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米及玉米淀粉周报
东北气温升高，低位布局多单

2024年11月15日

徐远帆   从业资格证号：F3075697
         投资咨询证号：Z0018986



目录

CONTENTS

周度核心要点及策略 03 价格情况 08

重点关注 11 国内玉米市场现状 15

玉米市场供需结构 24

01 02

03 04

05

2

06

国内三大粮食政策和
价格情况

38



目录

CONTENTS

周度核心要点及策略01

3



4

核心要点

逻辑观点

行情回顾 本周连盘玉米窄幅调整，主力2501合约收于2182元/吨，当周价格下跌29元/吨。

运行逻辑

玉米周期角度：连续三年（2020-2022年）牛市后，随着全球粮食供需格局趋于宽松以及国内玉米供需

缺口得到有效填补，2022/23年度我国玉米开始转入熊市周期，2023/24年度国内玉米市场已出现结余，

价格重心持续走低。2024/25年度国内玉米在供应减少、需求增加的情况下，缺口或将再次出现，但缺

口程度小于疫情三年时期，所以预计本年度国内玉米价格或进入熊市磨底阶段。

2024/25年度：在农户售粮期间，我们看到一系列利多因素：（1）国家积极宏观政策，提振市场信心，

也在一定程度上利多终端消费复苏；（2）政策收储，市场传闻今年增储力度较大；（3）预估新粮略

有减产；（4）进口量受管控而明显下降；（5）饲料及深加工的需求会有所恢复。所以售粮季预计价

格以偏强震荡走势为主。进入销售季后，利多因素可能来自渠道积极建库、余粮趋紧、缺口呈现，利

空因素可能来自渠道建库谨慎、进口管控发生变化、超期稻谷拍卖，所以销售季预计以区间震荡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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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观点

观点及

策略

本周观点：本周东北地区气温回升且多雨，不利于基层农户储存，售粮上量有所加快，东北

现货价格走弱；华北玉米上量节奏持稳，深加工按需采购，现货价格走跌。在基层售粮期间，

东北气温反复，影响上量节奏，考虑到目前价格东北农户存在亏损，气温趋冷易保存，以及

国家宏观政策及增储力度，基于目前价格我们维持盘面看多的观点，但供需结构尚不支持大

幅上行，所以中线维持区间震荡观点，区间上沿参考2300元/吨，下沿参考2150元/吨。

单边投资者：单边投资者短期关注逢低做多机会，中线以区间震荡的价差做法为主。

现货企业：贸易端维持谨慎建库策略，不建议过早大量囤粮，以低点购粮逢高走货的操作为

主，在期货端对已有库存逢高卖出套保，介入区间参考2270-2300元/吨；下游用粮企业亦不

建议过早大量囤粮，以维持安全库存的思路作为主线，可在相对低位多建一些库存，对长期

库存可在高位配以适当卖出套保提前锁定波动风险。

风险提示：国内极端天气影响新作产量预期；其他主产国气候恶化影响全球产量；地缘冲突

加剧导致全球供给不平衡；宏观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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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分析
因素 影响 逻辑观点

供应 中性

本周东北地区气温较高且多雨，不利于储存，农户售粮积极性回升，本周东北基层售粮进度18%，去年同期16%。

种植成本：新年度黑龙江地租成本较去年下降100多元/亩，新粮种植成本推算集港约2250元/吨。

种植面积：预计全国播种总面积3626万公顷，同比下调0.34%，整体播种面积无明显增减。

新作产量：我们预估新粮整体减产幅度较小，同比减产约800万吨。预计2024年全国玉米产量为24064万吨，较上

年减少814万吨，同比减少3.27%。

需求 向上

饲用需求（占总需求约70%）：2023年以来，生猪产能去化严重，玉米饲用需求疲软，6月起能繁母猪存栏有所回

升，生猪存栏恢复及出栏均重预计提升，饲用需求边际改善。据饲料工业协会数据，2024年9月，全国工业饲料

总产量2815万吨，环比增长1.2%，同比下降4.1%。

深加工需求（占总需求30%）：深加工企业利润好转，利于下游消费恢复。根据钢联样本数据，本周149家深加工

企业玉米消耗量135.93万吨，上周消耗量135.86万吨。

库存 向上
饲料企业库存：本周饲料库存有所增加，根据钢联样本数据，饲料企业玉米库存约29天。

深加工企业库存：目前处于深加工建库阶段，根据钢联样本数据，本周库存356.3万吨，上周334.6万吨。

替代 中性
其它谷物替代：中国9月大麦及高粱进口数量分别是94、97万吨，替代影响仍然存在。

进口玉米替代：中国9月玉米进口量为31万吨，同比减少80.9%；1-9月玉米进口量共计1283万吨，同比减少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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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分析

