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商品交易所 

郑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郑商所）成立于 1990 年 10 月 12 日，是我国第

一家期货市场试点单位，由远期现货交易起步，于 1993年 5月 28日推出标准化

期货合约交易，1998 年 8 月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三家期货交易所之一，归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垂直领导。郑商所是为期货合约集中竞价交易提供场所、设

施及相关服务，履行《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和《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规定的职

能，按照章程和交易规则实行自律管理的法人。 

上市品种 

目前，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郑商所上市交易的期货合约有小麦

（优质强筋小麦 普通小麦）、棉花、白糖、精对苯二甲酸（PTA）、菜籽油、早籼

稻、甲醇等。 

期货市场及功能 

期货市场是进行标准化合约买卖的市场。期货市场一般由期货交易所、期货

经纪公司和期货交易者三部分组成。 

基本功能：发现价格、规避风险、风险投资、资源配置 

早籼稻期货合约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批准，2009年4月20日早籼稻期货合约在郑商所上市

交易（根据郑商发[2012]122号《关于公布菜油、早籼稻、强麦期货合约  
和相关业务细则的通知》，新修订的早籼稻合约及有关规定见附件）。 
交易品种 早籼稻 

交易单位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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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及《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交易风险控

制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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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约交割月份的倒数第七个交易日 

交割日期 合约交割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至倒数第五个交易日 

交割品级 基准交割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稻谷》

（GB1350-1999）三等及以上等级质量指标及《郑州商品交易

所期货交割细则》规定的早籼稻。替代品及升贴水见《郑州

商品交易所期货交割细则》。 

交割地点 交易所指定交割仓库 

最低交易保证金 合约价值的5% 

最高交易手续费 2元/手（含风险准备金） 

交割方式 实物交割 

交易代码 ER 



 

