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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 6 月份金融数据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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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期货

美联储警告称加息太快可能导致“转向过度”

我们看到美联储官员对于政策节奏的表态出现分化，这意味着
对于未来经济判断的分歧，但是由于高通胀持续不下，预计短
期政策依旧维持强势，美元短期偏强。

股指期货

银保监会发文推动金融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6月份金融数据超预期，呈现总量和结构双佳。社融增速回升至
10.8%，已有从底部抬头之势。信贷结构大幅改善，居民中长期
贷款修复。信贷扩张初现端倪，对股指形成支撑。

国债期货

中国 6 月金融数据大超预期

金融数据总量和结构均在改善，但债券市场此前对此已有一定
预期，且下半年专项债将缺位，因此数据公布后现券利率并未
明显上行。但在复苏的大环境下，中长期国债偏空。

贵金属

纽约联储调查显示通胀预期上升

金价震荡收跌，美元指数继续强势上涨，市场风险偏好下降，
欧美股市悉数下跌，市场等待本周即将公布的美国 6月 CPI，预
期将继续攀升，美联储博斯蒂克发表相对鹰派讲话。

黑色金属

全国日均粗钢产量预估 7月上旬 272.58 万吨

现货市场疲弱带动钢材期价继续大幅下挫，库存压力要求维持
低产量，钢价的压力尚未完全释放。铁水减产若速度放缓或提
供一定成本支撑，但需警惕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

能源化工

美国将与OPEC领导人讨论能源安全问题

油价窄幅波动。本周美国总统拜登将出访中东，其中与 OPEC
讨论能源供应问题受到市场关注。

[Table_Analyser]

责任编辑 王冬黎

从业资格号： F3032817

投资咨询号: Z0014348

Tel: 15802167045

Email: dongli.wang@orientfutures.
com



综合晨报-日度报告 2022-07-12

2 期货研究报告

目录

1、 金融要闻及点评................................................................................................................................................................. 3

1.1、外汇期货（美元指数）.................................................................................................................................................... 3

1.2、股指期货（沪深 300/中证 500）.................................................................................................................................... 3

1.3、国债期货（10年期国债）............................................................................................................................................... 4

2、 商品要闻及点评................................................................................................................................................................. 5

2.1、贵金属（黄金）................................................................................................................................................................ 5

2.2、黑色金属（焦煤/焦炭）...................................................................................................................................................6

2.3、黑色金属（螺纹钢/热轧卷板）...................................................................................................................................... 7

2.4、有色金属（锂）................................................................................................................................................................ 7

2.5、有色金属（镍）................................................................................................................................................................ 8

2.6、有色金属（铝）................................................................................................................................................................ 9

2.7、能源化工（原油）............................................................................................................................................................ 9

2.8、能源化工（LLDPE/PP）.................................................................................................................................................. 10

2.9、能源化工（天然橡胶）.................................................................................................................................................. 10

2.10、能源化工（PVC）..........................................................................................................................................................11

2.11、农产品（豆粕）............................................................................................................................................................ 12

2.12、农产品（白糖）............................................................................................................................................................ 12

2.13、航运指数（集装箱运价）............................................................................................................................................ 13



综合晨报-日度报告 2022-07-12

3 期货研究报告

1、 金融要闻及点评

1.1、外汇期货（美元指数）

Bostic 相信美国经济能够承受再次超大幅度加息 (来源：Bloomberg)

亚特兰大联储行长 Raphael Bostic 表示，美国经济可以承受更高的利率，并重申支持本月晚
些时候再次大幅加息。“现在我很放心，”他在周一的电话会议上对记者说。“我相信经
济将能够承受下一步行动。我支持加息 75 个基点。”决策者今年采取了大举加息的行动，
努力遏制 40 年来最热的通胀。他们承认这种转变可能会减缓美国经济增长并削弱劳动力市
场。今年没有投票权的 Bostic 上周表示，他“完全支持”本月晚些时候加息 75 个基点

巴克莱和美国银行表示 6月信用卡数据显示美国消费者疲软 (来源：Bloomberg)

两家大型银行称，美国人 6月份减少了信用卡消费，预示着美国零售销售将再度表现疲软。
Pooja Sriram 牵头的巴克莱经济学家称，他们的内部信用卡数据表明上个月零售销售可能下
降 0.4%，这将是连续第二个月下降。“最近的数据表明，美国消费者可能开始削减支出，”
他们周一在研究报告中写道。这“让我们怀疑是否即将出现消费支出的更急剧放缓。”

美联储警告称加息太快可能导致“转向过度” (来源：Bloomberg)

