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1号

邮 编：100125

电 话：010-59191527

网 址：http://www.moa.gov.cn

欢迎引用，请注明出处。如果对《农产品供需形势分析月报》有任何意见和建议，

请反馈我司运行调控处（scsyxc@agri.gov.cn），我们将认真吸收改进。

本期审核及分析人员

本期重点：

小麦价格稳中偏强。10月份以来，受小麦集中上市期结束、市场

流通量减少，华北持续阴雨推迟秋种进度，国际市场小麦价格上涨等

因素影响，小麦价格有所上涨。10月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普通小麦

价格每斤1.32元，环比涨2.3%，同比涨6.8%；优质麦每斤1.43元，环比

涨1.5%，同比涨2.4%。

食用植物油价格明显上涨。传统消费旺季到来，叠加国际油脂价

格上涨传导，国内食用植物油价格明显上涨。10月份，山东四级豆油

出厂均价每吨10446元，环比涨8.7%，同比涨41.7%；天津港24度棕榈

油到港价每吨10375元，环比涨11.7%，同比涨55.8%；湖北四级菜籽油

出厂价每吨12758元，环比涨14.2%，同比涨28.5%；山东一级花生油出

厂价每吨16377元，环比涨7.4%，同比跌9.6%。

棉花价格大幅攀升。本月上中旬，棉花加工企业采购积极性高，

籽棉收购价不断攀升，推高棉花价格。下旬随着新棉大规模集中上市

和中央储备棉持续投放，市场供给增加，棉花价格有所回落但仍处于

较高水平。10月份，国内3128B级棉花月均价每吨21405元，环比涨

17.9%，同比涨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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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国内稻米价格稳中偏弱，国际米价止跌企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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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岸税后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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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供给充足，终端需求偏弱，预计国内稻米

价格将以稳为主。大米主要出口国新季稻谷即将大量上市，

全球市场供给充足，受运输成本高企、汇率变动等因素影响，

预计国际米价将震荡运行。

【详情】

（一）国内稻谷价格继续下跌。10月份以来，新季中晚

稻上市量持续增加，政策性稻谷拍卖常态化进行，市场供给

充足，受终端需求不振、库存消化缓慢等因素影响，大米加

工企业多采取以销定购策略，入市采购积极性不高，稻谷收

购价进一步下跌。10 月份，早籼稻收购均价每斤 1.35 元，

环比跌 0.7%，同比涨 8.9%；晚籼稻 1.33元，环比跌 3.6%，同

一、稻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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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持平；粳稻 1.30元，环比跌 2.3%，同比跌 7.1%。

（二）国内大米价格稳中有跌。国庆节消费小高峰对大

米市场的提振作用有限，低价大米进口量保持快速增加趋

势，国内大米价格稳中趋弱运行。10月份，早籼米批发均价

每斤 1.90元，环比持平，同比涨 2.2%；晚籼米每斤 2.07元，

环比跌 0.5%，同比跌 1.4%；粳米每斤 1.96元，环比跌 1.0%，

同比跌 7.1%。

（三）国际大米价格止跌反弹。受全球需求回暖、泰铢

走强、越南取消大部分疫情出行限制措施等因素影响，国际

大米价格止跌反弹。10月份，国际大米价格（曼谷离岸价，

25%含碎率，下同）每吨 395美元，环比涨 0.8%，同比跌 14.7%。

（四）国内外大米价差略有缩小。国内大米价格稳中有

跌，国际米价有所回弹，国内外价差略有缩小。10月份，配

额内 1%关税下泰国大米到岸税后价每斤 1.54 元，比国内晚

籼米批发价每斤低 0.53 元，价差比上月缩小 0.01 元；离岸

价折人民币每斤 1.27元，比国内低 0.80元，低 38.6%。

（五）1-9 月累计，我国大米进出口均增长。据海关统

计，9 月份，我国进口大米 38.00 万吨，环比增 5.7%，同比

增 1.4倍；出口大米 14.66万吨，环比减 17.8%，同比减 19.7%。

1-9 月累计，进口大米 358.34 万吨，同比增 1.1 倍；进口额

16.30亿美元，同比增 85.6%；出口大米 185.22万吨，同比跌

1.2%；出口额 7.60亿美元，同比增 3.1%。进口大米主要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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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占进口总量的 23.7%）、越南（占 22.8%）、巴基斯坦

