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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晚籼稻现货基本知识 

一、晚籼稻概述 

籼稻与粳稻是在不同温度条件下形成的两个普通栽培稻亚种，籼稻亚种与粳

稻亚种在生理特性、栽培特点、形态特征上均有区别。 

籼稻（Long-grain nonglutinous rice）是籼型非糯性稻的果实，具有耐热、

耐湿、耐强光和忌寒冷的特点，主要分布在印度、斯里兰卡 、中南半岛、巴基

斯坦、孟加拉等热带地区及我国南方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籼稻籽粒一般为细长

形，长度是宽度的三倍以上，扁平，茸毛短而稀，一般无芒，即使有芒也很短，

稻壳较薄，垩白较大，角质粒较少，加工时容易出碎米，出米率较低，米质胀性

较大而粘性较小。 

粳稻（Medium to short-grain nonglutinous rice）是粳型非糯性稻的果

实，具有耐寒、耐弱光和忌高温的特点，主要分布在我国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

和温度较低的云贵高原高海拔地区及韩国、日本等。粳稻籽粒一般呈椭圆形，粒

短，长度是宽度的 1.4-2.9倍，茸毛长而密，芒较长，稻壳较厚，垩白小或没有，

角质粒多，加工时不易产生碎米，出米率较高，米质胀性较小而粘性较大。 

根据种植时间和品质等方面的差异，籼稻又可分为早籼稻、中籼稻及晚籼稻。

凡全生育期（播种-成熟）125天以内的为早籼稻，125-150天为中籼稻，150天

以上为晚籼稻。早、中、晚籼稻在生理特性、栽培特点上有一定区别。中籼稻与

晚籼稻品质及用途相近、收获时间连续，稻谷国标（GB1350-2009）及现货市场

均将中籼稻与晚籼稻归为一类。若无特殊说明，下文涉及到的晚籼稻均包括中籼

稻。 

早籼稻与晚籼稻之间是有严格区别的，根据稻谷国标，早籼稻被定义为“生

长期较短、收获期较早的籼稻谷，一般米粒腹白较大，角质部分较少”，而晚籼

稻谷的定义则为“生长期较长、收获期较晚的籼稻谷，一般米粒腹白较小或无腹

白，角质部分较多”。 

二、国内晚籼稻的供给与需求 

（一）晚籼稻的种植生产 

我国晚籼稻种植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的华中、华南地区。中稻和

一季晚稻每年 4-5月份开始种植，当年 9月份底收获；双季晚稻每年 7月份种植，

当年 11 月上旬收获。晚籼稻产区包括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川、福建、

广东、广西等 15个省（区）。 

2001 年以来，我国晚籼稻种植面积和产量不断增加。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统计，2012年晚籼稻种植面积为 1598万公顷，比 2001年增加 34万公顷，增幅

为 2.2%；2012 年晚籼稻产量为 10655 万吨，比 2001 年增加 931 万吨，增幅为

9.6%，处于历史高位。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3年国内稻谷产量为 20329万吨。

另据中华粮网统计，2013 年我国晚籼稻产量约 10080 万吨，约占稻谷总产量的

50%。 

 

2001-2012年我国晚籼稻播种面积和产量  

                                        单位：万公顷、万吨 

   稻谷 其中：晚籼稻 

年度 播种面积 产量 播种面积 产量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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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2881 17758 1564 9724 54.80% 

2002 2820 17454 1561 9865 56.50% 

2003 2651 16066 1503 9164 57.00% 

2004 2838 17909 1577 9912 55.30% 

2005 2885 18059 1591 9984 55.30% 

2006 2923 18172 1576 9766 53.70% 

2007 2892 18603 1558 10015 53.80% 

2008 2924 19190 1577 10459 54.50% 

2009 2963 19510 1585 10596 54.30% 

2010 2987 19576 1591 10553 53.90% 

2011 3006 20100 1594 10530 52.40% 

2012 3030 20429 1598 10655 52.20% 

数据来源：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晚籼稻主产省有湖南、四川、湖北、江西、安徽、广东、广西七个省，据国

家粮油信息中心统计，2012年七省晚籼稻产量占全国的 75%左右。其中湖南产量

为 1791万吨，所占比例为 17%；四川晚籼稻产量为 1500万吨，所占比例为 14%；

湖北晚籼稻产量为 1416万吨，所占比例为 13%；江西产量为 1179万吨，所占比

例为 11%；广东及广西产量为 570万吨，所占比例为 5%。 

2012 年我国晚籼稻主产省播种面积和产量 

单位：万公顷、万吨、% 

省份 面积 产量 产量占比 

湖南 268 1791 16.81  

四川 199 1500 14.08  

湖北 169 1416 13.29  

江西 196 1179 11.07  

安徽 158 1004 9.42  

广东 102 571 5.36  

广西 115 570 5.35  

合计 1207 8031 75.37  

总量 1598 10655 100.00  
数据来源：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受晚籼稻消费需求不断增加、种植比较收益较高、育种水平不断提高等因素

