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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市现实与预期差异大 各合约走势分化延续 

——2021 年上半年红枣市场行情回顾和下半年展望 

摘要： 

2021年上半年红枣价格整体上呈现先扬后抑的价格走势。2020年

因种植收益较差，部分枣农存在改种现象，以及因主产区喀什地区疫

情防控政策导致红枣田间管理较差，2020/21年度红枣小幅减产，产业

链中下游在红枣收获期采购较为积极，导致前期市场看涨氛围较为浓

厚，价格呈现震荡上涨态势。2021年 1月 8日沧州市场因疫情防控政

策关停，终端直接去新疆产地买货现象增多，产销区价格出现倒挂。

年后 2月 20日沧州市场解封后贸易商再次集中备货助推红枣期、现货

价格同步大幅上涨，整体上加工企业和贸易商备货数量较多。但是 3

月中旬开始，红枣步入季节性消费淡季后市场发现下游走货不畅，长

期受疫情影响后民众减少对非必须品红枣的购买，端午节备货期最大

销区交易市场如意坊市场关停也对红枣消费产生利空影响，且民众出

现消费降级，价格低品质差的三四级红枣走货相对较好，但是期货交

割品对应的好货红枣滞销，企业库存压力较大。为规避积压库存的价

格风险，红枣企业积极参与仓单生成与套保，仓单数量同比去年增幅

近两倍，导致盘面套保压力较大，2021年 4-6月红枣期货呈现大幅震

荡走弱的格局。 

红枣目前处于一个弱现实强预期的状态之中，对于 2109合约来讲

面对的是旧作，7-8月是红枣消费传统淡季，在结转库存偏高的背景下

终端企业随用随采为主，消费端难以看到破局点，预计仍将延续供过

于求的状态。且 2109合约仓单压力较大，目前已有仓单对应 8600吨

现货，根据郑商所规则，已有仓单在 9月底前需交割或注销掉，在产

区天气不出问题的前提下，2109合约压力预计仍旧较大，建议以逢高

卖保或空单为主，上方压力位 9000元一线，下方目标位置 8000元一

线。2201合约对应的是新季红枣，2021年新疆部分红枣非优势产区，

如阿克苏、阿拉尔部分区域红枣弃种、改种现象有进一步增加。据新

疆农业产业化办数据，2021年阿克苏地区红枣面积由去年的 40万亩大

幅减少至今年的 30万亩。阿拉尔兵团第一师红枣面积近两年整体呈下

降态势，由前些年的 67万亩降低至今年的 50万亩左右，新季红枣有

减产预期。托市收购政策大概率延续将为新季红枣价格提供支撑。需

求方面，红枣粗加工和深加工产品研制和推广或将成为未来红枣消费

的潜在增量；在国内疫苗已普遍接种的背景下，疫情对红枣消费产生

的负面影响将逐步减弱，根据供需平衡表的预估，新季红枣库存消费

比或将止升转降，远期合约不宜过分看空，如 2201合约回调至

9000-9500附近，可考虑入场尝试多单或买保。 

风险点：产区天气、疫情防控政策、托市收购政策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方正中期官方微信 

研
究
报
告
全
部
内
容
不
代
表
协
会
观
点
，
 

仅
供
交
流
使
用
，
不
构
成
任
何
投
资
建
议



 

 

请务必阅读最后重要事项 第 2 页 

 

目录 

第一部分 行情走势回顾 ............................................................................................ 3 

一、现货行情总结 ........................................................................................................................ 3 

二、期货行情总结 ........................................................................................................................ 5 

第二部分 生产供应及进出口情况 ............................................................................ 7 

一、生产情况分析 ........................................................................................................................ 8 

二、进出口情况分析 .................................................................................................................. 11 

第三部分 加工及消费需求方面 .............................................................................. 14 

第四部分 政策对红枣影响分析 .............................................................................. 19 

第五部分 供需平衡表预测及解读 .......................................................................... 20 

第六部分 季节性走势与技术走势分析 .................................................................. 21 

一、季节性走势分析 .................................................................................................................. 21 

二、红枣价差走势分析 .............................................................................................................. 23 