（占 18.8%）、缅甸（占 16.8%）、泰国（占 10.2%）。出口

目的地主要是塞拉利昂（占出口总量的 9.1%）、韩国（占 8.8%）、

埃及（占 8.5%）、尼日尔（占 6.7%）、巴布亚新几内亚（占

6.6%）。

（六）全球大米产量、消费量、贸易量、库存量“四量

齐增”。10 月份，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预测，2021/22

年度全球大米产量 5.20亿吨，比上年度增 1.3%；消费量 5.20

亿吨，比上年度增 1.8%；期末库存 1.87 亿吨，比上年度增

0.6%；库存消费比 35.9%，比上年度下降 0.5个百分点；贸易

量 5020万吨，比上年度增 2.0%。

（七）预计国内稻米价格以稳为主，国际米价震荡运行。

国内市场：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和黑龙江六省已

启动稻谷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将一定程度提振市场信心，

今年种植成本明显上涨、农户存在惜售心理也将对市场价格

形成支撑，但由于市场供给宽松，预计后期稻米价格将以稳

为主。国际市场：印度、泰国、越南等主要稻米出口国新季

稻谷即将大量上市，供给增加对价格带来下行压力，但全球

需求有所回暖，高企的运输成本对市场价格形成支撑，预计

国际米价将震荡运行。



4

【本月特点】国内外小麦价格均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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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粮食丰收已成定局，库存充裕，小麦价格

高位运行限制加工企业采购进度，预计后期国内小麦价格上

涨空间有限。全球小麦产不足需，但缺口不大，预计后期国

际小麦价格将维持高位震荡态势。

【详情】

（一）主产区冬小麦播种进度推迟。9月份以来的持续

降雨，使得主产区土壤普遍偏湿，腾茬整地困难，冬小麦播

种受阻。据我部农情调度，截至 10月 25日，全国冬小麦已

播种完成 51.6%，河北冬小麦播种过 7 成，河南、山东近 7

成，安徽近 6成，山西近 5成，江苏近 2成。其中，河北、

山东、陕西、山西等地播种进度较往年偏慢 15-20天，河南

二、小 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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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播种推迟 1个月左右。但小麦生育期长，回旋余地大，

只要冬前能播下去，开春后管理措施跟得上，夺取丰收有希

望。10月 14日，2022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公布，三等小

麦最低收购价为每 50公斤 115元，较 2021年上调 2元。

（二）国内小麦价格上涨。10月份以来，受小麦流通量

较少、长时间阴雨导致秋收秋种受阻等因素影响，小麦市场

出现阶段性供需偏紧态势，主产区小麦价格有所上涨。10月

20 日，最低收购价小麦拍卖重启，计划投放小麦 100.77 万

吨，实际成交 89.19万吨，成交率 88.5%，成交均价 1.18元/

斤。本次拍卖在粮源投放上分为轻度不宜存和宜存，对存储

时间较长的小麦低价销售，性价比较高，对加工企业具有较

强的吸引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市场供应。10月份，郑州

粮食批发市场普通小麦价格每斤 1.32元，环比涨 2.3%，同比

涨 6.8%；优质麦每斤 1.43元，环比涨 1.5%，同比涨 2.4%。

（三）国际小麦价格持续上涨。本月，极端天气继续影

响国际小麦市场。加拿大、俄罗斯等主产国预期产量减少，

美国春小麦产区俄克拉荷马州东南部、德克萨斯州西部、北

达科他州西北部等地极端干旱天气持续，引发市场对全球小

麦供应前景的担忧，国际小麦价格保持上涨态势。其中，墨

西哥湾硬红冬麦（蛋白质含量 12%）平均离岸价每吨 364美

元，环比涨 5.2%，同比涨 31.9%；堪萨斯期货交易所硬红冬

麦期货近期合约平均价格每吨 279美元，环比涨 7.3%，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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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 39.5%。