影响，晚籼稻种植面积和产量处于增长趋势，特别部分省份的种植面积和产量仍

不断增长，这对稳定我国粮食安全起到了良好作用。 

（二）我国晚籼稻消费情况 

稻谷消费主要有食用、饲料、工业、种用、损耗和出口。晚籼稻由于生长期

较长，品质较好，主要用作口粮，中央和地方储备粮公司按最低收购价收购的中

晚稻主要用于充实中央和地方储备，其他用途较少。据中华粮网统计，2013 年

我国晚籼稻消费总量为 9970 万吨，占稻谷总消费量的 61.6%，其中口粮消费量

为 8450万吨，占晚籼稻总消费量的 84.75%。 

2011-2013年我国晚籼稻消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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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吨 

用途 2011年 2012年 2013 年 

消费量 占比 消费量 占比 消费量 占比 

口粮 8350 84.39% 8500 84.58% 8450 84.75% 

饲料用粮 810 8.19% 810 8.06% 800 8.02% 

工业用粮 510 5.15% 515 5.12% 500 5.02 

其他 225 2.27% 225 2.24% 220 2.21% 

总消费 9895 100% 10050 100% 9970 100% 

数据来源：中华粮网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稻谷不同的消费形式呈现出不同的

发展趋势： 

（1）大米的人均口粮消费呈下降趋势，但消费总量由于人口的自然增长而

呈刚性，二者相抵，基本稳定。 

（2）工业用稻米消费有较大的潜力，但其用途目前还比较单一，而且作为

酿酒的主要原料，其发展受到较大限制，基本保持平稳增长。 

（3）饲料消费略有下降。饲料用稻主要集中在早、中稻，但近两年来由于

籼稻价格上涨和政策托底，致使农民和饲料企业减少了早籼稻饲料用量，消费量

难有大的增加。但稻米用作饲料，最具发展潜力。原因是玉米价格上涨，大量陈

化稻处理，一些饲料企业用价格较低的早籼稻替代玉米做原料。预计稻米饲料消

费年均增长在 10%以上，饲料消费约占总消费量的 6%左右。 

（4）种子用量变化不大，损耗呈逐年减少趋势。种子和损耗数量占的比重

较小，但刚性较强，今后随着技术进步将呈缓慢减少态势。 

（三）我国大米进出口情况 

多年来，我国稻谷供给一直坚持自给自足的方针，进出口量较少，进出口类

别基本都是大米而非稻谷。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13 年我国大米进口 224.4

万吨，主要从越南（154.51万吨）、巴基斯坦（57.96万吨）、泰国（17.54万吨）

等国进口，进口品种为籼米；大米出口 47.84 万吨，主要出口到韩国（10.15万

吨）、日本（4.98万吨）、朝鲜（4.9万吨）等国，出口品种主要为粳米；净进口

量为 176.56万吨。 

2011年以前，我国一直是大米的净出口国，1990-2011年间，我国累计净出

口大米 2135万吨，1998年我国大米出口达到 374.4万吨的历史最大量，占当年

世界大米总出口量的 19%。随后我国大米出口逐年下降，到 2012 年，我国大米

出口量已经下跌至 27.9 万吨，只占世界大米贸易量（3590 万吨）的 0.7%。

2009-2012年间，我国大米进口量小幅回升，2011年，因国际米价震荡下行，我

国大米进口量提高到 57.8 万吨，首次超过了出口量，由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

国。 

2005-2013年我国大米进出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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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目前，我国大米进口还实行配额管理，2014 年进口配额为 532 万吨。其中

