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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点： 

政策方面，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善国有金融

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建立健全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四

梁八柱”，明确国务院、地方政府分别授权财政部、地方财

政部门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中央财政积极支持实

施新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支持耕地轮作休耕制

度试点，大力支持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助推乡村振兴战略。

2018 年全国夏粮总产量 13872 万吨，比 2017 年减少 306 万

吨，其中因面积减少减产 86 万吨，因单产下降减产 220 万

吨。 

宏观经济方面，二季度 GDP增速回落；食品分项指数带

动 CPI上涨；原材料和能源涨价带动 PPI 增速上涨。金融市

场方面，M2增速处于历史低位；新增人民币贷款超预期；社

会融资规模大降。利率方面，银行间人民币同业拆借利率、

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民间借贷利率以及农村互助会互

助金费率、P2P市场利率均较上月有所上浮。 

主要农产品方面，受不利天气条件影响，7 月国家粮油

信息中心进一步调低 2018/2019年度小麦单产及产量，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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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小麦结余量同比降 31%；7 月南方部分早稻上市，开秤价

普遍低于上年及当前托市收购价，因产量下降，价格有小幅

走高态势；玉米供需两方面变化不大，预计价格以稳定为主；

国产大豆预增，贸易战致年内进口预减，豆粕需求下降，供

求趋于平衡；新季棉花产量预减，但库存充足，采购需求放

缓，供求基本平衡；食糖产量小幅预增，需求季节性回暖，

但受国际市场拖累，糖市仍弱势运行。畜产品方面，生猪产

能持续下降，出栏速度放慢，供应压力趋缓，猪价阶段性反

弹。随着世界杯、暑假旅游和烧烤季的来临，牛羊肉消费淡

季不淡，未来价格以稳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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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要闻 

（一）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

理的指导意见》。 

6 月 3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善国有金融

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党中央、国

务院对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做出的顶层设计和重大部署，

是党和国家加强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和治理的重要基础工作。 

《意见》提出了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主要目标是：

建立健全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四梁八柱”，优化国有金融资

本战略布局，理顺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增强国有金融机

构活力与控制力，促进国有金融资本保值增值，更好地实现

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大基本任务。

使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法律法规更加健全，资本布局更加合

理，资本管理更加完善，国有金融机构党的建设更加强化。 

《意见》指出，国有金融资本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国有金融资本所有权。国务院和地方政

府依照法律法规，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同时，《意

见》第一次明确国务院、地方政府分别授权财政部、地方财

政部门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加强国有金融资本集

中统一管理，统一规制、分级管理，各级财政部门依法依规

履行国有金融资本管理职责。各级财政部门承担履行国有金

融资本出资人职责的主体责任，以管资本为主加强资产管理，

根据需要，也可以分级分类委托其他部门、机构管理国有金

融资本。《意见》强调，要充分尊重企业法人财产权利，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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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金融机构更大经营自主权和风险责任。 

（二）国家统计局关于 2018 年夏粮产量数据的公告。 

7月 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2018年夏粮产量数据公告。

根据对全国 25 个夏粮生产省（区、市）的调查，2018 年全

国夏粮播种面积、单位面积产量、总产量如下： 

全国夏粮播种面积 26703 千公顷（40054万亩），比 2017

年减少 164千公顷（246万亩），下降 0.6%；其中谷物播种面

积 23863 千公顷（35794 万亩），比 2017 年减少 170 千公顷

（254万亩），下降 0.7%。 

全国夏粮单位面积产量 5194.9 公斤/公顷（346.3 公斤

/亩），比 2017年减少 82.0公斤/公顷（5.5 公斤/亩），下降

1.6%；其中谷物单位面积产量 5441.3 公斤/公顷（362.8 公

斤/亩），比 2017年减少 90.8 公斤/公顷（6.1公斤/亩），下

降 1.6%。 

全国夏粮总产量 13872万吨（2774 亿斤），比 2017年减

少 306万吨（61亿斤），下降 2.2%。其中谷物产量 12984 万

吨（2597 亿斤），比 2017年减少 310万吨（62亿斤），下降

2.3%。 

据国家统计局农村司高级统计师黄加才解读，2018 年夏

粮产量因面积减少减产 86万吨，因单产下降减产 220万吨。 

（三）中央财政支持农村金融改革发展。 

7 月 16 日，财政部官网发布《中央财政支持农村金融改

革发展》。近年来，财政部认真贯彻落实有关要求，通过出

台多项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农村金融发展、推动金融机构强化



 

5 

 

支农惠农投入保障、构建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降低融资成本、

加大农业保险保障支持力度、运用 PPP 模式促进农村发展、

设立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金融需求

等多种措施，加大支持力度，创新政策工具，推动农村金融

良性发展，助力稳增长、调结构、促就业。 

下一步，财政部将积极落实中央 1 号文件有关精神，用

实用好现有政策，不断完善和优化政策措施，更好地支持农

村金融健康发展。一是巩固和提升政策效果，会同有关部门

做好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工作，继续推动农业信贷担保服务网

络向市县延伸，更好地发挥农业保险强农惠农作用。二是进

一步加大金融支农力度，促使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农村地区，

引导社会资本规范参与农业 PPP项目。三是加快推进国家融

资担保基金筹建工作，通过设置合作条件、实行逐级穿透、

强化监督惩戒等手段，强化对省级融资担保机构的业务指导

和规范引导，带动地方各级融资担保机构共同落实基金设立

目标。四是支持地方开展特色农业保险，探索开展三大粮食

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工作，加快建立多层次农

业保险体系。五是进一步优化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政策，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正向引导作用，让政策更加聚焦于小微

