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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点： 

政策要闻方面，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各项目标任务，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

代化。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召开金融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座谈会，推动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中央财政支持全国

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人民银行发布 2020

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 

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方面，1月宏观经济持续回升。CPI

环比涨幅扩大，同比由涨转降。PPI 环比继续上涨，同比由

降转涨。M2 继续回落，M1 大幅回升。新增社融超出市场预

期。中长期贷款呈现高增速，有力支持实体经济。货币市场、

债券市场利率及民间借贷综合利率较上月整体上行。 

农产品方面，政策小麦竞价交易规定调整抑制贸易商投

机性囤积，节后小麦消费进入淡季，下游面粉加工企业采购

量下降，预计小麦价格止涨回稳。稻谷供给依然充裕，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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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肺炎疫情防控影响，餐饮消费有所下降，节前备货透支部

分需求，预计近期国内稻米价格或以稳为主。玉米及其替代

品进口大量增加，政策性小麦稻谷大量投放，市场有效供应

增加，贸易商囤粮待涨和下游企业抢粮备库心理依然较重，

预计国内玉米价格将维持高位震荡。受主产区新冠疫情反复

影响，大豆外运难度加大，经销商节日备货完成，大豆市场

交易趋于平淡，预计国产大豆价格或将高位趋稳。棉花现货

供给充裕，补库需求增加，但下游纺织企业采购节奏有所放

缓，预计近期国内棉价或将承压盘整。新糖供应加快，食糖、

糖浆进口大增，春节备货结束，预计国内糖价近期以震荡为

主。冬季非瘟疫情反复，散养户和规模养殖场出栏积极性提

高，短期供应快速增加，春节后消费需求将有所下滑，预计

后期生猪价格或将小幅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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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要闻 

（一）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各项目标任务，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2

月 21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由新华社受权发布。全文包括总体要

求、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

推进农业现代化、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加强党对“三农”

工作的全面领导五个部分共二十六条具体措施。文件确定，

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全面推进

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充分发挥农业产

品供给、生态屏障、文化传承等功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形成工农互促、

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促进

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文件明确要

求加强对农业信贷担保放大倍数的量化考核，提高农业信贷

担保规模。 

（二）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召开金融服务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座谈会，推动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2 月 5 日，金

融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强调，各级

农业农村部门要与金融机构密切合作，找准结合点寻求突破，

总结推广有效做法，不断创新产品服务，为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会议指出，近年来

我国农村金融蓬勃发展，服务体系不断健全，业务规模不断

扩大，产品服务不断创新，为推动“三农”事业发展作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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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贡献。“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后，将释放出巨量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农村金融大有可为。

“十四五”期间高标准农田建设、打好种业翻身仗、开展乡

村建设行动、实施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工程、打造农业

全产业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防范化解农业风险等农

业农村领域重点任务，迫切需要金融资本加大投资力度，为

乡村振兴赋能助力。会议强调，当前，农业农村“融资难、

融资贵、风险高”等问题仍然突出，还需要努力创新机制、

完善政策，加快建立健全既符合金融市场规律、金融法规制

度要求，又符合农业农村需求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要用好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名单制，精准对接和满足各类主体的有效

融资需求。充分挖掘“三农”数据价值，加快构建涉农信用

信息数据库，建立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发挥好财政资金的撬

动作用，探索在重大项目上采取投融联动模式，高质量推进

重大工程建设。农业农村部将进一步建机制、搭平台、优服

务、促合作，共同开创金融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局面。 

（三）中央财政支持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发展取得积

极成效。2 月 10 日，财政部发布信息显示，2016 年以来，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银保监会大力推进全国农业信贷担

保体系建设工作。目前，全国农担体系已初步建成并步入良

性发展轨道，政策框架初步建立，业务规模加快发展，风险

防控总体良好，政策定位有效体现，协同效应明显发挥，取

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效。截至 2020 年年底，体系共设立专职

分支机构 924家，同时与地方政府或其他金融机构合作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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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 家业务网点，对全国县域业务覆盖率达到 94%以上。在

