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需求降温侧记——年度美国高粱出口“量降价坚”背后的故事 

 

根据美国最新高粱出口检验数据显示，截至 8 月 3 日，美国高粱出口检验量为 105,951

吨，2016/17 年度（9 月至次年 8 月）美国高粱出口检验总量为 5,633,848 吨，较上年同期的

8,371,080 吨减少 32.7%；与之呼应，截止到 7 月 27 日本年度美国高粱累计出口至中国约 388

万吨，去年同期高达 663 万吨，同比减少 41%。那么，自去年秋季开始中国取消东北临储玉

米收购政策，谷物价格全面与国际接轨进而导致中国进口需求降温是主要原因吗？现 JCI 将

结合相关统计数据简要分析。 

 

---- 今年中国高粱进口“见缝插针”，美国高粱依旧是“主角” 

2013 年秋季以来，伴随着我国临储玉米收购政策的不断调整直至取消，国内玉米价格

震荡下行；尽管，国际谷物市场也经历了熊市，但从比价关系来看，中国进口谷物的“巅峰”

已经结束，内外进口玉米价差明显缩窄，以 CBOT 玉米期价为参考的美国高粱比价优势也自

然下降，现四季度船期散船报价维持在 220-230 美元/吨之间，折合人民币 1800 元/吨附近。

当然，美国高粱依旧是主角，只是绝对数量今非昔比。 

 
 

---- 美国本土高粱种植面积连续下降，供求调整“保价格” 

    从美国农业部月度供需报告可以发现，在美国玉米播种面积下降同时，高粱种植面积和

产量下降更甚：与 2013/14 年度“巅峰”时期相比，美国高粱播种面积下降 25.9%；产量较

2015/16 年度顶峰 1500 万吨水平下降至 900 万吨，降幅 40%。 

     如此来看，2016/17 年度美国高粱出口量相比上年大幅度下降也不足为奇，因为从下表

可见，2016/17 年度美国高粱产量在 1200 万吨，较上年下降 300 万吨，且几乎全部体现在出

口量下滑上。 



 

 

----- 今年美国中西部西部遭遇旱情，高粱主产区“有惊无险” 

    7 月份美国 CBOT 农产品“天气市”如期而至，区域干旱也确实造成大豆、玉米以及高

粱等作物受灾。然而，正所谓“旱谷涝豆”，干旱对于根系发达的玉米、高粱单产影响恐低

于大豆，何况，从目前美国高粱优良率来看，两大主产区德克萨斯和堪萨斯高粱优良率高于

11 个主产州的平均优良率；且高粱是比玉米更抗旱的作物。  

 

 

业内曾经有“中国临储玉米政策实际上是补贴了全世界”的说法，因为中国临储收购

政策和最低托市收购价格无形中托高了国内粮价，吸引全球农产品涌向中国，刺激农户增加

种植面积，进而获取丰厚利润。如今伴随着我国临储玉米收购制度的改革，这种现象正在改

变，美国高粱出口量持续萎缩只是其中的一面，希望中国需求回归“理性”能够体现在更多

农产品上（正在逐步调整中的稻谷和小麦），最终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同时，在谷物市场方面，我们也形成更宽广的国际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