企业和“三农”主体。 

（四）农业农村部公布前六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监

测合格和第八批示范村镇名单。 

7 月 3 日，《农业农村部关于公布前六批全国一村一品

示范村镇监测合格和第八批示范村镇名单的通知》（农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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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 号）提出，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关于“培育农产品品牌，保护地理

标志农产品，打造一村一品、一县一业发展新格局”的精神，

按照《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关于

打造“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的要求，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

厅关于开展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监测与认定的通知》的规

定，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初步监测

和推荐的基础上，经审核，认定北京市海淀区上庄镇西马坊

村等 300 个村镇为第八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同意北京

市门头沟区军庄镇孟悟村等 1809个村镇监测合格。 

（五）中央财政积极支持实施新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

奖励政策。 

为切实加强草原生态保护，更好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2018年，中央财政安排新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 187.6

亿元，支持实施禁牧面积 12.06 亿亩，草畜平衡面积 26.05

亿亩，并对工作突出、成效显著的地区给予奖励，由地方政

府统筹用于草原管护、推进牧区生产方式转型升级。其中，

禁牧补助、草畜平衡奖励要求各地按照“对象明确、补助合

理、发放准确、符合实际”的原则，根据补助奖励标准和封

顶保底额度，做到及时足额发放。资金发放实行村级公示制，

广泛接受群众监督。绩效评价奖励在可统筹支持落实禁牧补

助和草畜平衡奖励基础工作的同时，要求各地用于草原生态

保护建设和草牧业发展的比例不得低于 70%，并因地制宜推

进草牧业试验试点，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现代草牧

业的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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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18 年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规模比上年翻一番。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有

关要求，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在总结试点经验基础上，对

2018年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工作进行了部署：一是将中央

财政补助的试点规模扩大到 2400万亩，比上年翻一番，其中

轮作面积 2000万亩、休耕面积 400 万亩；同时，安排相关地

区自行开展试点面积 600 万亩，2018 年总计耕地轮作休耕制

度试点规模达到 3000 万亩。二是将中央财政补助的试点区

域由 9省区扩大到 12省区，即在现有轮作试点区域基础上，

鼓励长江流域小麦稻谷低质低效区开展稻油、稻菜、稻肥轮

作；在现有休耕试点区域基础上，新增塔里木河流域地下水

超采区开展冬小麦休耕、黑龙江寒地井灌稻地下水超采区开

展水稻休耕。近日，中央财政拨付资金 50.9 亿元，支持有关

省区开展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工作，比上年增加 25.3 亿

元，增长 98.8%。 

（七）简讯两则。 

2015 年以来，农发行累计投放精准扶贫贷款 1.52 万亿

元，其中，2017年向“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投放贷款 679

亿元，“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贷款增长率是全行各项贷款

平均增长率的 3.8 倍。 

7 月 19 日，农业农村部就质量兴农工作情况举行发布

会，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局长广德福表示，农

业农村部正在抓紧编制《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规划（2018-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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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动态 

（一）宏观经济。 

二季度 GDP 增速回落。二季度 GDP 增速为 6.7%，环比下

降 0.1个百分点，同比持平。其中农林牧渔 GDP增速为 3.4%，

环比持平，同比上升 0.1 个百分点。 

食品分项指数带动 CPI 上涨。6 月 CPI 同比增长 1.9%，

增速较上月增加 0.1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增加 0.4 个百分

点。其中 CPI 食品分项价格指数同比增长 0.3%，增速比上月

增加 0.2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增加 1.5 个百分点；非食品

分项价格指数同比增长 2.2%，增速持平。本月 CPI 增速上涨

源自于猪肉价格和燃料价格的贡献，服务价格小幅下滑，物

价整体相对稳定。 

原材料和能源涨价带动 PPI 增速上涨。6 月 PPI 同比增

长 4.7%，增速比上月增加 0.6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减少

0.8 个百分点。基础原料和能源价格的上涨是促使 PPI 增速

上涨的主要原因，6 月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价格同比

上涨 19.9%，涨幅扩大 5.1个百分点。 

（二）金融市场。 

1.货币供应情况。 

M2 增速处于历史低位。6月末，M2余额 177.02 万亿元，

同比增长 8%，增速比上月末低 0.3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低

1.1 个百分点；M1 余额 54.39万亿元，同比增长 6.6%，增速

比上月末高 0.6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低 8.4个百分点；M0

余额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3.9%。上半年净回笼现金 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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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6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 1.84 万亿元，环比多增 6900

亿元，同比多增 3054亿元，超出市场预期。 

“强监管、去杠杆”政策背景下，社会融资规模大降。6月

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1.18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 5902亿