三、红枣期价走势技术分析 ...................................................................................................... 23 

第七部分 总结与今年下半年操作策略 .................................................................. 24 

第八部分 相关股票价格及涨跌幅统计表 .............................................................. 26 

 

  

研
究
报
告
全
部
内
容
不
代
表
协
会
观
点
，
 

仅
供
交
流
使
用
，
不
构
成
任
何
投
资
建
议



 

 

请务必阅读最后重要事项 第 3 页 

第一部分 行情走势回顾 

枣树兼具经济价值和环保价值，据新疆农牧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数据显示，2009 年-2011 年红

枣收购价格高达 32-41 元/公斤，高额的种植收益和国家的大力扶持使得新疆红枣面积快速增长，枣树

也普遍进入盛果期初期。但红枣供应持续增长之后，价格也不断下滑，2015-2020 年红枣收购价格跌至

4-6 元/公斤，近两年红枣虽有改种和弃种现象，但同时国内疫情的复发严重影响了红枣的消费，消费

减幅大于产量减幅，导致我国红枣仍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红枣期货指数走势在上市的两年来整体震

荡走弱，并在近期创出新低。 

2021 年上半年红枣价格整体上呈现先扬后抑的价格走势。2020 年因种植收益较差，部分枣农存在

改种现象，以及因主产区喀什地区红枣田间管理不佳，2020/21 年度红枣小幅减产，产业链中下游在红

枣收获期采购较为积极，导致前期市场看涨氛围较为浓厚，价格呈现震荡上涨态势。2021 年 1 月 8 日

沧州市场因疫情防控政策关停，终端直接去新疆产地买货现象增多，产销区价格出现倒挂。年后 2 月

20 日沧州市场解封后贸易商再次集中备货助推红枣期、现货价格同步大幅上涨，整体上加工企业和贸

易商备货数量较多。但是 3 月中旬开始，红枣步入季节性消费淡季后市场发现下游走货不畅，长期受

疫情影响后民众减少对非必须品红枣的购买，端午节备货期最大销区交易市场如意坊市场关停也对红

枣消费产生利空影响，且民众出现消费降级，价格低品质差的三四级红枣走货相对较好，但是期货交

割品对应的好货红枣滞销，企业库存压力较大。为规避积压库存的价格风险，红枣企业积极参与仓单

生成与套保，仓单数量同比去年增幅近两倍，导致盘面套保压力较大，2021 年 4-6 月红枣期货呈现大

幅震荡走弱的格局。 

一、现货行情总结 

年前年后是红枣的需求旺季，1 月份由于春节的临近，食品加工、礼品类等需求增多，市

场对红枣需求量较好，对红枣现货价格支撑较强。但 1 月份受河北新冠疫情影响，全国最大红

枣集散地沧州市场暂时关停，大多数贸易商转为线上销售，下游客商为规避风险，囤货减少，

多是随买随拿，甚至出现部分贸易商根据客户订单找货的现象，导致下游各贸易商手中待售货

源并不充裕。此事件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是线上销售以老客户为主，错失了部分新客户，导致

走货速度不及往年同期，红枣错失了部分旺季消费量。二是终端和部分贸易商转为去新疆产地

直采，产地红枣消耗进度较快，销区库存出现积累，产销区红枣价格出现倒挂。2 月份春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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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红枣购销有所好转，节后全国疫情控制情况较好，沧州市场逐步恢复交易，部分下游贸易商

担心后期市场供应不足，而自己手中又没有一定的存货，下游客商采购积极性有所增加，从而

带动其它批发市场交易氛围好转，走货见快。 

图1: 销区红枣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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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枣网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3月各产地红枣小批量走货正常，交易尚可，一方面产区余货不多，销售压力不大。另一

方面余货质量较好，认可度高，刚需买家补货较积极。目前来看，产区余货不多，少数有实力

商家和加工厂有批量货源，质量尚可，要价坚持，行情好于市场。市场集中交易减少，销量一

般。但 3月最后一周至 5月中旬红枣价格小幅走弱，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随着天气转暖，

