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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摘要 

粕类观点 

■ 市场分析 

受拉尼娜气候影响，今年年初南美大豆大幅减产，南美大豆旧作库存降至低位，同时

降低了南美大豆出口能力，美豆旧作出口受益，使得 2021/22 年度南北美大豆主产国

供应紧张，促使上半年美豆及国内粕类价格大幅上涨。6 月报告奠定了新作美豆种植面

积下调基础，后期需重点关注三季度美国产区天气条件，在当前全球大豆供应紧张的

状态下，只有美豆产区实现良好的天气条件，单产创下历史新高，才能一定程度缓解

当下的紧张局面，否则新作美豆平衡表仍将维持紧平衡，后期美豆及国内粕类价格仍

然存在进一步上涨的空间。 

■ 策略 

单边谨慎看涨 

■ 风险 

宏观影响 

玉米观点 

■ 市场分析 

受俄乌冲突以及局势不断变化影响，今年上半年国内外玉米谷物市场价格大起大落。

虽然当前市场价格受地缘事件驱动，短期价格波动较大，但从长期来看，全球玉米谷

物市场供需格局仍趋紧张。在美国新作玉米产量尚存不确定性、乌克兰春耕作物面积

和产量均受到不利影响以及印度小麦产量下调的影响下，未来全球玉米谷物市场供应

端依然维持紧张状态，国内玉米及相关副产品价格易涨难跌。 

■ 策略 

单边谨慎看涨 

■ 风险 

俄乌局势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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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观点 

■ 市场分析 

随着生猪供应压力下降，二季度猪价迎来触底上涨，从供应端来看，当前终端养殖户

普遍看好后市行情，惜售情绪较为明显，大型养殖集团同样缩量出栏，现货价格快速

上涨，前期期货合约的高升水矛盾也得到解决。但伴随价格快速上涨，终端养殖利润

明显改善，补栏积极性回升，后期需要关注生猪现货价格上涨持续性。 

■ 策略 

单边中性 

■ 风险 

无 

鸡蛋观点 

■ 市场分析 

新开产蛋鸡和淘汰鸡数量均有所增加，但开产蛋鸡数量仍相对偏多，使得在产蛋鸡存

栏环比上升，供应端仍保持小幅增加态势。同时，进入夏天后，全国气温升高，部分

地区出现持续降雨，对鸡蛋存储难度加大，养殖户积极出货，终端消费需求表现一

般，在供增需减的情况下，近期蛋价将呈现震荡偏弱态势。 

■ 策略 

单边中性 

■ 风险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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粕类市场分析 