上市交易所 郑州商品交易所 

早籼稻期货交割质量标准 
等级 出糙率 整精米率 杂质 水分 黄粒米 谷外糙米 互混 

3 ≥75.0 ≥44.0 ≤1.0 ≤13.5 ≤1.0 ≤2.0 ≤5.0 

替代品及升贴水： 

早籼稻入库时，水分≤13.5%的，足量入库。13.5%<水分≤14.5%的，以13.5%为

基准，水分每超0.1%，扣量0.2%（仅适用于江西、湖南、湖北等主产区）。早籼稻

出库时，水分<13.5%的，水分减量部分由提货人承担。水分>13.5%的，以13.5%为基

准，水分每超0.1%，补量0.1%，由交割仓库承担（仅适用于江西、湖南、湖北等主

产区）。早籼稻杂质超过1.0%但不超过1.5%的，扣量0.5%。 

入库早籼稻的脂肪酸值不得超过以下规定：本生产年度产早籼稻脂肪酸值不得高

于21mg/100g（干基），高于21mg/100g（干基）的，视为非本生产年度产早籼稻。

非本生产年度产早籼稻脂肪酸值不得高于25mg/100g（干基）。 

本生产年度产早籼稻入库时，黄粒米不得超过0.5％；非本生产年度产早籼稻

入库时，黄粒米不得超过0.7％。出库早籼稻的黄粒米不得超过1.0％。 

早籼稻仓单有效期 

N年8月1日起注册的标准仓单，有效期至N+1年7月份最后一个工作日（含该日）。

到期注销的上生产年度产量早籼稻标准仓单，经检验符合交割有关规定的，可以重

新申请注册。到期注销的非上生产年度产早籼稻标准仓单，不允许注册。 
早籼稻期货指定交割仓库 

仓库 
编号 

仓库 
名称 

地址 铁路站 码头 

0701 江西中储粮万年直属库 江西万年县城六零南

大道 82 号 
万年站(江西中储粮万年

直属库铁路专用线) 
无 

0702 湖南金霞粮食产业有限公

司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

金霞路二段 289 号 
长沙北站 长沙新港 

0703 湖南金健粮油实业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常德市德山开

发区崇德路 
常德德山站 常德港德山码

头 
0704 湖南永州下河国家粮食储

备库 
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

区零陵路 411 号 
永州东站 无 

0705 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城陵矶

港口库 
湖南岳阳城陵矶桂花

园路 1 号 
城陵矶站 城陵矶港口库

码头 
0706 江西樟树国家粮食储备库 江西樟树市药都北大

道 15 号 
樟树站 樟树港四码头 

0707 江西省温圳粮库 江西省进贤县温圳镇

城北大道 169 号 
南昌铁路局温家圳站（温

圳粮库粮专线） 
无 

0708 九江市粮油总公司储备仓

库 
江西省九江市滨江路

577 号五丰大厦 9 楼 
九江北站 九江乌石矶粮

食专用码头 
0709 浙江嘉善银粮国家粮食储

备库 
浙江省嘉善县开源路

298 号 
嘉善（粮食专用线 嘉善银粮库码

头 
0711 江西中储粮吉安直属库 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

学苑路 19 号 
吉安火车站 无 

0712 湖南益阳粒粒晶粮食购销

公司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

兰溪镇 
益阳东站、中储粮益阳直

属库铁路专用线 
益阳水运码头 

0713 湖南赤山国家粮食储备库 湖南省沅江市南嘴镇

沅南路 8 号 
益阳（中储粮益阳直属库

专用线） 
沅江市南嘴镇

陈家塘村赤山

粮库码头 
0714 万福生科（湖南）农业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桃源县陬市镇

桂花路 1 号 
常德德山站  



 

 

0715 广西宾阳黎塘镇国家粮食

储备库 
广西宾阳县黎塘镇永

安东路 228 号 
黎塘面粉厂铁路专用线  

0716 中央储备粮南昌直属库 江西省南昌市庐山中

大道 911 号支路 
南昌北  

0717 江西省粮油集团新干购销

有限公司 
江西省新干县城南工

业园 
新干站  

0718 湖南衡阳三塘国家粮食储备

库 

湖南省衡南县三塘镇

环城南路 65 号 

三塘粮库铁路专用线 无 

0719 株洲渌口国家粮食储备库 湖南省株洲县渌口镇

菜码头 86 号 

无 渌口镇菜码头 

0424 武汉市大花岭粮食储备库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

大桥街环岭路 18 号 
大花岭 无 

 
 
 

早籼稻期货主要制度介绍 

（1）保证金制度 

分类 一般月份 交割月前一个月 交割月 

期货合约保证金

收取条件 
按合约月份双边持仓总量（N，万手） 

上旬 中旬 下旬   
N≤30 30＜N≤40 40＜N≤50 N＞50 

保证金收取比例 5% 7% 10% 12% 8% 15% 25% 30% 

 
（2）限仓制度 

限仓是指交易所规定会员或者客户按单边计算的、可以持有早籼稻某一期

货合约投机持仓的最大数量。 

项目 期货公司会员 非期货公司会员 客户 

一般月份 

单边持仓 20

万手以上 
≤ 15％ ≤ 10％ ≤ 5％ 

单边持仓 20

万手以下 
30000 20000 10000 

交割月前

一个月 

上旬 18000 4800 2400 

中旬 10000 3600 1800 

下旬 6000 2400 1000 

交割月 3000 1000 500 

（3）涨跌停板制度 

涨跌停板是指期货合约允许的每日交易价格最大的波动幅度，超过该涨跌幅

度的报价将视为无效，不能成交。早籼稻期货合约每日价格波动限制为不超过上

一交易日结算价±3％。 

（4）实物交割制度 

 早籼稻期货交割实行三日交割法，即配对日、通知日和交割日。自进入



 

交割月第一个交易日起至最后交易日的前一交易日，持有交割月合约的买方会员

和持有交割月合约、标准仓单的卖方会员均可在每个交易日下午2时30分之前的

交易时间内，通过会员服务系统提出交割申请。买方会员在会员服务系统响应卖

方会员的交割申请；未得到买方会员响应的，卖方会员可于申请当日下午2时30

分之前撤销交割申请，没有撤销的，由计算机系统判为作废；买方会员响应的，

即视为确认，买卖双方不得撤销。申请当日闭市后，交易所按买卖双方项对应的

持仓量、买卖双方确认申请数量和卖方持有标准仓单量，取最小数进行配对。最

后交易日闭市后，未平仓合约由计算机按数量取整、最少配对数原则予以配对。 

 期货转现货。期货合约自上市之日起至该合约最后交易日期间，均可进

行期转现。持有同一交割月份合约的买卖双方达成协议后，在每个交易日的下午

2时30分之前向交易所提交期转现申请。交易所批准后，期转现的买卖双方持有

的期货持仓，由交易所在审批日的下午闭市之后，按买卖双方达成的平仓价格平

仓。买卖双方达成的平仓价格应当在审批日合约价格限制的范围内。 

（5）质量检验制度 

    入库早籼稻的质量检验由交易所指定的交割仓库负责。交割仓库可全部或部

分委托指定质检机构进行检验，检验费用由交割仓库承担。交易所有权对交割入

库的早籼稻进行抽样检验。 

（6）其他制度 

早籼稻期货还实行大户报告制度、强行平仓制度、风险警示制度等。 

 

