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农产品事业部 
玉米半年度报告 
 



 

 

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证监许可【2011】1448 号 

 

研究员： 

 

陈春雷 

从业资格证号： 

F3032143 

投资咨询资格证号： 

Z0014352 

电话：025-68908477 

邮箱： 

chenchunlei@ftol.com.cn 

 

 

 

 

 

 

 

 

 

 

 

 

 

 

 

 

 

 

 

 

 

 

 

 

 

 

 

 

 

 

 

 

 

 

 

 

农产品事业部半年度报告                                                         

玉米半年报：越过山丘，玉米何时再回首 

摘要： 

2022年上半年玉米价格重拾上涨走势，走出一波小牛，创历史新高；

随后陷入深度调整，几乎抹平年内涨幅。展望 2022 年下半年： 

供应方面：新季种植结构调整，国内玉米产能不足，种植成本等上涨。

在社会去库的大环境下，小麦等谷物替代受限，进口的补充显得愈加重要；

在国际局势动荡影响下，国际供需格局改变和进口成本提升对国内的影响

增加，美联储加息应对通胀对能源等大宗的影响传导不宜忽视。 

需求方面： 生猪产能恢复常态后，猪价自低位缓慢回升，养殖利润长

期亏损致生猪产能调整；禽类养殖逐渐回升；水产养殖维持旺季增长；整

体上饲料需求稳中稍弱，下半年旺季有望走强。深加工方面深受下游疲弱

的影响，前期疫情多点频发，深加工开机率整体偏低；随疫情控制，下游

需求有望好转；不过政策趋向限制用粮的深加工产能增长空间。 

技术方面：长期上涨趋势仍在 

结论： 下半年玉米价格存支撑，或回归高位震荡 

风险点： 国际局势恶化；极端天气；新冠疫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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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情回顾 

（一）玉米期价新高后调整 

玉米主力期价在 2022 年上半年可以分为明显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

1 月初至 4 月底，玉米主力期价突破震荡平台持续上涨创出 3046 的新高记录，

累计上涨 344点，涨幅 12.7%。在该阶段，国内玉米购销逐渐加快，市场供应能

力强；国际疫情肆虐，国内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下游需求恢复难；而南美干旱引

发炒作，能源强势推升美玉米燃料乙醇生产前景；俄乌局势爆发更是引爆国际谷

物市场，乌谷物出口难，粮食安全担忧情绪传导至国内；外部影响为主，推动国

内玉米期价冲上新高。需求上养殖环节饱受高成本的损害，甚至长期亏损，生猪

产能压缩调整；深加工下游受疫情反复影响，需求恢复缓慢。第二个阶段，从 5

月初至 6 月底，玉米主力期价持续调整最低触及 2772，累计下跌 274 点，跌幅

9.0%。在该阶段，新麦上市给与市场一定供应压力；国内玉米种植期开启，种植

结构调整引起关注，种植成本再次提高；国内进口步伐受外部局势影响有限，进

口成本仍偏高；随俄乌局势陷入僵持，多国已寻求其他粮食出口国替代；美联储

持续加息应对高通胀，经济衰退担忧令能源等大宗承压回落，国际谷物价格加速

调整；外部支撑因素减弱，玉米主力期价进入调整阶段。需求上随着生猪价格持

续回升，生猪产能调整趋稳；禽料回升，水产爆发，饲料需求仍偏强；深加工下

游需求随疫情控制也有望好转。 

淀粉主力期价在 2022 年上半年走势与玉米相似，也分为明显的上涨和调整

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一月初至 4 月底，淀粉主力期价上涨最高触及 3543

创新高记录，累计上涨 538点，涨幅 17.9%。第二个阶段，从 5月初至 6月上旬，

淀粉主力期价持续回落最低触及 3100，累计下跌 443点，跌幅 12.5%。因淀粉的

玉米成本定价逻辑不变，二者相关性高，此处不再赘述。 

 

图 1 玉米主力合约日 K线走势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 

 

 

 

 



图 2 玉米淀粉主力合约日 K线走势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 

 

（二）玉米基差走强回归 

国内鲅鱼圈港玉米收购价从 1 月初至 5 月上旬处于持续上涨过程，由 2590

元/吨上涨至 2900元/吨，共上涨 310元/吨；从 5月上旬至 6月底缓慢回落，由

2900 元/吨下跌至 2820 元/吨，共下跌 80 元/吨。蛇口港玉米价格从 1 月初至 5

月中下旬处于持续上涨过程，由 2790 元/吨上涨至 3000 元/吨，共上涨 210 元/

吨；从 5 月中下旬至 6月底缓慢回落，由 3000 元/吨下跌至 2860元/吨，共下跌

140 元/吨。玉米现货虽受期货价格带动，但涨势稍弱，导致基差在 1 月初至 3

月上旬持续走弱，由-112 走弱至-233；随现货涨起来，期货滞涨到调整，基差

从 3月上旬至 6月上旬逐渐走强并回归正值。 

 