（四）国内外价差扩大。本月国内外小麦价格均上涨，

但国际小麦价格涨幅高于国内，国内外价差扩大。10月份，

美国墨西哥湾硬红冬麦（蛋白质含量 12%）离岸价直接折人

民币每斤 1.17 元，比优质麦产区批发价低 0.26 元；配额内

1%关税下到岸税后价约每斤 1.71元，比国内优质麦销区价高

0.23元，价差比上月扩大 0.06元。

（五）9 月份小麦进口环比减少。据海关统计，9月份，

我国进口小麦及制品 64万吨，环比减 9.6%，同比减 40.4%；

出口 0.74万吨，环比增 42.7%，同比增 27.2%。1-9月累计，

进口小麦及制品 760.07万吨，同比增 25.5%；进口金额 23.46

亿美元，同比增 37.3%；出口 5.41万吨，同比减 66.4%；出口

金额 0.29亿美元，同比减 54.0%。进口主要来自加拿大（占

进口总量的 32.2%）、美国（占 30.4%）、澳大利亚（占 24.7%）；

出口主要目的地是香港（占出口总量的 85.0%）、澳门（占

6.1%）。

（六）预计 2021/22 年度全球小麦产不足需。10月份，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将 2021/22年度全球小麦的预期产

量较上月调增 720万吨，主要因为乌克兰的实际播种面积大

于此前预期，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单产预期有所改善，但俄

罗斯受干旱天气影响，单产低于此前预期。据 FAO 预测，

2021/22年度全球小麦产量 7.77亿吨，比上年度增 0.1%；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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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量 7.79亿吨，比上年度增 2.4%，产小于需 240万吨；期末

库存 2.84亿吨，比上年度减 0.9%；库存消费比 36.5%，同比

下降 1.2个百分点；贸易量为 1.88亿吨，比上年度增 0.3%。

（七）预计国内小麦价格上涨空间有限，国际小麦价格

高位震荡。国内市场：今年粮食丰收已成定局，产量将连续

7 年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小麦库存充足，而近期小麦价

格高位运行限制企业采购进度，预计后期国内小麦价格上涨

空间有限。国际市场：2021/22年度全球小麦产不足需，期

末库存下降，但近期产量好于此前预期，预计国际小麦价格

将保持高位震荡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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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国内价格持续下跌，国际价格由跌转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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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持续阴雨天气影响，新季玉米收获上市进度

整体偏慢，收获和烘干成本增加，农户惜售心理明显，目前

市场供给宽松，预计短期玉米价格以波动调整为主。国际方

面，美国中西部大范围降雨减缓玉米收获进度，预计国际玉

米价格将高位震荡。

【详情】

（一）国内玉米价格继续下跌。北方地区新季玉米陆续

收获上市，秋粮丰收已成定局，叠加陈玉米积极抛售、清库，

国内玉米市场供给宽松，拉闸限电导致部分地区深加工企业

开工率有所下降，玉米价格下行。从收购价看，10月份，吉

林深加工企业平均挂牌收购价为每斤 1.16 元至 1.23 元，环

三、玉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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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跌 0.03元至 0.16元，同比涨 0.01元至 0.14元；黑龙江为

1.12元至 1.16元，环比跌 0.06元至 0.12元，同比涨 0.03元

至 0.15元；山东为 1.28元至 1.38元，环比跌 0.06元至涨 0.02

元，同比涨 0.06元至 0.15元。从批发价看，10月份，产区

批发月均价每斤 1.23元，环比跌 3.5%，同比涨 5.9%。其中，

东北产区 1.21元，环比跌 3.7%，同比涨 5.0%；华北黄淮产区

1.29元，环比跌 2.5%，同比涨 8.0%。销区批发月均价每斤 1.38

元，环比跌 1.5%，同比涨 7.3%。

（二）国际玉米期现货价格均上涨。美国农业部（USDA）

最新供需报告较上月调减 2020/21年度世界玉米产量，美国

中西部 10 月下旬大范围强降雨影响玉米收获进度，国际玉

米期现货价格均上涨。10月份，美国墨西哥湾 2级黄玉米平

均离岸价每吨 266 美元，环比涨 4.3%，同比涨 20.4%；芝加

哥期货交易所（CBOT）玉米主力合约（2021年 12月份）收

盘月均价每吨 210美元，环比涨 1.9%，同比涨 33.8%。

（三）配额内国内外玉米价差缩小。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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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5元，比国内

