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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近日，大蒜、白糖等之
前被爆炒的农产品连续下
跌。“蒜你狠”、“糖高宗”、

“姜一军”风光不再。

大蒜：跌回9月水平

“目前大部分新蒜已入
库完毕，大蒜市场流通量渐
趋稳定，近期价格应以稳中
微涨为主。”9月中旬，大蒜
批发价格爬到了11 . 8元/公
斤，当首次出现涨速减缓并
突然下跌的态势时，众多炒
商给出了这样的心理安慰。

如他们所愿，在短时间
下跌后，蒜价再度上涨，10

月中旬，批发价格攀升至13

元/公斤左右。不过，这几乎
是最后的“回光返照”，从10

月下旬开始，大蒜价格进入
下跌通道，目前已跌回到9

月中旬的水平。

糖：死扛还是出手？

消息显示，国内食糖中
间商报价已经连续5个交易
日回调，相较于最高点，糖价
整体回调幅度达500元/吨
左右。

据了解，近段时间以
来，国内外期货市场、国内
批发市场乃至整个农产品
市场都处于剧烈波动的行
情当中，中间商心态产生了
微妙变化，部分人开始想着

“落袋为安”，部分人则以库
存紧缺、供求关系面未发生
改变而死扛。

“中间商有的高挂‘免
报牌’，惜售情绪浓厚。有的
紧盯盘面，行情看涨时就顺
势销售，行情看跌时就暂停
报价观望，反正余糖不多，

并不急于清库。”业内人士
介绍。

油：名牌纷纷降价

此前“涨声不断”的食
用油同样出现下跌。消息显
示，芝加哥期货交易大豆产
品暴跌引发国内市场跟风
走低，大连商品交易所一些
品种跌幅近7%，并很快传
导到现货市场。

北京玉泉路市场监测
数据显示，与11日相比，大
豆油、棕榈油、菜籽油三大
油品全线下调，并直接传导
到小包装油上面。17日，“金
龙鱼”大豆油每箱(5L×4

桶，下同)批发价212元，较
11日跌6元；“福临门”大豆
油下跌5元；“火鸟”大豆油
跌6元；另外，“金龙鱼”调
和油每箱下跌了10元，报
230元。

蔬菜：价格普遍下跌

近期蔬菜价格以降为
主，监测的21种蔬菜中有4

种价格上涨，4种价格持
平，13种价格下降。土豆、洋
葱、豇豆、苦瓜价格涨幅在
1 . 0%以内；大白菜、油菜、圆
白菜、胡萝卜价格持平；芹
菜、菠菜、生菜、西红柿、四
季豆、黄瓜、茄子、菜椒、白
萝卜、尖椒、大葱、大蒜、生
姜价格降幅在0 . 1%—2 . 0%

之间。

生姜：降价两成多

记者近日走访发现，日
照市区各大农贸市场生姜
价格由10一14元/公斤，下
降至8一12元/公斤，总体下
降了两成多。近期，市场上
的新姜大量上市，货源充
足，—定程度上导致了生姜
价格的下降。业内人士预
计，春节前购生姜会更便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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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调控控敲敲山山震震虎虎
游资逃离棉市
本报11月22日讯(记者 刘红