因素 影响 逻辑观点

开工率 中性
玉米淀粉：截至11月14日，全国玉米淀粉企业开工率69.26%，上周开工率67.91%，周环比+1.35%。
玉米酒精：截至11月13日，全国玉米酒精企业开机率57.65%，上周开工率60.74%，周环比-3.09%。

淀粉

库存
中性 本周淀粉库存有所上升，根据钢联样本数据，本周玉米淀粉企业淀粉库存88.8万吨，上周85.4万吨。

淀粉加

工利润
向上

根据钢联数据，黑龙江深加工企业平均盈利188元/吨，吉林淀粉企业平均盈利110元/吨，山东淀粉
企业平均盈利259元/吨。

USDA 中性

美国方面：2024/25年度美国玉米总产量相比上一年度有所下滑，11月供需报告预计总产量151.43
亿蒲式耳，环比-0.39%，同比-1.29%；11月美国2024/2025年度玉米期末库存预期19.38亿蒲式耳，
10月预期为19.99亿蒲式耳，环比+61百万蒲式耳。 
南美方面：阿根廷2024/2025年度玉米产量预期5100万吨，环比持平；巴西2024/2025年度玉米产量
预期1.27亿吨，环比持平。

国际
环境

中性

乌克兰方面：因乌克兰玉米供应预期下降和我国增加巴西玉米进口来源，所以我国玉米受黑海方面
的影响逐渐减小。乌克兰农业部称2023年谷物产量预估维持在5700万吨，高于此前预估水平。
俄罗斯方面：中俄签署史上最大的双边粮食供应合同，根据合同，俄罗斯将向中国供应7000万吨粮
食、豆类和油籽等谷物。该协议为期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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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价格及基差走势图

11月15日，辽宁锦州港新季玉米，水分15%，港口主流收购690-720容重，报价2090-2100元/吨，平仓价格参考
2160元/吨。

数据来源：生意社，国联期货农产品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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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季节性价格走势和区域价差

数据来源：wind，国联期货农产品事业部

东北华北价差走扩，本周东北和华北价差-330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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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农户售粮进度（11.14）

本周东北地区气温较高且多雨，不利于储存，农户售粮积极性回升，本周东北基层售粮
进度18%，去年同期16%。

数据来源：钢联，国联期货农产品事业部

省份 本期 去年同期 同比

黑龙江 18% 17% 1%

吉林 6% 5% 1%

辽宁 43% 39% 4%

内蒙古 15% 13% 2%

河北 16% 17% -1%

山东 19% 22% -3%

河南 32% 26% 6%

东北 18% 16% 2%

华北 23% 22% 1%



美国选情对DCE玉米的影响

13

因我国玉米产销均在国内，所以外盘市场对DCE玉米影响有限，关键还是在于国内玉米供需结构变化。但如果今年我国玉

米供需结构确实由宽松向偏紧方向持续发展，明年到了库存消化季，我国产需缺口再次出现，那么今年四月以来的进口管

控政策到明年可能就会有所变化。变化的来源主要有两点：1、中国玉米市场本身需求，2、中美贸易战博弈影响。

特朗普当选，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相对较高，后期进口谷物政策变数增加，如果美国升级贸易纠纷，那么中国可能继续限

制美国玉米进口，利多国内玉米，而丰收的美国玉米在国际市场供应增加，利空国际玉米。

数据来源：大连商品交易所、CBOT、wind、国联期货农产品事业部

中美贸易战期间DCE玉米与CBOT玉米走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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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库存走势图

数据来源：同花顺，国联期货农产品事业部

本周港口到货量略有下降，东北天气升高不易保管，贸易商收购节奏有所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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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播种面积

预计全国播种总面积3626万公顷，同比下调0.34%，整体播种面积无明显增减。

提示：数据来源国联期货农产品事业部，相关消费数据为根据样本数据预估数据，仅供参考。具体数据请以国家统计局、国家粮食与物资储备局等官方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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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单产