长粒米和中短粒米各为 266万吨，国营贸易比例为 50%，配额内进口关税为 1%。 

（四）我国晚籼稻加工及贸易 

1.晚籼稻加工 

晚籼稻加工企业数量较多,据国家粮食局流通部门统计，2013年全国入统大

米加工企业 8500 多家。大部分稻谷收购企业如粮食储备库通常都有自己的大米

加工厂。晚籼稻加工企业广泛分布在各主产省和主销区。晚籼稻产量越大、工业

加工企业越多的省区，一般晚籼稻加工企业也越多。此外，北京等地大米加工企

业也比较多。由于脱壳后运输成本较低，晚籼稻一般在产区粗加工后以大米形式

运往销区，销区再按照口粮及工业用粮的要求进行相应的精加工。 

2013年度大米加工企业 50 强 

序号 企业名称 仓储及年加工能力 品牌 

1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仓储 100万吨;加工 500万吨 福临门;五湖 

2 湖北国宝桥米集团 加工 200万吨 国宝 

3 益海嘉里投资有限公司 仓储 42万吨;加工 200万吨 金龙鱼;香满园 

4 湖北梅园米业有限公司 仓储 10万吨;加工 90万吨 梅园 

5 辽宁五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加工 50万吨 五峰 

6 福娃集团有限公司 仓储 20万吨;加工 119万吨 福娃 

7 吉林省德春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加工 70万吨 御泉 

8 江苏省农垦米业集团有限公司 仓储 25万吨;加工 75万吨 苏垦 

9 绿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仓储 24万吨;加工 60万吨 珍宝岛 

10 江西金佳谷物股份有限公司 仓储 33万吨;加工 50万吨 金佳 

11 吉林梅河大米有限公司 仓储 7万吨;加工 50万吨 梅河 

12 湖北洪森粮油集团 仓储 30万吨;加工 100万吨 洪森 

13 吉林裕丰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加工 50万吨 好雨 

14 洪湖市洪湖浪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加工 50万吨 洪湖浪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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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华润五丰有限公司 加工 50万吨 五丰 

16 湖北禾丰粮油集团有限公司 加工 50万吨 德安府 

17 江西万年贡米集团 加工 50万吨 万年贡 

18 山东美晶集团有限公司 加工 40万吨 美晶 

19 安徽光明槐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仓储 20万吨;加工 30万吨 槐祥 

20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加工 20万吨 金健 

21 湖北省粮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仓储 6万吨;加工 15万吨 嘉嘉乐 

22 庆安鑫利达米业有限公司 加工 60万吨 庆鑫 

23 南京沙塘庵粮油实业有限公司 加工 60万吨 湫湖 

24 湖北宏发米业公司 仓储 6万吨;加工 14万吨 钟绿 

25 安徽省阜阳市海泉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仓储 30万吨;加工 20万吨 长升缘 

26 江西奉新天工米业有限公司 加工 20万吨 天工 

27 重庆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仓储 7万吨;加工 30万吨 人和 

28 新余市百乐工贸有限公司 加工 40万吨 百乐 

29 江西金土地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仓储 8万吨;加工 20万吨 谷韵、仙女湖 

30 河南山信粮业有限公司 加工 40万吨 山信、桂桥 

 31 黑龙江省万源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加工 40万吨 万鹤源 

32 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仓储 10万吨;加工 20万吨 金健、金霞 

33 北京古船米业有限公司 加工 40万吨 古船 

34 盘锦鼎翔米业有限公司 加工 40万吨 粳冠、鼎翔 

35 合肥金润米业有限公司 加工 27万吨 金润 

36 江苏双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仓储 18万吨;加工 30万吨 双兔 

37 福建泉州市金穗米业有限公司 加工 30万吨 金润、厦鹭 

38 桐城青草香米业集团有限公司 加工 30万吨 银针米 

39 黑龙江省北大荒米业集团有限公司 加工 30万吨 北大荒 

40 黑龙江省人和米业有限公司 加工 30万吨 龙水、水灵 

41 南京远望富硒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加工 30万吨 远望 

42 安徽稼仙金佳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仓储 8万吨;加工 20万吨 乐惠 

43 东莞市太粮米业有限公司 加工 30万吨 太粮 

44 上海良友（集团）有限公司 加工 30万吨 乐惠 

45 宜兴市粮油集团大米有限公司 加工 30万吨 隆元 

46 黑龙江泰丰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加工 20万吨 梧桐 

47 湖南天下洞庭粮油实业有限公司 加工 20万吨 洞庭 

48 上海垠海贸易有限公司 加工 10万吨 垠海、升月 

49 深圳市中泰米业有限公司 加工 15万吨 秦皇 

50 桂林绿苑米业有限公司 加工 10万吨 米诗福、八桂福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及郑商所资料整理 

2.晚籼稻贸易 

从全国范围看，我国稻谷总体呈“北粳南运、中籼东输、中籼南下”的流通

格局。晚籼稻产销区位明确，贸易流向多年来也比较稳定。产区由于粮源优势，

大米加工企业居多，本省需求就比较多，往外流通主要是加工后的大米。主要从

长江中下游的湖南、江西、湖北、安徽四省主要经铁路、公路干线以及长江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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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往广东、福建、浙江、广西、云贵川等东南沿海及西南地区，流向呈发散状，

既向东流动，也向南部和西部流动。相比较，江西省晚籼稻米一般更侧重于向广

东、浙江、江苏、福建等东南沿海流动，而湖南省中晚籼稻米则主要流向广东、

广西、云南、福建、四川、湖北等地区。 

 

晚籼稻国内贸易流向图 

 

 

