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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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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核心观点 

11 月份新季国产粳高粱触底后小幅上涨，大部分地区上涨 0.08-0.15 元/斤。月初

部分贸易商抄底收购，基层粮源小幅减少，农户惜售情绪较浓，继而收购价格上涨，

但下游需求延续清淡，市场整体难收难卖，市场僵持运行；临近月底，农户惜售情绪

缓解，价格小幅下跌，粮商心态谨慎，按单收购保持合理库存；红缨子高粱平稳运

行，供大于求的局面，走货整体缓慢；进口高粱大部分偏弱运行，月底澳粮现货流通

减少，加之后期供应量偏少，市场价格小幅上涨，美粮供应量充足，价格变化不大，

下游需求延续清淡，贸易商出货缓慢。国产高粱受限于需求弱，预计 12 月份高粱价格

将震荡为主，进口高粱平稳运行。 

 

第一章 本月高粱市场回顾 

1.1 国产高粱市场回顾 

1.1.1 国产红高粱市场回顾 

 

表 1 国内高粱市场价格统计表  

单位：元/斤 

品种 市场 规格 上月 本月 涨跌金额 涨跌幅 备注 

粳高粱 黑龙江 新粮，净粮 1.52 1.55 0.03 1.97%  

粳高粱 内蒙古 新粮，净粮 1.53 1.63 0.10 6.54%  

粳高粱 吉林 新粮，净粮 1.56 1.65 0.09 5.77%  

粳高粱 辽宁 新粮，净粮 1.55 1.62 0.07 4.52%  

粳高粱 山西 新粮，净粮 1.60 1.63 0.03 1.88%  

红缨子 山东 新粮，净粮 2.10 2.10 0 0  

红缨子   湖北 新粮，净粮 2.00 2.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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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本月新季高粱价格探底后明显上涨，各地上涨 0.10-0.18 元/斤左右。月初，新季

高粱供应充足，加之下游酒厂采购不积极，粮商少量收购，购销进度缓慢，中旬以

后，基层粮源减少，农户惜售心理较强，粮商收购价格上涨，出货价继而上调，但下

游需求仍旧偏弱，粮商少量补库维护老客户。  

1.1.2 国产白高粱市场回顾 

 

注：国产白高粱价格选取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市场毛粮价格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图 1 2021-2023 年国产白高粱价格走势图 

 

本月内蒙古宁城地区白高粱价格回落后平稳运行，新季白高粱部分有黑头现象，

下游需求转弱，目前粮商收购价格参考 2.10 元/斤左右，市场余粮不多。 

1.2 进口高粱市场回顾表 

表 2 各港口进口高粱价格计表  

单位：元/吨 

港口 进口国 规格 上月  本月 涨跌金额 涨跌幅 

天津港 澳大利亚 毛粮，散粮 2920 3000 80 2.74% 

青岛港 澳大利亚 净粮，袋装 3050 3070 20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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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港 澳大利亚 毛粮，散粮 2960 3000 40 1.35% 

广东港 美国 毛粮，散粮 2850 2820 -30 -1.05%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本月各港口高粱价格基本偏弱运行，月底澳粮现货供应量减少，价格小幅上涨，

美粮势场供应较为充足，价格小幅走低，下游酿造企业采购量支撑弱势，贸易商依旧

走货缓慢。 

第二章 高粱市场供应分析 

2.1 国产高粱供需情况 

2.1.1 国产高粱市场供应情况分析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图 2 2022 年中国高粱种植面积/产量预估 

2022 年以“稳口粮、稳玉米、扩大豆、扩油料”政策为主导，确保粮食安全，引导

对口粮、玉米、大豆等油料作物的种植，在有限的耕地资源的情况下，杂粮的种植面

积被挤压。 

2023 年，农产品团队调研了主要地区新季粳高粱的种植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表 3 高粱各产区种植面积增减情况统计  

  地区 种植面积增减情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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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白城 较 2022年增加 10%左右 谷子转种高粱 