保余额 2117.98 亿元，放大倍数 3.4 倍。2020 年新增业务

1919.9 亿元，是 2019 年同期的 1.81 倍。其中，18 个省份

放大倍数超过 3倍，1141个县级行政区累计担保余额超过 1

亿元。平均单笔金额 28.28 万元，政策性业务规模占比达

90.9%。体系平均代偿率连续四年低于 2%，远低于融资担保

行业平均水平。下一步，财政部将会同农业农村部、银保监

会，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目标导向和问

题导向，着力推动全国农担业务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为助力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四）人民银行发布 2020 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

告。2020 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172.75 万亿

元，同比增长 12.8%；全年增加 19.63 万亿元，同比多增

2.82万亿元。其中，农村（县及县以下）贷款余额 32.27万

亿元，同比增长 11.9%；全年增加 3.55 万亿元，同比多增

1.2 万亿元。农户贷款余额 11.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2%；

全年增加 1.51万亿元，同比多增 3213亿元。农业贷款余额

4.27万亿元，同比增长 7.5%；全年增加 3295亿元，同比多

增 2580亿元。 

二、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动态 

（一） 宏观经济。 

1．1月经济持续修复。CPI同比由涨转降，环比涨幅扩

大。1 月，CPI 同比-0.3%，前值 0.2%，环比 1.0%。从同比

看，食品价格上涨 1.6%，影响 CPI上涨约 0.3个百分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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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鲜菜（ 10.9% ）价格上涨，猪肉（ -3.9% ）、鸡肉

（-10.7%）、鸭肉（-6.8%）价格下降；非食品价格下降 0.8%，

影响 CPI 下降约 0.64 个百分点。从环比看，受节日、局部

地区疫情和低温天气等因素影响，食品价格上涨 4.1%，其中，

鲜菜（19.0%）、鸡蛋（11.1%）涨幅较大；非食品价格上涨

0.3%，其中，汽油（4.2%）、柴油（4.6%）、液化石油气

（5.0%）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价格涨幅较大。 

2．PPI同比由降转涨，环比继续上涨。1月，PPI同比

0.3%，前值-0.4%，环比 1.0%。从同比看，生产资料价格上

涨 0.5%，生活资料价格下降 0.2%。其中，黑色金属冶炼

（9.9%）、煤炭开采（9.1%）、有色金属冶炼（8.9%）领涨。

从环比看，国内需求持续改善，原油、铁矿石等国际大宗商

品价格延续上涨带动 PPI 上涨。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1.2%，生活资料价格上涨 0.2%。 

（二） 金融市场。 

1．货币金融情况。M2继续回落，M1大幅回升。1月，M2

受货币政策边际收紧、央行持续在公开市场回笼流动性等影

响，同比回落至 9.4%，前值 10.1%。M1受春节错月效应影响

大幅回升，同比 14.7%，前值 8.6%。新增社融超出市场预期。

1 月，社会融资规模新增 5.17 万亿元，同比多增 1207 亿元。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13.0%，前值 13.3%。中长期贷

款呈现高增速，有力支持实体经济。1 月，金融机构新增人

民币贷款 3.58万亿元，同比多增 2252亿元，其中，新增中

长期贷款同比增速 24%，前值 12%。新增社融和新增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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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均创历年 1月历史新高。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增加 1.27

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 9448 亿元；企业贷款增加

2.55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 2.04万亿元。 

2．市场利率情况。货币市场利率方面，1月，银行间同

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 1.78%，较上月上行 48BP；银行间

债券质押式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为 2.07%，较上月上行

71BP。3 月存期同业存单发行利率 3.03%，较上月下行 5BP。

债券市场利率方面，1 年期、10 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为

2.70%、3.18%，较上月分别上行 22BP、4BP。信贷市场利率

方面，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1年期、5年期品种分别报

3.85%、4.65%，与上月持平。民间借贷利率方面，1 月末，

民间借贷综合利率为 14.81%，较上月上行 65BP。温州地区

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利率为 14.98%，农村互助会金费率为

12.82%,小额贷款公司放款利率为 15.02%。 

3．小贷行业情况。截至 2020年四季度末，小贷公司机

构数量 7118家,比上季度减少 109家；贷款余额 8887.54亿

元，比上季度减少 132.72亿元，前四季度减少 203亿元。 



—8—

 