（五）晚籼稻的储存和运输 

稻谷具有完整的外壳，对胚乳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因此储藏稳定性较好。但

在稻谷水分、室温较高的情况下，稻谷容易发霉、变质、陈化，直接影响食用品

质。因此，稻谷保管原则是“干燥、低温、密闭”，这样稻谷能够实现安全储藏，

较长期地保持稻谷品质和新鲜度。国家标准要求晚籼稻水分不超过 13.5%。在正

常的保管条件下，晚籼稻储存一年品质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国家储备晚籼稻一般

2-3年轮换一遍。目前仓库普遍采用的储藏措施主要包括：①控制稻谷水分；②

清除稻谷杂质；③稻谷分类储藏；④稻谷通风降温；⑤防治稻谷害虫；⑥密闭稻

谷粮堆。 

稻谷有散装和包装两种储藏方式，散装方式适用于大量长期储藏，包装方式

适用于少量短期储藏。现货中国家储备、米厂加工库存、贸易库存等都是以散装

方式储藏。 

晚籼稻运输方式有汽车运输、火车运输和轮船运输。一般在 500公里以内基

本采用汽运，超过 500公里以上一般采用火车运输。在南方水网比较发达的省份，

采用船运的也比较普遍。 

（六）我国晚籼稻产业政策 

晚籼稻政策包括产业政策、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临时储存收购政策等。 

1.产业政策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稻谷发展的产业政策，主要有《水稻优势区域

布局规划（2008-2015）》、《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国家

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东北振兴十二五规划》、《全国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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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2020)》等，这些政策并从不同层面对稻谷

生产进行了规划和部署。 

2.最低收购价政策 

为保护农户种粮积极性，进一步促进粮食生产，在 2004 年粮食流通市场全

面放开后，国家实施了最低收购价政策，品种包括稻谷和小麦。在稻谷方面，2013

年国家发改委下发的《2013 年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规定晚籼稻最低

收购价为 2.7 元/公斤，当市场价格连续 3 天低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格时，

按照规定程序启动收购预案。2014 年国家对晚籼稻主产区继续实行最低收购价

政策，并提高至 2.76元/公斤。 

2004 年以来稻谷国家最低收购价格情况 

                                          单位： 元/公斤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早籼稻 1.40 1.40 1.40 1.40 1.54 1.80 1.86 2.04 2.40 2.64 2.70 

晚籼稻 1.44 1.44 1.44 1.44 1.58 1.84 1.94 2.14 2.50 2.70 2.76 

粳 稻 1.50 1.50 1.50 1.50 1.64 1.90 2.10 2.56 2.80 3.00 3.10 

数据来源：中华粮网 

国家不断提高最低收购价，托市收购量也不断增加。2008、2010、2011年，

由于整体物价水平上涨较快，以及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导致稻谷市场价格明

显高于最低收购价格，当年国家没有启动稻谷托市收购。目前的最低收购价政策

对保障农民种粮收益起到了积极作用。 

3.临时存储收购政策 

2008 年稻谷丰收，价格出现下滑，为了保护农民利益，稳定市场价格，促

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2008 年国家开始实行秋粮品种临时存储收购政策，累计

收购稻谷 1426万吨。2009年为继续保护主产区农户种植收益，提高农民种植积

极性，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粮食局、财政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四部

门联合下发了《关于 2009年国家临时存储粮食收购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粮调

﹝2009﹞242号）等文件，逐步明确了国家临时存储收购政策的有关细则。 

临时存储收购政策是利用调节国家储备来平稳市场，保护种植户利益和生产

积极性，进而稳定相关粮油品种生产，加强国家粮食安全的宏观调控举措。 

三、世界稻谷供给与需求 

（一）世界稻谷产量 

稻谷不仅是我国仅次于玉米的粮食作物，也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粮食作物，是

全世界 30 亿人口赖以生存的口粮。2005 年以前，全球稻谷年产量为 5.9 亿吨，

折合大米约 4 亿吨；年需求量 6 亿吨，折合大米 4.1 亿吨，都比上世纪 90 年代

中期增加近一成。2005-2013年 7年间，全球稻谷平均产量已经突破 6亿吨，约

为 6.5亿吨，折合大米 4.4亿吨。稻谷总产中约有 93.4%是自给性主食需求，只

有 2500万吨投入世界大米市场，占总产量的 6.6%，并且世界粮食贸易量中，小

麦、粗粮共占有 89%的绝大份额，大米出口量只占 11%的份额，对世界粮食市场

供求影响较小。 

世界稻谷产区主要集中在亚洲，其稻谷播种面积占全球的近 90%，产量占全

球的 91%。其次是南美洲（3.2%）、非洲（2.9%）、北美洲（1.4%），中美洲、欧

洲和大洋洲合计仅占 2.5%。按经济发达程度分，发展中国家占 95%，而发达国家

的总和还不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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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13年世界稻谷供需一览表 