红枣需要存入冷库，由于存储成本和资金压力，部分贸易商会进行甩卖。二是天气转暖后红枣

消费预期转淡，时令水果增多挤占部分红枣消费。 

5月下旬起端午节备货来临，贸易商普遍反映市场走货情况有所好转。但 5月底广东省疫

情的反复再次对红枣消费产生了打击。广州市如意坊红枣交易市场是全国最大的灰枣交易市场，

受当地疫情防控政策影响，2021年 5月 29日-6月 30日关停。如意坊市场关停后，交易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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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周边冷库稍有走货，但整体红枣端午节走货速度明显受到抑制，库存去化速度受到影响，使

销售压力后移，价格显现疲软。 

图2: 产区红枣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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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枣网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二、期货行情总结 

今年上半年红枣期货呈现先扬后抑的走势。红枣年前年后为消费旺季，食品加工、礼品类

等需求增多，现货市场交易氛围较好带领红枣期价震荡走强，沧州市场解封后农历正月初十开

始部分客商集中补货，由于 20/21年度红枣小幅减产，部分客商甚至怀疑后期有缺货预期，看

涨情绪浓厚，刺激期货价格短期大幅上涨，在 2月 26日最高上涨至 11005。但红枣价格在三

月的上旬和中旬价格持续走弱，主要是随着产业对于红枣期货交割流程的熟悉与接受，期末盘

面高升水现货吸引大量仓单进行注册，注册仓单同比增幅明显，盘面套保压力较大，红枣价格

快速回调至 10100-10300区间内。 

4月份起天气逐渐变暖，红枣需要存入冷库，由于存储成本和资金压力，部分贸易商会将

差货进行甩卖，阶段性供给压力较大；且天气转暖后时令水果开始上市，红枣消费步入季节性

淡季，市场看空情绪明显增加。在 05合约交割前一周，多头接货意愿明显偏弱，多头集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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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离场导致期价快速下行。且根据郑商所规则 N年 11月 1日起接受红枣标淮仓单注册，仓单

有效期至 N+1年 9月份最后一个工作日（含该日）。生产日期在 11月 1日之前的红枣不得在

当年 11月 1日（含该日）之后注册。因此目前已有和未来将注册的仓单必须在 9月底前进行

交割或者注销掉，市场普遍预期 9月合约仓单套保压力将远大于 5月合约。受此影响，红枣

09合约在 5月中旬最低跌至 8485元/吨。红枣期价在五月下旬出现阶段性反弹，主要是端午

节备货对于红枣价格的阶段性提振，以及商务部农产品上行政策将着力推动农产品物流建设以

及电商销售推广，利好红枣长期消费。红枣期价反弹至 9500元/吨一线后，黑天鹅事件再现，

最大灰枣交易市场广州如意坊市场因疫情防控政策关停使整体红枣端午节走货速度明显受到

抑制，库存去化速度受到影响，销售压力后移。 

红枣目前处于一个弱现实强预期的状态之中，对于 09合约来讲面对的是旧作，7-8月是

红枣消费传统淡季，在结转库存偏高的背景下终端企业随用随采为主，消费端难以看到破局点，

预计仍将延续供过于求的状态。且 09合约仓单压力较大，目前已有仓单对应 8600吨现货，根

据郑商所规则，已有仓单在 9月底前需交割或注销掉，在产区天气不出问题的前提下，09合

约压力预计仍旧较大，建议以逢高做空为主，上方压力位 9000一线，下方目标位置 8000一线。

01 合约对应的是新季红枣，2021年新疆部分红枣非优势产区，如阿克苏、阿拉尔部分区域红

枣弃种、改种现象有进一步增加。据新疆农业产业化办数据，2021年阿克苏地区红枣面积由

去年的 40万亩大幅减少至今年的 30万亩。阿拉尔兵团第一师红枣面积近两年整体呈下降态势，

由前些年的 67万亩降低至今年的 50万亩左右，新季红枣有减产预期。托市收购政策大概率延

续将为新季红枣价格提供支撑。需求方面，红枣粗加工和深加工产品研制和推广或将成为未来

红枣消费的潜在增量；在国内疫苗已普遍接种的背景下，疫情对红枣消费产生的负面影响将逐

步减弱，根据供需平衡表的预估，新季红枣库存消费比或将止升转降，远期合约不宜过分看空，

如 01合约回调至 9500附近，可考虑入场尝试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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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红枣期货指数走势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图4: 红枣注册仓单数量  图5: 红枣期货各月份交割数量和交割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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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郑商所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好想你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第二部分 生产供应及进出口情况 