杰 徐乐静) 棉花价格刚刚像坐

上了火箭，直往上蹿，现在又突然

暴跌，这是为什么？专家分析，在业

内对国家政策调整的心理预期下，

资金迅速撤出棉花期货市场，导致

棉花现货市场价格也跟着大跌。

谈起棉花价格波动的原因，英

大期货(原鲁能金穗期货)研发中心

总经理颜廷涛认为，国家的调控措

施对游资、热钱起到了敲山震虎的

作用，国际上也担忧中国紧缩银根，

所以期货市场上大量资金快速抽

逃。期货对现货有引导作用，因此现
货市场也跟着暴跌。

鲁证期货机构部的周大龙告

诉记者，棉花期货不仅仅价格暴

跌，而且持仓量也迅速下降，资金

正在疯狂地撤出期货市场。

期货界知情人士透露，国家

已经出手调控棉价。我省的一些

大型棉花加工企业均被下达了最

高限价，有的企业已经将棉花现
货收购价下调了1800元/吨。

德州市棉花协会副秘书长马

俊凯介绍，山东魏桥纺织股份有

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棉纺织制造

商，它的棉花收购价可以作为全

国棉花价格的风向标。

“从11月11日到21日，魏桥纺

织下调了5次皮棉价格。11日每吨

下调了200元，13日下调了1000

元，紧接着14日又下调了1000元，

18日下调500元，21日再次下调

800元。目前的采购价为27100元/

吨。”马俊凯说。

“资金退出是对国家政策调

整的一种忧虑，是恐慌心理使然。

事实上，上一轮的暴涨是整个市

场上的资金流动性过剩造成的。

虽然棉花减产了，但短时间内暴

涨这么大的幅度，肯定不正常。国

家在必要时进行价格干预，让很

多人趋于理性。”周大龙说。

22日，德州市一家棉被加工店内，堆放着不少棉花。店主表示，受棉花降价影响，店内棉被价格也略有

下降。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本报德州11月22日讯(记者

徐乐静) 德州是山东棉花主

产区，但当地的棉花加工企业收

购的棉花，却有至少一半来自河

北等地。据了解，这是今年本地

棉花品级较低、棉价又较外地高

所致。

“我们工厂80%的棉花都是

从河北买的，本地棉花只占20%

左右。”德州市武城县第一棉厂

经理刘宪清说，不过最近因为棉

价暴跌，棉商都减少了从河北购

棉，第一棉厂处于停工状态一个

多星期了。

“武城和夏津的棉花加工企
业用的棉花，一半以上都是外来

棉。此外，还有些棉花来自省内

的滨州和东营。”德州市棉花协

会副秘书长马俊凯介绍，武城和

夏津是德州市棉花加工企业最

多的两个县。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舍近求

远”的怪事？德州市纺织办的陈

主任说，今年本地棉花品级比较

低，这里面既有天气原因，也有

技术原因。

一方面是8月份的阴雨天

气，造成今年德州市棉花减产
20%，甚至几乎没有三级棉，更别

说好的一、二级棉了。所以高品
质和出口的棉纱棉布都采用进

口棉、新疆棉等。

另一方面，因为德州当地都

是农户分散种棉，规模化的种植

不多，在采棉的过程中，掺杂了

“三丝”(棉花中混入的化学纤

维、丝、麻、毛发、塑料绳、布块

等，俗称“三丝”)在里面。也有

一些棉贩子为卖得更多，故意

将品级高的棉花和品级低的棉

花混在一起，以此增加棉花重

量。

“本地棉花掺杂‘三丝’比较

严重。所以只有一些普通产品的

生产，企业才用本地棉，大概只

占五分之二。”陈主任说。

“此外，武城、夏津的棉花价

格可以说是全国最高的，比河

北那边每斤能高出 1毛多钱，

所以一些商贩会舍近求远。”陈

主任介绍，本地棉价高，是农户

以家庭为单位种植、成本相对

较高及流通体制等原因造成

的。

今年本地棉价格高质量差

德州棉商
“舍近求远”跨省收棉

格市场动态

▲聊城禄丰棉业有限公司
经理王玉友指着公司存放的皮
棉说，按现在的价格出售，他将
赔近20万元。

本报记者 谢晓丽 摄

“以目前的皮棉价格来看，还
会有下跌的空间。”德州市棉花协
会副秘书长马俊凯预测，皮棉价格
达到25000元/吨时，整个产业链可
以达到一个平衡点，不会让棉农亏
损，企业也可以继续生产。

马俊凯的这个预测，得到了山
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李传波的支持。他告诉记者，皮棉
价格在25000元/吨时，企业的压力
相对较小。“棉农愿意卖棉花，加工
企业、纺织企业可以正常生产，下
游的服装行业也敢订货，这样就平
衡了。”李传波说。

“今年价格在每吨29000元-

30000元，各方面都比较能够接
受。”武城县第一棉厂经理刘宪清
说，因为今年棉花减产，如果价格
再不满意，会影响到棉农种棉的积
极性。

另外，据马俊凯预测，今年的
棉花价格在春节前应该不会出现
回涨。“过了春节，棉花价格可能会
往上抬，但是不会回到原先的价格
了。”

不过，棉花资讯通分析师汪丹
娜表示，虽然新棉上市和新疆棉外
运加快，但棉花的供求关系依旧较
为紧张。近期看，棉价多维持震荡
下行格局，中长期看，尤其是春节
后纺织企业仍可能面临棉花资源
紧张局面，棉价回到3万以上的可
能性较高。

这些预判得到了数据支撑。中
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近日发布报
告称，由于遭遇恶劣天气，预计今
年全国棉花种植总产量636万吨，

减少5 . 5%。

与此同时，中国农业部农村经
济研究中心近日发布《2010年中国
农村政策执行报告》，报告称，预计
后期棉花价格呈高位震荡。

供求依然紧张

年后价格或升
本报记者 徐乐静 刘红杰

格棉价走势

·探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