产区批发价低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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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元，比国内玉米到港价

低 0.07元，价差比上月缩小 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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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元，比国内玉

米到港价高 0.7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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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9 月玉米进口量额明显增加。9 月份，我国玉米

进口量 353万吨，进口额 10.64亿美元，环比分别增 9.3%、

7.8%，同比分别增 2.3 倍、3.6倍。1-9月累计，我国玉米进

口量 2493万吨，进口额 69.29亿美元，同比分别增 2.7倍、

增 3.9倍；出口量 0.35万吨，出口额 132.19万美元，同比分

别增 1.1倍、增 1.7倍。

（五）2021/22 年度全球玉米市场供给趋于宽松。10月

份，据美国农业部供需报告预测，2021/22年度全球玉米产

量 11.98亿吨，比上月上调 45万吨，比上年度增 7.4%；消费

量 11.86亿吨，比上月下调 16万吨，比上年度增 4.8%；贸易

量 2.02亿吨，比上月上调 61万吨，比上年度增 13.5%；期末

库存 3.02亿吨，比上月上调 411万吨，比上年度增 4.1%；库

存消费比 25.4%，比上年度下降 0.2个百分点。

（六）预计国内玉米价格波动调整，国际价格高位震荡。

国内方面：受前期持续阴雨天气影响，新季玉米收获上市进

度整体偏慢，收获和烘干成本增加，农户惜售心理明显，加

之生猪价格反弹，玉米饲料消费有所回暖，对国内玉米价格

形成一定支撑，但目前市场供给维持阶段性宽松局面，预计

短期玉米价格以波动调整为主。国际方面：美国农业部全国

作物进展周报显示，截至 10月 31日，美国玉米收获进度达

到 74%，较去年同期偏慢 7个百分点，天气因素对玉米收获

进度造成不确定性影响，考虑到新年度全球玉米供需平衡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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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松，国际玉米价格持续上涨可能性不大，预计国际玉米价

格将高位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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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国内大豆价格略涨，国际大豆价格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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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方面，新豆收获接近尾声，农户惜售情绪

较重，预计新豆价格高位趋稳；国际方面，美豆新作供应充

足，南美大豆播种进展顺利，全球大豆供给趋于宽松，库存

消费比有所提高，预计未来国际大豆价格仍将呈震荡下行走

势。

【详情】

（一）国内大豆价格略涨。本月国产大豆收获接近尾声，

10月初至中旬，新豆集中上市，受大豆产量下降、成本上升、

豆农惜售等影响，国产大豆价格高开高走。10月份，黑龙江

国产油用大豆平均收购价每斤 2.44元，环比涨 1.9%，同比涨

15.7%；黑龙江国产食用大豆平均收购价每斤 2.92 元，环比

四、大 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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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 2.1%，同比涨 27.3%；山东国产大豆入厂价每斤 3.07元，

环比涨 0.7%，同比涨 14.9%；大连商品交易所大豆主力合约

（2021年 11月）收盘价每斤 3.06元，环比涨 3.8%，同比涨

30.5%。

（二）国际大豆价格下跌。本月美豆收获持续进行，收

割进度超过七成，南美大豆播种进展顺利，大豆生长良好，

国际大豆价格承压下行。10 月份，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CBOT）大豆主力合约（2021 年 11 月）平均收盘价每吨

452美元，环比跌 4.0%，同比涨 15.6%。

（三）进口大豆到岸税后价与国产大豆价差扩大。10月

份，山东地区进口大豆到岸税后价每斤 2.27元，环比跌 1.2%，

比当地国产大豆入厂价每斤低 0.80元，价差比上月扩大 0.05

元。美国大豆离岸价折人民币每斤 1.62元，比山东国产大豆

入厂价低 1.45元，价差比上月扩大 0.13元。

（四）1-9 月累计，大豆进口数量同比基本持平。据海

关统计，9月份，我国进口大豆 688万吨，环比减 27.5%，同

比减 29.8%；进口额 41.30亿美元，环比减 25.9%，同比增 10.2%。

出口大豆 0.19 万吨，环比减 65.7%，同比增 24.2%；出口额

200万美元，环比减 60.0%，同比增 75.4%；出口豆粕 5.15万

吨，环比减 44.0%，同比减 14.7%。1-9月累计，我国进口大

豆 7399万吨，同比减 0.7%；进口额 401亿美元，同比增 39.4%。

出口大豆 4.48万吨，同比减 21.3%；出口额 4881万美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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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 1.0%。大豆进口主要来源国是巴西（占进口总量的