今年东北地区单产有所下降，其中黑龙江因积温偏低及局部受涝影响，单产同比下降6.25%，达7.5吨/公顷；吉林部分地区
也有涝害影响，单产约7.2吨/公顷，同比下降8.86%；辽宁受涝最为严重，今年单产仅5.1吨/公顷，同比下降21.5%。东北整
体平均单产约6.89吨/公顷，相比去年下降8.49%。其它地区有增有减，平均单产增减幅度相比平产年在2%左右，增加明显的
还是西北地区，其中，新疆玉米产区单产同比提高17.6%，达8吨/公顷，明显高于近两年全国平均单产水平。综上所述，全
国平均单产小幅下滑至6.63吨/公顷，同比下降约2.9%。

提示：数据来源国联期货农产品事业部，相关消费数据为根据样本数据预估数据，仅供参考。具体数据请以国家统计局、国家粮食与物资储备局等官方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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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产量

在种植面积和单产均小幅下调后，我们预计2024/25年度新作整体产量略有下降，约为24064万吨，较上年减少814
万吨，同比减少3.27%。从减产的量看，尚不具备扭转供需偏宽松的结构。

提示：数据来源国联期货农产品事业部，相关消费数据为根据样本数据预估数据，仅供参考。具体数据请以国家统计局、国家粮食与物资储备局等官方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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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重点数据概览

说明：考虑到样本播种面积基数差异较大，下表各区域播种面积同比变化数据不能准确反
映整体变化情况，我们预估黑龙江整体玉米播种面积同比减少5%左右。

地点 区域 播种面积（亩）
同比变化
（%）

地租成本
（元/亩）

地租同比
（元/亩）

地租同比
（%）

哈尔滨（呼兰区、依兰县） 中线 1757 -10.08% 886 -198 -18.26%

佳木斯、鹤岗 东线 2807100 +21.39% 754 -151 -16.72%

绥化（庆安县、北林区） 中线 1968 -4.37% 628 -285 -31.18%

绥化海伦市、黑河北安市 北线 17289 -15.08% 846 -117 -12.14%

齐齐哈尔（克东、克山、依安、
富裕、甘南）

西线 3052.5 -19.24% 708 -70 -8.99%

呼伦贝尔市阿荣旗、达斡尔民
族乡、成吉思汗镇、齐齐哈尔
市龙江县、泰来县、大庆市杜

尔伯特

西线 686 +16.6% 651 -58 -8.18%

安达县、肇源、肇州、肇东 西线 814 0 785 -306 -28.09%

提示：数据来源国联期货农产品事业部，相关平衡表产量、消费数据为根据样本数据预估数据，仅供参考。具体数据请以国家统计局、国家粮食与物资储备局等官方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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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播调研主要结论

1、新季玉米种植面积整体有所下滑，预估黑龙江玉米播种面积同比减少5%左右：去年玉米
种植效益下滑，预估黑龙江玉米种植区域整体面积同比减少5%左右，今年改种大豆的情况
比去年有所增加。

2、种植成本大幅下降，预估大部分区域地租成本下降10%-20%：各区域地租下降幅度差异
较大，大部分地区地租成本较去年下降10%-20%，预计为750-800元/亩。如果人工成本、脱
粒费、烘干费、集港运费等同比没有太大变化，初步大致推算集港成本在2100-2200元/吨，
相较前两年的集港成本2500-2600元/吨，本年度种植成本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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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玉米种植面积同比稳中有增，2023/24年度黑龙江新玉米种植成本1230-1419元/亩，推算2023
年玉米干粮到港成本约2550-2620元/吨，高于2022年2500元/吨左右的成本。从成本分类看，今年种
植成本上涨主要是地租成本增加所致，黑龙江地租和人工成本同比增加73元/亩，吉林同比增加190元
/亩，辽宁同比增加160元/亩。

地区 地租 农资 总成本

齐齐哈尔 840 413 1253

哈尔滨 980 439 1419

佳木斯 810 420 1230

双鸭山 860 429 1289

绥化 870 416 1286

地区 潮粮成本 烘干粮 集港运费 集港成本

齐齐哈尔 1860 2430 180 2610

哈尔滨 1900 2470 150 2620

佳木斯 1760 2330 220 2550

双鸭山 1780 2350 225 2575

绥化 1840 2410 170 2580

2023年种植成本折算到港成本约2550-2620元/吨

数据来源：mysteel，国联期货农产品事业部数据来源：mysteel，国联期货农产品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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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种植成本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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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各区域地租下降幅度差异较大，大部分地区地租成本较去年下降10%-
20%，大概为11400元/公顷。如果人工成本、脱粒费、烘干费、集港运费等同
比没有太大变化，初步大致推算集港成本在2250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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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港口贸易利润仍然略有倒挂

