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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及标准

报告中的数据皆为本机构自有的调研数据，我们通过与市场业内人士的电话交流、在线交流、

实地调研等方式对报告中数据进行验证和修正，以力求真实的反馈市场情况，并给出相应的结论，

为客户的决策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参考。

报告可信度及声明

Mysteel农产品力求以最详实的信息为客户提供指导与帮助，但对于据此报告做出的任何商业

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本机构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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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周价格波动情况回顾

1.1 期价走势分析

本周（2023.10.2-2023.10.6）CBOT大豆期货继续震荡下跌，11月合约价格区间主

要在 1260-1275美分/蒲之间运行。截止 10月 6日，CBOT大豆期货基准 11月期约收

低 1.6%，报收于 1266美分/蒲式耳;1月期约收低 14美分，报收 1284.50美分/蒲式耳;3
月期约收低 13.50美分，报收 1299.25美分/蒲式耳。美国农业部在 9月 30日发布了季

度库存报告，报告中显示，截至 9月 1日，美豆季度库存为 2.68亿蒲，虽然低于去年

同期的 2.74亿蒲，但高于市场平均预期的 2.42亿蒲，也高于 9月 USDA供需报告预估

的 2.50亿蒲。报告公布后，美盘 11合约应声下跌约 30美分。叠加新季美豆收割迅速

推进，目前美豆期价承压运行。同时美国农业部将在周五发布 10月供需报告，基于季

度库存报告的数据，10月供需报告也将上调新季度美豆结转库存。美豆供应偏紧格局

或将继续改善，预计外盘美豆依旧维持偏弱运行。

（单位：美分/蒲式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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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全球大豆供需情况分析

2.1 产地供需

美国大豆供应、需求

根据美国农业部作物生长报告，截止截至 2023年 10月 1日当周，美国大豆优良

率为 52%,高于市场预期的 50%，前一周为 50%,上年同期为 55%。美国大豆收割率为

23%,低于市场预期的 25%，前一周为 12%,去年同期为 20%,五年均值为 22%。美豆产区

当前及未来 5日天气情况良好，有利于推进大豆收获工作。

美豆出口运输：

截至 10月 3日当周，密西西比河各河段驳船运费涨跌不一，其中圣路易斯河段驳

船运费继续上涨至 53.04美元/吨每吨，环比涨幅为 2.26%；孟菲斯河段运费大幅下跌至

34.35美元/吨，较上周下降 35.23%。



- 3 -

美豆压榨

美国农业部发布的压榨周报显示，过去一周美国大豆压榨利润较前一周下降 9.93%，

较去年同期下降 29.38%。

截至 2023年 9月 29日的一周，美国大豆压榨利润为每蒲式耳 3.63美元，前一周

为 4.03美元/蒲式耳，去年同期为 5.14美元/蒲式耳。伊利诺伊州中部的毛豆油卡车报

价为每磅 59.94美分，前一周为 63.68美分/磅，去年同期为 68.35美分/磅。伊利诺伊州

中部地区大豆加工厂的 48%蛋白豆粕现货价格为每短吨 392.78美元，前一周为 404.81
美元/短吨，去年同期 461.08美元/短吨。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83247.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83247.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83252.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83252.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83252.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83253.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83253.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83253.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83247.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83246.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38159.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72579.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72579.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725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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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油脂加工商协会(NOPA)数据显示，美国 8月大豆压榨量为 1.61453 亿蒲

式耳低于市场预期的 1.67802 亿蒲式耳，7月份数据为 1.73303 亿蒲式耳，2022 年 8

月数据为 1.65538 亿蒲式耳;美国农业部压榨月报显示 8月份大豆压榨量不及预期，仅

为 507 万短吨，低于市场预期的 514 万吨，环比减少 8.6%，同比减少 3.4%，这意味着

压榨目标面临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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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豆出口

美国农业部出口销售周报显示，截至 9月 28日当周，美国大豆净销售量为 81万
吨，上周 67万吨，其中对华销售 59万吨，一周前 58万吨。2023/24年度迄今美豆销

量为 1856万吨，同比降低 32.4%。美国农业部出口目标为 4872万吨，同比减少 10%。

南美大豆供应，需求

巴西国家商品供应公司(CONAB)表示，截至周日(10 月 1 日)，巴西 2023/24 年度

大豆种植进度为 4.1%，较上周进度增加 2.6%。去年同期的播种进度为 4.6%。目前新季

大豆种植主要集中在巴西南部及东南部地区，以巴拉纳州为首的东南部地区种植进度

较快。

其中根据巴西马托格罗索州农业经济厅（IMEA)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 6 日，马托

格罗索州 2023/24 年度大豆播种进度为 14.25%，较上周进度增加 10.06%，去年同期种

植进度为 18.61%。马托格罗索州 2023/24 作物年度大豆种植面积估计依旧维持在 1222

万公顷，鉴于收成的不确定性和重要指标的变动，生产力预测仍为 59.70 袋/公顷，与

2022/23 年度收成相比，下降了 4.17%。结合种植面积及生产力估算，2023/24 年度的

产量预计为 4378 万吨，较去年下降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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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截止 10月 2日，在巴西第二大大豆生产州巴拉纳州，播种面积已达到估计面

