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我国玉米市场行情回顾 
及2009年市场展望 

丁 凌 

    

    2008年对我国玉米市场而言，可谓喜忧参半。上半年的大幅上涨以及下半年的持续暴

跌，使得国内市场坐上了“过山车”。 

    2008年上半年，国内玉米价格一度创出历史新高，但随着下半年玉米迎来大丰收，同

时全球经济形势恶化导致市场需求消费相对疲软，价格持续大幅回落，由于政府收储政策

的地区差异性，使得国内两大玉米主产区-东北、华北之间的价格出现明显倒挂。自2008年

10月下旬起，我国政府先后启动了4批共计4 000万t的国家临时存储玉米计划，并在2008年

底止住了国内玉米市场整体的下跌势头。2009年第一季度虽然国内玉米价格仍难明显脱离

目前的大底部区间，但随着政策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我国玉米市场有望克隆小麦市场，

其政策市的特征将进一步显强。与此同时，据国际多家机构预测，2009年上半年拉尼娜天

气的影响或将重返市场，这对2009年国内外玉米的春播而言，无疑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因

素，另外，当前华北旱情与冻害同样增加了2009年我国玉米连续丰收的压力。 

    1 2008年国内玉米市场行情回顾概述 

    1.1 1-2月份东北玉米收购市场低迷，关内及南北港口价格稳中趋弱  

    东北地区：2008年初以来，农发行贷款标准较紧，国有收储企业因缺乏资金，迟迟未

能入市收购，市场收购主体基本以东北玉米深加工企业为主。加上国家出台多项调控政

策，使得市场看空气氛浓重，多数贸易主体不敢贸然入市收购。由于缺乏竞争，深加工企

业拥有十分明显的定价权，因此逐渐下调收购价格拖累东北玉米市场持续走弱。 

    关内地区：受产区农民惜售心理的影响，关内用粮企业被迫将采购重点移至北方产

区，因此，短时间内东北玉米到货较为集中，对当地玉米的销售形成制约，但关内玉米市

场整体的价格表现相对稳定。 

    南北港口：我国政府为稳定南方销区玉米价格，保证市场供应，自2007年12月11日起

每周在销区抛售国储玉米，从而稳定了市场上的恐慌心理。同时，北方产区市场低迷也使

得广东地区饲料企业对后市看空，南北港口同时出现走弱迹象。 

    1.2 3-4月呈现较明显的“南弱北强”格局 

    东北地区：随着国家在该地区连续启动两批中央储备及政府临时储备玉米共计800万t

的收购计划，使得急需资金准备春播的农民售粮积极性空前高涨。同时，多元化主体考虑

到价格底部已现，相继入市抢购，从而推动东北玉米价格快速上扬。随着竞争形势加剧，

深加工企业也不断上调收购价格，造成东北产区价格持续走高，农民售粮节奏随之加快。 

    此外，4月下旬铁道部提出要在5月1日至6月30日从东北地区集中抢运1 000万t粮食，

以最大限度地解决东北粮食外运难问题。受此影响，东北贸易商的收购热情大幅升温，市

场收购价格进一步上扬。截至4月底，东北部分地区玉米收购价较2月底上涨超过10%，且农

民手中余粮不足20%，同比下降5成以上。 



    关内地区：奥运期间，山东、河北等北京周边地区的部分玉米加工企业停产。对当地

玉米销售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另外东北产玉米到货量依然较多，对当地市场的供应压力仍