单位：百万吨 

 稻谷产量 大米产量 出口量 消费量 期末库存量 

2000/01 594.3 399.4 24.4 395.8 146.7 

2001/02 594.7 399.7 27.8 413.5 132.9 

2002/03 563.5 378.4 27.5 408.4 102.9 

2003/04 585.4 392.5 27.3 413.9 81.5 

2004/05 597 401.2 29 408.7 74 

2005/06 622.9 418.2 29.1 415.6 76.6 

2006/07 626.2 420.8 31.9 422.3 75.1 

2007/08 644.8 434.4 29.8 429.5 80 

2008/09 669.1 449.6 29.3 438 91.6 

2009/10 659.4 442.7 31.8 440.1 94.2 

2010/11 676.5 453.2 35.1 449.6 97.8 

2011/12 694.1 465.4 32.7 462.9 100.3 

2012/13 701.1 470.2 38.1 466.7 105.8 

2013/14 712.7 477.5 40.65 475.6 112.1 

资料来源：美国农业部（USDA） 

我国是世界第一大稻谷生产国和消费国，2013 年约占全球总产量和消费量

的 29.1%和 30.9%，在世界稻谷市场具有重要地位。我国之外的其他九大稻谷生

产国分别是印度、印尼、孟加拉国、越南、泰国、菲律宾、缅甸、巴西和日本。

据 USDA 统计，美国 2012、2013 年的稻谷产量分别为 904.9 万吨和 913.4 万吨，

不足全球稻谷产量的 2%。 

2011－2013世界前十大稻谷生产国产量一览表 

单位：万吨 

 中国 印度 印尼 孟加拉 越南 泰国 菲律宾 缅甸 巴西 日本 

2011 20100  15798  5748  5056  4344  3100  1698  1690  1160  1050  

2012 20429  15602  5906  5101  4424  3061  1802  1667  1200  1065  

2013 20275 15864 5576 5186 4249 3070 1774 1785 1283 1165 

资料来源：USDA 

（二）世界大米消费 

大米消费呈缓慢上升态势，消费量每年约增加 600-1000万吨。但 2004/2005

年度全球大米消费量却出现了下降。据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2004/2005年度全

球大米消费量为 40628 万吨，比上年度减少 500 万吨。2012/2013 年度产量为

46899 万吨左右，比上年增加 1294 万吨。大米主要消费国也在亚洲，中国、印

度、印尼三国占了全球大米消费量的 60%。 

（三）世界大米贸易 

世界大米贸易集中在亚洲,进口国主要有日本、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科

特迪瓦、伊朗、中国等，非洲、中东和拉美的一些国家也进口少量大米。出口国

主要有泰国、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美国和中国，其中印度 2013 年出口量为

1000万吨，居世界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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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小麦、玉米等品种来说，大米世界贸易量较小，如 1993—1994 年度

只有 0.1634亿吨，仅占该年世界大米产量 3.6亿吨的 4.54%左右。自 1999年以

来，世界稻米出口贸易连年下降，1999年世界稻米出口总量为 2505.8万吨，比

上年下降 8.1%，2000 年仅 2269.3 万吨，比上年下降 9.5%，2002 年有所增长，

但仍未恢复到 1999年水平。 

世界大米贸易量变化总的趋势是波折型增长，具体来看可以分为 4 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1980—1990 年，世界大米贸易量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即在 1000

万—1500万吨之间变化，而且年际间变化波动不大；第二阶段是 1990—1998年，

除了 1996 年的贸易量的短暂下滑外，这段时期世界大米贸易量处在不断上升的

阶段。世界大米总出口量从 1990 年的 1247.13 万吨增加到 1998 年的 2884.97

万吨，年增长率达到了 9.77%；第三阶段是 1998—2001 年，这段时间世界大米

的出口量出现了连续二年的下降，到 2000 年世界大米的出口量已经下降到

2355.91 万吨，但是在 2002 年这种下降的趋势得到了遏制，世界大米的贸易量

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升。第四个阶段是 2002-2013年，全球大米贸易量持续增加，

2013年全球大米贸易量已经突破 3900万吨。 

2005年大米贸易量为 2750万吨，在 3大谷物中是最小的品种，小麦为 1.08

亿吨，玉米为 7800 万吨。与小麦、玉米相比，大米的贸易量占其产量及谷物贸

易总量的份额都明显偏小，不及小麦贸易量的 1/5，玉米贸易量的 1/3。近几年

来，国际大米贸易量保持缓慢增长态势，2012/2013 年度，世界大米贸易量为

3914.8 万吨，为这些年来的最高水平。虽然世界大米贸易总量在平稳增长，但

相对于其他谷物，仍是贸易量最小的品种。 

四、我国晚籼稻价格走势回顾 

近十多年来，受市场供求、成本拉动、国家最低收购价政策、临时储存收购

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稻谷价格呈现稳步上涨趋势。2003 年长江中下游地区

稻谷产量大幅度下降，在强大需求的拉动下，晚稻价格大幅上扬，价格从 1100

元/吨涨到 1500 元/吨左右。2004 年以来，国家开始实施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