■ 价格行情 

回顾上半年行情，CBOT 美豆和国内粕类价格均出现大幅上涨，其中 CBOT 美豆主力合

约从 1300 美分附近最高涨至接近 1800 美分，最大涨幅达到约 40%。国内 DCE 豆粕主

力合约从 3100 元/吨附近最高涨至 4500 元/吨，最大涨幅达到约 45%；国内 ZCE 菜粕

主力合约从 2800 元/吨附近最高涨至 4300 元/吨，最大涨幅达到约 53%。上半年美豆及

国内粕类价格之所以出现大幅上涨，主要原因在于三方面因素的推动：首先，受拉尼

娜气候影响，今年一季度南美大豆产区经历了大范围干旱，对正处于关键生长期的南

美大豆生长造成不利影响，导致最终南美大豆大幅减产；其次，去年加拿大大平原严

重干旱，造成旧作加拿大菜籽大幅减产 35%，使得上半年国际菜籽供应持续紧张，加剧

了国内蛋白粕供应紧张状态；最后，2 月底爆发的俄乌冲突对全球主要农产品供应都产

生了较大冲击，尤其乌克兰葵粕出口量在全球出口占比中较大，发运受阻导致上半年

国内杂粕到港明显减少。 

■ 南美大豆 

受拉尼娜气候影响，今年年初南美大豆产区发生大规模干旱情况，这对正处于关键生

长期的南美大豆产量构成不利影响，USDA 预估 2021/22 年度巴西大豆产量 1.26 亿

吨，阿根廷大豆产量 4340 万吨，均较去年底的丰产预期出现明显下调。南美大豆的大

幅减产，导致旧作南美大豆库存紧张，巴西和阿根廷大豆库存均降至历史低位水平。

按照当地作物年度计算，2021/22 年度巴西大豆结转库存降至 220 万吨，阿根廷大豆

结转库存降至 480 万吨。南美大豆减产是触发 2022 年上半年美豆价格和国内粕类价格

上涨的核心驱动。 

■ 美国大豆 

由于上半年南美大豆大幅减产，导致 2021/22 年度南美大豆出口能力下降，全球主要

大豆进口需求国被迫增加自美国大豆进口采购，即美国大豆抢占了南美大豆出口市场

份额。因此，上半年 USDA 不断上调美豆旧作出口需求，当前美国农业部已经将

2021/22 年度美豆出口数据上调至 2170 百万蒲，使得美豆旧作结转库存下降至 2.05 亿

蒲，折合约 550 万吨，库存消费比下降至 4.6%。 

在 6 月底的面积报告中，美国农业部预估 2022/23 年度美豆种植面积 8830 万英亩，较

3 月报告预估的 9100 万英亩大幅下降。6 月面积报告美豆面积大幅调降的原因主要在

于，一方面今年受前期降雨过多影响，美国北部产区播种进度受到影响，整体播种进

度较慢影响到了新作美豆面积预估；另一方面，之前 3 月报告美豆面积预期过高，然

后美豆和美玉米价格比价并不支持美豆面积大幅增加，因此在 6 月报告中有一部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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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面积重新调整为转播玉米。 

不过 USDA 对 6 月面积报告也做了补充说明，由于今年北部播种进度偏慢，所以美国

农业部后期会对北部的明尼苏达州、北达科塔州和南达科塔州的种植面积进行重新调

查，更新后的数据将于 8 月 USDA 月度供需报告中进行更新。 

■ 天气影响 

由于 2021/22 年度南北美大豆结转库存均降至历史低位水平，今年三季度美国产区天

气将显得至关重要，如果一旦出现天气风险，会进一步加剧后期全球大豆供应紧张格

局。目前全球依然维持拉尼娜气候状态，此次拉尼娜已经持续了长达三年时间，对全

球很多重要农业产区的粮食生产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回测历史上北半球夏季拉尼娜年

份，我们可以观察到当年美国大豆单产水平普遍较之前的趋势单产出现下降，尤其在

1999 年和 2008 年的强拉尼娜年份，在 8-11 月 USDA 报告的单产调整中，美豆单产均

出现每月连续下调。在 1995 年、2011 年和 2012 年的中等拉尼娜年份，美豆单产较前

期预期的趋势单产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调。 

目前 USDA 预估 2022/23 年度美豆趋势单产为 51.5 蒲式耳/英亩，该单产预估已经属于

美豆历史上第二高单产，仅次于 2016 年的历史最高单产 52 蒲式耳/英亩。但如果考虑

到美豆种植面积下降的问题，如果按照 6 月报告 8830 万英亩的面积测算，美豆新作单

产需要达到 53 蒲式耳/英亩以上才能达到前期预估产量水平；如果考虑到后期北部产

区部分种植面积追回，按照 9000 万英亩测算，美豆新作单产也需要达到 52 蒲式耳/英

亩以上才能达到前期预估产量水平。因此，三季度美豆价格对产区天气变化将非常敏

感，只有良好的天气条件才能保证美豆产量达到丰产水平。 

■ 国内粕类 

进口到港方面，海关数据显示，2022 年 1-5 月大豆进口总量为 3804.79 万吨，较上年

同期累计进口总量的 3822.91 万吨，减少 18.13 万吨，同比减少 0.47%；2021/22 年度

(10-5 月)累计进口总量为 6059.35 万吨，较上年度同期累计进口总量的 6402.77，减少

343.42 万吨，同比减少 5.36%。；2022 年 1-5 月油菜籽进口总量为 58.4 万吨，较上年

同期累计进口总量的 99.7 万吨，减少 41 万吨，同比减少 41.45%；2022 年 1-5 月菜粕

进口总量为 93.5 万吨，较上年同期累计进口总量的 81.9 万吨，增加 11.5 万吨吨，同

比增加 14.09%； 

压榨方面，据 Mysteel 农产品统计数据显示，2022 年 6 月，全国油厂大豆压榨为

753.22 万吨，较上月减少 55.7 万吨，减幅 6.89%；较去年同期减少 29.82 万吨，减幅

3.81%。2022 年自然年度（始于 2022 年 1 月 1 日）全国大豆压榨量为 3988.73 万吨，

较去年同期减幅 6.43%；2021/22 年度（始于 2021 年 10 月 1 日）全国大豆压榨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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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3.26 万吨，较去年同期减少 5.18%。 