然较重，关内玉米价格进一步走弱。 

    南北港口：进入3月份，受港口玉米库存积压较多以及南方部分地区受雨雪灾害影响饲

料消费水平降低所致，南北港口玉米均出现不同幅度的回落。进入4月，国内玉米市场出现

逆转，北方产区玉米价格快速上涨，粮源供应出现短缺，贸易商收购难度加大，船运费也

因船期紧张出现反弹，加上南方饲料企业补库意愿增强，南北港口玉米价格因此小幅上

扬。 

    1.3 5-6月东北玉米走势坚挺，关内持续弱势难改，南北港口稳中振荡 

    东北地区：进入5月，贸易粮源已基本消耗殆尽，在“北粮南运”政策的支持下，部分

贸易商加快对销区的走货速度。此外，东北玉米深加工企业由于库存仍存在一定缺口，因

而敞开收购，加上农民手中余粮品质较好，惜售心理较强，因此东北市场整体保持坚挺。

尤其是进入6月，随着保管成本增加，市场收购价格普遍随之上涨。 

    关内地区：进入5月，受奥运环保政策的影响，关内地区中小型玉米深加工企业普遍开

工不足，对当地玉米需求形成抑制。同时由于小麦价格与玉米的价差较大，饲料企业使用

小麦替代玉米现象较普遍，并且随着豆粕价格一路飙升，小麦替代部分豆粕的现象也随之

显现。至6月中旬，关内玉米价格仍处于弱势格局，与东北市场形成倒挂。但随着6月中旬

关内新麦的上市，高开高走的收购价格削弱了小麦对玉米的替代效应。自年初以来持续走

弱的关内玉米市场出现触底反弹的迹象，至6月底时，关内大部地区玉米价格小幅回升。 

    南北港口：自5月初开始，北方产区粮源供应能力大幅下降，贸易商收购难度大增，饲

料企业担忧后市价格走高，因而推动南北港口玉米价格出现上涨。随即受四川地震影响将

减缓国内生猪饲料需求的预期，以及因玉米价格过高，小麦替代情况再度增多的影响，广

东港口玉米价格高位回落。但北方港口则在存储及运输成本的制约下，玉米价格相对坚

挺。 

    1.4 7-9月国内玉米市场整体振荡回落，广东地区弱势尤为明显 

    进入7月份，东北地区玉米库存再度下降，有价无市；关内产区多数中小型玉米深加工

企业因奥运环保而处于持续停产的状态，加上因玉米价格不断走高，饲料养殖业中的小麦

替代玉米情况十分普遍，价格也呈现振荡回落的态势；广东销区因养殖效益下降，加上国

家连续举行政策玉米拍卖，同时船运费开始回落，当地玉米市场价格振荡趋弱的势头较其

他地区更为明显。 

    1.5 10-12月国内玉米市场供需阶段性失衡，价格持续大跌 

    10月初，正值关内及东北新季玉米陆续上市。同期，国内生猪价格不断下跌，养殖户

亏损加剧，生猪养殖形势较为低迷。此外，三聚氰胺事件愈演愈烈，也影响了部分需求。 

    虽然2008年国内玉米种植面积较2007年明显下降，但在种植技术改良以及天气条件整

体良好的背景下，国内玉米产量获得连续第4年丰收，并创历史最高记录。而养殖业低迷、

深加工企业效益滑坡导致多数用粮企业收购力度减弱，季节性供应压力明显加剧，拖累市

场收购价格连续下调。 

    10月下旬及12月初，国家在东北地区先后启动两批共计1 000万t的玉米临时存储计划

因收购数量相对偏少，令多数市场主体感到失望，加上关内玉米主产区缺乏政策收储的支

撑，国内玉米整体价格下滑加速。直至12月下旬国家再度增收2 000万t东北玉米才使当地

市场跌势逐步缓解。 

    回顾一年来的玉米市场走势，国内多数地区玉米市场价格均较年初有不同幅度的回

落。其中同比跌幅最大的是关内产区，其次是广东销区，下跌幅度最小的为东北产区。 



    2 我国玉米市场2008/09年度的供需基本面变化趋势评估 

    2.1 进出口方面 在全球金融危机风暴的席卷下，CBOT玉米期价持续大跌，虽然近期

CBOT期价出现反弹，但由于国内外价差依然维持在100~200元/t，加上我国政府仍未能恢复

对玉米出口的退税政策，从短期内来看，虽然政府同意批量出口玉米，但目前中国玉米出

口竞争力依然难以恢复。此外，在国际市场上，美元依然存在继续贬值的风险，届时国际

农产品价格可能全面上涨，因此进口玉米暂难对国内市场形成压力。 

    2.2 原油及生物燃料方面 2008年下半年，国际原油价格扭头直下，2009年1月19日纽

约市场原油价格降至35美元以下，收为每桶34.55美元。能源紧张局面因全球金融危机的暴

发而转变为供大于求的局面，作为能源替代品的生物燃料乙醇，其使用受到极大挑战。玉

米作为目前燃料乙醇生产的最主要原料，其价格走势就与原油价格形成了一定的相关性。

虽然国内燃料乙醇生产企业仅有4家，且均享受国家补贴，但汽油价格的持续下调也使得这

些企业的经营状况面临困境，并对原料玉米需求量的增长起到不利影响。 

    2.3 饲料消费方面 2008年国内饲料销售形势虽然较2007年有所恢复，但在这一过程