图 3 鲅鱼圈玉米主力基差走势 

 
数据来源：博易大师、中国粮油商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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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供应紧平衡，外部影响增加 

（一）新作玉米产能有待提升 

（1）国内玉米供应能力不足 

随着国内玉米社会库存逐渐去库，国内新作玉米成为市场供应主力，国内玉

米产能的提升有限。我国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仅 1.4亩，在有限的土地上种

出能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需求的粮食属实不易。从 2014年至 2017年，国内玉米

播种面积维持在 3600 万公顷左右；2018 年至 2021 年，国内玉米播种面积上一

个台阶达到 4200公顷左右，而增长空间基本有限，2021年玉米播种面积较 2018

年增长了 1.3%。另一方面，从政策上看，近年国内种植结构面临调整需求。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产量保持在 1.3万亿斤以上。此

外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在黄海海、西北、西南地区推广玉米大豆

带状复合种植，在东北地区开展粮豆轮作等。从近年国内玉米、大豆播种面积对

比看，玉米与大豆播种替代现象明显。据期货日报报道：2022 年黑龙江部分地

区大豆扩种明显，玉米种植面积相应有所压缩。农业农村部预计 2022/23 年度玉

米播种面积为 4252.4 万公顷，较 2021/22年度减少 1.8%。种植面积是制约国内

玉米产量的重要因素。 

而从国内玉米产量上来看，随着单产水平提高，国内玉米总产量水涨船高，

2021/22 年度更是创历史新高；国内的单产水平仍有提高空间，目前国内玉米平

均产能在 846.6 斤/亩，而美国平均产能在 1481 斤/亩，国内仅东北产区玉米单

产能达到美国水平；玉米单产受种子技术和土壤肥力影响，国内也在加强种子技

术研发，6 月 8 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国家级转基因玉米品种审定标准（试行）》

通知，国内转基因玉米种植市场化或已不远。总的来说，当前国内玉米供应能力

不足，长期产能或仍有提升空间。 

最后，关注极端天气可能对新作玉米的产量影响；国内南涝北旱，夏季高温

天气，随降雨带移动有所好转。东北玉米出苗状况良好，华北等地种植也基本结

束，降雨有利于玉米出苗。 

 

 

 

 

 

 

 

 

 

 

 

 



图 4 近年国内玉米播种面积及总产量变化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 5 近年国内玉米、大豆播种面积对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新粮综合成本逐年上升 

近年来地租、化肥、物流、烘干、存储等成本上升也使得玉米的综合成本上

升。从 wind 数据看出：从 2010 年至 2020 年，玉米种植的土地成本总体处于上

涨过程，由 136.9元/亩上涨至 249.5元/亩，累计上涨 82.2%；化肥成本也有明

显提升，由 108.4元/亩上涨至 139.8元/亩，累计上涨 28.9%；种子成本则上涨

后渐趋于平稳。玉米种植总成本从 2010年至 2020 年累计上涨近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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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近年国内玉米种植部分成本对比 

 
数据来源：Wind 

 

（二）进口玉米补充作用重要 

（1）玉米等谷物进口维持高位 

国内玉米供应不足，近年来进口玉米大幅增加，起到重要的补充余缺作用。

从海关总署的数据看出：2020年国内玉米进口总量 1129.4万吨，打破长期以来

国内玉米进口低于 720万吨配额的状况；2021年国内玉米进口总量 2834.6万吨，

创进口新高记录。而 2022 年 1-5 月国内累计进口玉米 1138.5 万吨，同比下降

2.96%，但已超出 2020 年全年进口量。此外，国内进口大麦、高粱等谷物也在增

长。2020 年国内进口大麦 807.8 万吨，2021 年进口大麦 1248 万吨，同比增长

54.5%；2022年 1-5月国内累计进口大麦 332.5 万吨，同比下降 28.3%。而 2020

年国内进口高粱 499.5 万吨，2021 年进口 942.9 万吨，同比增长 88.8%；2022

年 1-5月国内累计进口高粱 507.7万吨，同比增加 37.5%。2020年国内进口小麦

836万吨，2021年进口 972.5万吨，同比增长 16.3%；2022年 1-5月国内累计进

口小麦 441.5 万吨，同比下降 4%。国内进口玉米等谷物的增加，有效弥补了国

内玉米市场供应的紧缺。 

 