需求方面，2022 年 1—5 月，全国工业饲料总产量 11321 万吨，同比下降 3.2%。其

中，猪、蛋禽、肉禽饲料产量分别为 5086 万吨、1298 万吨、3413 万吨，同比分别下

降 5.7%、3.5%、4.8%；水产、反刍动物饲料产量分别为 794 万吨、608 万吨，同比分别

增长 24.9%、2.7%。2022 年 5 月，配合饲料和浓缩饲料中豆粕用量占比 14.0%，同比减

少 1.1 个百分点。 

库存方面，据 Mysteel 农产品统计数据显示，截止 6 月底国内油厂大豆库存为 561.21 

万吨，较 5 月底增加 74.81 万吨，同比去年减少 49.43 万吨。国内油厂豆粕库存为

111.75 万吨，同比去年减少 4.9 万吨，减幅 4.2%。截止到 6 月底，沿海地区主要油厂

菜籽库存为 15.2 万吨，菜粕库存为 6.09 万吨。 

■ 后市展望 

受拉尼娜气候影响，今年年初南美大豆大幅减产，南美大豆旧作库存降至低位，同时

降低了南美大豆出口能力，美豆旧作出口受益，使得 2021/22 年度南北美大豆主产国

供应紧张，促使上半年美豆及国内粕类价格大幅上涨。6 月报告奠定了新作美豆种植面

积下调基础，后期需重点关注三季度美国产区天气条件，在当前全球大豆供应紧张的

状态下，只有美豆产区实现良好的天气条件，单产创下历史新高，才能一定程度缓解

当下的紧张局面，否则新作美豆平衡表仍将维持紧平衡，后期美豆及国内粕类价格仍

然存在进一步上涨的空间。 

玉米市场分析 

■ 价格行情 

回顾上半年行情，国内外玉米谷物市场价格出现大起大落。在今年 1-4 月份，CBOT 美

玉米主力合约从 600 美分附近最高涨至 800 美分以上，最大涨幅达到约 33%。CBOT 美

麦主力合约从 750 美分附近最高涨至 1300 美分以上，最大涨幅达到约 80%。国内 DCE

玉米主力合约从 2700 元/吨附近最高涨至 3000 元/吨以上，最大涨幅达到约 11%；国内

DCE 玉米淀粉主力合约从 3000 元/吨附近最高涨至 3500 元/吨以上，最大涨幅达到约

16%。但在 5-6 月份，国内外玉米谷物市场价格均从高位迅速回落，目前市场价格基本

已跌回至年初水平。上半年国内外玉米谷物市场价格之所以出现如此大幅度的波动，

主要原因在于年初俄乌冲突的爆发导致的国际玉米谷物出口供应迅速收紧，以及近期

局势相对稳定后，乌克兰粮食出口边际改善所带来的出口宽松预期影响。 

■ 俄乌冲突影响 

今年 2 月底俄乌冲突突然爆发，这对全球粮食市场带来巨大影响。冲突爆发之后，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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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兰一些关键出口枢纽的基础设施受到了战火的损伤，对于乌克兰来说，40%的国内生