66.2%）、美国（占 29.5%）、阿根廷（占 2.0%）。

（五）2021/22 年度全球大豆供应充足。10月份，据美

国农业部（USDA）供需月报预测，2021/22 年度全球大豆

产量 3.85亿吨，比上年度增 1988万吨，增幅 5.4%；消费量

3.77 亿吨，比上年度增 1471 万吨，增幅 4.1%；贸易量 1.73

亿吨，比上年度增 821万吨，增幅 5.0%；期末库存 1.05亿吨，

比上月调增 0.06 亿吨，库存消费比 27.7%，比上年度增 0.4

个百分点，是历史较高水平。

（六）预计短期内国产大豆价格高位趋稳，国际大豆价

格震荡下跌。国内市场：国产大豆供给量下降，豆农惜售情

绪较重，产区贸易商采购积极性较高，但销区需求不旺，预

计未来国产大豆价格呈高位趋稳走势。国际市场：美国大豆

丰产已成定局，国际大豆供给增加，巴西大豆播种大规模展

开，产区降雨条件良好，播种进展顺利，预计未来国际大豆

价格呈震荡下跌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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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国内外棉价均明显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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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新棉采摘进度加快，储备棉继续投放，加

之近期纺织品服装出口和内销订单不及预期，企业新棉采购

意愿较弱，棉价持续上涨动力不足，预计短期国内棉价将震

荡回调。国际市场，全球经济增速或将放缓，美联储货币收

紧政策预期增强，后期棉花价格存在走弱的可能。

【详情】

（一）国内棉价明显上涨。本月中上旬，在加工企业采

购积极性高涨的推动下，籽棉收购价不断攀升，国内棉价快

速上涨。下旬，随着新棉大规模上市和中央储备棉继续投放，

市场供给增加，籽棉收购有所降温，国内棉价窄幅盘整。10

月份，国内 3128B级棉花月均价每吨 21405元，环比涨 17.9%，

五、棉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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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涨 53.4%。郑棉期货主力合约（CF201）月结算价每吨

21382元，环比涨 21.2%，同比涨 48.0%。

（二）国际棉价持续攀升。本月，美国棉区多雨天气和

印度虫害导致市场对北半球新棉减产降质的担忧加重，美棉

出口签约势头强劲，多重因素推动国际棉价快速上行。10月

份，Cotlook A 指数（相当于国内 3128B 级棉花）月均价每

磅 116.74美分，环比涨 13.4%，同比涨 56.0%。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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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98元，比中国棉花价格

指数（CC Index）3128B级每吨低 4807元，价差比上月扩大

13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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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美分，1%关税下折到岸税后价每吨

19156元，比国内价格低 2249元，价差比上月扩大 1061元；

滑准税下折到岸税后价每吨 19273 元，比国内价格低 2132

元，价差比上月扩大 1083元。

（四）棉花进口和纺织品服装出口环比减少。据海关统

计，9 月份，我国进口棉花 7.34 万吨，环比减 14.9%，同比

减 65.1%。纺织品服装出口 291.32 亿美元，环比减 3.3%，同

比增 2.7%。1-9月累计，我国进口棉花 185万吨，同比增 32.3%。

纺织品服装出口额 2275.9亿美元，同比增 5.6%。

（五）纺纱量环比基本持平，纱线价格环比上涨。据国

家统计局数据，9月份，我国纱产量 241万吨，环比增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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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减 2.7%；1-9月累计，纱产量 2078万吨，同比增 12.7%。