元。扣除人民币贷款拉动，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票

据均大幅负增长，影子银行活动明显减弱，现金流断裂风险

日益上升，表内外结构性矛盾大幅激化。6 月，企业债券融

资有所恢复，新增 1300亿元，但中低等级信用债乏人问津，

债券融资冷热分化现象十分突出，信用利差继续走高。 

从结构看，表外资产进一步向表内转移。上半年对实体

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 96.3%，同比

高 22.5 个百分点；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

占比 0.1%，同比减少 0.5 个百分点；委托贷款占比 8.8%，同

比低 14.2个百分点；信托贷款占比 2%，同比减少 13.8个百

分点；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占比 3%，同比低 8.1个百分点；

企业债券占比 11.2%，同比高 14.5 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境

内股票融资占比 2.8%，同比低 1.1 个百分点。 

涉农贷款方面，2018 年 6 月末，本外币涉农贷款余额
1
32.16万亿元，同比增长 7.3%，增速比一季度末低 0.6 个百

分点。涉农贷款余额占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的

24.9%，与 2017年末基本持平。2018 年一季度，农商银行平

均净息差 2.95%，同比增加 0.27个百分点。农商银行不良贷

款呈持续上升趋势，本月不良贷款余额 3905 亿元，同比增长

                   
1
源自银保监会季度监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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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不良贷款率 3.26%，环比增加 0.1个百分点，同比增

加 0.71个百分点。 

流动性方面，6月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累计净投放 1200 亿

元，上月为净投放 1300亿元，环比减少 100亿元，去年同期

为投放 400亿元，同比增加 800亿元。 

2.利率市场情况。 

货币市场利率小幅回升。6 月银行间人民币同业拆借加

权平均利率为 2.73%，比上月高 1BP，比上年同期低 21BP。7

月 20 日，Shibor 隔夜为 2.35%，比上月跌 27BP；Shibor1W

为 2.68%,较上月同期跌 15BP。6月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加权平

均利率为 2.89%，比上月高 7BP，比上年同期低 14BP。7 月

20 日，DR007利率 2.62%，较上月跌 2BP；DR1M利率 2.83%，

较上月同期跌 27BP。R007 利率 2.66%，较上月同期跌 6BP；

R1M 利率 3.87%，较上月同期跌 35BP。 

债券市场利率下行。7 月 20 日，1 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

为 3.05%，比上月同期高 1BP；3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为 3.23%，

比上月同期低 5BP。 

同业存单利率普跌，货基收益率下降。7 月 20日，1月

期同业存单发行利率 3.10%,较上月同期跌 161BP；3 月期同

业存单发行利率 3.68%,较上月跌 87BP；6月期同业存单发行

利率 3.92%，较上月跌 67BP。货币基金平均七日年化收益率

为 3.42%，较上月同期跌 31BP。 

民间借贷利率涨跌互现。6 月全国地区性民间借贷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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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
2
月均值为 15.26%，比上月低 3BP，比上年同期低 25BP。

分主体看，6月全国农村互助会互助金费率为 13.03%，比上

月高 50BP，比上年低 10BP；6月小额贷款综合利率为 16.47%，

比上月高 42BP;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利率为 14.51%，比上月低

38BP。 

3.网贷行业情况。 

6 月全国 P2P 贷款
3
余额 1.31 万亿元，环比增加 0.43%。

综合利率 9.62%，较上月低 6BP，比上年高 30BP。本月平均

借款期限为 12.34 个月，环比拉长 0.32个月，同比拉长 3.56

个月，平均借款期限延续近半年的拉长趋势，并连续创 P2P

网贷行业历史新高。网贷平台的洗牌将进一步加速。P2P 网

贷行业正常运营平台数量下降至 1836 家，比上月底减少 36

家。网贷行业的活跃投资人数 408.37万人，环比下降 1.95%；

活跃借款人数分别为 435.2万人，环比下降 0.32%。 

4.小贷公司情况。 

小贷公司业务、机构、人员持续萎缩。2018 年二季度小

贷公司贷款余额
4
9763 亿元，环比增加 22 亿元，同比增加 155

亿元。其中，小贷公司累计新增贷款 22亿元，环比增加 133

亿元，同比少增 291 亿元。公司数量延续下降态势。二季度

小贷公司数量
5
8394 家，环比减少 77 家，同比减少 294 家；

从业人员 10 万人，环比减少 0.1万人，同比减少 0.8 万人。 

                   
2
温州市金融局发布。“温州.中国民间融资综合利率指数”设有监测点达 200多个，涉及 22个城市的

当地金融办、温州商会、温州金融机构省外开设的村镇银行等，每周采集的样本量平均在 300笔左右。采

集的样本经审核后根据专家确认的综合权重计算出周价格指数。 
3
网贷之家数据 

4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 

5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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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指标名称 当期 上期 环比变化 上年同期 同比变化 

宏
观
经
济 

GDP 当季（%） 6.7 6.8 -0.1 6.9 -0.2  

GDP 当季：农林牧渔（%） 3.4 3.4 0.0 3.2 0.2  

CPI（%） 1.9 1.8 0.1 1.5 0.4  

PPI（%） 4.7 4.1 0.6 5.5 -0.8  

M2 同比（%） 8.0 8.3 -0.3 9.1 -1.1  

M1 同比（%） 6.6 6.0 0.6 15.0 -8.4  

公开市场操作净投放:当月值（亿元） 1200 1300 -100 400 800 

社会融资规模:当月值（亿元） 11816 7636 4180 17718 -5901 

涉农业贷款余额：当季值（万亿元） 32.16 32 0.16 29.2 2.96 

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利率:当月（%） 2.73 2.72 0.01 2.9 -0.21  

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当月（%） 2.89 2.82 0.07 3.03 -0.1  