 

 

 

 

 

 

 

 

 



图 7 国内进口玉米月度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图 8 国内进口大麦、高粱及小麦月度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2）外部局势等扰动增强 

而随着国内玉米等谷物进口的增加，外部局势对外盘的影响也更容易传导至

国内。俄乌局势曾一度推涨国际谷物价格至高位，印度等多国禁止粮食等出口，

粮食安全问题担忧情绪发酵，国内玉米价格也出现拉升；而随着俄乌局势僵持，

各国粮源寻求替代，国际谷物价格回落，国内玉米也出现调整。俄乌局势仍在持

续中，短期看来无缓解可能；俄农业部将从 7月 1日起至年底限制出口氨基酸饲

料和大米。国内进口玉米结构也出现调整，2019 年国内进口玉米来源仍以乌克

兰为主，而 2020年后进口美国玉米的比例逐渐增加；2021年国内进口美玉米占

比近 70%。此外，2022 年 5月中国海关与巴西农业部签署《巴西玉米输华植物检

疫要求协定书》，拓展了巴西玉米进口来源。 

目前美国玉米库存较为充足，美国农业部 6 月底发布的季度库存报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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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 6 月 1 日，美玉米库存总量为 43.5 亿蒲，同比增长 6%。播种面积

报告显示：美玉米播种面积为 8992万英亩，略高于 3月意向 8949万英亩，但较

2021 年减少 4%。此前，原油价格强势支撑美玉米燃料乙醇应用前景。而美为应

对疫情超发货币导致的通胀爆表，5 月美 CPI 同比涨 8.6%，创 40 年新高；美 6

月暴力加息 75基点创 28年记录。目前看来，美联储持续加息的预期仍在，且引

发经济衰退担忧，能源、粮食等大宗价格也承压回落。 

外部局势对国内玉米的影响增强，国内进口美玉米成本较高位有所回落。从

2021年至 2022年，国内进口美玉米成本有明显的 2次大幅上涨；截至 2022 年 6

月 28 日，大商所测算的美玉米到港成本在 3069.8 元/吨，仍高于国内两港玉米

价格。 

 

图 9 国内进口美玉米到岸成本与两港玉米价格对比 

 
数据来源：大商所、中国粮油商务网 

 

（三）谷物替代有局限 

国内高粱、小麦等谷物一定程度上可替代部分玉米饲用及深加工使用需求，

2021 年玉米价格一度超过小麦，饲料厂替代增加；随着小麦价格逐渐上升，麦

玉价差扩大 400附近，小麦替代已不具备性价比。国内高粱的价格也持续高于玉

米价格，据中国粮油商务网数据，截至 2022年 6月 29日，高粱-玉米价差在 543；

进口高粱的成本相对较低，进口高粱-玉米价差在 78。价差是影响谷物替代的重

要因素，国内有大量的陈化稻谷、小麦可以替代部分玉米使用，且具有性价比，

但质量差的陈化粮无法起到对优质饲料的替代作用。总体看来，谷物替代有一定

局限，可作为玉米供应市场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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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国内玉米与小麦价格对比 

 

数据来源：中国粮油商务网 

 

图 11 国内玉米与高粱价格对比 

 

数据来源：中国粮油商务网 

 

三、需求放缓，存恢复预期 

（一）饲料需求稳中稍弱 

国内工业饲料生产稍缓，2022 年 5 月，全国工业饲料总产量为 2352 万吨，

环比增长 4.6%，同比下降 11.5%。2022年 1-5 月，全国工业饲料总产量为 11321

万吨，同比下降 3.2%。主要受生猪养殖环节长期亏损，产能调整及禽类恢复不

及预期影响；水产虽然爆发，反刍增长，总体占比较低。下半年，养殖旺季饲料

需求或好转；农业农村部对 2022/23年度玉米饲料消费预计仍同比微增 1%。 



 

图 12 国内工业饲料总产量 

 
数据来源：中国饲料工业协会 

 

（1）生猪产能趋向稳定 

据 wind 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4 月，国内生猪存栏 42400 万头，同比增