上个月对美联储加息 75 个基点持异议的堪萨斯城联储行长 Esther George 说，急于收紧政策
可能适得其反。“沟通加息路径可能比达到目标的速度重要得多，”她周一在为中美洲劳
工/管理大会准备的演讲稿中表示。“利率调整过快会带来转向过度的问题。” “这已经
是历史性的快速加息步伐，家庭和企业要消化适应，更加唐突的利率变化则可能给经济或
金融市场造成压力，”她说。“在这方面，我发现非常醒目的是，开始加息仅仅四个月后，
对衰退风险的讨论就越来越多，而且一些预测正在预言最早会在明年降息。”

点评：我们看到美联储官员对于政策节奏的表态出现分化，这意味着对于未来经济判断的
分歧，但是由于高通胀持续不下，预计短期政策依旧维持强势，美元短期偏强。最新的美
联储官员表态出现分歧，对于加息节奏太快引起担忧和放心加息的声音同时出现，这表明
对于未来经济预期产生了区别，但是短期美国通胀持续维持高位的局面不会改变，因此对
于加息 75 个基点的预期持续存在，货币政策间的分歧导致美元持续走强，强势美元引起进
一步市场风险偏好的走低，因此市场波动率维持高位。

投资建议：美元短期偏强。

1.2、股指期货（沪深 300/中证 500）

河南、安徽将对村镇银行客户开展先行垫付 (来源：wind)

河南、安徽将对村镇银行客户开展先行垫付。河南银保监局、河南地方金融监管局联合发
布公告称，对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上蔡惠民村镇银行、柘城黄淮村镇银行、开封新东方
村镇银行账外业务客户本金分类分批开展先行垫付工作。7 月 15 日开始首批垫付，垫付对



综合晨报-日度报告 2022-07-12

4 期货研究报告

象为单家机构单人合并金额 5 万元（含）以下的客户。单家机构单人合并金额 5万元以上
的，陆续垫付，垫付安排另行公告。安徽蚌埠相关部门同日公告，将对固镇淮河村镇银行
客户开展先行垫付，垫付方案与河南方面相同。

中国煤炭运销协会分析认为炭供需总体可能相对平衡 (来源：wind)

中国煤炭运销协会分析认为，迎峰度夏逐步来临将使季节性煤炭需求有所回升，如果叠加
疫情好转后复工复产带来的需求，迎峰度夏期间煤炭需求有望阶段性回升。判断后期煤炭
需求将逐步回升，煤炭供应将保持较快增长，煤炭供需总体可能相对平衡，煤炭价格或将
保持波动运行。

银保监会发文推动金融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来源：wind)

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金融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银行机构要围绕先
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重点领域，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创新金
融产品和服务。优化制造业外贸金融服务，支持汽车、家电等制造业企业“走出去”。做
好对抗疫救灾、新市民服务等金融保障。积极稳妥发展供应链金融服务，为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提供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

中国 6 月金融数据大超预期 (来源：wind)

央行公布 2022 年 6 月中国金融数据。其中新增人民币贷款 28100 亿元，市场预期 24400 亿
元，前值 18900 亿元。新增社融 51700 亿元，市场预期 46500 亿元，前值 27921 亿元。M2
同比增速 11.4%，市场预期 10.8%，前值 11.1%；M1 同比 5.8%，前值 4.6%；M0 同比 13.8%。

点评：6月份社融信贷数据超预期高增，不仅总量大幅增加，结构也有所改善。6月份社融
同比多增 14683 亿元，主要靠人民币贷款和政府债券融资拉动。社融同比增速进一步回升
至 10.8%，已有从底部抬头之势。信贷方面，6 月份人民币贷款同比多增 6900 亿元，主要
靠企事业贷款拉动，且结构大幅改善。其中企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多增 6130 亿元，相较于前
值的-977 亿元大幅改善，反映出企业经营出现回暖迹象。而居民部门贷款同比少增 203 亿
元，比上月改善超 3000 亿元。居民中长贷成为改善明显的分项，反映出近期地产复苏带来
的高增倾向。总体上看，金融数据进一步夯实了基本面复苏好转的方向与力度，信贷扩张
初露端倪，股指上行有支撑。

投资建议：在中报季来临、疫情走向不确定、海外衰退预期三重因素影响之下，近期呈现
出快速的行业轮动现象，给投资增加较大困难度。我们认为短期震荡不改中期向好格局。
建议以偏多的思路对待。

1.3、国债期货（10年期国债）

6 月份，我国汽车产销同比分别增长 28.2%和 23.8% (来源：中汽协)

中汽协公布数据显示，汽车行业已经走出 4月份最低谷，6月产销表现更是好于历史同期。
6月份，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49.9 万辆和 250.2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8.2%和 23.8%。其
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创历史新高，分别完成 59 万辆和 59.6 万辆，同比均增长 1.3 倍，其中
纯电动汽车产销量同比均增长 1.2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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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开展 30 亿元 7 天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 2.10% (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央行公告称，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7月 11 日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 30 亿元 7
天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 2.10%。另有 30 亿元逆回购到期，完全对冲到期量。