数据来源：生意社，同花顺，国联期货农产品事业部

1,300.00
1,500.00
1,700.00
1,900.00
2,100.00
2,300.00
2,500.00
2,700.00
2,900.00
3,100.00
3,300.00

2011-02-15

2012-02-15

2013-02-15

2014-02-15

2015-02-15

2016-02-15

2017-02-15

2018-02-15

2019-02-15

2020-02-15

2021-02-15

2022-02-15

2023-02-15

2024-02-15

港口玉米价格

锦州港 蛇口

0.0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3,000.00

3,500.00

2011-08-11

2012-08-11

2013-08-11

2014-08-11

2015-08-11

2016-08-11

2017-08-11

2018-08-11

2019-08-11

2020-08-11

2021-08-11

2022-08-11

2023-08-11

南方销区东北玉米到站价格

南昌 长沙 成都

截至11月14日，港口二等15水收购价格2090-2100元/吨，较上周下跌30-40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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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玉米市场库存去化后的替代平衡结构

提示：数据来源国联期货农产品事业部，相关平衡表产量、消费数据为根据样本数据预估数据，仅供参考。具体数据请以国家统计局、国家粮食与物资储备局等官方数据为准。

近年玉米供需变化情况

项目:千公顷、千吨

年度 2015/16 2016/17 2017/18 2018/19 2019/20 2020/21 2021/22 2022/23 2023/24 2024/25

播种面积 41,686 38,291 34,635 36,714 35,174 34,047 36,159 34,905 36,384 36,260

产量 265,530 232,361 223,018 228,328 213,752 204201 233,848 222,737 248,786 240,645

进口 3,174 2,464 3,467 4,483 7,590 29,546 21,886 18,712 25,000 15,000

年度总供应 268,704 234,825 226,485 232,811 221,342 233,747 255,734 241,449 273,786 255,645

饲用消费 120,869 166,648 201,100 175,015 180,264 191,134 198,000 180,000 172,000 178,000

工业消费 53,919 75,232 79,965 81,867 79,467 80,356 80,000 77,000 75,000 78,000

食用消费 18,160 18,300 19,000 20,000 20,500 20,800 21,000 21,500 21,600 21,900

出口 4 5 19 18 11 10 3 8 10 10

种用消费 1,380 1,300 1,500 1,300 1,255 1,320 1,410 1,360 1,400 1,300

损耗 2,655 2,324 2,230 2,283 2,138 2,042 2,338 2,227 2,488 2,406

年度总消费 197,047 263,889 303,614 280683 283,634 295,662 302,758 282,095 272,498 281,616

年度结余 71,716 -28,985 -77,329 -47,672 -62,286 -61,915 -47,018 -40,647 1,288 -25,972

国有库存 305840 218800 112000 95290 30000 25000 30000 34,500 39,500 41,000



26

全球玉米供需平衡表

数据来源：USDA，国联期货农产品事业部

11月USDA供需报告显示，24/25年度全球玉米总产量12.17亿吨，期末库存3.06亿吨，供需结构偏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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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USDA美国玉米供需平衡表

2024/25年度美国玉米总产量相比上一年度有所下滑，11月供需报告预计总产量151.43亿蒲式耳，
环比-0.39%，同比-1.29%；11月美国2024/2025年度玉米期末库存预期19.38亿蒲式耳，10月预期
为19.99亿蒲式耳，环比+61百万蒲式耳。 

数据来源：USDA，国联期货农产品事业部

美国玉米 2023/24(10月预估） 2023/24(11月预估） 2024/25(10月预估） 2024/25(11月预估）

种植面积（百万英亩） 94.6 94.6 90.7 90.7

收获面积（百万英亩） 86.5 86.5 82.7 82.7

单产（蒲式耳/英亩） 177.3 177.3 183.8 183.1

期初库存（百万蒲） 1360 1360 1760 1760

产量（百万蒲） 15341 15341 15203 15143

总供应量（百万蒲） 16729 16729 16989 16928

出口量（百万蒲） 2292 2292 2325 2325

总使用量（百万蒲） 14969 14969 14990 14990

期末库存（百万蒲） 1760 1760 1999 1938



扩大巴西进口来源以实现多元化进口战略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国联期货农产品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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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发动贸易战后，中国积极布局多元化进口战略，以减少对美依赖。