托市收购政策效果逐渐显现。2006-2009年，随着国家最低收购价格的逐年上调，

全国稻谷价格不断抬升。2010 年受政策、天气等因素影响，全国稻米价格总体

呈现上涨趋势，稻谷市场受需求量持续增加及东北粳稻受灾减产的影响，价格大

幅走高。2011 年上半年随着 CPI 不断攀高，物价上涨，导致晚籼稻价格继续上

涨，晚籼稻价格达到 2600 元/吨。2012 年初，在中央补库政策的带动下，晚籼

稻价格稳步走高，7-8月份市场青黄不接时，价格攀升至历史高点，晚籼稻价格

达到 2700 元/吨。2013 年，由于主产区中晚稻播种期间自然灾害多发，导致全

国中晚稻实际播种面积低于计划播种面积。8月份，南方产区大部分地区持续干

旱，中晚稻产区自然灾害继续频发，旱涝并存，南方大部分产区出现了持续性干

旱，导致部分地区中稻花粉败育，结实率下降，晚稻移栽困难，生长缓慢，后期

虽有台风带来降雨，但局部又面临暴雨灾害，给中晚籼稻特别是湖南、江西地区

的双季晚籼稻生产带来了比较严重的影响，价格在年底攀升至近 2800元/吨。 

从波动幅度上看，2005-2014年间，湖南晚籼稻三等晚籼稻价格由 1500元/

吨涨到 2700元/吨，涨幅为 80%。在总体上涨的趋势中，年度间的价格波动也比

较频繁。以江西九江三等晚籼稻为例，2005-2014年间，年度波幅平均波幅为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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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以来九江晚籼稻出库价 

 

 

 

 

 

 

 

 

 

 

 

 

数据来源：wind资讯 

五、稻谷价格影响因素 

随着稻谷生产与流通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和进程的加快，稻谷行情不再是单独

演绎，不仅受国家政策因素、稻谷供求等基本面因素影响，而且与整个国家宏观

经济的发展休戚相关，与其他农产品价格联动，受天气、自然灾害、心理等不可

控因素的影响。 

（一）供给和需求 

从历年生产情况看，由于稻谷品种的特殊性，农业政策和种植结构调整、科

技等因素对它的面积和产量影响较大，相应引起稻谷的价格也发生较大变动。此

外，稻谷的库存变化、储备稻谷的轮换、托市粮出库销售的数量和价格等也影响

我国稻谷的供给量从而影响稻谷价格。从消费方面，稻谷主要用于口粮，部分用

于饲料、工业等，总体上呈平稳增长势头。其中，由于早籼稻用于储备的量较大，

工业和饲料消费今年增长也较快，对市场的影响比较明显，特别是常规品种供不

应求，价格还有上涨空间。而晚籼稻主要用于口粮消费，工业用粮和饲料用粮都

比较少，节日和群体消费效应、进口和出口量的变化等都会影响到稻谷市场的阶

段性需求。 

（二）产业政策 

国家的粮食产业政策影响甚至主导着稻谷的供求和价格。各项惠农政策提高

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了粮食生产，保证了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对稻谷的面

积和产量也形成了支撑；稻谷的最低收购和公开竞价拍卖、储备等宏观调控政策

则基本主导了稻谷价格的走势。 

（三）收购市场竞争 

稻谷收购市场状况直接影响收购价格的走势。2004 年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

场后，稻谷收购市场入市主体增加，不仅有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和地方收储企业，

还有产业化龙头企业，民营加工企业和个体商贩等，激烈的竞争推动了稻谷市场

价格的提升。 

（四）稻谷与其他大宗农产品的比价关系会对稻谷的供需产生影响，进而影

响产销情况，导致其未来价格的走势发生变化。其中，稻谷与小麦、玉米之间的

消费比价关系，粳稻与中晚稻的种植比价关系等最为重要，这些替代品的产量、

价格及消费的变化对价格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五）成本和收益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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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谷的成本收益情况是影响农民种植积极性的主要因素之一，其成本对市场