红枣的生产分布情况可以概括为“世界红枣在中国,中国红枣在新疆”。我国枣种植面积

及产量居世界第一,占世界枣种植面积及产量的 98%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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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情况分析 

枣树种植兼具经济价值和环保价值，2007年-2016 年得益于国家对于农业产业政策的大力

扶持、人们对于枣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以及枣产品价格的提高为枣农带来财富，我国枣树种植

面积快速增长，枣树种植成为我国经济林发展中的新热点。 

图6: 全国及各地区红枣产量 2016 年见顶，近四年处于过剩产能出清阶段 

 数据来源：中国林业统计年鉴 新疆统计年鉴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由于光照时间长、早晚温差大等诸多天然优势，新疆成为了我国目前红枣生产栽培的最佳

生态区域之一。据统计年鉴数据，2019年新疆红枣产量占到我国红枣总量的 50%，是我国红枣

的绝对主体。2005-2011年间，新疆枣树种植面积快速增长。2012年以来，新疆红枣供应持续

增长、价格有所下滑、种植收益随之降低。为促进红枣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新疆地方政府提出

林果产业尤其是红枣产业“提质增效、控制产量”发展战略，红枣种植面积在 2016年开始见

顶，2017-2019年呈现回落态势，截至 2019年新疆红枣种植面积为 44.52 万公顷，较 2016年

高点 50.45万公顷减少 11.75%。但由于改种其它作物区域大多是不适合种植红枣区域，为落

后产能，且目前新疆大部分枣树处于盛果期，单产较高，红枣产量 2016-2019 年降幅并不明显，

在 260-290万吨之间震荡为主。2020年因存在弃种改种现象，且喀什新冠疫情防控措施使得

田间管理较少，2020年红枣产量出现减少，预估减少 3%至 250万吨。根据最新新疆红枣调研

情况，由于种植收益较差，2021年新疆部分红枣质量较差区域，如阿克苏、阿拉尔红枣改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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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有进一步增加。据新疆农业产业化办数据，2021 年阿克苏地区红枣面积由去年的 40万亩

大幅减少至今年的 30万亩。阿拉尔兵团第一师红枣面积近两年整体呈下降态势，由前些年的

67 万亩降低至今年的 50万亩左右。喀什麦盖提地区为提升红枣质量，提倡疏密间伐也或将影

响新季红枣产量。总体来讲，2021年红枣改种现象较为明显，大概率影响新季红枣产量。 

图7: 新疆红枣种植面积及产量 

 

数据来源：中国林业统计年鉴 新疆统计年鉴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图8: 新疆红枣收购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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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新疆农牧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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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新疆红枣种植成本和收益分析 