中国 6 月金融数据大超预期 (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 6 月金融数据大超预期。央行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3.68 万亿元，同
比多增 9192 亿元；其中，6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2.81 万亿元，同比多增 6867 亿元。上半年社
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21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 3.2 万亿元；其中，6月社融增量 5.17 万亿元，
比上年同期多 1.47 万亿元。6月末M2 同比增长 11.4%，创下今年以来同比增速新高，连续
3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

点评：周末统计局公布的 6 月通胀数据基本符合市场预期，核心 CPI 仍处于较低位置，对
于货币政策的掣肘不大。国内疫情再度出现抬头迹象，叠加资金面宽松，今日期债上涨。
金融数据总量和结构均在改善，但由于债券市场此前对此已有一定预期，且下半年专项债
将缺位稳信用，因此数据公布后现券利率并未明显上行。但期债的上涨无论从幅度还是从
持续性来看都不宜高估。上海和西安的拥堵延迟指数并未大幅下降，或反映各个城市已经
积累了一定降低疫情对于经济冲击的经验。中长期来看，经济的修复和资金面的收紧较为
确定，建议逢高布局中线空单。

投资建议：建议逢高布局中线空单

2、 商品要闻及点评

2.1、贵金属（黄金）

乔治：可能再次反对加息 75bp (来源：wind)

美国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总裁乔治表示，联邦基金利率的突然变化可能会给经济和金融
市场带来压力，鉴于加息的力度和速度对企业和家庭支出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稳步和有
良好沟通的加息是可取的。她暗示，当美联储在 7 月开会时，她可能倾向于反对再次加息
75 个基点。

博斯蒂克：重申支持再进行一次 75 个基点的加息 (来源：wind)

美联储博斯蒂克表示，重申支持再进行一次 75 个基点的加息。首要目标是让利率达到更加
中性的位置。预计中性利率在 3%左右，美联储能够有条不紊地行动。当务之急是让通胀率
回落到 2%。认为美联储能够在加息的同时避免经济衰退。美联储的政策开始起作用，将帮
助给物价降温。

纽约联储调查显示通胀预期上升 (来源：wind)

约联储消费者预期调查显示，美国消费者平均认为，一年内失业率上升的可能性为 40.4%，
为自 2020 年 4 月以来的最高水平；6 月份，美国消费者对未来 1 年家庭支出增长的预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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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从 5月份的 9.0%降至 8.4%；超过一半的美国消费者表示，他们的家庭财务状况比一年前
恶化，近一半的人预计未来一年的情况会更糟，这两个数字都高于 5月份的调查。

点评：金价震荡收跌，美元指数继续强势上涨，市场风险偏好下降，欧美股市悉数下跌，
市场等待本周即将公布的美国 6 月 CPI，预期将继续攀升，美联储博斯蒂克发表相对鹰派
讲话，引导 7月加息 75bp 的预期，市场也基本定价。但乔治继 6月利率会议投了反对票后，
暗示可能继续反对加息 75bp，主要是顾虑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纽约联储的通胀预期指数进
一步增加，居民端承受的压力增加，形成收入下滑进而支出下降的负向循环，零售数据也
将公布，预计继续走弱，从居民和企业的下滑趋势来看避免经济衰退的难度较大。

投资建议：黄金筑底

2.2、黑色金属（焦煤/焦炭）

山西冶金焦市场暂稳运行 (来源：Mysteel)

山西冶金焦市场暂稳运行。运城个别焦企考虑到原料煤价格居高不下，亏损严重，计划自
2022 年 7 月 11 日零时起焦炭价格上调 100 元/吨，主流钢厂暂无回复。山西全域焦企基本
属于亏损阶段，原料端炼焦煤价格居高不下，焦企入炉煤成本偏高，由于刚性需求存在，
煤矿存在一定挺价情绪。

临汾地区个别煤矿由于事故原因现停产整顿 (来源：Mysteel)

山西炼焦煤市场稳中偏弱运行。供应方面，临汾地区个别煤矿由于事故原因现停产整顿。
下游方面，在利润及成本压力下，焦企限产范围继续扩大，运城地区个别焦企提涨 100 元/
吨，但对市场提振效果不明显，相反随着钢坯价格继续下跌，双焦情绪短期内相对悲观。
持续关注终端需求情况及钢厂利润修复。

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辛置煤矿发生一起机电事故 (来源：Mysteel)

7 月 11 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发布通报，2022 年 7 月 9 日 18 时 10 分，霍州煤电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辛置煤矿发生一起机电事故，造成 1人死亡。事故发生后，驻地执法处
已责令该矿停产整顿。该矿属国有重点企业，核定生产能力 120 万吨/年，为正常生产矿井