—9—

三、大宗农产品供需情况 

（一）主要粮食。 

1.政策小麦竞价交易规定调整抑制贸易商投机性囤积，节后

小麦消费进入淡季，下游面粉加工企业采购量下降，预计小麦价

格止涨回稳。 

供给方面，1 月，主产区天气平稳向好，西北、华北、黄淮

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2～6℃，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南

部、黄淮大部出现雨（雪）天气，降水量有 1～25 毫米、较常年

同期偏多，冬麦区土壤墒情得到改善，利于冬小麦安全越冬。冬

小麦产区大部播种以来光热充足，发育期提前。北方冬麦区降水

及时，墒情适宜，干旱、阴雨寡照等气象灾害偏轻发生，苗期病

虫害偏轻且防治及时，小麦整体苗情好。预计新季小麦单产呈现

稳中略增态势；主产区冬小麦种植面积稳中略减，其中华北地区

由于地下水超采区休耕以及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小麦播种面积

减幅较大。预计 2020 年全国小麦播种面积 2338 万公顷，同比减

少 35万公顷，减幅 1.4%；预计全国小麦产量为 1.3425亿吨，较

上年增加 65.5万吨，增幅 0.49%。进口小麦数量大幅增加。海关

数据显示，2020 年 12 月我国小麦进口量为 88 万吨，同比提高

77.5%。2020年进口 838万吨小麦，比上年提高 140.2%，为 1996

年以来的高点，2020 年 6 月以来，我国累计进口小麦 597 万吨，

同比增加 393 万吨。在高需求、高利润的支撑下，预计 2020/21

年度小麦进口量为 700万吨，同比增加 283万吨。 

需求方面，国内餐饮业进一步恢复，全国小麦食用消费量持

续回升。当前玉米价格高企，带动小麦饲用及工业消费大幅增加。

预计 2020/21 年度国内小麦消费总量为 13727 万吨，较上年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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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1559万吨。其中，食用消费为 9180 万吨，较上年度增加 80万

吨；饲料消费及损耗为 2800万吨，较上月上调 400万吨，较上年

度增加 1250万吨；工业消费为 1150万吨，较上年度增加 80万吨。

综上，全国小麦供求结余量 396万吨，比上年减少 1211万吨。 

价格情况及预测：1 月，华北地区普通小麦平均价格回落至

月底的 2560 元/吨，较月初下降 20～30 元/吨。河北石家庄新季

小麦进厂价（国标二等，下同）2570 元/吨，邯郸 2560 元/吨，

衡水 2570 元/吨；山东德州 2580 元/吨，山东济南 2550 元/吨，

菏泽 2580元/吨；河南郑州 2540元/吨，新乡 2560元/吨，虽然 1

月下旬小麦价格高位有所回落，但月环比上涨 70～110元/吨，同

比上涨 140～200 元/吨。当前贸易商及加工企业对于小麦价格的

看涨预期增强，政策性小麦成交量大幅提升，呈现“高成交高溢

价”局面，进而也带动现货小麦价格呈现上涨态势。近期政策性小

麦竞价交易规则修改，提高了保证金额度，要求预付货款，缩短

货款缴纳期，对于出库进度较慢的主体限制其继续参与竞拍。交

易规则修改对于投机资本参与政策性小麦拍卖产生了抑制作用，

多元主体看涨预期趋弱，加之加工企业节前备货基本完成，节后

又是面粉销售淡季，继续加价补库的动力不足，预计近期小麦价

格将维持高位盘整态势。 

2.稻谷供给依然充裕，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影响，餐饮消费

有所下降，节前备货透支部分需求，预计近期国内稻米价格或以

稳为主。 

供给方面。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

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建设。坚持并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