费用（元/亩） 阿克苏 阿拉尔 喀什
自有土地 0
租赁土地 200-800
化肥
农药
水 150-300 140-200 170-200 180-250

枣园管理 600-1000 900 800 500-700
人工采摘 0.6-1元/公斤

总计 2000-4000 2600-2700 2000-2500 2000
20年收购 4 4-5 5

20年亩产 800 600-800
500（常年是600-

800）
20年收益 0-1500 500-600 400-1500 500

人工费用

红枣种植成本

土地费用

物料费用
600-1200

 
数据来源：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表 1：21 年新季红枣种植情况调研数据 

地区 2021 年新疆红枣种植情况 

阿克苏 

据新疆农业产业化办数据，2021 年阿克苏地区红枣面积由去年的 40 万亩大幅减少至今年的 30 万

亩、棉花种植面积由 75 万亩增加至 80 万亩、杏种植面积增加 2 万亩、苹果种植面积增加 3 万亩、

香梨种植面积增加 1 万亩。阿克苏地区红枣改种区域主要改种棉花，原因是国家对棉花有直补政策，

种植收益存在保障。 

第一师 

兵团第一师红枣面积近两年整体呈下降态势，由前些年的 67 万亩降低至今年的 50 万亩左右，减种区

域主要集中在塔里木河以北的 1-10 团，因其地理位置靠近水库，不适宜红枣生长，该区域除享受退耕

还林补贴（每亩 1800 元）的枣园尚在种植，其余枣园改种棉花、西梅、辣椒等作物。不过，该区域主

要种植骏枣，因此该种植区域面积减少对期货基准品灰枣价格影响相对有限。 

图木舒克和第三

师 

图木舒克作是红枣的优势产区，红枣质量较好，存在一定程度溢价，且该区域禁止对已种植红枣进行砍

伐和改种，红枣种植面积变化不大。且由于该区域枣树在 2016-17 年起步入盛果期，因此在不出现重

大天气问题的前提下红枣产量变化也不大。 

兵团 3 师总农业用地 180 万亩，红枣种植面积稳定在 30 万亩，产量 16-18 万吨，棉花种植面积 100 

万亩。目前兵团 3 师将枣园确权给兵团个人，一般每人 30 亩，土地承包费冲抵养老金，只有经营权，

没有继承权，退休后土地归还部队。 

喀什 

喀什地区麦盖提县、巴楚县、泽普县等区域为红枣优势产区，亩产可达 600-800 公斤，红枣品质较好，

收购价格常年较其它区域偏高，几乎无减种和改种现象。仅喀什市非优势产区，如种植不成规模的县、

地方兵团 41 团、42 团存在少量改种棉花的现象。 

喀什优势产区麦盖提县，红枣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 56 万亩，亩产 600 公斤左右，20 年红枣产量减产，

产量为 26 万吨。今年为继续提升红枣品质，该县大部分区域在政府和兵团指导下实行疏密间伐（每三

行减种一行），产量或仍低于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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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方正中期研究院新疆调研 

产区天气方面，阿拉尔地区枣树开花阶段，雨水过多，气温较低，导致花蜜被冲落，花期

和环割（作用：锁住营养）相较往年晚 10天左右，因枣树是无限花序，所以目前对红枣质量

影响不大。同样因为温度较低，病虫害今年非常少。后期重点关注 7-8月份是否会出现持续高

温或低温天气导致枣树落果、以及 9-10月份是否会出现持续降雨导致红枣品质出现下降。 

二、进出口情况分析 

我国红枣消费以国内生产红枣为主，进口量占比极少，进口枣主要是原产西亚和北非的椰

枣。受一带一路贸易增加提振，2020年我国红枣进口量同比增幅明显，为 516.756吨，短期

进口量或延续增加态势。但进口红枣对国内价格几乎无影响，2020年进口红枣仅占我国产量

的 0.02%。 

图10: 2009-2020 年我国红枣进口数量：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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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海关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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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2021 年 1-5 月我国进口来源地区数量占比 

54%

46%

伊朗 吉尔吉斯斯坦

 

数据来源：海关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我国红枣主要是自产自销，出口占比较少，但是呈现逐年递增态势。从出口的地域分布来

看，我国出口范围涵盖五大洲的 30多个国家，由于不同国家和民族饮食消费习惯，我们国家

枣主要在东南亚市场销售，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韩国，购买的主要对象是外籍华人，

其次为英国、美国、加拿大等。 

海关数据显示，2016 年红枣出口首次突破 10000 吨，2020年红枣出口量达到 16671吨，

2010-2020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8.17%。2021年我国红枣出口延续大幅增长态势，1-5月累计

出口 9171吨，同比增长 48.23%，较近五年均值增长 73.34%。实地调研显示，出口企业表示目

前海外需求较好，去年疫情期间红枣库存消耗进度较快，有补库需求，并表示后期红枣出口仍

将保持高速度增长。只是目前出口占比仍旧较少，不足 1%，无法通过出口解决目前国内红枣

产能过剩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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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2009-2020 年我国红枣出口数量：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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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海关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图13: 2021 年 1-5 月我国出口至各地区数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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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新疆红枣月度出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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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林业统计年鉴 新疆统计年鉴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第三部分 加工及消费需求方面 