松原 较 2022年持平  

辽宁 

朝阳 较 2022年增加 10%左右 
谷子转种高粱、糯高粱的种植面积减

少 

阜新 
较 2021年种植面积约增加

10% 
杂豆类、糯高粱转种粳高粱 

内蒙

古 

兴安盟 较 2022年增加 10%左右 谷子转种高粱 

通辽 较去年减少 5%左右 旱地干旱未及时种植 

赤峰 较 2022年增加 5%左右 散户种植积极性较大 

呼和浩

特 
较 2022年持平  

黑龙

江 
大庆 较 2022年持平 预期玉米、大豆面积增加 

河北 沧州 较 2022年持平 以糯高粱为主 

山东 滨州 较 2022年持平 以糯高粱为主 

山西 运城 较 2022年增加 10%左右 以粳高粱为主 

四川 泸州 较 2022年持平 高粱+大豆套种 

贵州 遵义 较 2022年持平 多为订单种植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从以上调研数据来看，2023 年新季粳高粱种植面积有所增加，糯高粱种植面积减

少。高粱种植面积整体增加 10%左右。随着新季高粱收割入库，今年高粱无论是从单

产还是产量都稳中有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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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国产高粱售粮进度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图 3 2020-2023 年国产高粱农户售粮进度统计 

11 月份，购销进度提升明显，新季高粱价格触底后，部分大贸易商少量建库，但

市场购销同比 2022 年较为缓慢，下游需求清淡，主体收购谨慎。 

2.2 进口高粱供应情况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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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21-2023 年中国高粱进口量统计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2023 年 10 月，中国高粱进口总量为 67.14 万吨，

较 9 月份增加 20.36 万吨，环比增幅 43.52%，较去年同期增加 6.43 万吨，同比增幅

10.60%。2023 年 1 月-10 月期间累计进口量 421.61 万吨，累计进口量同比减少 592.05

吨。累计同比减幅达到 58.41%。 

从进口国来看，2023 年 10 月，我国高粱的进口来源国是：美国、澳大利亚、阿

根廷三个国家，进口量分别为：35.32 万吨、23.27 万吨、8.54 万吨；本月美国进口量

仍居第一位，三个国家的进口量均有较大的增幅，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进口总量占比达

到 87%左右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图 5 2022-2023 年广东港口库存统计 

截止 11 月 24 日，本月广东港高粱到港 11.6 万吨，到港量较上月下降明显，本月

出货量为 31.7 万吨，库存 31.3 万吨 ，库存下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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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高粱市场需求分析 

3.1 酿造需求分析 

 

数据来源：工信部 

图 6 2019-2023 年中国白酒产量统计 

根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3 年 1-10 月白酒行业产量跌幅再收窄，规模以

上白酒企业白酒(折 65 度，商品量)产量达 347.8 万千升，同比下滑 7.7%。10 月规模以

上白酒企业白酒(折 65 度，商品量)产量 41.1 万千升，同比增长 2.5%，继 9 月扭亏之

后再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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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图 7 2021-2023 年进口高粱和国产高粱价格差 

截至 11 月 30 日，全国高粱均价在 3320 元/吨，天津港美粱价格 2830 元/吨。国产

高粱和进口高粱的价格差为 470 元/吨。进口高粱和国产高粱价差逐渐放大，下游根据

产品性能选择互相替代。 

3.2 饲用需求分析 

 

数据来源：中国工业饲料协会 

图 8 2019-2023 年中国工业饲料总产量统计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3 年 10 月，全国工业饲料产量 2762 万吨，环比

下降 2.0%，同比下降 0.5%。主要配合饲料、浓缩饲料产品出厂价格环比、同比均呈

下降趋势，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产品出厂价格同比小幅下降。饲料企业生产的配合饲料

中玉米用量占比为 30.0%，配合饲料和浓缩饲料中豆粕用量占比 13.8%，同比分别下

降 4.0 和 1.1 个百分点。 2023 年 1-10 月全国饲料产量 25921.7 万吨，同比增长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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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图 9 2022-2023 年南通港玉米高粱价格差 