点评：焦煤现货企稳，国产端部分地区开工率继续小幅下降，整体开工仍在高位。蒙煤方
面，周中乌拉特中旗甘其毛都镇发现 2 例核酸检测结果初筛阳性人员，口岸外运煤暂停外
运。后周末恢复通关，目前通关在 500 车左右。策克口岸蒙煤通关 4天，日均通关 131 车。
库存方面，海运煤增加，港口库存上升。但焦炭价格继续提降，焦化厂继续亏损，拿货意
愿不强。焦炭现货第二轮提降终于落地，提降幅度 200 元/吨，由于近期焦煤价格坚挺，提
降后焦化厂亏损幅度较大。供应方面，随着铁水产量下降，焦化厂开工率继续下降，同时
落实第二轮降价后焦企亏损程度加剧，限产焦企陆续增多。后期来看，铁水本周下降幅度
较大，需求仍未好转，短期并未转势。

投资建议：需求下降基本面偏弱，震荡走势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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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黑色金属（螺纹钢/热轧卷板）

全国日均粗钢产量预估 7月上旬 272.58 万吨 (来源：Mysteel)

Mysteel 预估 7 月上旬粗钢产量继续减少。7月上旬全国粗钢预估产量 2725.75 万吨，上旬日
均产量 272.58 万吨，环比 6月下旬下降 3.38%，同比下降 10.06%。

6月小松挖机开工小时数同环比双降，创近六年同月最低值 (来源：小松官网)

近日，小松官网公布了 2022 年 6 月小松挖掘机开工小时数数据。数据显示，2022 年 6 月，
中国小松挖掘机开工小时数为 95.2 小时，环比下降 8.1%，同比下降 13.1%。6 月小松挖掘
机开工小时数创 2016 年以来同月最低值。从全球其他地区来看，6月份，北美和印尼小松
挖掘机开工小时数同比正增长，日本、欧洲小松同比负增长。

6月汽车产销同比增超 20% (来源：中汽协)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11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汽车行业已经走出 4月份的最低谷，6月产销表
现更是好于历史同期。最新数据显示，6 月份，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49.9 万辆和 250.2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8.2%和 23.8%。其中乘用车产销 223.9 万辆和 222.2 万辆，同比分别增
长 43.6%和 41.2%。

点评：现货市场的疲弱带动周一钢材期价继续大幅下跌，市场考验 4000 元左右支撑力度。
从逻辑角度看，钢材库存仍有需要继续去化的压力，目前仍需维持低产量，这也是压制钢
价的核心因素。同时，6月下旬快速回升的高频地产成交数据在 7月拐头向下，也意味着 6
月底冲量因素明显。因此金融数据超预期对黑色的提振并不明显。随着近期原料的下跌，
钢厂亏损有所收窄，减产速度或比此前放缓。而若成材仍能维持去库，短期价格或有一定
支撑。但需警惕疫情扩散的风险，这也将导致库存压力再度累积。

投资建议：预计钢价仍将延续弱势震荡，4000 附近空单可暂时减仓观望。

2.4、有色金属（锂）

巡鹰新能源新型锂电池梯次利用项目落户江苏常熟 (来源：SMM)

安徽巡鹰新能源集团巡鹰锂电池梯次利用项目签约仪式在江苏省常熟市虞山高新区举行，
签署新型锂电池梯次利用项目。新项目占地 100 亩，总投资 10 亿元，达产后年销售额约 30
亿元，目标打造长三角锂电池梯次利用新高地，进入锂电池梯次利用白名单。

6月动力电池月度销量同比大涨近 300% (来源：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

6 月，我国动力电池产量共计 41.3GWh，同比增长 171.7%，环比增长 16.1%。我国动力电池
销量共计 47.5GWh，同比增长 297.0%。其中三元电池销量 22.1GWh，占总销量 46.5%，同
比增长 328.3%；磷酸铁锂电池销量 25.3GWh，占总销量 53.3%，同比增长 275.3%；6 月，
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 27.0GWh。

中汽协：6月新能源产销创历史新高 (来源：中汽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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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汽协的最新数据同时显示，6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创历史新高，分别完成 59 万辆和 59.6
万辆，同比均增长 1.3 倍。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量同比均增长 1.2 倍。与此同时，上半年，
汽车企业出口 121.8 万辆，同比增长 47.1%。中国品牌在国际市场上得到更多认可，特别是
新能源汽车更是成为当前出口亮点。

点评：终端乘用车产销数据及动力电池装车数据均表明，随着疫情扰动趋弱，加之刺激政
策持续出台，新能源汽车行业自 5月起快速复苏，6月动力电池装车量同比增速已接近本轮
疫情前水平，新能源车产销复苏节奏也超出市场预期。此前多地出台的针对新能源车的促
消费政策于 6 月底到期，但考虑到当前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稳固，汽车消费信心的重铸仍
需政策助力，当前已有部分省份出台了新一期的补贴措施助力新能源行业，对需求端构成
利好。另一方面，新能源车仍面临车企涨价及供应链冲击等负面因素扰动。整体而言，外
部环境依旧是多空交织。

