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10 月 29 日-11 月 4 日（第 44 周）我国东北玉米主产区粮价出现明显下跌，

一周内累计跌幅达到 10-60 元/吨不等，东北集港价格明显回落。其中，<u>锦州港新粮

15%水分以内集港 1620-1630 元/吨，价格回调 40-50 元/吨，30%水分潮粮 1320 元/吨，

较上周下跌 20 元/吨。</u>不过，由于当下汽运等物流成本上升，南方港口跌幅有限，华

北产区更是因本地粮源水分偏高上市节奏缓慢，价格继续保持坚挺。同时，我国政府部门有

关秋粮收购的紧急通知出台和财政部粮食收购资金到位被一些业内人士“误读”，进而增强

了惜售心理。那么，目前价格一枝独秀的华北产区粮价未来是否存在着后市（春节前后）风

险，农民在目前这个相对较高的价格水平下是否应该卖粮呢？ 

 

 

※ 华北区域玉米上市节奏缓慢，农户存在不同程度（主观/客观）惜售心理 

根据国家粮食局最新统计，截至 10 月 31 日，黑龙江、山东等 11 个主产区累计收购玉

米 945 万吨，同比增加 224 万吨。 从收购数量来看，均属于历年同期之最，这当然与今年

东北收获期间良好的天气条件有关。 

不过，业内普遍反馈，今年华北产区玉米存在区域品质下降、河北玉米水分同比偏高南

运山东数量减少等问题，进而导致目前华北玉米整体上市进度同比偏慢，且不少农户在当前

  



华北粮价上涨背景下继续看涨惜售（或因水分过高被动惜售）。以衡水地区为例，目前当地

玉米水分继续高达 25%-26%，但往年已降至 20%左右。我们看到在价格方面，目前华北

地区玉米价格与去年水平相差无几，但与上年度（2 月）低位 1600 元/吨相比尚有 100-150

元/吨的差距。 

 

※ 国内物流成本上升进一步造成华北玉米成本提高，运费起伏成“额外因素” 

据 JCI 跟踪了解，国庆节过后随着东北玉米批量上市，传闻 150 万吨东北储备玉米移

库至南方，东北玉米外运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甚至出现明显攀升，参见下图。受此影响，东北

玉米南运补充“华北市场”的比例也大幅下降，加之目前华北地区深加工企业库存偏低（仅

10 天左右），支撑华北粮价坚挺。当然，今年市场能否再现去年 9.21 治超引发的运输成本

大涨，JCI 认为可能性有限，但短期因北方轮换玉米移库导致的集装箱运费上涨需密切关注。 

 

※ 深加工与饲料：秋粮上市高峰期、高盈利支持深加工开工率，饲料消费稳中向好 

上周，国内玉米淀粉价格保持坚挺，吉林企业每生产一吨玉米淀粉理论盈利约 220 元/

吨，山东企业每生产一吨玉米淀粉盈利约 65 元/吨；黑龙江西部每生产一吨玉米酒精理论

盈利约为 999 元/吨。酒精方面，黑龙江西部每生产一吨玉米酒精理论盈利约为 999 元/吨，

但随着环保压力下降，局地酒精企业恢复正常生产，未来酒精价格可能走弱。 

与之呼应，尽管 10 月份国内饲料消费稳中有降，尤其是禽料，但为了迎接下一个元旦

春节消费高峰，我们乐观预计 11 月份国内饲料消费稳中向好。 

 

总之，目前来看华北玉米价格走强理由充分，但一旦河北等地玉米水分下降、物流成本

降低（近两周散船运费已有下调迹象，东北部分地区铁路运至港口优惠政策延期至 11月底），



华北地区能否承受住来自东北玉米批量上市的冲击？同时，按照传闻今年东北深加工和饲料

企业有望同时获得政府补贴，但补贴金额今不如昔是否会推动更多东北玉米外流均成为未来

潜在不利因素。故 JCI 预计第 45 周华北玉米价格固然可能继续成为各区域中粮价最为坚挺

的地区，但现在逢高分批出货未必不是好时机（如果水分等条件允许的话），毕竟今年东北

玉米质量水平总体上要好于华北产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