截至 11 月 30 日，南通港二等玉米价格 2670 元/吨。南通港澳大利亚高粱价格为

2980 元/吨。玉米和高粱的价格差为 310 元/吨。高粱价格偏高，饲料企业无采购意

愿。  

3.3 出口需求分析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图 10 2021-2023 年中国高粱出口量统计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2023 年 10 月中国高粱的出口量为 315.34 吨，较

9 月份增加 2.32 吨，环比增幅 0.74%，较去年同期出口量减少 44.30 吨，减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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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 

2023 年 1-10 月中国高粱的累计出口量为 1812.85 吨，较去年同期累计出口量减少

1780.71 吨，同比减少 49.55%。10 月份出口国家和地区主要是：韩国、日本、中国香

港、新西兰、美国 

第四章 高粱市场心态解读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图 11 贸易商心态解读 

Mysteel 农产品通过对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和山西五个产区共 25 家贸易

商进行调研统计， 

对后期市场看涨占比为 0%，下游需求较差，暂不具备上涨支撑。 

对后市看震荡占比为 70%，基层粮源减少，农户惜售，但下游需求差，贸易商认

为涨跌两难。 

对后期市场看跌占比为 30%，下游需求较差，市场余粮仍有 6 成左右，部分贸易

商认为仍有下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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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高粱后市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分析： 

产量：2023 年产量增加，利空市场；  

库存：粮商随销随收，利空市场；  

需求：下游酿造疲软，利空市场； 

进口：进口高粱偏弱运行，利空市场； 

成本：贸易商收购成本上涨，利好市场； 

天气：部分地区多雨，质量受影响。 

物流：物流暂未对市场形成影响； 

相关产品：玉米价格下跌，利空市场； 

总结：高粱价格震荡为主。 

影响因素及影响力值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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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弱势利好 -1 弱势利空 

注：以对价格的影响力确定利好利空因素，该因素的影响力指标是通过与市场
人士充分沟通后结合市场客观情况进行的综合数值判定。 

 

 
 

第六章  高粱后市预测 

市场整体供应充足，农户惜售，但下游需求短期仍无明显提升，参与主体基本按

单收购，预计价格震荡调整为主 

 

注：每年 11 月 1 日起，图中高粱价格替换为新季高粱价格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图 12 2021-2023 年国产红高粱价格预测走势图 

 

第七章 大麦市场分析 

7.1  本月大麦市场行情回顾  

表 4 各港口大麦价格统计 

单位：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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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 来源国 规格 上月 本月 涨跌 涨跌幅 

南通港 加拿大 
毛粮、散

粮 
2380 2330 -50 -2.10% 

南通港 法国 
毛量、散

粮 
2360 2300 -60 -2.54% 

天津港 阿根廷 
毛量、散

粮 
2360 2330 -30 -1.27% 

天津港 澳大利亚 
毛量、散

粮 
2360 2330 -30 -1.27%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本月各港口大麦价格弱势运行，市场整体供大于求。截至 11月 30日，各港口行

情如下： 

南通港澳麦供应充足，贸易商报价 2330元/吨，市场成交量较少。 

广东麻涌港法麦、阿麦现货减少，贸易商报价 2450元/吨。 

 

7.2 广东港大麦库存情况 

 

图 13  2022-2023 年广东港口大麦库存统计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统计数据显示，截止 2023 年第 47 周（11 月 24 日），本月广东港口进口大麦库

存 48.4 万吨，较上月最后一周减少 5.8 万吨，截至 11 月 24 日，本月 到港量 39.2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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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广东港大麦的出货量 45 万吨，库存消化缓慢。 

7.3 大麦进口数据分析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图 14  2021-2023 年我国大麦进口量情况 

根据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2023 年 10 月，中国大麦进口总量为 121.60 万