玉米方面，2023年开始巴西逐步替代了美国玉米在中国市场下降的份额。

1-9月玉米进口量共计1287万吨，同比减少约22%。其中，1-9月从巴西进口玉米599万吨，占比46.5%，今年6月-8月我国没有有巴西

玉米到港，9月巴西玉米进口重启，今年1-9月巴西仍是我国最大玉米供应国；乌克兰进口449.5万吨，占比35%，乌克兰是第二大供

应国；美国进口205万吨，占比16%。其它包括俄罗斯0.8%，保加利亚0.6%，南非0.4%。

16.00%

46.50%

35.00%

2.50%

美国 巴西 乌克兰 其它

时间
进口数量
（万吨）

时间
进口数量
（万吨）

2022年10月 55 2023年10月 204

11月 74 11月 359

12月 87 12月 495

2023年1-2月 533 2024年1-2月 619

3月 219 3月 171

4月 100 4月 118

5月 166 5月 105

6月 185 6月 92

7月 168 7月 109

8月 120 8月 43

9月 165 9月 31

玉米供应国进口数量占比



29

美国玉米进口完税价和进口利润

虽然目前看远期交货月美国玉米和巴西玉米均有较大进口利润，但从4月份进口管控开始，进口数量已明显呈现下

降趋势，预计10-12月也将保持较低进口数量，明年的进口政策受到美国新政府政策影响存在一定变数。

截至11月15日，2025年4月船期美湾港口到岸价折合到港理论成本2080元/吨左右，理论进口利润179元/吨；2025年4月船期巴西到

港理论成本2112元/吨，理论进口利润147元/吨。

数据来源：wind，国联期货农产品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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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海关总署，国联期货农产品事业部

我国进口谷物情况——小麦

时间 进口数量（万吨） 时间 进口数量（万吨）

2022年10月 124 2023年10月 66

11月 101 11月 66

12月 108 12月 61

2023年1-2月 302 2024年1-2月 248

3月 133 3月 178

4月 168 4月 195

5月 115 5月 186

6月 82 6月 119

7月 71 7月 80

8月 84 8月 41

9月 62 9月 25

根据海关总署的最新数据，中国9月小麦进口量为25万吨，同比减少60.1%；1-9月小麦进口量总计为1074万
吨，同比增加5.5%。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国联期货农产品事业部

小麦进口数量（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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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海关总署，国联期货农产品事业部

我国进口谷物情况——大麦

时间 进口数量（万吨） 时间 进口数量（万吨）

2022年10月 34 2023年10月 122

11月 53 11月 122

12月 48 12月 166

2023年1-2月 96 2024年1-2月 271

3月 73 3月 172

4月 100 4月 161

5月 128 5月 161

6月 112 6月 82

7月 72 7月 123

8月 38 8月 115

9月 103 9月 94

根据海关总署数据，中国9月进口大麦94万吨，同比减少9.1%；1-9月累计进口大麦1181万吨，同比
增加63.3%。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国联期货农产品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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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海关总署，国联期货农产品事业部

我国进口谷物情况——高粱

时间 进口数量（万吨） 时间 进口数量（万吨）

2022年10月 61 2023年10月 67

11月 50 11月 54

12月 10 12月 35

2023年1-2月 32 2024年1-2月 161

3月 19 3月 56

4月 47 4月 81

5月 66 5月 67

6月 58 6月 93

7月 45 7月 63

8月 52 8月 60

9月 47 9月 97

根据海关总署数据，中国9月进口高粱97万吨，同比增加107.6%；1-9月累计进口高粱678万吨，同
比增加85.7%。

高粱进口数量（吨）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国联期货农产品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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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加工需求

深加工库存方面，目前深加工库存处于建库阶段，根据钢联样本数据，本周库存356.3万吨，上周
334.6万吨。
利润方面，根据钢联数据，黑龙江深加工企业平均盈利188元/吨，吉林淀粉企业平均盈利110元/吨，
山东淀粉企业平均盈利259元/吨。

数据来源：钢联，国联期货农产品事业部

全国深加工企业玉米库存（万吨） 玉米淀粉利润情况（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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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饲料

2023年以来，生猪产能去化严重，玉米饲用需求疲软，6月起能繁母猪存栏有所回升，生猪存栏恢复及出栏

均重预计提升，饲用需求边际改善。据饲料工业协会数据，2024年上半年，全国工业饲料总产量14539万吨，

同比下降4.1%；2024年9月，全国工业饲料总产量2815万吨，环比增长1.2%，同比下降4.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同花顺，国联期货农产品事业部