全国地区性民间借贷综合利率指数（%，月均） 15.26 15.29 0.03 15.51 -0.25 

全国农村互助会互助金费率 13.03 12.53 50 13.13 10 

中国 P2P 市场利率指数（%，月末） 10.7 9.8 0.9 8.9 1.7 

小
贷
公
司
情
况 

小贷公司贷款余额（亿元） 9763 9630 133 9608 155 

小贷公司新增贷款（亿元） 22 -111 133 313 -291 

小贷公司机构数量（家） 8394 8471 -77 8643 -249 

小贷公司从业人员（万人） 10 10.1 -0.2 10.8 -0.9 

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数据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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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宗农产品供需情况 

（一）粮食。 

1.小麦。 

供需预测：7月国粮中心对2018/2019年度小麦供需平衡

表做出调整，单产及产量进一步调低，饲用及加工消费调高，

主要因不利天气影响导致小麦减产降质。小麦年度结余量调

整至1179万吨，环比降低30.73%，同比降低44.52%。供给方

面，根据统计局分析，秋冬播期间，河南等地局部遭遇持续

降雨天气，部分麦田播期推迟15-20天，小麦冬前积温不足，

不利于形成冬前壮苗和安全越冬；清明前后，黄淮海等小麦

主产区遭受了一次大范围大幅度降温天气，影响小麦穗粒数

形成；灌浆收获期间，安徽等部分地区遭遇长时间阴雨天气，

降水偏多，日照不足，不仅影响小麦灌浆，还导致小麦出芽

霉变，影响品质。小麦单产预计已连续两个月调低，7月预计

全国小麦单产5141公斤/公顷，较上月下调178公斤/公顷，较

上年下降270公斤/公顷。全国小麦产量较上月下调423万吨，

降幅3.34%，较上年下降727万吨，降幅5.6%。夏收期间，河

南、湖北、安徽局地受降水影响，雨后收割的小麦发芽率和

霉变率较高，这部分小麦只能用于饲用或加工消费，因此调

高饲用及加工消费量各100万吨，整体消费量调增200万吨。 

小麦供需平衡表 

单位：万公顷、万吨 

项目 2016/17 
2017/18 2018/2019 2018/2019 

同比 环比 
（7 月） (6 月） (7 月） 

播种面积 2,419 2,399 2,383 2,383 -0.67% 0.00% 

产量 12,885 12,977 12,673 12,250 -5.60%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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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量 425 369 300 400 8.40% 33.33% 

消费量 11,271 11,220 11,270 11,470 2.23% 1.77% 

出口量 0 1.2 1.5 1.5 25.00% 0.00% 

年度结余量 2,039 2,125 1,702 1,179 -44.52% -30.73% 

 

数据来源：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气象预警及生长情况： 5 月中旬至 6 月中旬，全国麦收

进展总体顺利，进度较常年略偏快。但受阶段性灾害天气影

响，部分地区麦收短暂受阻。5月中下旬湖北北部以及江苏、

河南、安徽南部出现持续降雨过程，小麦浸水较为严重，6月

中旬华北、黄淮部分麦区出现大风冰雹为主的强对流天气，

对小麦收晒作业略有不利。 

价格情况：自 2018年 6月 18日起暂停政策性小麦拍卖，

陈小麦市场供应减少，市场交易焦点在新小麦。今年小麦普

遍减产，农户及贸易商大多看涨后期市场价格，惜售心理较

强。同时面粉企业普遍在新麦上市前保持低库存运行，存在

补库需求。6 月初开始新小麦价格快速上涨，多地新小麦价

格上涨达 120-150 元/吨，至 6 月下旬，新小麦价格基本达

到贸易商心理价位，出货加快，面粉企业也已建立部分库存，

采购迫切性下降，新小麦价格进入稳定期，部分地区普通小

麦价格小幅下滑，但优质小麦价格保持上涨。受清明期间“倒

春寒”天气影响，今年河南北部、山东西南部地区优质小麦

减产明显。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国内优质小麦播种面积增

长 10%左右，但部分地区因灾减产，市场预计优质小麦总产

量或小幅下降。由于优质小麦上涨势头更为强劲，优普小麦

价差呈扩大态势。预计后期普通小麦价格以稳为主，优质小

麦价格仍有上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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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新季小麦收购进度较上年同期明显偏慢。国家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 7 月 10 日，主产区小麦

累计收购 2717万吨，同比减少 1590 万吨。一是因为部分地

区小麦减产；二是河南、安徽、湖北三省三等以下小麦数量

较多，同时今年粮库托市收购以及储备粮轮入小麦的入库标

准明显提高，等级低于三等、呕吐毒素超过 1mg/kg 的小麦一

律不允许入库；三是收获高质量新麦的农户惜售心理较强。 

2.稻谷。 

供需预测：7 月国粮中心对 2018/19 年度稻谷供需预测

与 6 月基本保持一致，仅消费量上调 50 万吨。预计稻谷的

产量及年度结余量降幅较大，供过于求的局面得到缓解。供

给方面，2018/19作物年度稻谷播种面积同比下滑 1.91%，创

2004年以来最大减幅，单产小幅下降，产量同比下滑 2.81%。

需求方面，消费量同比增 18 万吨，增幅 0.1%，食用消费略

降，饲用消费略增。年度结余量 1842 万吨，5 年来首次低于

2000 万吨，同比下降 29.04%。主要因国家持续推进农业供

给侧改革，通过降低 2018年稻谷最低收购价、增加休耕轮作

面积等方式引导市场进行种植调整，减少稻谷供给压力。 

稻谷供需平衡表 

单位：万公顷、万吨 

项目 2016/17 
2017/18 2018/2019 2018/2019 

同比 环比 
（7 月） (6 月） (7 月） 

播种面积 3,018 3,018 2,960 2,960 -1.91% 0.00% 

产量 20,708 20,856 20,270 20,270 -2.81% 0.00% 

进口量 564 500 450 450 -10.00% 0.00% 

消费量 18,511 18,660 18,628 18,678 0.10% 0.27% 

出口量 149 200 250 250 25.00% 0.00% 

年度结余量 2,612 2,496 1,842 1,792 -28.21%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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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气象预警及生长情况：早稻播种以来产区大部时段光热