加 1.9%，较 2021 年 12 月高位回落 5.9%；截至 2022 年 5 月能繁母猪存栏 4192

万头，同比减少 3%，较 2021年 6月高位回落 8.8%。生猪产能的快速恢复令猪价

承压，猪价大幅回落，生猪养殖利润持续压缩；且养殖成本高企，生猪养殖一度

陷入大幅亏损。国内政策促进生猪产能调整趋稳，加上中央收储冻猪肉提振，猪

价回升，生猪养殖利润好转。据猪易网，2022 年 6月全国生猪外三元均价 16元

/公斤，自低位 11.87 元/公斤上涨近 35%。据 wind 数据，截至 2022 年 6 月 24

日，自繁自养仍亏损 36.8 元/头，亏损幅度大为减少；外购仔猪盈利 172.5 元/

头，扭转亏损局面且盈利扩大。随生猪养殖状况好转，生猪存栏有望趋稳。 

    国内生猪料产能不及去年，2022 年 5 月，全国生猪料产量为 986 万吨，环

比增长 2.4%，同比下降 14.6%。2022年 1-5月，全国生猪料累计产量为 5086万

吨，同比下降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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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国内生猪与能繁母猪存栏情况 

 

数据来源：Wind 

 

图 14 国内生猪外三元价格 

 

数据来源：猪易网 

 

图 15 国内生猪养殖利润 

 
数据来源：Wind 



 

图 16 国内生猪饲料产量 

 

数据来源：中国饲料工业协会 

 

（2）禽料需求好转 

国内禽类养殖好转，虽养殖成本同样高企，蛋禽及白羽肉鸡仍有微薄利润贡

献。据卓创资讯：截至 5 月末，全国在产蛋鸡存栏 11.78 亿羽，环比增 0.4%，

同比降 0.9%；持续 6 个月回升。2022 年第 51 周单斤鸡蛋盈利水平为 0.35 元/

斤，低于去年同期水平。白羽肉鸡养殖盈利 2.33 元/只，环比下降 1.7%。 

国内禽料产能好转，但仍不及去年，2022 年 5 月，全国蛋禽料产量为 258

万吨，环比增长 2.7%，同比下降 6.2%；肉禽料产量为 713万吨，环比增长 1.1%，

同比下降 15.6%。2022 年 1-5 月，全国蛋禽料累计产量为 1298 万吨，同比下降

3.5%；肉禽料累计产量为 3413万吨，同比下降 4.8%。 

 

图 17 国内在产蛋鸡存栏（亿羽）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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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国内禽料总产量 

 

数据来源：中国饲料工业协会 

 

（3）水产爆发，反刍微增 

国内水产料大增，反刍产量微增，但总体占比较低。2022 年 5 月，全国水

产料产量为 252 万吨，环比增长 33.1%，同比增长 11.0%；反刍料产量为 116 万

吨，环比增长 1%，同比下降 4.9%。2022年 1-5月，全国水产、反刍料累计产量

分别为 794万吨、608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24.9%，2.7%。 

 

图 19 国内水产料总产量 

 

数据来源：中国饲料工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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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国内反刍料总产量 

 

数据来源：中国饲料工业协会 

 

（二）深加工需求或好转 

（1）淀粉深加工开机率偏低 

国内深加工需求深受疫情影响，淀粉下游需求涉及淀粉糖、酒精、变性淀粉、

氨基酸等，受疫情反复影响，淀粉加工企业行业开机率低迷。据中国淀粉协会，

截至 2022 年 6 月 24 日，淀粉行业开机率为 58.9%，同比下降 7.6%。2022 年上

半年开机率相对低迷，恢复缓慢。淀粉库存为 87.6 万吨，同比下降 11.5%。随

国内疫情控制，下半年需求有望好转。 

 

图 21 国内淀粉深加工行业开机率 

 

数据来源：中国淀粉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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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国内淀粉企业淀粉库存 

 

数据来源：中国淀粉协会 

 

（2）政策限制产能增长 

深加工整体产能增长受限，随着国内玉米完成去库，以玉米为原料的深加工

产能特别是燃料乙醇生产的落后产能已不合时宜。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

严格控制以玉米为原料的燃料乙醇加工。从国内玉米工业需求看，2018/19 年度

至 2022/23 年度基本维持在 8000-8200万吨之间，产能增长有限。长期看来，玉

米深加工产能增长受限。 

 

图 23 国内玉米工业需求情况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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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国内玉米产不足需，玉米综合用粮成本逐年上升，新作种植面积

面临结构调整，总产受天气等因素影响；国内进口玉米等谷物维持较高水平，进

口对国内玉米市场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外部环境对进口成本影响增加，俄乌冲

突及美联储加息等因素向国内市场传导，加大波动因素；谷物替代有价差及陈化

等局限。总的来说，国内玉米市场供应有所保障。需求上，饲料需求受生猪产能

调整及禽类恢复慢的影响稍弱，下半年有望随旺季展开而走强；深加工下游需求

深受疫情好转，虽国内疫情仍点状发生，不过随疫情控制加强及政策扶持，下半

年有望好转。总体上看需求有恢复预期。预计下半年玉米行情下方存在支撑，或

回归高位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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