投资建议：外部环境依旧是多空交织，后续需要关注政策能否有效对冲负面冲击，考虑到
汽车行业的季节性因素，预计全年新能源车产销量有望冲击 550 万辆。

2.5、有色金属（镍）

6 月中国&印尼镍铁实际产量金属量同比增加 18.44% (来源：Mysteel)

据 Mysteel 调研统计，2022 年 6 月中国&印尼镍铁实际产量金属量总计 13.37 万吨，环比减
少 1.92%，同比增加 18.44%。中高镍铁产量 12.7 万吨，环比减少 1.51%，同比增加 13.94%。

6月中国精炼镍产量环比增加 16.41% (来源：Mysteel)

Mysteel 调研全国 8 家精炼镍样本生产企业统计，2022 年 6 月总产量 16604 吨，环比增加
16.41%，同比增加 17.28%；2022 年 1~6 月中国精炼镍累计产量 82282 吨，同比增加 3.69%。
目前国内精炼镍企业设备总产能 19068 吨，运行产能 16142 吨，开工率 84.65%，产能利用
率 87.08%。

华友钴业：上半年净利同比增加 49.86%到 77.11% (来源：上海有色网)

华友钴业预计 2022 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2.00 亿元到 26.00 亿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 7.32 亿元到 11.32 亿元，同比增加 49.86%到 77.11%。

点评：6月份国内精炼镍产量环比继续增长，侧面反映出高镍价及高溢价对冶炼厂刺激相对
较大，但现阶段产能天花板效应存在，产量进一步爬升的空间不大，未来国内精炼镍供需
平衡需要更多进口支撑，短期转过剩节奏相对偏慢，库存仍处于缓慢去化状态。宏观预期
阶段反复，对外部市场情绪造成影响，但低库存表现出对镍价下跌的抵抗也有所增强，总
体上看，镍价短期或处于震荡筑底阶段，等待宏观预期与库存进一步指引。

投资建议：短期基本面转过剩节奏相对偏慢，国内精炼镍进口是未来平衡边际变化关键，
考虑到宏观预期容易反复，且精炼镍库存较低且继续缓慢去化，我们认为镍价短期或震荡
筑底，操作上建议观望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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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有色金属（铝）

SMM统计国内电解铝社会库存 72.3 万吨 (来源：SMM)

2022 年 7 月 11 日，SMM 统计国内电解铝社会库存 72.3 万吨，较上周四库存总量持平，较
去年同期库存下降 11.2 万吨。其中分地区看，华东无锡地区和华南南海地区库存本周均有
不同程度累库，无锡地区有仓库到货量增加，但因疫情原因有个别仓库出货受限，因此库
存小幅累积

下游消费走淡且看跌情浓下 (来源：SMM)

SMM7 月 11 日讯：今日早盘沪铝弱势下行，华南铝锭社会库存呈现小幅累库，且大户入场
积极性不佳，现货成交清淡，今日 SMM佛山铝价对 07 合约贴水 150 元/吨，较上周五下调
30 元/吨，现货均价录得 18060 元/吨，较上周五跌 310 元/吨，粤沪价差扩大至 120 元/吨。

7月 11 日 LME铝库存减少 3350 吨 (来源：LME)

7 月 11 日 ，LME铝库存数据更新，合计减少 3350 吨，巴生仓库独降 2000 吨居首，新加坡
减少 1250 吨，柔佛、巴尔的摩有少量下降，其他仓库暂无数据波动。

点评：昨日铝价总体偏弱运行。SMM统计的国内电解铝社会库存为 72.3 万吨，较上周四库
存总量持平。国内铝锭去库速度明显放缓，主要原因是消费进入淡季，而供给仍处于缓慢
恢复之中。短期消费同时受到疫情与季节性影响很难有明显好转，预计库存会持续承压。

投资建议：建议观望为主。

2.7、能源化工（原油）

美国敦促印度日本支持对俄罗斯石油设置价格上限 (来源：Bloomberg)

美国敦促印度、日本支持对俄罗斯石油设定价格上限的计划。

美国将与OPEC 领导人讨论能源安全问题 (来源：Bloomberg)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美国方面将在中东之行中与欧佩克领导人讨论能源安全问题。

美国出售 3890 万桶 SPR (来源：Bloomberg)

7 月 11 日，美国能源部通过竞标方式出售了 4500 万桶战略石油储备（SPR）中的 3890 万桶。
最新出售的战略石油储备在 2022 年 8 月 16 日至 9月 30 日期间交付。