充足，但局部强降水和移栽用水不足影响早稻育秧和移栽，

预计平均单产较上年持平略增，7月早稻将大面积上市。6月

东北及长江中下游大部分地区一季稻处于返青分蘖期，西南

地区一季稻大部分处于分蘖拔节期，局部进入孕穗抽穗期。

全国一季稻一、二类苗比例分别为 30%和 70%，与近年同期水

平相当。6 月以来，江南东南部、华南南部部分地区有连续

性强降水，广西梧州和百色、江西抚州、湖南邵阳和怀化、

浙江嘉兴等地遭受洪涝灾害，广东及广西沿海、海南北部遭

遇台风，对一季稻分蘖拔节、早稻抽穗开花有不利影响。云

南中南部、贵州西部阴雨寡照天气较多，不利于一季稻生长。 

价格情况：6 月市场粮源仍以政策粮拍卖为主，整体价

格较为平稳，局地小幅下滑。截至 7 月 17日，托市稻谷拍卖

累计成交 687万吨，2017年全年为 1031万吨。按当前进度，

2018年全年托市稻谷成交量将大概率超过上年。由于价格优

势突出，近期政策性稻谷成交标的仍以 2014 年产的陈粮为

主。受供大于求的基本面影响，整体看 1-6月稻谷价格呈下

跌态势。 

7 月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等地早稻陆续上市，2018

年早稻政策性收储规则变化较大：一是最低收购价下降 200

元/吨，至 2400元/吨；二是收储质量标准提高，从国标五等

以上提高到国标三等以上。预计今年符合收储质量标准的合

格粮源将大幅减少，不排除后期价格出现高涨趋势，低质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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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价格趋弱，收储质量标准提高将带来市场的两极分化；三

是收购启动时间推后，收购期缩短。启动时间从 7 月 16 日

推迟到 8 月 1日，收购期较往年缩短半个月左右时间，往年

新稻上市初期托市收购已经启动，粮库收购吸收农户手中大

量粮源，今年新稻陆续上市，目前主要以市场化收购为主。

受早稻上市的冲击，市场早稻价格明显下滑，加上今年早稻

最低收购价下调，早稻开秤价普遍较低，大部分地区低于托

市收购价。根据国粮中心预测，受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2018

年全国早稻产量为 3040万吨，同比减少 104万吨，减幅 3.2%。

在产量下降的背景下，7 月中旬后新季早稻价格小幅上行，

新季早稻价格有低开高走的趋势，预计后期仍有一定上涨空

间，逐步向托市价靠拢。但在去库存的大背景下，价格涨幅

受限。 

3.玉米。  

供需预测：7 月国粮中心对 2018/19 年度玉米供需预测

进行调整，调增产量 280 万吨，调高消费量 200 万吨，年度

结余量较上月调高 80 万吨。供给方面，7月预计 2018/2019

年玉米播种面积 3556万公顷，同比增 0.32%，环比调增 1.6%，

而此前国粮中心一直预测玉米种植面积将同比下滑。调增面

积主要因 2017/2018 年度玉米种植收益较好，农民种植玉米

的积极性较高，不受“轮作”及“粮改饲”政策影响的地区

玉米种植面积将出现增长。玉米产量比上月调增 280 万吨，

达 21650 万吨，同比增 0.28%。消费方面，7月预计 2018/2019

年度玉米消费量 26000万吨，同比增 8.8%，饲用消费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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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加工消费同比增 13.3%。消费量比上月调增 200 万吨。

根据商务部 6 月 16 日公告，自 2018 年 7 月 6日对原产于美

国的农产品加征 25%的关税，预计高粱对饲用玉米的替代量

下降，调高饲用玉米需求 500万吨；深加工方面，为响应国

家稻谷“去库存”计划，多家燃料乙醇生产企业使用不宜食

用的稻谷进行燃料乙醇的生产，对玉米形成替代，调低加工

消费 300 万吨。综合来看，产量微增，消费大幅增长，玉米

年度结余量同比下降 2042 万吨，玉米高库存的局面将得到

显著缓解。 

玉米供需平衡表 

单位：万公顷、万吨 

项目 2016/17 
2017/18 2018/2019 2018/2019 

同比 环比 
（7 月） (6 月） (7 月） 

播种面积 3,677 3,545 3,500 3,556 0.31% 1.60% 

产量 21,955 21,589 21,370 21,650 0.28% 1.31% 

进口量 246 300 300 300 0.00% 0.00% 

消费量 22,148 23,897 25,800 26,000 8.80% 0.76% 

出口量 8 3 3 3 0.00% 0.00% 

年度结余量 46 -2,011 -4,133 -4,053 -101.54% -1.94% 

数据来源：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气象预警及生长情况：5 月下旬至 6 月中旬，华北、黄