10月主要代表品种 32支纯棉普梳纱线均价每吨 30165元，

环比涨 11.4%，同比涨 39.8%。

（六）ICAC 调增全球棉花产量、消费量和贸易量。10

月份，国际棉花咨询委员会（ICAC）预测，2021/22年度全

球棉花产量 2570 万吨，较上月调增 77 万吨，消费量 2590

万吨，较上月调增 3万吨，贸易量 1029万吨，较上月调增 8

万吨，期末库存调增至 1996万吨，库存消费比为 77%。

（七）预计短期国内棉价将震荡回调。国内市场：据国

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数据，截至 10月 29日，全国新棉采摘

进度为 72%，籽棉采摘进度加快。目前新棉的颜色级、长度、

马克隆值等关键指标均好于去年同期。10月储备棉投放合计

43.6 万吨，总成交 24.7 万吨，其中新疆棉累计成交 12.3 万

吨，成交率达 99%。下游企业新订单不足，部分区域限电限

产持续，随着棉花价格不断上涨，纺织企业原料采购以储备

棉和进口棉为主，对新棉采购意愿较弱。棉花供给总体充裕

而需求相对疲软，价格持续上涨动力不足，预计短期国内棉

价将震荡回调。国际市场：巴基斯坦、巴西等国棉花产量增

加，澳大利亚棉区降雨有利于新棉播种，美国农业部(USDA)

和 ICAC均环比调增新年度全球棉花产量和期末库存量。全

球经济增速预期放缓，美国和欧元区制造业 PMI指数均在 7

月份见顶后持续下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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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发布的经济展望中将全球经济增速下调 0.1 个百分点至

5.7%，加之美联储货币收紧政策预期增强，后期棉花价格走

弱的可能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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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国内外食用植物油价格均上涨

单位：元/斤，%

注：国内价格为山东四级豆油出厂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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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植物油进入传统消费旺季，预

计价格高位运行。国际市场，全球油菜籽供给持续偏紧，预

计价格仍处高位。全球食用植物油库存消费比继续下降，马

来西亚棕榈油进入减产季，预计近期国际食用植物油价格延

续偏强走势。

【详情】

（一）国产油菜籽价格继续维持高位，食用植物油价格

不同程度上涨。北方新季菜籽上市，受下游市场需求拉动，

菜籽压榨开工率上升，油菜籽消耗量增加，价格继续保持高

位。新季花生上市后，由于多数油厂未放量收购，农户因价

低惜售，市场购销总体偏淡，本月下旬以来受部分油厂采购

六、油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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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库需求拉动，花生价格微涨。10月份，湖北地区油菜籽进

厂价每斤 3.08元，环比持平，同比涨 3.0%；山东地区二级花

生仁批发价每斤 3.89元，环比涨 0.8%，同比跌 16.0%。随着

食用植物油逐步进入传统消费旺季，叠加国际油脂价格上涨

影响，国内食用植物油价格均明显上涨。10月份，山东四级

豆油出厂均价每吨 10446 元，环比涨 8.7%，同比涨 41.7%；

天津港 24度棕榈油到港价每吨 10375元，环比涨 11.7%，同

比涨 55.8%；湖北四级菜籽油出厂价每吨 12758 元，环比涨

14.2%，同比涨 28.5%；山东一级花生油出厂价每吨 16377元，

环比涨 7.4%，同比跌 9.6%。

（二）国际油菜籽价格继续回调，食用植物油价格大幅

上涨。加拿大油菜籽价格本月继续小幅回调，但仍处于历史

高位。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带动，国际豆油价格继续上涨；

马来西亚棕榈油增产季最后一个月产量不及预期，据马来西

亚棕榈油协会(MPOA)统计，2021年 10月 1-20日马来西亚

棕榈油产量环比减少 3.34%，供给格局延续偏紧态势，支撑

棕榈油价格大幅上涨。10月份，加拿大油菜籽 CNF均价（离

岸价＋运费）每吨 813 美元，环比跌 0.9%，同比涨 70.4%；

南美豆油 CNF 均价每吨 1455 美元，环比涨 8.3%，同比涨

63.5%；马来西亚 24度棕榈油离岸价月均价每吨 1315美元，

环比涨 13.8%，同比涨 69.2%。

（三）加拿大油菜籽到岸税后价高于国内，价差较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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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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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元，比国内油菜籽进厂价每斤高 0.11 元，价