价政策，完善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扩大稻谷、小麦、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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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范围，支持有条件

的省份降低产粮大县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保费县级补贴比例，

确保粮食安全。在各项政策支持下，预计 2021年主产区双季稻面

积恢复增加，播种面积为 3007 万公顷，增幅为 1.2%；稻谷单产

7.026 吨/公顷，同比减少 0.03 吨/公顷，减幅 0.47%；全国稻谷

产量 2.118亿吨，同比增加 219万吨，增幅 1.05%。 

需求方面，近年我国人均主食消费量保持下降趋势，但考虑

人口增加因素，稻谷食用消费量基本稳定；国家加大稻谷去库存

力度，玉米消费缺口带动稻谷饲用、工业消费量同比增加。预计

2020/21 年度国内稻谷总消费为 20382 万吨，较上年度增加 902

万吨，增幅 4.6%。其中全国食用消费为 15850万吨，较上年度增

加 50 万吨，增幅 0.32%；饲料消费及损耗为 2400 万吨，比上月

预计值上调 300 万吨，较上年度增加 850 万吨，增幅 54.8%；工

业消费 2000万吨，与上年度持平。2020/21年度进口大米折稻谷

400万吨，较上年度增加 50万吨；出口大米折稻谷 400万吨，较

上年度增加 50万吨。综上，预计 2020/21年度全国稻谷结余 754

万吨，较上年度减少 735万吨。 

价格情况及预测：1 月底，中晚籼稻市场价格小幅上涨。湖

南普通中晚籼稻主流报价 2800～2860 元/吨，月环比持平；安徽

普通中晚籼稻市场主流报价 2800～2840元/吨，月环比上涨 40元

/吨；湖北中晚籼稻市场主流报价 2900～3000元/吨，月环比上涨

100元/吨。主要原因：一是受国内部分地区疫情散发影响，加之

春节临近，运输成本上涨，用粮主体采购积极性提高，建立库存

意愿增加。二是受前期灾害天气影响，主产区出米率及品相较好

的优质粮源短缺，价格保持偏强走势。后期来看，尽管供需基本



—12—

面充裕，但市场心理预期阶段性影响依然显著，节前稻价仍将保

持高位偏强走势。1 月底，黑龙江普通圆粒粳稻主流报价 2600～

2700 元/吨，长粒粳稻主流报价 2900～3000 元/吨，均与月初持

平。1 月底，安徽普通粳稻收购价 2880～2920 元/吨，月环比上

涨 20 元/吨，江苏普通粳稻收购价 3050～3100 元/吨，月环比上

涨 50 元/吨。疫情影响下，南方粳稻价格小幅上涨，主要因东北

地区南下粳稻数量大幅减少，长三角地区没有完成储备任务的库

点仍提价采购，或委托贸易商、经纪人采购。另外，受节日消费

需求提振，下游经销商吸取去年春节前疫情发生时的经验，在节

前增加了部分备货透支部分后市需求，预计近期国内稻米价格以

稳为主。 

3.玉米及其替代品进口大量增加，政策性小麦稻谷大量投放，

市场有效供应增加，贸易商囤粮待涨和下游企业抢粮备库心理依

然较重，预计国内玉米价格将维持高位震荡。 

供给方面，2020年，玉米主产区气候条件较为适宜，病虫害

发生较轻，有利于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尽管部分地区洪涝

灾害和台风对玉米生产造成一定影响，但各地加强田间管理，积

极抗灾减灾，农业灾情对生产影响有限。2020年玉米单产为 6.32

吨/公顷，与上年持平。2021 年农业农村部要求，充分认识抓好

今年粮食生产的极端重要性和在全局工作中的战略定位，全力以

赴确保全年粮食丰收，重点扩大东北地区和黄淮海地区玉米面积，

确保全国玉米面积基本稳定，预计 2020/21 年度全国玉米播种面

积为 4126.4万公顷，与上年持平或略增。全国玉米产量 26067万

吨，比上年减少 10万吨，减幅 0.04%。进口持续快速增长。2020/21

年度我国进口玉米 2000 万吨，同比增加 1240 万吨，增幅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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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月预测值增加 500 万吨，增幅 33%。预计新年度玉米新增供