产总值来源于出口，这其中包括了 80 亿美元的小麦和玉米。在乌克兰 8 个主要港口

中，西南部的敖德萨、皮夫登尼、米科拉伊夫和切诺默尔斯克承载了乌克兰近 80%的粮

食出口，其中敖德萨 13%，皮夫登尼 18%，米科拉伊夫 22%，切诺默尔斯克 26%。近

期，随着俄罗斯军队撤出乌克兰蛇岛，并承诺不会阻止乌克兰出口粮食，同时土耳其

和欧盟等国也声称将协助乌克兰出口粮食，市场预期后期乌克兰粮食出口情况将有所

改善。 

■ 乌克兰春播影响 

对于乌克兰来说，其主要的春耕作物有玉米、小米、水稻、高粱、葵花、大豆和春大

麦（58%），播种时间集中在 3-5 月，而收获时间从 7 月开始会陆续持续到 10 月下旬。

而冬耕作物包括了冬大麦（42%）、小麦和菜籽，冬季播种时间为每年的 9-10 月，在次

年的 7-8 月收获。其中玉米、大麦、葵花油和葵花粕是其主要种植和出口作物，而葵

花油的出口量在世界总出口量的占比中高达 50%。根据 USDA 最新的数据，乌克兰

2021/22 年度春大麦产量为 574.2 万吨，占世界总量的 4%，出口量为 336.4 万吨，占世

界总量的 10%；玉米产量为 4190 万吨，占世界总量的 3.5%，出口量为 2750 万吨，占

世界总量的 14%；葵花油产量为 645 万吨，占世界总量的 30%，出口量为 575 万吨，占

世界总量的 47%；葵花粕产量为 619.5 万吨，占世界总量的 27%，出口量为 485 万吨，

占世界总量的 54%。 

通过华泰期货卫星遥感监测数据显示，从时间维度出发，我们量化对比乌克兰全国

2022 年春耕进度，抽取各年间 4 月 7 日同期历史卫星影像分析比对，发现 2022 年植

被指数均值为 0.175，比 2014-2021 年均值 0.211 下降 17.10%，全国范围截止 4 月 7 日

春耕进度仅相当于往年八成左右，如考虑农田杂草等因素，该值会更低。 

从空间维度出发，我们计算对比 2021 年与 2022 年乌克兰全境 EVI 指数的空间分布情

况，乌克兰农作物指标下降最多的主要有赫尔松州、扎波罗热等南部州域，与俄乌冲

突边界高度吻合，说明该区域存在大面的弃耕或晚耕现象，春耕开展状况迟缓。 

■ 印度高温影响 

今年 3 月以来，印度遭受百年未有之高温袭击，尤其北部和西北区域，创下近 122 年

来同期最高温度记录，此时正值印度冬季作物灌浆收获的关键时期，对当地农作物单

产水平构成不利影响，进而影响总体产量。 

我们从光能利用角度引入 GPP 指标对印度北部区域农作物进行监测，北部 8 个邦大面

积区域 GPP 积累量较预测值下降 10.62%，按照相关研究 GPP 与产量在 99%的置信水平

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对于产量而言整个区域大约有近一成的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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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北部高温区域主要是其小麦和大麦产区，其中小麦 5 个邦总估测产量为：