差比上月缩小 0.04元；山东口岸的进口豆油税后价每斤 5.77

元，比当地国产豆油出厂价每斤高 0.55元。

（四）2021/22 年度全球食用油籽与食用植物油库存消

费比均持平略降。10月份，据美国农业部（USDA）预测，

2021/22年度，全球油籽产量 6.28亿吨，比上年度增 4.3%；

消费量 6.22 亿吨，比上年度增 3.3%；贸易量 1.97 亿吨，比

上年度增 3.2%；期末库存 1.17亿吨，比上年度增 3.5%；库存

消费比 18.7%，比上年度下降 0.1个百分点。全球食用植物油

产量 2.15 亿吨，比上年度增 4.4%；消费量 2.12 亿吨，比上

年度增 2.9%；贸易量 9060 万吨，比上年度增 6.6%；期末库

存 2295万吨，比上年度减 5.2%；库存消费比 10.8%，比上年

度下降 0.9个百分点。

（五）预计国内油料价格震荡分化，国内外油脂价格继

续高位运行。国内市场：油料方面，受消费需求拉动和全球

油菜籽供应偏紧影响，国产油菜籽价格仍将保持高位。河南、

山东等主产区新花生陆续上市，短期内市场供应充足，目前

贸易商观望情绪较浓，油厂尚未放量收购，压榨开工率偏低，

预计短期内花生价格低位震荡。油脂方面，四季度是食用油

传统消费旺季，豆油、棕榈油库存处于低位，加之受油料价

格上涨支撑，预计国内食用植物油价格高位运行。国际市场：



22

油料方面，受加拿大和欧洲油菜籽减产影响，全球油菜籽供

给持续偏紧，预计国际油菜籽价格仍处高位。油脂方面：美

国农业部 10 月供需报告调低 2021/22 年度全球食用植物油

库存至 2295 万吨，比上年度下降 5.2%。马来西亚棕榈油将

进入减产季，印尼计划停止出口毛棕榈油，加之全球能源供

应紧张带动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对食用植物油价格形成较强

支撑。预计短期国际食用植物油价格保持高位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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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国内糖价持平，国际糖价持平略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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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食糖市场供应充足，预计糖价以平稳运行

为主；受巴西食糖减产影响，预计近期国际糖价以平稳偏强

运行为主。

【详情】

（一）国内糖价基本持平。目前，国内陈糖、进口糖及

新糖并存，市场供应充足，食糖消费相对清淡。国际糖价的

持续高位运行，增强了国内食糖市场信心，本月国内糖价运

行平稳。10月份，国内食糖均价每吨 5573元，环比涨 0.2%；

同比涨 2.3%。

（二）国际糖价持平略涨。因巴西中南部食糖产量降幅

大于预期，巴西燃料价格上涨导致生产食糖的甘蔗减少，国

七、食 糖



24

际糖价小幅上涨。10 月份，国际食糖均价（洲际交易所 11

号原糖期货均价，下同）每磅 19.60美分，环比涨 1.6%；同

比涨 37.3%。

（三）国内外价差略有扩大。国内外价差在连续四个月

缩小后，稍有扩大，原因主要是国际糖到岸价持平略降而国

内糖价持平微涨。10月份，配额内 15%关税的巴西食糖到岸

税后价每吨 4857元，环比跌 45元，跌幅 0.9%，比国内糖价

低 716元，价差比上月扩大 56元。而进口配额外 50%关税的

巴西食糖到岸税后价每吨 6229元，环比跌 58元，跌幅 0.9%，

比国内糖价高 656元，价差比上月缩小 69元。

（四）本榨季全球食糖产需存在缺口。10月中旬，全球

第一大食糖贸易商雅韦安(AIvean sugar SL)的研究部门预计，

全球食糖消费增速将从上榨季的 0.7%扩大至 1.2%，2021/22

榨季全球食糖产需缺口将达 600万吨。

（五）预计近期国内糖价平稳运行为主。国内方面：

2021/22榨季食糖生产已开启，预计食糖产量略降，当季产

需缺口超过 500万吨。内蒙、新疆、云南等地陆续开榨，但

煤、焦炭及辅料价格大涨使得甜菜糖生产成本增加，内蒙古

自治区新糖报价每吨 6000元。2020/21榨季期末结转食糖超

过 100 万吨，比上榨季增加约 50 万吨。进口糖市场供应充

足。当前，国内食糖消费相对清淡、销售放缓，不利于食糖

结转库存的消化及新糖报价。以上短期内都将抑制国内糖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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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幅，预计近期国内糖价以平稳运行为主。国际方面：多家