应量 28067 万吨，同比增加 1230 万吨，增幅 4.7%，较上月预测

值增加 500万吨，增幅 1.8%。 

需求方面，2020/21 年度我国饲料消费及损耗为 19000 万吨，

同比减少 600万吨，减幅 3.0%，与上月预测值持平。生猪养殖利

润高企，在多项政策的大力扶持下，生猪产能呈现快速恢复增长，

生猪和家禽养殖饲料需求维持高位，整体饲料粮需求明显回升。

因高粱、大麦等玉米替代品进口增加，粮食品种之间比价发生变

化，小麦及超期储存的稻谷均可能替代部分玉米进行饲料生产，

从结构上看，玉米饲料需求或有所回落。预计 2020/21 年度我国

玉米总消费量为 28803万吨，同比减少 791万吨，减幅 2.6%；比

上月预测值下降 300万吨，降幅 1.0%。综上，预计 2020/21年度

玉米市场产消缺口为 736万吨，缺口同比缩小 2020万吨；比上月

预测值缩小 800万吨。 

价格情况及预测：1 月，玉米价格继续上涨，创下历史新记

录。1月底，黑龙江绥化深加工企业三等玉米收购价 2640～2700

元/吨，环比上涨 150～200 元/吨；吉林四平收购价 2840 元/吨，

北方港口二等玉米平仓价 2940～2950 元/吨，山东潍坊深加工企

业二等玉米收购价 3000 元/吨，河南鹤壁收购价 2910～2920 元/

吨，河北石家庄收购价 2940 元/吨，环比均上涨 270～350 元/吨，

同比均上涨 1000～1100 元/吨。玉米价格强势上涨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东北及华北部分省份疫情散发，加之降雪天气影响，物流运

输受阻，企业到货量下降后，提价收购动力上升。二是用粮企业

仍担心春节后到货情况受疫情等因素影响，部分企业在库存充足

的情况下仍积极备货，争抢粮源。三是产区农民余粮同比明显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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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部分贸易商惜售心理有所加强。此外，国际市场玉米价格高

企，通过贸易、金融等途径加快向国内传导。当前国内玉米小麦

价差已达 2012年以来的高位，多数饲料企业加大使用小麦替代玉

米的力度。近期国家修改了最低收购价小麦竞价销售规则，遏制

了市场追高情绪，抑制玉米价格上涨空间。长期来看，玉米市场

存在的产需缺口支持玉米价格易涨难跌，但不断增加的国产小麦、

超期稻谷以及进口杂粮替代，都将逐渐弥补玉米市场的产需缺口，

预计短期玉米价格或呈高位震荡走势。 

（二）重要农产品。 

1.受主产区新冠疫情反复影响，大豆外运难度加大，经销商

节日备货完成，大豆市场交易趋于平淡，预计国产大豆价格或将

高位趋稳。 

供给方面：2020 年我国大豆总产量达到 1960 万吨，较上年

增加 150 万吨，增长 8.3%，再创历史最高记录。1 月，国产大豆

处于集中上市期，因大豆价格持续走高，农户惜售情绪较重，整

体销售进度慢于去年。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统计，截至 1月

25 日，黑龙江等 5 个主产省累计收购大豆 198 万吨。春节临近，

市场购销将逐渐转淡，由于农户和贸易商手中余粮较多，节后市

场供应量依然较大。12 月进口大豆增速回落。2020 年 12 月我国

进口大豆 752 万吨，低于上月的 959 万吨和上年同期的 953 万吨，

为 8个月来最低水平。2020年我国累计进口大豆 10033万吨，同

比增长 13.3%，主要因国内消费需求强劲，且部分企业补充库存。

2020 年 10 月至 12 月累计进口大豆 2580 万吨，高于上年同期的

2400万吨。根据船期监测，2021年 1月份我国进口量 830万吨，2

月份进口大豆到港 700 万吨，3 月份之后进口量将逐渐增加。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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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2020/21 年度我国进口大豆 9800 万吨，略低于上年度的 9853