点评：油价窄幅波动。本周美国总统拜登将出访中东，其中与OPEC 讨论能源供应问题受
到市场关注。普遍预期美国将施压沙特继续增产。沙特仍有一定闲置产能，即有能力继续
增加产量，但其所能够达到的最大产量水平也需要继续观测。美国继续 SPR 招标出售，但
未全部成交。

投资建议：油价维持震荡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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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能源化工（LLDPE/PP）

6 月国内 PP产量减少 (来源：卓创资讯)

2022 年 6 月国内 PP 产量在 241.04 万吨，环比 2022 年 5 月走低 4.00%，同比去年 6 月份增
加 4.52%，日均产量在 77754 吨，环比下跌 7.10%。分类产量看，6月国内拉丝、低熔共聚、
BOPP 膜等品种产量环比 5月增加，但增幅较小，而中、高熔共聚、薄壁注塑、纤维、透明
料等品种产量环比减少。

2022 年 7 月 8 日 PP 库存下降 (来源：卓创资讯)

上周五（7 月 8）国内 PP 库存环比 7月 1 日下降 2.13%。其中主要生产环节库存下降 2.64%、
港口库存下降 2.79%，贸易商库存有所上升 1.90%。

2022 年 7 月 8 日 PE 库存环比下降 (来源：卓创资讯)

7 月 8 日国内 PE 库存环比 7 月 1 日下降 1.53%，其中样本主要生产环节 PE 库存环比下降
0.87%，PE 样本港口库存环比下降 1.59%，样本贸易企业库存环比下降 2.65%。

点评：周末国内多地疫情防控政策收紧，盘面增仓大幅下行，截止至夜盘收盘，塑料和 PP
下跌约 300 点至 8000 元/吨附近，点价情绪较上两周略转弱。在下跌的过程中，由于前期
国内 PP 拉丝排产较低，PP 拉丝基差走强明显。在 PP 大跌的过程中，出口至东南亚的利润
窗口已经打开，但 6 月应该出运的订单仍在排船，此次出口要等待至 8月，对于盘面的支
撑有所减弱。从移动数据上看，下游注塑、包装、管材环比边际上有所走强。从今日公布
的 6月金融数据来看，社融总量、居民与企业中长期贷款明显改善。然而上述金融数据的
转好对于需求的传导仍需 1-2 月左右，短期盘面仍难有明显驱动。

投资建议：目前盘面仍在交易国内疫情的扩散以及海外经济衰退的预期。国内疫情未来发
展情况短期仍难以预测，短期做多仍有较大风险，建议以观望为主。

2.9、能源化工（天然橡胶）

山东盛泰车轮资产公开拍卖 (来源：轮胎世界网)

近日，山东盛泰车轮有限公司、东营盛泰钢圈有限公司管理人，发布一份公告。公告称，
两家公司厂区内土地使用权、房产及其他建筑物等，将公开拍卖。

上半年汽车产销量同比分别下降 3.7%和 6.6% (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上半年，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043.4 万辆和 1035.5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0%和 3.4%；商用
车产销分别完成 168.3 万辆和 170.2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38.5%和 41.2%；新能源汽车产销分
别完成 266.1 万辆和 260 万辆，同比均增长 1.2 倍，市场占有率达到 21.6%。

美国前五个月轮胎进口量同比增 13.1% (来源：中国橡胶贸易信息网)

2022 年前五个月美国进口轮胎共计 12706 万条，同比增 13.1%。其中，乘用车胎进口同比增
15.8%至 7187 万条；卡客车胎进口同比增 13%至 2453 万条；航空器用胎同比增 24%至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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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条；摩托车用胎同比增 23%至 184 万条；自行车用胎同比增 21%至 596 万条。1-5 月，美
国自中国进口轮胎数量共计 2053 万条，同比降 1%。其中，乘用车胎同比降 10%至 125 万
条；卡客车胎同比增 37%至 134 万条。

点评：从基本面角度，当前橡胶基本面依然乏善可陈。供给方面，目前国内外主产区已经
陆续开割，产量季节性爬升。需求方面，年后以来，国内全钢胎开工率持续偏低运行。公
路货运量不足、运费低迷、政策刺激后重卡新车保有量过高等现象持续存在，对国内重卡
新增需求构成明显压制，也拖累了卡客车配套胎需求；环保限产、疫情等因素冲击下，国
内大宗货物和中长途货物运输的公路运输需求不足，导致卡客车替换胎市场需求减弱。目
前国内多地疫情又有爆发迹象，物流运输和居民出行预计会受到一定影响，短期无明显利
好支撑下，轮胎开工率将继续偏低运行。

投资建议：在基本面支撑未明显转强的情况下，短期胶价即便有所反弹，空间也有限。

2.10、能源化工（PVC）

7 月 11 日 PVC 现货价格继续下跌 (来源：卓创资讯)