国际糖业机构预测本榨季国际食糖产需存在不同程度的缺

口，巴西中南部食糖产量降幅大于预期，将对国际糖价形成

有力支撑，预计后期国际糖价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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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生猪和猪肉周价格止跌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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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猪供应将继续增长，猪肉供给较充裕。随

着天气转凉，南方腊肉制作提振猪肉消费，为猪价提供一定

支撑。猪肉价格将季节性回升，但上涨空间已经不大。

【详情】

（一）10 月中下旬生猪周价格反弹。四季度进入猪肉消

费旺季，市场价格有所回升。据农业农村部数据，1-9月累

计，规模以上生猪屠宰企业屠宰量 20112万头，同比增 80.6%，

其中，9月份屠宰量 2509万头，环比增 7.7%，同比增 95.2%。

9月份，400个监测县生猪存栏环比增 0.8%，同比增 22.1%，

其中，能繁母猪存栏环比减 1.8%，同比增 12.9%。10月份，

猪肉集贸市场均价每公斤 22.40 元，环比跌 3.6%，同比跌

八、猪 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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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生猪价格每公斤 13.07元，环比跌 2.6%，同比跌 58.4%；

仔猪价格每公斤 23.25元，环比跌 23.7%，同比跌 75.3%。从

周价格来看，10 月第 1 周生猪和猪肉周价格分别为每公斤

11.54元和 21.05元，10月第 4周反弹至 15.43元和 24.95元，

分别累计回升 33.7%和 18.5%。

（二）生猪养殖深度亏损。据农业农村部监测，10月份，

猪粮比价为 4.57:1，比上月下降 0.04个点。10月份，全国饲

用玉米价格每公斤 2.86元，环比跌 2.1%，同比涨 14.4%；育

肥猪配合饲料价格每公斤 3.62元，环比跌 0.3%，同比涨 9.4%。

据行业监测统计，自繁自养养殖户出栏一头 120公斤的肥猪

头均亏损 550元左右，与上月基本持平；外购仔猪养殖户头

均亏损 700元左右，较上月缩小 450元。

（三）猪肉月进口量显著下降。据海关统计，1-9月进

口鲜冷冻猪肉 314.18万吨，同比减 4.3%，进口额 88.65亿美

元，同比减 0.3%；出口猪肉 1.13万吨，同比增 49.2%，出口

额 0.84亿美元，同比增 32.8%。其中，9月份猪肉进口 20.90

万吨，环比下降 25.0%，同比下降 44.8%，进口额 4.95亿美元，

环比下降 32.5%，同比下降 44.6%。

（四）欧美猪价继续下跌。受猪肉出口下降及消费季节

性回落影响，欧盟和美国猪肉价格继续下跌。10月份，美国

猪肉切块批发价格为每英担 104美元，环比跌 1.7%，同比涨

10.5%。51%-52%瘦肉猪价格每英担 64美元，环比跌 7.0%，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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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涨 14.4%。欧盟猪肉批发价格每吨 1307.32欧元，环比跌

4.7%，同比跌 6.6%。

（五）猪肉价格将季节性回升。从猪肉供给来看，相对

宽松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3月份以

来，全国规模猪场每个月新生仔猪数量均在 3000万头以上，

并持续增长，仔猪育肥 6个月后出栏上市，预计四季度到明

年一季度，上市肥猪同比还会明显增长，生猪供应相对过剩

的局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仍比正常保

有量多 6%。从需求来看，猪肉消费进入旺季为猪价提供一定

支撑。猪肉价格将季节性回升，但上涨空间已经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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