中，颇为坎坷。2008年全球经济步入衰退，玉米等饲料原料价格大起大落，各类突发事件

不断，但国内生猪存栏量同比仍旧呈上升态势。2008年下半年，由于养殖效益持续缩水，

加上居民购买力下降等诸多不利因素影响，多数养殖户的补栏较为谨慎，因而对猪料的销

售产生不利影响。加上三聚氰胺事件使得原本就已略显艰难的饲料行业雪上加霜。多重因

素致使这一阶段玉米饲料消费相对低迷，销售情况出现旺季不旺的现象。不过在国家一系

列政策的扶持下，2009年国内饲料销售形势依然值得期待。 

    2.4 玉米深加工方面 2008年初，国家对新上的玉米深加工项目采取政策限制措施，此

外，多数企业在上半年受原料成本上涨、环保问题等多重阻力的影响，加上下半年金融危

机，下游产品滞销现象明显，导致当前国内玉米深加工行业普遍不景气，效益持续滑坡，

对原料的需求明显下降。为了降低成本，各企业自新粮上市以来，纷纷下调收购价格。

2009年倘若政府能恢复玉米淀粉及其下游产品的出口退（增值）税，深加工企业或将迎来

春天。 

    2.5 政策收储将改变国内玉米贸易的基本格局和成本水平，国家自2008年10月下旬起

先后4次出台玉米托市收购计划，收购总量达到4 000万t，约占东北产区玉米产量的70%，

按东北产区自身消耗30%计算，折合商品粮，预计近95%贸易粮源被国家掌握。政策大批

量、高价位的收购使得多数东北贸易商不敢贸然入市屯粮，因此他们手中玉米库存十分有

限，加上政府表示不排除后期继续收购的可能，因此中储粮今年“大粮商”的地位得到进

一步巩固，对2009年第二季度后的玉米价格具有决定性的定价权。 

    3 政策调控、市场需求及天气影响将成为2009年我国玉米市场的关键因素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1月19日召开的国务院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2009年是我国进入

新世纪以来经济发展最困难的一年，要全力做好一季度经济工作，尽快扭转经济增速下滑

趋势。可见，2008年只是全球经济衰退的一个开始，中国也未能置身事外，因此，国内玉

米市场不会快速进入反转的局面，不过有政策托市的强力支撑，预计价格也将逐渐稳步上

行。2009年政府对玉米市场的宏观调控可能贯穿始末，且政策出台的力度、密度及其市场

影响力均会强于往年，“政策市”的特征将在2009年进一步显强。 

    由于我国玉米产量已连续5年实现丰收，2009年能否继续保持这一势头也成为众多市场

主体关注的焦点之一。随着春耕季节的日益临近，全球农产品市场将进入常规的天气炒作

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自2008年10月下旬以来，我国华北、黄淮、江淮、江汉等地降水偏

少，部分省份出现大范围的气象干旱，一些地区已达重度干旱或特旱。此次干旱持续时间



  

之长、受旱范围之广、受旱程度之重均为历史罕见，而近期旱区经过大面积灌溉后，又遭

遇降温，可能会影响当地粮食的单产水平。华北干旱与冻害无疑给今年夏粮产量增长造成

一定压力，全年粮食增产的压力将集中在春播玉米和水稻的生产上。但是，华北旱情与冻

害对开春之后玉米的种植也有一定影响。 

    在国际市场上，由于全球大宗农产品多以美元计价，因此，美元汇率的波动直接影响

着大宗农产品期现货价格的走势。一般认为，二者呈反向关系。此外，国际原油的价格走

势关系着农产品的运输成本以及生物燃料发展前景，因此也将成为影响2009年农产品价格

的另一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虽然2008年国内玉米市场经历了大起大落的过程，但从长期来看，倘若国

家在东北启动的玉米临时储备能按计划如数收购进来，则东北近95%的贸易粮源将被政府掌

控。虽然短期内受需求疲弱的影响，国家托市收购对玉米价格的提振作用有限，但随着可

流通货源数量下降，政府所掌控的庞大粮源将对市场具有绝对的调控能力，并且在国家坚

持顺价销售的原则上，预计2009年下半年，国内玉米价格将在政策收购价与政策销售价的

区间内振荡，且整体趋势应呈稳步趋升的态势，且在2009年新季玉米上市之前，这股上涨

的势头难以扭转。此外，全球金融危机造成实体经济衰退的延续时间、南美玉米种植区域

的天气变化、美国及我国2009年玉米种植面积及气候的变化、饲料养殖行业及深加工企业

的经营形势、国家宏观调控措施、国际市场中美元和石油的价格走势等均将影响2009年国

内玉米市场价格的走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