早籼稻基本知识 

早籼稻是生长期较短、收获期较早的籼稻谷，一般米粒腹白较大，角质粒较

少，米质疏松。由于耐贮藏，早籼稻是各级储备粮的首选品种。早籼稻用途广泛，

既可食用，也可饲用，还是米粉、酒精、味精、医药等的主要加工原料。早籼米

消费市场大，农民、部分低收入的城镇居民和打工者以食用早籼米为主，饲料用

粮、工业用粮对早籼稻的需求量也较大。由于早籼稻是当年种植、当年收获的第

一季主要粮食作物，因此早籼稻已经成为国家政策是否扶持粮食生产、农民种粮

积极性高低的试金石。 

 

中国早籼稻种植及贸易流向 

早籼稻种植地区分布在湖南、江西、广西、广东、湖北、安徽、福建、浙江、

海南、云南、四川、贵州、重庆等13个省、自治区，湖南、江西、广西、广东、

湖北、安徽、福建、浙江是全国早籼稻的主产省份，其中湖南、江西、广西、广

东是全国早籼稻种植面积最大的四个省（区），产量都在500万吨以上，播种面

积占全国的80％，加上湖北和安徽，六省播种面积和产量占全国90%左右。 

 

2001-2011年我国早籼稻播种面积和产量   （单位：千公顷， 万吨） 

年份 播种面积 占稻谷比例 产量 占稻谷比例 

2001 6,388.32 22.20% 3,400.26 19.10% 

2002 5,872.70 20.80% 3,028.90 17.30% 

2003 5,590.30 21.10% 2,948.40 18.30% 

2004 5,947.00 21.00% 3,221.60 18.00% 

2005 6,027.90 20.90% 3,187.40 17.60% 

2006 5,990.00 20.40% 3,186.80 17.50% 



 

2007 5,742.00 19.90% 3,152.00 17.10% 

2008 5,820.00 19.93% 3,158.00 16.71% 

2009 5870.00 19.81% 3327.00 17.05% 

2010 5796.00 19.40% 3133.00 16.00% 

2011 5751.00 19.17% 3276.00 16.44% 

资料来源：2001—2007 年数据来源于农业部，2008、2009、2010和 2011年数据来源于国家

粮油信息中心，其中 2010和 2011 年数据为预测数据。 

 

2001-2011年我国早籼稻产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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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01—2007年数据来源于农业部，2008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2008-2011年主产省早籼稻产量图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万吨

2008

2009

2010

2011

 
资料来源：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早籼稻贸易流向图 



 

 
世界稻谷生产、消费和贸易 

稻谷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粮食作物。据美国农业部报告显示，2009/2010年
度全球稻谷产量为4.43亿吨，估计2010/2011年度全球产量为4.5亿吨，预

计2011/2012年度全球产量为4.65亿吨。 
     

2009/2010—2011/2012 年度全球稻谷产量       (单位：百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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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世界稻谷消费逐年增加。据美国农业部报告显示，2009/2010

年度全球稻谷消费量为4.4亿吨，估计2010/2011年度全球消费量为4.46亿

吨，预计2011/2012年度全球消费量为4.63亿吨。 

5%。 

 

2009/2010—2011/2012 年度全球稻谷消费量  (单位：百万吨) 
世界稻谷的主要消费地区也集中在亚洲，据美国农业部统计，近年来世界稻

谷消费量排名前五位的国家分别是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和菲律宾。除

泰国以外，世界稻谷消费国的排名与生产国的排名基本一致，目前泰国是

世界稻谷的最大出口国。 

世界稻谷的出口国主要是泰国、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美国、中国和埃及，

这七个国家的稻谷出口量占世界出口量98%左右。泰国是世界最大的稻谷出口国，

其年出口量占世界出口量的35%左右。世界稻谷进口主要集中在中东、菲律宾、

尼日利亚、欧盟、印度尼西亚和巴西等国家和地区，其稻谷进口量占世界进口量

的90%左右。 

 



 

 
               

2010/2011年度世界十大大米生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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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USDA 
            
2010/2011年度世界十大大米消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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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早籼稻期货价格的主要因素 

1、供给和需求 

2、产业政策 

3、收购市场竞争 

4、与其他大宗农产品的比价关系 

5、成本和收益比较 

6、运输等流通环节成本 

7、天气、自然灾害和心理  

8、国际市场价格 

 