红枣食用历史悠久，且在传统医学里，红枣具有健脾、养胃、补血等多种良好的养生保健

功能，随着消费升级和对健康的重视，红枣市场有望继续快速扩容。自 2012 年以来，我国食

品行业产业结构升级和食品加工技术精进，促使红枣产业也开始从粗加工不断地向深加工发展。

国内以好想你为代表的枣产品生产企业，以红枣为中心，从纵向（由原枣向红枣深加工产品延

伸）和横向（红枣与坚果、五谷杂粮等产品跨界组合）两个维度逐步延伸产品品类，一方面从

原来的滋补礼品向健康休闲零食大品类迈进，另一方面深入大健康领域，开发出诸如红枣原浆、

红枣酵素等高端保健品。 

目前，我国枣产品市场产品结构基本保持稳定，原枣是最大份额的品类。我国红枣产出有

几大重要的地区，其中包括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新疆等地，我国产出了全球 97%以上红

枣。中国红枣市场以亚洲为主，主要面对华人市场。红枣的国内市场占红枣总销售量的 90%以

上，销售旺季为春节前和端午节前。国内红枣消费区域主要集中在经济条件相对发达的省份和

城市，如浙江、江苏、上海、广东、福建等，广大的农村市场和小城市需求潜力大。从中国消

费者购买行为上看，市场上消费者数量众多，区域分布分散，成交次数频繁，交易品种零星，

大部分产品都通过渠道商销售，能够方便消费者购买和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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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枣不耐储存、不便运输。约 95%的鲜枣在自然干制为红枣后，被加工成为各种红枣产品。

根据加工品形态的不同，红枣的加工方式分为三种：红枣原枣加工、红枣粗加工和红枣深加工。

上述三种消费形式的比重分别约为 80%、10%及 10%。近些年来，随着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和消费

偏好转变，占比最大的原枣消费不佳，我国红枣表观消费量在 2016年起见顶，并在 2017-2020

年持续回落。红枣粗加工及深加工产品消费虽有所上升，但是难以抵消原枣消费的下降。目前

国内红枣的加工产能主要集中在北方，其中河北崔尔庄的加工量约占全国总加工量的 70%，河

南新郑孟庄镇的加工量占比为 15%左右，新疆的加工量占比约为 10%左右，其他地区加工量约

为 5%。红枣消费具有鲜明的季节性特征：每年 10 月至次年 3月是红枣的销售旺季，每年 4月

至 9月是红枣的销售淡季；红枣消费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高档精品干果受到消费者青睐；红

枣消费以休闲消费为主。 

表 2：我国干枣表观消费量及增速变化（单位：万吨） 

年度 产量 进口量 出口量 表观消费量 表观消费量增速

2009年 238.89 0 0.95 238.02 -

2010年 258.76 0.05 0.77 258.04 8.41%

2011年 346.79 0.04 0.69 346.05 34.11%

2012年 366.81 0.02 0.85 365.98 5.76%

2013年 431.56 0 0.78 430.78 17.71%

2014年 417.55 0 0.78 416.77 -3.25%

2015年 540.19 0 0.96 539.23 29.38%

2016年 624.93 0 1.1 623.83 15.89%

2017年 562.47 0 1 561.48 -9.99%

2018年 547.31 0 1.1 546.19 -2.72%

2019年 528.5 0 1.3 527.2 -3.48%

2020年 500 0 1.7 498.3 -5.48%

我国红枣（干计）表观消费量及增速变化

 

数据源：海关 林业统计年鉴 方正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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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我国干枣人均消费量变化 

年度 红枣（万吨） 人口（千万） 人均消费量（千克）

2009 238.8861 133.13 1.79

2010 258.7612 133.77 1.93

2011 346.7874 134.41 2.58

2012 366.8119 135.07 2.72

2013 431.5602 135.74 3.18

2014 417.5519 136.42 3.06

2015 540.1925 137.12 3.94

2016 624.9339 137.86 4.53

2017 562.4741 138.64 4.06

2018 547.3056 139.27 3.93

2019 528.4979 140 3.77

2020 500 141.18 3.54

红枣人均消费量变化

 