价格有一定的影响力，市场粮价过低，农民会惜售；另外，收益情况会影响农民

对下一年度的种植安排，收益增加，农民可能会增加种植面积，反之可能会减少

种植面积。近年来，稻谷种植成本的刚性上涨为稻谷价格提供有力支撑。 

（六）运输等流通环节成本 

由于稻谷产销之间的流通环节较多，加上煤、电、柴油等能源价格的上涨，

以及运输成本的增加，明显增加了稻谷流通环节的成本，对稻谷价格构成一定支

撑。 

（七）天气、自然灾害和购销心理 

稻谷生长期间干旱、台风、暴雨、洪涝和病虫害等自然灾害影响，成为市场

炒作的题材。同时，产销各方对市场行情判断往往存在分歧，看涨或看跌心理影

响其购销行为，比如农民惜售心理较强，使得市场粮源有限，自然会促使价格抬

升。 

（八）国际市场价格传导 

多年来，我国稻谷基本实现自给有余，价格走势具有较强独立性，受国外影

响相对较小。但是，我国主要粮食品种价格和国际粮食品种价格之间具有一定联

动性，国外谷物价格的普遍上涨，稻谷库存的偏紧，也会对国内稻米价格构成一

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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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晚籼稻期货 

 

一、晚籼稻期货合约 

  

交易品种 晚籼稻（简称“晚籼”） 

交易单位 20吨/手 

报价单位 元(人民币)/吨 

最小变动价位 1元/吨 

每日价格波动限制 
上一交易日结算价±4%及《郑州商品交易所风险控制管理办

法》相关规定 

最低交易保证金 合约价值的5% 

合约交割月份 1、3、5、7、9、11月 

交易时间 
每周一至周五（北京时间 法定节假日除外） 

上午 9:00-11:30下午 1:30-3:00 

最后交易日 合约交割月份的第10个交易日 

最后交割日 合约交割月份的第12个交易日 

交割品级 见《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交割细则》 

交割地点 交易所指定交割地点 

交割方式 实物交割 

交易代码 LR 

上市交易所 郑州商品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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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晚籼稻期货交割标准 

（一）交割单位及交割价格 

交割单位：20吨。 

交割基准价为该期货合约的基准交割品在基准仓库的散粮交货（不含包装物）

的含税价格。 

交割结算价为期货交割配对日前 10 个交易日（含配对日）交易结算价的算

术平均价。 

（二）基准交割品及替代品 

基准交割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稻谷》（GB1350-2009，以下

简称《稻谷国标》）三等及以上等级质量指标的晚籼稻，垩白粒率≤30%且粒型（长

宽比）≥2.8。 

替代品及升贴水：晚籼稻各质量指标与基准交割品差异符合以下规定的，可

以通过升贴水替代交割。 

1.晚籼稻入库时：水分≤13.5%的，足量入库；水分＞13.5%的，以 13.5%为

基准，水分每超 0.1%，扣量 0.2%。每年 10月 1日（含该日，下同）起至次年 3

月 31 日止入库的晚籼稻，水分不得超过 15.0%，其它时间入库的晚籼稻水分不

得超过 14.5%。晚籼稻出库时，水分≤13.5%的，足量出库；水分＞13.5%的，以

13.5%为基准，水分每超 0.1%，补量 0.2%，由仓库承担。（本款仅适用于江西、

湖南、湖北、安徽等主产区） 

2.1.0%＜杂质≤1.5%的，入库扣量（出库补量）0.5%；1.5%＜杂质≤2.0%

的，入库扣量（出库补量）1.0%。 

3.30%＜垩白粒率≤40%且粒型（长宽比）≥2.8的，贴水 150元/吨。 

4.每年 10 月 1 日起至次年 3 月 31 日止入库的晚籼稻，脂肪酸值不得高于

19mg/100g（干基），黄粒米不得高于 0.3%；其它时间入库的晚籼稻，脂肪酸值

不得高于 22mg/100g（干基），黄粒米不得高于 0.5%。 

每年 10 月 1 日起至次年 3 月 31 日止出库的晚籼稻，脂肪酸值不得高于

22mg/100g（干基），黄粒米不得高于 0.5%；其他时间出库的晚籼稻，脂肪酸值

不得高于 25mg/100g（干基），黄粒米不得高于 0.7%。 

厂库仓单出库时，黄粒米和脂肪酸值指标按对应期间入库标准执行。 

5.垩白粒率及粒型（长宽比）的检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优质

稻谷》（GB/T17891－1999）执行。脂肪酸值的检验按照《稻谷储存品质判定规则》

（GB/T20569－2006）执行。 

6.卫生检疫按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执行，检验费用由货主承担。 

（三）晚籼稻国家标准 

GB 1350-2009晚籼稻谷质量指标 

等

级 

出糙率

/% 

整精米

率/% 

杂质

含量

/% 

水分含

量/% 

黄粒米

含量/% 

谷外糙

米含量

/% 

互混

率/% 

色泽、

气味 

1 ≥79.0 ≥50.0 

≤1.0 ≤13.5 ≤1.0 ≤2.0 ≤5.0 正常 

2 ≥77.0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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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5.0 ≥44.0 