全国生猪存栏数（万头） 全国能繁母猪存栏数（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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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禽饲料

根据同花顺金融预测数据，2024年1月父母代存栏再度增加，所以大致预估2024年下半年商品代毛鸡供应将
增加，利多2024/25年度肉禽饲料消费。

数据来源：ifind，国联期货农产品事业部

饲料构成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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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需求

据饲料工业协会数据，2024年上半年，全国工业饲料总产量14539万吨，同比下降4.1%；2024年9月，全国工

业饲料总产量2815万吨，环比增长1.2%，同比下降4.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同花顺，国联期货农产品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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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饲料粮消费评估

我国饲料粮消费预估

提示：数据来源国联期货农产品事业部，相关消费数据为根据样本数据预估数据，仅供参考。具体数据请以国家统计局、国家粮食与物资储备局等官方数据为准。

项目:千吨

年度 2019/20 2020/21 2021/22 2022/23 2023/24 2024/25

合计 213,744 294,780 261,136 275,920 256,600 244,400

国产玉米 180,264 191,134 198,000 180,000 172,000 178,000

进口玉米 7,590 29,546 21,886 18,712 25,000 15,000

小麦 7,590 45,000 5,000 33,000 10,000 7,000

稻谷 8,000 9,000 10,000 29,000 22,000 25,000

高粱 900 8,600 10,991 4,863 8,000 6,000

大麦 5,900 7,900 11,159 6,405 15,000 9,000

其他 500 500 500 580 1,300 1,000

DDGS 3,000 3,100 3,600 3360 3300 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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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粮食总体产量情况

Ø 2023年，中央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开展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各地层层压实粮食
生产党政同责，进一步加大粮食生产支持力度，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粮食生产再获丰收。全国粮食总产量6.95亿
吨，增长1.3%，全年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连续9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全国粮食播种面积17.85亿亩，增加
954.6万亩，增长0.5%，连续四年保持增长。全国粮食单产389.7公斤/亩，增加2.9公斤/亩，增长0.8%。

Ø 7月12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全国夏粮总产量14978万吨（2996亿斤），比2023年增加362.7万吨（72.5亿
斤），增长2.5%。其中小麦产量13822万吨（2764亿斤），比2023年增加365.8万吨（73.2亿斤），增长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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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粮食总体价格趋势

数据来源：WIND 国联期货农产品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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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三大粮食政策和价格的趋势

中央一号文件

扎实推进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稳定粮食播种面积，
把粮食增产的重心放到大面积提高单产上，确保粮食产量保持在
1.3万亿斤以上。实施粮食单产提升工程，集成推广良田良种良机
良法。巩固大豆扩种成果，支持发展高油高产品种。适当提高小
麦最低收购价，合理确定稻谷最低收购价。继续实施耕地地力保
护补贴和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稻谷补贴政策。完善农资保供稳
价应对机制，鼓励地方探索建立与农资价格上涨幅度挂钩的动态
补贴办法。扩大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实施范围，实
现三大主粮全国覆盖、大豆有序扩面。鼓励地方发展特色农产品
保险。推进农业保险精准投保理赔，做到应赔尽赔。完善巨灾保
险制度。加大产粮大县支持力度。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
利益补偿机制，深化多渠道产销协作。扩大油菜面积，支持发展
油茶等特色油料。加大糖料蔗种苗和机收补贴力度。加强“菜篮
子”产品应急保供基地建设，优化生猪产能调控机制，稳定牛羊
肉基础生产能力。完善液态奶标准，规范复原乳标识，促进鲜奶
消费。支持深远海养殖，开发森林食品。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
观，多渠道拓展食物来源，探索构建大食物监测统计体系。

数据来源：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国联期货农产品事业部

托市收购价格

 

数据来源：国家粮食与物资储备局、国联期货农产品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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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小麦供需格局

数据来源：粮油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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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小麦价差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汇易网

小麦与玉米的价差逐渐拉大，小麦市场价高于玉米约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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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稻谷供需格局

数据来源：粮油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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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谷托市收购量和最低收购价

托市稻谷收购量（万吨）

 

数据来源：国家粮食与物质储备局、国联期货农产品事业部

最低收购价

 

数据来源：国家发改委、国联期货农产品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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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谷临储结余

临储销售成交量

 

数据来源：国联期货农产品事业部

临储结余
 

数据来源：国联期货农产品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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