84395.47 千吨，USDA 高温前估测产量为：96435.68 千吨。依据区域小麦产量占比

88%估算，假设其余区域保持稳定，全国总产量为：95903.94 千吨，小麦减产幅度为

12.48%。但南部小麦产区如按照高温前长势，则会有一定比例增产，所以总体减产量大

概率会小幅低于该比例。大麦两个主产区总产量为：1321.71 千吨，USDA 高温前预估

区域产量为：1424.16 千吨，按照产区所占比例 86%预测全国产量为：1536.88 千吨，

总体减产幅度为 7.19%。 

■ 国内玉米谷物 

进口方面，据海关数据统计，2022 年 1-5 月份国内累计进口玉米 1139 万吨，与去

年同期相比下降 2.90%。。20221-5 月，中国高粱进口总量为 508.19 万吨，同比增长 

37.76%。2022 年 1-5 月份国内累计进口大麦 332.97 万吨，同比减少 28.39%。 

深加工方面，据 Mysteel 农产品统计数据显示，2022 年 6 月，全国 69 家玉米淀粉生产

企业总产量为 127.57 万吨，环比 5 月下降 1.72 万吨，降幅 1.3%。6 月份玉米淀粉

行业开工率为 58.15%，环比下降 0.78%。截止 6 月底，吉林玉米淀粉对冲副产品利润

为 107 元/吨；山东玉米淀粉对冲副产品利润为 40 元/吨。 

饲料需求方面，2022 年 1—5 月，全国工业饲料总产量 11321 万吨，同比下降 3.2%。

其中，猪、蛋禽、肉禽饲料产量分别为 5086 万吨、1298 万吨、3413 万吨，同比分别

下降 5.7%、3.5%、4.8%；水产、反刍动物饲料产量分别为 794 万吨、608 万吨，同比分

别增长 24.9%、2.7%。2022 年 5 月，饲料企业生产的配合饲料中玉米用量占比为

36.3%，同比减少 4.5 个百分点。 

库存方面，据 Mysteel 农产品统计数据显示，截止 6 月底，北方四港库存在 360 万吨

左右，正常情况下，目前平均每个月下海量 140 万吨，港口库存量能够维持两个半

月。南方港口谷物库存在 250 万左右，按平均 30 万吨/周的走货速度，仍然够珠三角

周边饲料养殖企业使用两个月左右。国内 96 家深加工企业玉米库存总量 447.3 万

吨，环比上月下降 100 万吨。 

■ 后市展望 

受俄乌冲突以及局势不断变化影响，今年上半年国内外玉米谷物市场价格大起大落。

虽然当前市场价格受地缘事件驱动，短期价格波动较大，但从长期来看，全球玉米谷

物市场供需格局仍趋紧张。在美国新作玉米产量尚存不确定性、乌克兰春耕作物面积

和产量均受到不利影响以及印度小麦产量下调的影响下，未来全球玉米谷物市场供应

端依然维持紧张状态，国内玉米及相关副产品价格易涨难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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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市场分析 

■ 价格行情 

回顾上半年行情，国内生猪价格呈现触底上涨趋势。在今年 1-3 月份，生猪价格整体

处于底部震荡阶段，DCE 生猪期货主力合约价格在 13000-15000 元/吨之间震荡。在

4-6 月份，生猪价格开启上涨趋势，DCE 生猪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突破 15000 元/吨，上

涨至 21000 元/吨，最大涨幅达到 40%。上半年生猪价格之所以出现触底反弹，主要原

因在于过去一年随着生猪价格一路下跌，终端养殖利润持续恶化，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下游养殖户逐步降低能繁母猪存栏，导致从今年二季度开始商品猪供应下降，生猪价

格触底反弹。 

■ 生猪供需 

能繁母猪方面，据 Mysteel 农产品统计数据显示，5 月能繁母猪存栏量为 462.91 万

头，环比增加 1.83%，同比减少 12.87%。受猪价上涨，养殖利润改善提振，5 月能繁母

猪存栏量开始转正，养殖场产能去化进程结束，迎来新一轮补栏周期。一方面，随着

养殖利润改善，下游养殖户母猪淘汰步伐放缓，规模场后备母猪转能繁数量明显多于

母猪淘汰量，而部分散养户存在三元留母及补栏、扩栏现象；另一方面，市场普遍对

后市行情看好，终端配种、补栏量均有所增加，预计三季度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继续

增加。 

商品猪方面，据 Mysteel 农产品统计数据显示，5 月商品猪存栏量 2836.41 万头，环比

增加 0.53%，同比增加 4.47%。，5 月商品猪出栏量为 685.63 万头，环比减少 0.71%，

同比增加 18.81%。二季度国内商品猪出栏供应减少，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去年下半年

开始能繁母猪去化结果开始显现，市场猪源减少；另一方面在于前期养殖利润较差，

终端补栏积极性差以及近期价格上涨后，下游开始出现压栏现象。 

屠宰方面，据 Mysteel 农产品统计数据显示，6 月份屠企月均开工率 24.70%，环比上

涨 0.07 个百分点。6 月份重点屠宰企业鲜销率 89.13%，环比上涨 0.23 个百分点。6 

月份重点屠宰企业冻品库容率月均在 23.34%，环比上涨 0.75 个百分点。 

■ 后市展望 

随着生猪供应压力下降，二季度猪价迎来触底上涨，从供应端来看，当前终端养殖户

普遍看好后市行情，惜售情绪较为明显，大型养殖集团同样缩量出栏，现货价格快速

上涨，前期期货合约的高升水矛盾也得到解决。但伴随价格快速上涨，终端养殖利润

明显改善，补栏积极性回升，后期需要关注生猪现货价格上涨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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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市场分析 