淮和西北地区东部普遍有 25-100 毫米降水，夏种区降水充

沛，尤其是 6月 8-9 日、18-19日华北、黄淮出现明显降水，

农田墒情得到明显改善，良好的水热条件利于夏玉米播种出

苗。春玉米方面，吉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旱情基本解除，

但部分地区遭遇暴雨及冰雹，加上前期干旱影响出苗，东北

玉米单产可能受到影响。 

价格情况：6 月国内玉米价格以稳为主，局地小幅波动。



 

23 

 

波幅基本在 50 元/吨以内。当前市场仍以临储拍卖粮为主，

周度拍卖量仍保持每周 800 吨。至 7 月 13 日，2018 年临储

玉米共投放 10862 万吨，实际成交 5366 万吨，平均成交率

为 49.4%。国粮中心预计 7-8 月临储玉米出库量将稳定在每

周 300吨左右，市场供给充足。但夏季果蔬运输增多，加上

华北正值新小麦收购旺季，运输成本或进一步上涨。另外，

7-8 月玉米生长进入关键期，近期部分主产区虫害风险有所

抬头。综合来看，玉米供给整体充足，受玉米拍卖底价的支

撑，预计 7 月玉米价格整体稳定，受物流、天气等因素影响，

区域性、阶段性的小幅波动仍将频繁。 

（二）重要农产品。 

1.大豆。 

2018/19 年度，国产大豆预增，对美豆加征关税使年内

进口量预减，猪价下跌导致豆粕需求下降，供需基本平衡。

供给方面，根据农业农村部 7 月最新预测，2018/19 年度，

全国大豆播种面积 839万公顷，与上月预测持平。新季大豆

单产 1832公斤/公顷，与上月预测持平；国产大豆总产量为

1537 万吨，与上月预测持平。6 月东北地区大豆余粮减少，

农户持豆惜售，但临储大豆拍卖启动，短期供给预增。进口

方面，5月份进口大豆 969 万吨，环比增加 40.4%，同比增加

1.1%。受中美贸易战影响，大豆进口成本上升，预计 4季度

或将出现供需缺口,年内进口量为 9385万吨，比上月预测下

降 1.88%。需求方面，因生猪养殖业持续亏损削减饲用豆粕

需求，油厂压榨节奏放缓，大豆压榨消费量 9165万吨，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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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估计数调减 273 万吨。预计 2018/19年度国内大豆总消费

量为 10923万吨，比上月预测减少 1.76%。 

气象预警及生长情况。6 月东北地区大部分气温接近常

年，日照正常，大豆长势良好、发育期正常。自大豆播种以

来，大于 10℃的活跃积温除辽宁较上年略偏低以外，大部分

主产省较上年偏多 3-55℃，所有主产省较常年偏多 20-97℃。

大部墒情适宜，降水量为 25-150毫米，接近常年同期或略偏

少，黑龙江西北部和吉林西部降水量为 100-250毫米，较常

年偏多 3 成至 2倍，气象条件总体利于大豆正常生长。 

国内大豆收购价环比微涨。6 月黑龙江国产油用大豆平

均收购价 3380元/吨，环比上涨 0.1%，同比下跌 8.9%；黑龙

江国产食用大豆平均收购价 3600元/吨，环比持平，同比下

跌 11.2%。国际大豆价格大幅下跌。受美国大豆生长状况良

好和中美贸易争端影响，6 月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

大豆主力合约平均收盘价 343 美元/吨，环比跌 8.5%，同比

涨 0.6%。7月新关税生效后，全球大豆贸易格局将发生重大

变革。预计 2018/19 年度进口大豆到岸税后中间价区间上涨

100 元/吨至 3300-3500 元/吨;国产大豆销区批发均价区间

为 4175-4375元/吨，与上月预测一致。 

 

大豆供需平衡表 

单位：万公顷、万吨 

项目 2016/17 
2017/18 年 

（7 月） 

2018/19 年

（6 月） 

2018/19 年 

（7 月） 
同比 环比 

播种面积 720.2 778.3 838.9 838.9 7.79% 0% 

产量 1294 1455 1537 1537 5.6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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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量 9349 9597 9565 9385 -0.33% -1.9% 

消费量 10811 10788 11119 10923 3.07% -1.7% 

出口量 12 22 23 23 4.55% 0% 

年度结余量 -180 242 -40 -24 -116% -40%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 

2.棉花。 

2018/19 年度国内棉花产量预减，库存充足，下游需求

放缓，供需基本平衡。供给方面，根据农业农村部 7 月最新

预测，2018/19 年度全国棉花产量 572 万吨，比上月预测增

加 17 万吨。期初库存 762 万吨，比上月预测增加 2.7%。全

国棉花交易市场发布公告，储备棉轮出交易仅限纺织用棉企

业参与，且其购买的储备棉限于自用，不得转卖。政策限制

将导致储备棉成交率下降，截至 6 月 29 日，储备棉轮出累

计成交 139.9 万吨，成交率 61%。新年度仍处于棉花去库存

阶段，国内高品质皮棉供给不足，外加政府增发棉花进口配

额，预计棉花进口量将持续增加。预计 2018/2019 年棉花进

口量为 160万吨，较上月预测增长 14.3%。需求方面，2018/19

年度国内棉花年度总消费量预计为 840万吨，与上月预测持

平。中美贸易摩擦趋紧打击市场信心，纺织企业棉花采购进

度放缓。据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预测，7 月至年底国内共

需棉花 408 万吨。考虑到增发 80 万吨的棉花进口配额、棉

花稳定的轮出情况以及国内新棉供给量，国内棉花供给基本

能满足需求。 

气象预警及生长情况。5 月以来新疆持续受低温、大风

阴雨等恶劣天气影响，棉花发育较往年偏晚 7-10天。预计今

年南北疆棉花单产均会有 5%以上的减产。河北棉区受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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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雹等极端天气多发影响，长势差于常年。河南和甘肃两省