积的 16%，较上周的种植进度提升了 6%。主要是因为巴拉纳州降水情况较好，土壤湿

度适宜，因此播种进度迅速。而在巴西其他州，由于高温少雨的天气阻碍了大豆的播

种进展。

目前巴西大豆的种植进度备受关注，因此巴西大豆主要种植区域的天气显得十分

重要。据 World Ag Weather 数据显示，过去一周（0928-1005），巴西大部分产区 7

天累计降雨量在 50mm 以下，马托格罗索州大部分区域 7天累计降雨量不足 25mm。帕拉

纳州与南里奥格兰德州部分区域 7天累计降雨量在 50-100mm。马托格罗索州与南马托

格罗索州最高气温高出历史平均水平 1-4℃，其余产区基本与历史平均水平持平。过去

两周（0921-1005），米纳斯吉拉斯州与南里奥格兰德州部分地区 14 天累计降雨量高

于历史平均水平，其余大部分产区 14 天累计降雨量低于历史平均水平（约 2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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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内地大豆价格

10 月 6 日帕拉纳瓜港口大豆现货平均价格为 146.72 雷亚尔/袋（60 公斤），较前

一日（10 月 5 日）上涨 1.93%，按美元计价为 28.44 美元/袋（60 公斤）。

巴西大豆压榨

过去一周（9月 25 日至 9月 29 日）巴西马托格罗索州大豆压榨利润为 472.77 雷

亚尔/吨，较前一周上涨 2.63%，较去年同期增长 19.16%。

截至 2023 年 9 月 29 日的一周，巴西马托格罗索州大豆压榨利润为 472.77 雷亚尔

/吨，前一周为 460.64 雷亚尔/吨。马托格罗索州 46%蛋白豆粕价格为 2056.67 雷亚尔/

吨，前一周为 2033.75 雷亚尔/吨。马托格罗索州豆油平均价格为 4386.50 雷亚尔/吨，

前一周为 4344.92 雷亚尔/吨。

巴西大豆出口

根据 ANEC 数据显示，巴西 8月大豆出口量为 760.7823 万吨，环比减少 11.95%，

同比去年减少 50.64%;预计 9月巴西大豆出口较 8月减少。

2.2 产地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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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10/02-10/06）大豆 CNF 报价较少，与上周相比，不论是美湾，美西还是巴

西大豆近远月船期 CNF 报价都有轻微回落。就近月船期来看，美湾大豆更具竞争力。

第三章 CFTC 持仓情况

截至 10 月 3 日当周，CFTC 管理基金美豆期货净多持仓为 0.2 万手，环比前一周

减少 2.4 万手，减幅 91%；同比减少 6.3 万手，减幅 96%。CFTC 管理基金净多持仓在 9

月以来不断下降，令近期 CBOT 大豆期价弱势明显，阴跌不止。最近两周投机资金多头

则是进一步加速撤离，令 CBOT 大豆期价在基本面压力情况下，显得尤为疲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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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宏观汇率

截至 10 月 7 日，美元兑人民币比值为 7.3064，较节前上涨 0.0017，涨幅 0.02%。

上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小幅贬值，但幅度非常有限。从上周的情况来看，汇率因素对

进口大豆成本很小，但 CBOT 大豆价格下跌，大豆贴水价格下跌，因此进口大豆成本出

现明显下降。以 11 月船期与节前对比为例，美西大豆进口成本周环比下降 167 元/吨，

美湾大豆进口成本周环比下降 131 元/吨，巴西大豆进口成本周环比下降 146 元/吨。

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虽然处于较高位置，从趋势来看仍处于贬值，升值势头暂

未正式确立。但笔者依旧认为下半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不具备大幅贬值的机会，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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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荡的概率大。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 31151

亿美元，较 8月末下降 450 亿美元，降幅为 1.42%。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人士表示，受

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及预期、宏观经济数据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涨，9月全球金融

资产价格总体下跌。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

降。

第五章 后市展望

上周 CBOT 大豆期价弱势下跌，11 月合约跌破 1300 美分/蒲关口，最低触及 1256

美分/蒲。近期 CBOT 大豆基本面利空明显，一方面由于美国大豆收割逐步推进，随着

而来的大豆卖压施压期货价格；另一方面南美大豆出口竞争挤压美国大豆，美国大豆

出口形势艰难。此外，南美巴西大豆种植进度偏快，同样对压制 CBOT 大豆估值和大豆

贴水价格。但考虑到 2023/24 年度美国大豆偏紧格局，关注 CBOT 大豆期价能否在 1250

美分/蒲附近寻求支撑，暂缓下跌态势。接下来美国大豆的出口情况也需重点关注，预

计短期难以有实质性改变；以及南美巴西新作大豆的种植情况。

预计本周美豆 11 月合约的价格区间为 1250-1300 美分/蒲，价格重心进一步下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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