今日国内 PVC 市场氛围平淡，期货偏弱震荡，现货交投一般，价格整体略跌。5型电石料，
华东主流现汇自提 6560-6670 元/吨，华南主流现汇自提 6600-6700 元/吨，河北现汇送
6580-6660 元/吨，山东现汇送到 6650-6700 元/吨。

陕西北元 PVC最新价下调 (来源：卓创资讯)

陕西北元 PVC 装置开工 8-9 成，价格下调，5型出厂 6530 元/吨承兑，8型出厂报 6680 元/
吨承兑，3型出厂报 6680 元/吨承兑。

7月 8 日华东及华南市场总库存增加 (来源：卓创资讯)

上周国内 PVC市场延续平淡，终端维持刚需，成交一般，库存增加。截至 7月 8 日华东样
本库存 30.71 万吨，较上一期增 5.03%，同比增 179.44%，华南样本库存 4.96 万吨，较上一
期增 1.85%，同比增 50.08%。华东及华南样本仓库总库存 35.67 万吨，较上一期增 4.57%，
同比增加 149.53%。

点评：据卓创资讯消息，7月 8 日华东及华南样本仓库总库存 35.67 万吨，较上一期增 4.57%，
同比增加 149.53%。PVC 持续的反季节性累库，表明当前供需确实略有失衡。由于当前高
温造成户外施工困难，需求本身处于季节性淡季。因此即便宏观上数据持续改善，微观的
需求回暖短时间内可能也难以见到。因此平衡当下供需的方式可能只有上游被动减产了。

投资建议：随着盘面价格逼近上游综合成本，盘面开始出现企稳迹象。V下跌最流畅的阶
段可能已经过去。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内需仍疲软，轻微的供应收缩能否使得 PVC 去库
有待观察。而市场情绪若再次悲观，V可能会尝试击穿成本，进一步缩减供应。投资者误
轻言抄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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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农产品（豆粕）

7 月前两周巴西出口大豆 259.71 万吨 (来源：SECEX)

Abiove 周一上调巴西 2022 年大豆产量预估至 1.258 亿吨，此前预估为 1.255 亿吨。SECEX
出口数据显示 7月前两周巴西共装出大豆 259.71 万吨，日均装运量 43.29 万吨，去年 7月的
日均装运量为 39.41 万吨。

上周美豆出口检验量为 35.67 万吨 (来源：USDA)

周度出口检验报告显示截至 7月 7日当周美国大豆出口检验量为 35.67 万吨，略低于市场预
估，前一周为 43.73 万吨，去年同期为 20.1 万吨。迄今美国累计出口检验大豆 5217.4 万吨，
去年同期为 5778.57 万吨。

美豆优良率降至 62% (来源：USDA)

USDA 作物生长报告显示截至 7 月 10 日当周美豆开花率 32%，结荚率 6%，均不及去年同
期和五年均值；优良率降 1%至 62%，低于市场预期，去年同期为 59%。

点评：美豆优良率再度下调 1%至 62%，气象预报显示未来一周产区降水不足，部分州还面
临高温。当前为传统天气市，重点关注美国产区天气形势。国内方面，上周豆粕表观消费
量为 136.94 万吨，较前一周小幅下降，但因压榨量低于市场预期，截至 7月 8 日一周油厂
豆粕库存下降 2.67 万吨至 104.77 万吨，总体仍在高位。

投资建议：警惕美国天气炒作，关注今晚USDA7 月供需报告。

2.12、农产品（白糖）

乌兹别克斯坦“糖荒” 出现排队抢购现象 (来源：沐甜科技网)

据 IntelliNews 消息，近期，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集市和超市里，排队买糖引起人们的愤怒和
沮丧。这个中亚国家的近期糖价格飙升，物流困难阻碍了从巴西到乌兹别克糖厂的中转和
交付，一些不法商贩正试图利用这种情况大量购糖进而高价转卖。

6月下半月巴西中南部地区糖产量料同比下降 13.6% (来源：沐甜科技网)

S&P Global Commodity Insights 对 10 位分析师的调查显示，6月下半月巴西中南部关键地区
的糖产量预计为 250 万吨，同比下降 13.6%。在调查中，6 月下半月甘蔗压榨量预估在 4，
100-4，690 万吨之间。预估均值为为 4，260 万吨，同比下降 6.3%。6 月下半月，中南部地
区的天气利于压榨，截至 7月 1 日，约有 250-255 个糖厂处于活跃状态。甘蔗用于制糖的比
例预计为 45.3%，低于去年同期的 47.6%。巴西生产商在收获的早期阶段倾向于生产乙醇，
但现在，预计将开始将更多的甘蔗转向生产糖。

印度：将出口 80 万吨糖的时限延长至 7月 20 日 (来源：沐甜科技网)