天气状况对棉花生产比较有利，目前棉花生长状况良好。 

6 月国内棉价小幅上涨。6 月国内 3128B 级棉花月均价

为 16465 元/吨，环比上涨 4.4%，同比上涨 2.8%。新年度国

内库存仍然宽裕，未来市场行情仍以稳为主。预计 2018/19

年度国内 3128B 级棉花年内均价保持在 14500-16500 元/吨

区间运行。 

棉花供需平衡表 

单位：万公顷、万吨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 

3.食糖。 

2018/19 榨季国内食糖供应充足，消费进入旺季，但在

国际糖市下跌压力下，国内糖市仍以弱势运行为主。供给方

面，2017/18 榨季国内食糖生产已经全部结束，市场处于纯

销糖期。全国累计产糖 1031 万吨，同比增长 11%。根据农业

农村部 7 月最新预测，受主产区糖料收购价格较高、糖农种

植积极性提升的影响，预计 2018/19年度糖料种植面积 151.7

万公顷，食糖产量 1068万吨，与上月预测基本一致。进出口

方面，受保障性关税限制，预计 2018/19年度中国食糖进口

项目 2016/17 
2017/18 

（7 月） 

2018/19 

（6 月） 

2018/19 

（7 月） 
同比 环比 

期初库存 1,111 875 742 762 -12.9% 2.7% 

播种面积 310 335 319 329 1.8% 3.1% 

产量 482 589 555 572 -2.9% 3.1% 

进口量 111 130 140 160 23.1% 14.3% 

消费量 828 830 840 840 1.2% 0% 

出口量 1 2 2 2 0% 0% 

年结余量 -236 -113 -147 -108 4.4%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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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320万吨，与上年持平。截至 5 月底，累计进口糖 110.19

万吨，比上年同期减少 17 万吨，减幅为 13%。需求方面，

2018/19 年度国内糖料消费约 1520 万吨，与上月预测持平。

5 月下旬国内食糖开始进入消费旺季，规模以上食品工业用

糖量保持稳定增长。 

气象预警及生长情况。6 月份，广西、云南等南方甘蔗

主产区缺少有效降雨，不利于甘蔗生长，部分地区甘蔗断垄

现象严重；内蒙古部分甜菜产区出现旱情，对产量有不利影

响，内蒙古东北部地区受大豆种植预期提高的影响，甜菜种

植订单落实情况不及预期；新疆雨水较多、气温偏低，甜菜

基本已经封垄。 

国际市场压力下，国内糖价已连续四个月走低。6 月国

内糖价均价为 5394元/吨，环比下跌 2.1%，同比下跌 18.0%。

国际糖价止跌企涨，主要由于：一是巴西干旱，卡车司机罢

工，雷亚尔汇率走强；二是印度建立 300 万吨政府糖库存，

吸收过剩食糖，对糖价形成短期支撑。6 月对关税配额外征

收 50%保障措施关税的巴西食糖到岸税后价为 4166 元/吨，

涨幅为 4.2%，比国内糖价低 1228 元/吨，价差较上月缩小

284 元/吨。目前，糖厂库存处于近年高位，消费显弱，后期

销售压力大；国内外价差较大，走私仍是市场担心因素之一。

由于国内外食糖市场的基本面没有根本性改变，预计近期国

内外糖市仍以弱势运行为主。 

 

食糖供需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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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公顷、万吨 

项目 2016/17 
2017/18 

（7 月） 

2018/19 

（6 月） 

2018/19 

（7 月） 
同比 环比 

糖料播种面积 139.6 145.6 151.7 151.7 4.19% 0% 

产量 929 1031 1068 1068 3.59% 0% 

进口量 229 320 320 320 0.00% 0% 

消费量 1490 1500 1520 1520 1.33% 0% 

出口量 12 12 15 15 25.00% 0% 

年度结余量 -344 -161 -147 -147 -11.98% 0%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 

（三）重要畜产品。 

1.生猪。 

基础产能持续下降，出栏速度放慢，供应压力趋缓，猪

价阶段性反弹。供给方面，根据战略研究院 7月预测，2018

年全国出栏生猪 7.15亿头，同比增长 3.85%，比上月预测增

长 0.72%；猪肉产量为 5599 万吨，同比增加 4.85%，比上月

预测增长 2.45%。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6 月能繁母猪存

栏 3242 万头，环比减少 1.3%，同比减少 2.9%；生猪存栏

32601万头，环比减少 1.2%，同比减少 1.8%。 

6 月生猪存栏降至历史低位，受二季度猪价快速下跌和

生猪养殖持续亏损影响，养殖户补栏积极性下降，一大批落

后产能母猪被淘汰，加上环保督查影响，散户和小规模户将

进一步被淘汰。规模企业扩张产能仍继续释放，但速度趋缓，

整个市场将更加理性，养殖户担心后市风险而加快出栏节奏，

下半年生猪供应压力趋缓。本月下游猪肉供给小幅下降，1-

6 月规模以上生猪屠宰企业屠宰量 12164 万头，同比增长

16.6%。其中，6月屠宰量 1957万头，环比下降 8.4%，同比

增长 10.3%。进口量回落至正常水平。1-5 月进口生猪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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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9 万吨，同比减少 3.6%。5 月进口生猪产品 11.53 万吨，