万吨。预测 2020/21 年度我国大豆新增供给量 11760 万吨，其中

国产大豆产量 1960万吨。 

需求方面，2020 年末，全国生猪存栏同比增长 31.0%，恢复

到 2017年末的 92.1%，拉动饲料消费需求增加。另外，春节前备

货需求增加，部分饲料企业担心疫情影响豆粕运输，大幅增加春

节期间豆粕库存，导致油厂豆粕库存持续下滑。1 月底，沿海油

厂豆粕库存降至 43万吨，月环比减少 45万吨，同比增加 7万吨。2

月份由于春节停产，油厂压榨量将大幅下滑，但饲料企业豆粕库

存充足，不会影响消费需求。预计 2020/21 年度我国豆粕饲用消

费 7580万吨，同比增加 600万吨。预计年度大豆榨油消费量 9970

万吨，同比增加 710万吨，增幅 7.7%。其中，包含 220万吨国产

大豆及 9750 万吨进口大豆；预计大豆食用及工业消费量 1663 万

吨，同比增加 80万吨。综上，预计年度大豆供需结余 32万吨。 

国内外价格情况：1 月底，美湾大豆 2 月船期 CNF 报价 574

美元/吨，合到港完税价 4268 元/吨，月环比上涨 148 元/吨；巴

西大豆 2月船期 CNF报价 563美元/吨，合到港完税价 4188元/吨，

月环比上涨 143 元/吨。1 月 31 日，黑龙江地区食用大豆价格

5680～5720 元/吨，环比上涨 200～260 元/吨，同比上涨 2000～

2100 元/吨；国产油用大豆价格 4800～4850 元/吨，环比上涨

100～120 元/吨，同比上涨 1400～1450 元/吨。局部疫情影响黑

龙江大豆运输，下游企业春节前备货需求增加，共同推动国产大

豆价格走高，但农户和贸易商手中大豆库存偏高，节后仍有大量

大豆供应市场，近期主产区大豆价格有所松动，如果节后食用消

费需求持续下滑，预计后期大豆价格将震荡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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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棉花现货供给充裕，补库需求增加，但下游纺织企业采购

