窄幅震荡，国外糖价震荡上行。

国内市场：国产糖供应充裕，消费稳中向好，在主产区最终

收榨之前，预计国内糖价以窄幅震荡为主。国际市场：印度

本榨季产糖量下调，糖出口前景堪忧；巴西罢工影响港口货

物通关，可能对原糖正常出口造成不利影响，预计近期国际

糖价有望震荡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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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猪肉价格小幅下跌

单位：元/斤

注：国内猪肉价格、猪粮比价根据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发布数据整理。

【后期走势】受 2024年 5月份至 12月份能繁母猪存栏量持

续增加影响，生猪出栏量将有所增加，猪肉市场供应充足，

消费处于淡季。预计短期内猪肉价格稳中有跌的可能性较大。

【详情】

（一）生猪价格下跌，仔猪价格连续 7周上涨。春节后

猪肉消费进入淡季，猪肉市场供应充足，猪价下跌。养殖户

普遍看好下半年行情，增栏补栏意愿较强，带动仔猪价格连

续上涨。据农业农村部数据，1月份屠宰量 3816万头，环比

减 8.3%，同比增 2.4%。1 月份能繁母猪存栏环比减 0.4%，

同比减 0.1%。2月份猪肉集贸市场价每公斤 27.46元，环比

跌 1.5%，同比涨 7.5%；生猪集贸市场价每公斤 16.00元，环

八、猪 肉



23

比跌 3.7%，同比涨 5.0%；仔猪集贸市场价每公斤 36.21元，

环比涨 6.6%，同比涨 28.3%。

（二）生猪养殖利润减少。生猪价格下跌，饲料价格上

涨，双头挤压养殖利润。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监测，2月份猪

粮比价为 7.49:1，比上月下降 0.32个点。2月份全国饲用玉

米价格为每公斤 2.29元，环比涨 0.4%，同比跌 13.6%；育肥

猪配合饲料价格为每公斤3.37元，环比涨0.6%，同比跌8.2%。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2 月份生猪养殖头均盈利为 64.28

元，较 1月减少 127.84元，降幅 66.5%。

（三）欧盟猪肉价格继续下跌。受产能恢复、国内消费

没有明显增加、对华出口减少以及前期高通胀等因素影响，

欧盟猪肉价格自 2024 年 6 月连续九个月下跌。美国生猪价

格持平，猪肉价格略跌。2月份，美国猪肉切块批发价格为

每英担 90.70美元，环比跌 0.7%，同比涨 1.8%；51%—52%

瘦肉猪价格为每英担 59.00美元，环比持平，同比涨 6.8%。

欧盟猪肉批发价格每吨 1803.93欧元，环比跌 2.5%，同比跌

13.1%。

（四）预计短期内猪价稳中有降。从生产端来看，按生

猪 10个月的出栏周期计算，2024年 5月份能繁母猪存栏量

对应一季度末生猪出栏量，可以判断后市生猪出栏将逐步增

多，猪肉市场供应较为充裕。从需求端看，当前猪肉消费正

处于传统的年内淡季。进出口方面，国内生猪产能依旧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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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高水平，猪肉进口量将继续保持低位。总体看，预计近

期猪肉市场供大于求，猪价稳中有跌，生猪养殖收益将进一

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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