吨，较 9 月份增加 18.21 万吨，环比增加 17.61%，较去年同期增加 87.59 万吨，同比

增加 527.34%。 

2013 年 1-10 月份累计进口量 844.99 万吨，累计进口量同比增加 268.98 万吨，同

比增加 46.70%。 

表 5 2023年 10 月海关进口数据统计 

单位：万吨/美元 

国别 数量（万吨） 金额（美元） 占比 

法国 55.69  182,397,439 45.79% 

澳大利亚 31.37  88,381,473 2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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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 12.81  28,896,404 10.53% 

哈萨克斯坦 11.89  26,930,190 9.78% 

阿根廷 7.62  23,009,063 6.26% 

乌克兰 1.67  4,583,504 1.38% 

丹麦 0.30  1,101,547 0.24% 

加拿大 0.25  812,855 0.21%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从进口国家来看:2023 年 10 月中国大麦的主要进口国家为法国、澳大利亚、俄罗

斯、哈萨克斯坦、阿根廷、乌克兰、丹麦、加拿大。进口量分别为：55.69 万吨、

31.37 万吨、12.81 万吨、11.89 万吨、7.62 万吨、1.67 万吨、0.030 万吨、0.25 万吨，

本月进口量继续增加，增加了澳大利亚的份额，占比较大；法麦占到总进口量的

45%。 

7.4 大麦出口数据分析 

 

图 15  2021-2023 年我国大麦出口量情况 

2023 年 10 中国大麦的出口量为 0 吨，出口量与上月保持一致，近两个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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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量， 2023 年 1-10 月中国大麦市场累计出口总量为 10.46 吨，较去年同期减少 2.56

吨，同比减幅 19.66%，但整体出口量较少，对市场价格基本无影响。 

7.5 大麦市场需求分析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图 16 2021-2023 年南通港玉米大麦价格差 

截至 11月 30日，南通港二等玉米均价为 2670元/吨，南通港进口加麦价格为

2330元/吨。玉米与大麦价差 340元/吨。价格优势明显，但目前饲料企业仍以消化其

它库存谷物为主，少量采购。 

酿造需求：本月下游麦芽厂开工延续低位，需求变化不大，企业采购谨慎，按需

补采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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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大麦市场心态解读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图 17 大麦市场心态调研 

本月随着港口大麦价格小幅回调，Mysteel 农产品通过对各进口贸易商、深加工企

业共 20 家进行调研统计。 

市场看涨占比：深加工企业看涨占比为 0%， 贸易商看涨占比为 0%，市场供大于

求，需求支撑弱势。 

市场看跌占比：深加工企业看跌占比为 100%，贸易商看跌占比为 100%，下游需

求清淡，后期供应量较大，均认为仍有下跌风险。 

市场看震荡占比：深加工企业看震荡的占比为 0%。贸易商看震荡的占比为 0%，

下游需求较差，暂无平稳支撑。 

7.7 大麦市场后市预测 

12月份，市场供应量充足，叠加玉米低价的利空影响，饲料企业采购有限，麦芽

厂开机率低位，预计价格仍有回调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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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图 18 2023 年港口大麦价格预测走势图 

第八章 相关产品 

8.1 玉米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图 19  2021-2023 年全国玉米均价走势图 

11 月份国内玉米均价走势先涨后跌，涨跌幅度有限，月度均价重心环比小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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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东北地区本月因连续降雪影响物流及基层购销，地趴粮上市推迟，玉米价格出现

反弹，月底随基层潮粮上量，玉米价格转向下行。华北市场月初因基层潮粮下降及贸

易出库价格倒挂，供应量收窄，价格低位反弹，下旬随着潮粮上量，价格重回弱势，

大部分企业玉米价格创新粮上市以后新低。销区跟随产区调整，但下游需求弱，价格

跟进力不足，价格涨幅低于产区，南北港口即期价格继续倒挂。市场气氛悲观，但潜

在需求等待释放，预计 12 月份玉米价格先跌后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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