环比减少 54.7%，同比减少 3.6%。受国内猪价低迷的影响，

预计 2018 年进口猪肉 152 万吨，与上月预测值一致，比上

年减少 37%。需求方面，国内猪肉消费量为 5595万吨，与上

月预测持平。进入高温多雨季节，生猪育肥和出栏速度放缓，

猪肉消费亦出现季节性下降。 

猪价阶段性反弹。6月猪肉价格为 19.83 元/公斤，环比

上涨 1.6%，同比下跌 22.6%；生猪价格 11.32元/公斤，环比

上涨 7.1%，同比下跌 17.9%；仔猪价格 24元/公斤，环比下

跌 0.3%，同比下跌 33.7%。 

养殖亏损继续缩小。据农业农村部监测，6 月猪粮比价

为 5.6：1，较上月提高 0.42 个点。6 月全国玉米批发均价为

2.02元/公斤，环比下跌 1%，同比上涨 6.3%。育肥猪配合饲

料价格为 2.99元/公斤，环比下跌 1%，同比上涨 6.3%。截至

7 月 20 日，行业平均自繁自养利润为-17 元/头，比上月同

期少亏 97元/头；外购仔猪养殖利润为-34 元/头，比上月同

期少亏 91元/头。 

预计下半年猪价总体仍将处于下降通道，但整体好于上

半年。产能持续萎缩使下半年生猪供应压力趋缓，但上半年

猪肉供给超预期，猪价仍难改探底的大趋势。通常情况下，

大、中学校开学和国庆节前有一波季节性回升的行情，但上

半年屠宰加工企业和进口贸易商库存和进口的大量猪肉冻

品届时面临抛售，猪价反弹幅度和速度将受到抑制，季节性

回升空间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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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供需平衡表 

单位：万头、万吨 

项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6 月估） 

2018 年 E 

（7 月估） 

2018 年 E 

同比 
环比 

生猪出栏量 68502 68861 71000 71512 3.11% 0.72% 

猪肉产量 5299 5340 5465 5599 2.34% 2.45% 

进口量 320 241 152 152 -36.93% 0.00% 

出口量 19 21 22 22 4.76% 0.00% 

国内消费量 5498 5560 5595 5595 0.63% 0.0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农业农村部 

2.肉牛。 

夏季天气炎热，活牛出栏减少，牛肉消费淡季不淡，未

来牛肉价格以稳为主。供给方面，根据战略研究院 7月预测，

2018年出栏肉牛 5080万头，同比增加 0.59%。牛肉进口量环

比、同比皆显著增长。5月牛肉进口量 8.77万吨，环比增长

19%，同比增长 59%。1-5月牛肉累计进口量 37.31 万吨，同

比增长 36.7%。由于国内牛肉产能增长缓慢，预计年内牛肉

进口量将继续稳步增加。需求方面，随天气转热，牛肉消费

进入年内淡季。但是世界杯观赛等带来的烧烤需求将拉动消

费，牛肉消费将比往年有所增加。 

牛肉及活牛价格小幅下跌，但仍处近两年来的高位。6 月

牛肉集市均价 63.89元/公斤，环比下跌 0.1%，同比上涨 3.1%；

活牛价格 26.32 元/公斤，环比下跌 0.3%，同比上涨 2.7%。

牛肉消费淡季不淡，未来价格以稳为主。 

肉牛供需平衡表 

单位：万头、万吨 

项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8 年 E 

（7 月预估） 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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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牛出栏量 5,000 5,050 5,080 0.59% 

牛肉产量 717 726 738 1.65% 

进口量 81 95 110 15.26% 

出口量 2 2 2 -25.00% 

国内消费量 798 824 846 2.67%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 

3.肉羊。 

随着暑假旅游和烧烤季的来临，羊肉消费将有所增加。

供给方面，根据战略研究院 7月预测，2018年出栏肉羊 30991

万头，同比增加 1.23%。羊肉进口略有下滑，5 月进口量 2.75

万吨，环比减少 7.7%，同比下降 6.9%。1-5月羊肉累计进口

量 14.69 万吨，同比增长 14.9%。主要进口来源地为新西兰

和澳大利亚。由于国内外价差依然较大，预计年内羊肉进口

量将稳步增长。需求方面，春节后至夏季为羊肉消费淡季，

随着暑假旅游和烧烤季的来临，消费或将有所增加。 

羊肉及活羊价格持平略涨。6 月羊肉集市均价 60.65 元

/公斤，环比持平，同比上涨 11.7%；活羊价格 27.01 元/公

斤，环比下跌 0.1%，同比上涨 14.47%。世界杯观赛等反季节

因素带来的烧烤需求将拉动羊肉消费，未来价格稳中略涨。 

肉羊供需平衡表 

单位：万头、万吨 

项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8 年 E 

（7 月预估） 同比 

肉羊出栏量 30,111 30,615 30,991 1.23% 

羊肉产量 459 468 476 1.71% 

进口量 22 25 28 12.00% 

出口量 0 0 0 0.00% 

国内消费量 481 490 504 2.86%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战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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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期现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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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大豆1号期货结算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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