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产品期货怎么买(农产品期货怎么交割)

2月19日，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发布，为今明两年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
。20日农产品期货市场涨跌互现，油脂油料跌幅居前，软商品小幅飘红，板块“吸
金效应”明显。围绕中央一号文件衍生出的交易机会，今年大豆、玉米、棉花、白
糖等品种应如何布局？ 

板块涨跌互现 

这份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
见》的文件中，所提及的政策措施对大豆、玉米、棉花、白糖等品种的直接影响较
大。 

2月20日，农产品期货市场表现不一。文华财经数据显示，截至20日收盘，油脂油
料板块跌幅居前，其中菜粕1905合约、豆粕1905合约均大跌逾1.8%，棕榈1905合
约、豆二1905合约同步下跌1.7%左右，玉米1905合约、豆油1905合约跌幅也均超
0.8%；软商品市场则明显飘红，白糖1905合约、郑棉1905合约收盘涨幅均接近1
%。 

从20日的资金动向来看，豆粕、菜粕、玉米、白糖、郑棉均出现明显的增仓，其中
豆粕1905合约当日持仓大增162262手，菜粕1905合约当日增仓61726手，玉米19
05合约持仓量也增加36644手；软商品中，白糖1905合约、郑棉1905合约也分别
增仓17542手、15256手。 

与之相对应的是，大量资金明显流入农产品期货板块。文华财经数据显示，20日，
有5.65亿元流入农产品板块，其中豆粕1905合约吸金量高达2.31亿元，郑棉1905
合约资金流入8859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从A股市场看，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林牧渔板块的影响更为明显，20
日，中信农林牧渔板块大涨2.47%，位居行业涨跌榜首位，个股中神农基因、益生
股份、民和股份、万向德龙均强势涨停。 

保障有效供应成关键 

机构人士指出，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明确指出，“
将稻谷、小麦作为必保品种，稳定玉米生产，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巩固棉花、油料、糖料、天然橡胶生产能力”，对今明两年的“三农”领域有
重大的指导意义。 

“中国很多农产品不能自给自足，比如大豆、棉花、白糖和小麦等，因此保障重要
农产品有效供应是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宝城期货金融研究所所长程小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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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中粮期货研究院分析称，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关于油料作物的重点是继续推进农
业供给侧改革和完善农业种植结构，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侧重点已明显转向扩大
大豆种植面积和拓展紧缺农产品进口渠道。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在‘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永久基本农田保持在15.4
6亿亩以上’，‘稳定粮食产量’的基础上，特别提到‘实施大豆振兴计划，多途
径扩大种植面积’，足见对降低重要农作物进口依存度的考虑。大豆振兴计划意味
着新年度国内大豆种植面积将环比增加。”一德期货分析师刘晓艺对中国证券报记
者说。 

广州期货分析师刘宇晖补充道：“实施大豆振兴计划是当前市场关注的焦点，进口
大豆占国内消费量的比重较大，油脂油料需求也逐年上升，在推动市场化定价与生
产者补贴的支撑下，国内大豆产业将迎来崭新的发展机遇。” 

由于我国大豆主产区与玉米主产区高度重叠，大豆面积的扩张理论上意味着新季玉
米面积的调低。不过刘宇晖指出，与去年不同，今年一号文件中提到“稳定玉米生
产”而非以往的“种植面积调减”，国储玉米连续抛售后，结合供需平衡表的预期
来看，若要保证自给率，国内玉米产量并不存在太大的调降空间。 

与玉米不同的是，目前我国棉花仍处于供需偏紧的格局中。刘晓艺指出，今年一号
文件中提及“恢复启动新疆优质棉生产基地建设”，“巩固棉花、油料、糖料、天
然橡胶生产能力”，“主动扩大国内紧缺农产品进口”，表明一方面要保障国内优
质棉生产，另一方面要扩大进口缓解国内供需缺口。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还重点提到了白糖。中粮期货研究院分析称，该文件中跟白糖
相关的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扶贫，稳定甘蔗收购价、保障农民收益的思路或
将延续；二是双高基地的建设将按计划继续推进；三是国产糖产量求稳；四是国内
食糖进口管控力度会否改变待观察。 

把握结构性布局机会 

从投资的角度看，机构人士认为，结合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看，考虑到后续供给可能
增加，豆粕、菜粕价格大概率承压，玉米价格虽有一定调整压力，但不必过于悲观
。 

刘晓艺指出，新年度国内大豆种植面积将环比增加，如果未来几个月生猪存栏继续
下降，豆粕价格将继续承压。而菜粕下游需求主要来自水产养殖业，未来几个月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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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养殖还将受到环保因素的扰动，预计菜粕价格走势或弱于豆粕。 

西南期货研究所表示：“通过实施大豆振兴计划，预计新年度国内大豆种植面积可
能继续增加。但豆粕、玉米下游需求受到相关疫情的影响偏负面；菜籽方面，下游
水产养殖需求也可能因环保因素受到制约，预计利空粕类特别是菜粕需求，不过菜
籽类期货还需关注进口情况。” 

建信期货研究所进一步指出，从长期视角来看，可关注由中央一号文件衍生出的以
下五个投资机会：一是生猪养殖规模化将是长期趋势，生猪养殖类股票将受追捧，
家禽类也会受益；二是除大豆外，玉米也将成为重要的进口农产品，这必将对国内
玉米期价造成冲击；三是大豆、油菜等油料作物振兴计划下，国内自给比例或将企
稳增加；四是加大农产品反走私综合治理力度，利多白糖期货；五是重点领域特色
农产品期货期权品种上市将带来新的投资机遇。 

本文源自中国证券报

更多精彩资讯，请来金融界网站(www.jrj.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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