印度政府周五表示，印度已将糖厂出口 80 万吨糖的时限延长了 2 周，即至 7 月 20 日，因
为每年的季风降雨使许多糖企难以将库存从糖厂转移到港口。印度在 5月份限制食糖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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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又于 6月设定了 7月 5 日是糖出口的最后期限。这是六年来的第一次。印度将本季的
糖出口量限制在 1000 万吨，以防止糖厂在世界市场上销售创纪录数量后导致国内的价格飙
升。

点评：巴西正处于压榨生产高峰期，目前巴西乙醇折糖均衡价已降至 17 美分之下，糖较乙
醇的溢价已超过 2美分/磅，而巴西汽油减税政策还在落实中，汽油及乙醇价格还将继续受
到制约，这有利于糖厂提高制糖比、增加糖产量。今年印度西南季风降雨预计正常，下榨
季亚洲糖供应预期庞大，全球预期产需过剩，19 美分之上的价格将吸引印度生产商加大下
榨季的出口签约，ICE 原糖上方空间将受限，关注巴西压榨情况及外部宏观环境变化。

投资建议：郑糖上下空间均受到限制，料以震荡格局为主。

2.13、航运指数（集装箱运价）

洋浦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超 82 万标箱 同比增 45.67％ (来源：搜航网)

7 月 9 日从洋浦交通运输和港航局获悉，今年 6月份，洋浦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完成 15.23 万
标箱，单月首次突破 15 万标箱，同比增长 33.58%，创下历史新高。在 6月份强势上涨的带
动下，今年上半年，洋浦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达 82.29 万标箱，同比增长 45.67%。

厦门港单月集装箱吞吐量首破 110 万标箱 (来源：搜航网)

厦门港口管理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厦门港集装箱吞吐量达 598.84 万标箱，同
比增长 1.44%，其中外贸箱同比增长 6.02%，再度刷新纪录；6 月份单月首次突破 110 万标
箱(达 110.97 万标箱)，创下厦门港单月集装箱吞吐量历史最好成绩。

美国港口外集装箱船积压 (来源：搜航网)

根据对MarineTraffic 的船舶跟踪数据和加州的船舶排队数量的分析，截止上周五上午，有
125 艘集装箱船在北美港口外等待靠泊。这比 1月份西海岸拥堵高峰期的 150 艘等泊船舶减
少了 16%，但比一个月前的 92 艘船增加了 36%。截至上周五，36%的船舶在西海岸港口等
待泊位，而 64%的船舶在东海岸和墨西哥湾港口外等待。萨凡纳港现在拥有北美最大的排
队船舶数量。

供应链可视性平台 Project44 跟踪了每月到达西海岸与东海岸港口的运力情况。跟踪报告发
现，6月份前往东海岸的运力同比增长 83%，与 2020 年 6 月相比增长 177%。东海岸的运力
现在与西海岸的运力相当，西海岸的运力自 1月份的峰值已下降了近 40%。

点评：旺季影响加上国内管控边际放开，集装箱需求短期仍然维持偏强。供应方面，美国
港口拥堵继续恶化，罢工引发欧洲拥堵维持高位。供需面再度偏紧，运价下行不易，但宏
观预期走弱、消费者信心下滑，运价向上动能不足，预计短期维持震荡。短期国内疫情有
所反弹，疫情管控是否会有进一步收紧有待观察。

投资建议：旺季影响加上国内管控边际放开，集装箱需求短期仍然维持偏强。供应方面，
美国港口拥堵继续恶化，罢工引发欧洲拥堵维持高位。供需面再度偏紧，运价下行不易，
但宏观预期走弱、消费者信心下滑，运价向上动能不足，预计短期维持震荡。短期国内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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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有所反弹，疫情管控是否会有进一步收紧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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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走势评级体系（以收盘价的变动幅度为判断标准）

走势评级 短期（1-3 个月） 中期（3-6 个月） 长期（6-12 个月）
强烈看涨 上涨 15%以上 上涨 15%以上 上涨 15%以上
看涨 上涨 5-15% 上涨 5-15% 上涨 5-15%
震荡 振幅-5%-+5% 振幅-5%-+5% 振幅-5%-+5%
看跌 下跌 5-15% 下跌 5-15% 下跌 5-15%

强烈看跌 下跌 15%以上 下跌 15%以上 下跌 15%以上

上海东证期货有限公司

上海东证期货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是一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经营期货业务的综合性公司。

东证期货是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金 23 亿元人民币，员工近 600 人。公司主要从事商

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期货投资咨询、资产管理、基金销售等业务，拥有上海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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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子公司。

东证期货以上海为总部所在地，在大连、长沙、北京、上海、郑州、太原、常州、广州、青岛、宁波、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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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8 年成立以来，东证期货秉承稳健经营、创新发展的宗旨，坚持市场化、国际化、集团化的发展道路，

打造以衍生品风险管理为核心，具有研究和技术两大核心竞争力，为客户提供综合财富管理平台的一流衍生

品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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