4 ≥73.0 ≥41.0 

5 ≥71.0 ≥38.0 

等

外 
＜71.0 — 

注：“—”为不要求。 

优质稻谷国标 

 

类

别 

等

级 

出糙

率%

≥ 

整精

米

率%

≥ 

垩白

粒

率％

≤ 

垩白

度%≤ 

粒型

（长宽

比）≥ 

不完

善

粒%

≤ 

黄

粒

米%

≤ 

杂

质%

≤ 

水

分%

≤ 

色泽

气味 

籼

稻

谷 

1 79 56 10 1 2.8 2 0.5 1 13.5 

正常  2 77 54 20 3 2.8 3 0.5 1 13.5 

3 75 52 30 5 2.8 5 0.5 1 13.5 

 

三、晚籼稻期货交割制度 

（一）交割方式 

根据晚籼稻现货流通特点，晚籼稻期货采用仓库标准仓单交割及厂库标准仓单

交割的交割方式。 

晚籼稻仓储和加工企业众多，设施完善，具有较好的储存和流通能力。中央及

地方储备粮库、第三方商业粮库等仓储企业都可以常年储存晚籼稻，加工企业则多

采用边收购、边加工、边向全国销售的模式。因此，晚籼稻的储存性和流通性均比

较好，非常适于仓库仓单交割和厂库仓单交割。 

（二）交割布局 

晚籼稻集中分布于湖南、湖北、四川、江西和安徽等地。其中江西、湖北、湖

南、安徽是晚籼稻调出量较大的地区，也是晚籼稻加工能力最大的地区，晚籼稻指

定交割库选择在上述主产销区，有利于晚籼稻在期、现货市场正常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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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籼稻期货交割区域布局情况 

 
 

（三）其他 

1.交割单位：20吨 

晚籼稻期货交割单位设置为 20吨，价值适中，利于提高市场流动性，促进功能

发挥。交割单位过大，将提高现货企业的参与门槛，将交割单位和交易单位保持一

致，有利于解除投资者在进入交割月前的持仓凑整顾虑。从运输角度考虑，现货市

场主要是汽运，运量占比在 80%左右，汽运单次运量为 20-40吨，交割单位能灵活匹

配现货市场的大宗贸易。  

2.仓单通用 

晚籼稻升贴水项目较少，仅包括垩白粒率。为方便买方选货、提货，提高仓库

（厂库）的存储效率及安全性，晚籼稻采用通用标准仓单。 

3.仓单有效期 

晚籼稻期货仓单有效期为一年，每年 10月 1日起注册的标准仓单，应在次年 9

月份最后一个工作日之前全部注销。 

四、晚籼稻期货风险控制管理制度 

（一）保证金制度 

品  种 一般月份 
交割月前一个月 

交割月份 
上旬 中旬 下旬 

晚籼稻 5% 5% 10% 15% 20% 

对同时满足本办法有关调整交易保证金规定的合约,其交易保证金按照规

定交易保证金比例中的较大值收取。 

（二）限仓制度 

1.期货公司会员不限仓 

2.非期货公司会员和客户限仓规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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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仓单位 

 

交易时段 

非期货公司会员及客户最大单边持仓（手） 

一般月份 20000 

交割月前一个月 

上旬 中旬 下旬 

20000 8000 3000 

交割月份 500（自然人客户限仓为 0） 

（三）涨跌停板制度 

晚籼稻期货合约每日涨跌停板幅度为前一交易日结算价的±4%。 

（四）大客户报告制度 

当非期货公司会员或者客户持有某期货合约数量达到交易所对其规定的持仓限

量 80%以上（含本数）或者交易所要求报告的，应当向交易所报告期资金、持仓等情

况。根据市场风险状况、交易所可调整持仓报告水平。 

（五）强行平仓制度 

强行平仓是指当会员、客户违反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定时，交易所对其违规持有

的相关期货合约持仓予以平仓的强制措施。 

当会员、客户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交易所有权进行强行平仓： 

1、结算准备金余额小于零并未能在规定时间内补足的； 

2、持仓量超出其限仓规定的； 

3、进入交割月份的自然人持仓； 

4、因违规受到交易所强行平仓处罚的； 

5、根据交易所的紧急措施应予强行平仓的； 

6、其他应予强行平仓的。 

（六）风险警示制度 

会员或者客户交易、持仓、资金异常，会员或客户涉嫌违规、违约，涉及投诉

等情形、交易所可以对指定的会员高管或者客户谈话提醒风险，发布风险提示函或

者要求会员或者客户报告情况，以警示和化解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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