节奏有所放缓，预计近期国内棉价或将承压盘整。 

供给方面，当前籽棉交售已基本结束，皮棉购销相对顺畅。

据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调查显示，2020/21 年度国内棉花预计

产量 595 万吨，截至 2 月 5 日，全国累计交售籽棉折皮棉 592.5

万吨，同比增加 14.6 万吨，累计加工皮棉 588.万吨，同比增加

16.8 万吨，累计销售皮棉 375.1 万吨，同比增加 91.3 万吨。棉

花库存同比减少。随着新棉继续上市，国内棉花库存达到年度内

峰值，相比往年，纺织企业原料库存相对较低。据国家棉花市场

监测系统抽样调查显示，截至 2月初，全国棉花工业库存约 108.4

万吨，较上月增加 41.7%，同比减少 3.6%，据中国棉花协会数据，

12月底全国棉花周转库存总量约 444.49万吨，较上月增加 70.67

万吨，低于去年同期 13.59 万吨。棉花进口持续增长。据海关统

计，2020年 12月，我国棉花进口 35.47万吨，同比增长 20.1万

吨，同比增幅 130.9%。2020 年 1-12 月，我国累计进口棉花 216

万吨，比上年增长 16.7%。 

需求方面，随着我国疫情防控形势的稳定，我国纺织品服装

内需消费逐渐恢复同比正增长。1 月份，我国部分地区出现零星

散发和局部聚集性病例，疫情防控形势趋紧，但经济恢复向好基

本面不变，纺织品服装需求持续回暖，春夏订单充裕，纺织企业

继续年底补库，棉花采购需求增加。 

国内外价格情况：拜登政府经济刺激计划提振经济复苏预期

等因素影响，国际棉价继续上涨。CotlookA指数月均价每磅87.27

美分，环比涨7.7%，同比涨10.4%。在外棉的强势带动下，国内棉

花现货延续上涨态势，内外棉价差缩小。1月29日，国家棉花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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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指数15147元/吨，较上月上涨318元/吨，郑棉期货主力合约14972

元/吨，较上月上涨37元/吨，国际棉花M指数（折1%关税人民币进

口成本）14527元/吨，较上月上涨558元/吨，ICE棉花期货主力合

约结算价81.09美分/磅，较上月上涨3.73美分/磅；内外棉价差620

元/吨，环比缩小240元/吨。短期来看。棉花现货较为充裕，受春

节停工影响，纺织企业原料采购节奏有所放缓，预计近期国内棉

价或将承压盘整。 

3.新糖供应加快，食糖、糖浆进口大增，春节备货结束，预

计国内糖价近期以震荡为主。 

供给方面，1 月，全国大部分蔗区呈多干旱少雨天气，利于

甘蔗砍收入榨，但不利于甘蔗种植。广西局部蔗区受到寒（冻）

害影响，预计单产有所下降。近期降雨增多有利于缓解旱情。预

计新季全国糖料种植面积 145.3 万公顷，较上年度增 3 万公顷。

预计 2020/21年度全国食糖产量将增长至 1050万吨，较上年减少

8万吨。当前，2020/21年度甘蔗糖生产进入旺季，生产进度加快，

仅云南部分糖厂尚未开榨，且广西部分糖厂收榨；甜菜糖厂大部

分结束生产，甜菜糖产量基本符合预期。据中国糖业协会统计，

截至 1月底，全国累计产糖 659.4万吨，较上年度同期增加 17.9

万吨，增幅 2.4%；国内食糖进入产糖旺季，截至 12 月末糖厂库

存为 206.32万吨，较上年增加 24.43万吨，短期供应依旧充足。 

食糖及糖浆进口量创历史新高。据海关统计，2020 年 12 月

我国食糖进口量为 91万吨，比上年同期增加 70万吨;2020年 1-12

月我国累计进口食糖 527万吨，较上年同期增加 188万吨。2020

年 12月份我国进口糖浆 10.85万吨，同比增加 6.97万吨。2020

年全年共进口糖浆 108万吨，同比增加 91.3万吨。2020/21榨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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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2 月底，累计进口糖浆 37.35 万吨，同比增加 27.41 万吨。