■ 价格行情 

回顾上半年行情，国内鸡蛋价格呈现先涨后跌的走势。在今年 1-4 月份，鸡蛋价格整

体震荡上行，DCE 鸡蛋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从 4000 元/500 公斤最高上涨至 4900 元/500

公斤附近，最大涨幅达到约 22%。在 5-6 月份，鸡蛋价格有所回落，DCE 鸡蛋期货主

力合约价格从 4900 元/500 公斤跌至 4500 元/500 公斤附近，跌幅达到约 8%。 

■ 鸡蛋供需 

在产蛋鸡方面，据 Mysteel 农产品统计数据显示，6 月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约为 11.26 

亿只，环比增幅 0.27%，同比跌幅 0.53%。当前新开产蛋鸡数量主要由年初补栏决定，

由于年初市场对今年鸡蛋价格行情普遍看好，1-2 月份养殖户补栏积极性较高，尤其 2

月份，虽然叠加春节假期因素，但下游终端补栏量却出现反季节性增加。目前来看，

新开产蛋鸡数量仍多于老鸡淘汰量，使得在产蛋鸡存栏量环比小幅增加。 

淘汰鸡方面，据 Mysteel 农产品统计数据显示，6 月全国淘汰鸡总出栏量 218.87 万

只，环比涨幅 3.07%。淘汰日龄增加，6 月平均淘汰日龄 523 天，环比减少 3 天。月内

平均日龄最高 570 天，最低 460 天。受二季度蛋价下跌影响，养殖户情绪转弱，顺势

出栏适龄老鸡。 

需求方面，6 月北京市场到货 477 车，较上月到车量减少 15 车，降幅 3.05%。因终端

市场需求不理想，贸易商拿货积极性下降，到车量有所减少，日均到车量基本维持在 

16 车左右。6 月广东市场到货 1589 车，较上月到车量减少 113 车，降幅 6.64%。南方

销区贸易商利润不佳，拿货积极性同样下降，叠加近期持续降雨影响，鸡蛋质量问题

增加，库存压力较大，整体到车量有所下降，日均到车量在 53 车左右。 

库存方面，据 Mysteel 农产品统计数据显示，截止 6 月底，生产环节库存为 1.26 天，

环比下降 10.00%；流通环节库存为 1.22 天，环比增加 9.91%。随着近期气温升高，降

雨增加，鸡蛋存储难度加大，养殖户积极出货，因此生产环节库存有所下降。但终端

消费欠佳，走货放慢，流通环节库存累积。 

■ 后市展望 

新开产蛋鸡和淘汰鸡数量均有所增加，但开产蛋鸡数量仍相对偏多，使得在产蛋鸡存

栏环比上升，供应端仍保持小幅增加态势。同时，进入夏天后，全国气温升高，部分

地区出现持续降雨，对鸡蛋存储难度加大，养殖户积极出货，终端消费需求表现一

般，在供增需减的情况下，近期蛋价将呈现震荡偏弱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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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球大豆库销比丨单位：%  图 2: 全球菜籽库销比丨单位：% 

 

 

 

数据来源：USDA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USDA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3: 进口大豆库存丨单位：万吨  图 4: 豆粕库存丨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中国粮油商务网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中国粮油商务网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5: 美国玉米平衡表丨单位：千吨  图 6: 中国玉米平衡表丨单位：千吨 

 

 

 

数据来源：USDA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USDA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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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能繁母猪存栏量丨单位：万头  图 8: 生猪存栏量丨单位：万头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9: 猪肉进口量丨单位：公斤  图 10: 规模以上企业生猪屠宰量丨单位：万头 

 

 

 

数据来源：国家海关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商务部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11: 生猪养殖利润丨单位：元/头  图 12: 猪粮比与猪料比丨单位：% 

 

 

 

数据来源：博亚和讯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博亚和讯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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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在产蛋鸡存栏丨单位：亿只  图 14: 样本企业鸡苗销量丨单位：万只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15: 主销区鸡蛋月度销量丨单位：万吨  图 16: 蛋鸡养殖利润丨单位：元/只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博亚和讯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17: 鸡蛋生产环节库存丨单位：天  图 18: 鸡蛋流通环节库存丨单位：天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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