早籼稻期货的投资价值 

1、产业链条长，题材丰富。早籼稻关联产业多，涉及农业生产、粮食经营、

粮食加工、饲料加工、医药等行业，生产、流通和消费涉及的因素多，每一个因

素发生变化，都会在早籼稻的价格上有所反映，作为期货品种，其市场题材非常

丰富。 
2、价格波动频繁，市场博弈机会多。受多种因素影响，我国早籼稻供需格

局变化较大，早籼稻市场极易出现频繁和较大幅度的波动，蕴藏着较多的投资机

会。早籼稻价格具有较明显的季节性特征，不仅有助于套期保值者合理确定套保

头寸建仓的价位和时机，而且对投机客户进行跨年度合约套利也大有裨益。  

3、早籼稻期货增加了农产品期货品种之间的套利投资机会。最典型的是早

籼稻与小麦、玉米之间的套利。作为饲料原料的主要来源，早籼稻、小麦和玉米

有着相互的替代和竞争关系，以及比较稳定的比价关系。早籼稻与小麦二者间的

套利操作具有天然的优势，两者同在郑州商品交易所，两个品种的合约设计又非

常适合套利交易，如二者交易单位相同，最小变动价位相同，合约月份相同，交

易时间相同，交割方式相同等。 
 



 

 

早籼稻期货的功能和作用 

1、有利于早籼稻生产者、贸易商和加工企业套期保值，锁定成本和利润，

转移和分散经营风险，实现期现两条腿走路，促进我国早籼稻产业的发展。 

2、有利于农民增收，为农民产前、产中和产后提高权威性和预期性的价格

信息，提高订单履约率，推动早籼稻产业化经营，切实增加农民收入。 

3、可以服务于国家粮食宏观调控。早籼稻期货可以为国家粮食宏观调控决

策提供参考，其供求状况及价格趋势是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早籼稻期货增加了政府宏观调控市场的手段，政府可以将早籼稻期货与国家粮食

最低收购价政策相结合，形成双重调控机制，确保早籼稻市场价格稳定；政府还

可以根据期货价格，选择合适时机，轮出最低收购价早籼稻，实现早籼稻供需长

期平衡。 

国内籼稻价格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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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路透社 

 

国际籼稻期货交易情况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1986年推出了籼稻谷(Long Grain Rough Rice)
期货交易。从交易量来看，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籼稻谷期货期权交易相对活跃。

1994年后交易量逐渐放大，2007年突破35.8905万手，2008年成交近36.2565
万手，2011年成交量达到了55.5854万手

CBOT籼稻成历年成交量（200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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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OT籼稻期货价格近月合约10年价格走势图 



 

CBOT籼稻近月收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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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新修订的早籼稻合约及有关规定 

一、修改后，早籼稻期货合约交易代码由ER改为RI，早籼稻新合约自2013

年7月合约开始实行，即自RI307合约开始执行新的早籼稻期货合约和新修改的业

务细则，新旧合约和细则修改详细见郑商发[2012]122号《关于公布菜油、早籼

稻、强麦期货合约和相关业务细则的通知》、说明稿见郑州商品交易所网站-上

市品种-相关品种栏目，网站地址：www.czce.com.cn。 
二、早籼稻期货合约文本 

交易品种  早籼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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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期货交易风险控制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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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准交割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标准 稻谷》（GB1350-2009）三等及以上

等级质量指标及《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交

割细则》规定的早籼稻谷  

替代品及升贴水见《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

交割细则》  

交割地点  交易所指定交割仓库  

交割方式  实物交割  

交易代码  RI  

上市交易所  郑州商品交易所  



 

三、关于保证金和持仓规定。 

（1）保证金制度 

分类 一般月份 交割月前一个月 交割月 

期货合约保证金收取条件  上旬 中旬 下旬   

保证金收取比例 5% 5% 15% 25% 30% 

（2）限仓制度 

期货合约的限仓数量按照该期货合约上市交易的“一般月份”、“交割月前

一个月份”、“交割月份”三个期间的不同，分别适用不同的限仓标准。 

品种 

 

某一期货合约市场单边

持仓量（N） 

期货公司该合约单边总持仓比

例（M）  

早籼稻 N≥10万手  M<25％  

N<10万手  不限仓  

一般月份非期货公司会员和客户持仓规定如下： 

品种 一般月份非期货公司会员和客户最大单边持仓 

（含跨期套利持仓）（手） 

早籼稻 7500 

交割月前一个月非期货公司会员和客户限仓（含跨期套利持仓）如下表： 

品种 非期货公司会员和客户持仓（手） 

 上旬 中旬 下旬 

早籼稻 2000 1600 800 

交割月份持仓规定如下： 

品种 交割月份非期货公司会员和客户最大单边持仓 

（含跨期套利持仓）（手）（自然人客户限仓为 0） 

早籼稻 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