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指期货四周年回顾与展望系列之四(股指期货 ih)

2月21日，中期协发布2022年度期货市场发展概述。总的来看，2022年期货市场
运行平稳，成交量较上年有所回落，但整体延续着自2020年以来的较大规模体量，
其中商品期货与期权品种成交量占全球总量72.3％；在全球交易所成交量排名中，
国内有四家期货交易所成交量排名在前25位；在农产品、金属和能源三类品种的全
球成交量排名中，国内期货期权品种在相应品类全球前20强中分别占16席、14席
和5席；期货期权新品种稳步增加，衍生品体系更加完善；期货公司资本实力持续
增强。

具体来看，2022年我国期货市场持续平稳运行。数据显示，2022年，国内期货市
场成交 67.68亿手和534.9万亿元，同比分别下降9.93％和7.96％。全球期货市场
成交838.48亿手，国内期货市场成交量占全球总成交量的8.07％，较2021年占比1
2％下降了约4个百分点。其中国内商品期货与期权成交量为66.16亿手，占全球商
品期货与期权总成交量91.53亿手的72.3％，较2021年同期69.8％的占比上升2.5个
百分点。

期货日报记者梳理发现，虽然我国期货市场规模在2022年呈下滑走势，但全年期货
市场成交规模仍高于2020年全年的成交规模，且较疫情前的2019年成交规模实现
大幅增长。

2022年，我国期货期权品种创新持续推进，产品体系更加完善。据统计，去年全年
一共上市16个期货期权新品种，包括2个期货品种、14个期权品种。其中，上期所
上市了螺纹钢期权和白银期权；郑商所上市了菜籽油期权和花生期权；大商所上市
了黄大豆1号期权、黄大豆2号期权和豆油期权；中金所上市了中证1000股指期货
、中证1000股指期权和上证50股指期权；广期所上市了工业硅期货和工业硅期权
；上交所上市了中证500ETF期权；深交所上市了创业板ETF期权、中证500ETF期
权和深证100ETF期权。

截至2022年年底，共上市期货期权品种数量达到110个，其中商品类93个（期货6
5个、期权28个），金融类17个（期货7个、期权10个）。

“从1999年我国期货市场规范发展阶段至2022年的23年间，国内期货期权交易品
种增长达10倍，我国期货市场目前已经形成以铜铝为代表的有色产业、以铁矿石、
螺纹钢为代表的钢铁产业、以油脂油料为代表的压榨产业、以鸡蛋生猪为代表的养
殖产业、以原油、PTA为代表的能源化工产业等多条产业链品种体系，基本涵盖国
民经济发展主要领域。”方正中期期货总裁许丹良对期货日报记者表示，预计2023
年我国期货期权市场还将持续扩容，碳排放权、商品指数类等创新型品种可能推出
，保守预测今年或上市20个期货、期权和指数类期货品种，2023年我国期货与期
权品种将达到创纪录的130个左右。同时，我国对外开放期货品种家族也会进一步
壮大，期货市场服务实体企业的广度和深度将不断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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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我国国内期货公司资本实力也持续增强。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年底，
中国期货公司总资产约1.7万亿元，净资产1841.6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3.06％和1
4.07％。从期货公司的四大主要业务来看，其中经纪业务收入233.75亿元，同比下
降25.79％；交易咨询业务收入1.15亿元，同比下降34.66％；资产管理业务收入9.
95亿元，同比下降18.04％；风险管理业务收入2413.81亿元，同比下降8.17％。

总的来看，虽然去年期货公司营收在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下录得下滑，但期货公司
及其风险子公司在服务实体经济和乡村振兴方面持续发力，取得丰硕成果。许丹良
告诉记者，去年期货行业坚持服务实体经济，自觉将行业发展战略融入服务国家发
展大局，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更专业、更精准地服务于广大产业客户，助力众多
实体企业和金融机构充分利用期货期权工具对冲原材料成本上升、库存积压、产品
销售收入下滑、金融资产价格波动等风险，发挥了市场的“稳定器”功能。

本文源自期货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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