由于 2020年外糖及糖浆进口量大幅增长，国内食糖供应压力明显，

且国内糖价与进口糖成本非常接近，预计 2021年食糖进口量会有

所减少。 

需求方面，当前广西陈糖销售完毕，节后消费清淡，糖价面

临季节性压力。截至 1 月底，全国累计销糖 256.4 万吨，较上年

度同期减少 63.7万吨，减幅 19.9%。 

国内价格情况：1 月，在春节备货及国际糖价上涨等带动下，

国内糖价回暖。国内食糖均价每吨 5197 元，环比上涨 2.8%；同

比下跌 9.4%。国际糖价涨幅远大于国内糖价涨幅，国内外价差连

续四个月缩小。配额内 15%关税的巴西食糖到岸税后价每吨 3944

元，环比涨 266 元，涨幅 7.2%，比国内糖价低 1253 元，价差比

上月缩小 123 元。而进口配额外 50%关税的巴西食糖到岸税后价

每吨 5038 元，环比涨 347 元，涨幅 7.4%，比国内糖价低 159 元，

价差比上月缩小 204 元。长期来看，2020/21 年度国内食糖产量

增加以及进口量保持较高水平，再加上国储糖可能出库，国内食

糖供需形势基本平衡，预计国内糖价或呈现震荡走势。 

4.冬季非瘟疫情反复，散养户和规模养殖场出栏积极性提高，

短期供应快速增加，春节后消费需求将有所下滑，预计后期生猪

价格或将小幅回落。 

供给方面，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能繁

母猪存栏已连续 15 个月增长，生猪存栏已连续 11 个月增长。以

国家统计局去年三季度末存栏量为基数，按农业农村部定点监测

环比数据推算，2020 年底全国能繁母猪存栏已达 4161 万头，环

比增 2.9%，同比增 48.0%，生猪产能已经恢复到 2017年年末的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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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近期非瘟疫情有所反复，鉴于当前养殖场带毒生产己经成

为常态，及时对出现早期症状的猪只进行及时的“拔牙”处理以

及实行严格的生物防护使得规模养殖场生产暂时进入到相对稳定

的状态。然而进入冬季后，北方气温低导致猪场病毒消杀效果大

大减弱，同时伴随生猪存栏持续恢复，饲养密度提高为病毒创造

了良好的传播条件，本轮非瘟疫情反弹对北方的影响明显较南方

严重，或导致北方地区核心产能恢复或不及预期。近期中小养殖

场（户）普遍担忧疫情进一步扩散，急于出栏，导致短期市场生

猪供应量明显增加，出栏体重快速下降。四季度猪肉进口维持高

位。据海关统计，12 月我国猪肉进口量 44 万吨，创下单月进口

最高纪录;1-12 月累计进口猪肉 438 万吨，同比激增 118.7%。年

末屠宰量进一步恢复，2020 年 1-12 月，规模以上生猪屠宰企业

累计屠宰量 16256万头，较上年减 15.0%。其中，12月屠宰量 2060

万头，环比增 26.7%，同比增 41.8%。 

需求方面，春节终端需求增长有限，“就地过年”倡议一定程

度减少了返乡人员数量和外出聚餐次数，节日拉动消费增加的数

量将较往年减少，各地区特别是中小城市春节期间外出餐饮消费

需求疲弱，预计元宵节过后猪肉消费进一步回落。 

生猪、猪肉价格小幅反弹。据农业农村部数据，1 月猪肉价

格每公斤 53.63元，环比涨 8.1%，同比跌 0.3%；生猪价格每公斤

35.80元，环比涨 8.0%，同比涨 1.2%；仔猪价格每公斤 89.19元，

环比涨 8.0%，同比涨 15.1%。生猪养殖收益有所增加。据农业农

村部监测，1月，猪粮比价 12.7:1，比上月提高 0.09个点。全国

饲用玉米价格每公斤 2.82元，环比涨 7.6%，同比涨 34.9%；育肥

猪配合饲料价格为每公斤 3.52 元，环比涨 3.5%，同比涨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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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购仔猪养殖头均利润较去年同期大幅缩水，截至 1 月底，外购

仔猪与自繁自养养殖利润相差巨大，外购仔猪头均养殖利润仅

595.6 元，较去年同期锐减 72.7%;自繁自养头均养殖利润虽仍高

达 2118.6元，但较去年同期减少了 23.4%。 

综上，供给方面，预计临近春节屠宰场陆续停工休假，养殖

户出栏节奏加快，生猪和猪肉制品运输受阻导致北方产区供过于

求，加之春节期间的冻肉储备投放力度加大，猪肉阶段性供应充

足。需求方面，北方杀年猪需求兑现对猪价形成一定提振，但在

返乡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消费反弹幅度并不乐观。短期来看，预

计春节后猪肉价格或小幅下跌。长期来看，冬天北方非瘟疫情导

致许多猪场核心产能受损，三元母猪种群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

供给阶段性偏紧的情况有可能会再次出现。未来随着天气转暖以

及疫病有效控制，下游消费逐渐恢复。预计全年生猪价格将仍能

够保持在盈亏平衡线之上高位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