数据源：统计局 林业统计年鉴 方正中期研究院 

近两年我国红枣消费量较为低迷，除了人们消费偏好的转变外，新冠疫情也对红枣消费产

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疫情防控政策使得我国主要红枣交易市场在备货关键期关停。主要红枣

交易市场在备货关键期关停，使得市场交易受阻，虽周边冷库稍有走货，但整体红枣走货速度

明显受到抑制，库存去化速度受到影响，使销售压力后移。红枣作为非必需消费品，一旦错过

节日需求，对消费量影响明显。此外，受连续两年疫情影响，民众出现消费降级，目前期货基

准品对应的一二级红枣走货缓慢，低价质量相对较差的三四级红枣走货情况良好，红枣极差持

续缩小，甚至出现一二级红枣需降价与三四级捆绑销售才能增加一二级销量的情况。受制于消

费低迷的影响，我国红枣近两年结转库存持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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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疫情对红枣消费产生影响分析 

 

数据来源：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图16: 近两年销区市场红枣成交情况较为低迷，7-8 月为红枣消费淡季，预计难有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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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卓创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图17: 红枣与水果负相关性较强  图18: 水果产量逐年增长挤压部分红枣消费 

 

 

 

西瓜 哈密瓜 富士苹果 蜜桔 菠萝 香蕉 香梨 鸭梨 红枣

西瓜 1.00

哈密瓜 0.94 1.00

富士苹果 -0.22 -0.13 1.00

蜜桔 -0.14 -0.01 -0.28 1.00

菠萝 -0.47 -0.55 0.12 -0.17 1.00

香蕉 0.82 0.83 -0.11 0.18 -0.69 1.00

香梨 0.79 0.74 -0.02 0.35 -0.23 0.46 1.00

鸭梨 -0.49 -0.38 -0.18 0.78 -0.11 -0.35 -0.71 1.00

红枣 0.33 0.11 0.05 -0.64 0.37 -0.21 0.53 -0.78 1.00

水果之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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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由于本年度红枣一二级货源市场走货不畅，部分企业库存压力较大，所以产业端在期货市

场套保意愿较强。截至 7月 6日，红枣仓单数量 1632 张（8610吨），同比去年同期 624张增

长 161.54%；仓单+预报数量 1750张（8750吨），同比去年 1750张增加 174.73%。仓单预报

数量增加主要集中于 4月中旬前，盘面位于 10000 元/吨以上，目前盘面小幅贴水现货，企业

暂无动力新增注册仓单。根据郑商所交割规则，N 年 11月 1日起接受红枣标淮仓单注册，仓

单有效期至 N+1年 9月份最后一个工作日（含该日），09合约交割压力将较大。新疆过去在

产业链中主要扮演种植端角色，加工端主要聚集于沧州,为提升红枣加工业对就业、税收贡献，

兵团第一师在中央农业产业化战略的指导下，给予红枣产业投资优厚的政策支持。大力引进自

动化产线、色选机等设施。新疆果业、聚天红、瀚海绿洲等企业均配备了数台色选机，按照期

货交割标准量化控制，大大提升了标准化程度，同时节约了 78%的人工成本。期货市场拥有良

好流动性，有效解决企业库存贬值滞销和价格波动风险。企业参与期货市场热情高涨，后期随

着新疆加工能力提升，符合交割标准的红枣数量将延续增加态势。 

图19: 红枣注册仓单数量  图20: 红枣仓单+仓单预报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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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郑商所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郑商所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综上所述，本年度红枣消费较为低迷，导致结转库存偏高；7-8月为红枣消费季节性淡季，

短期难以看到可以有效提振红枣消费的因素。长期来看，红枣消费有望得到小幅提升。截至

2021 年 7月 4日，我国累计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13 亿剂次，后续国内疫情大面积复发概率将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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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减小，疫情后续对红枣消费产生负面影响也将逐步减小。且目前企业积极开发红枣粗加工和

深加工产品，网红奶枣、枣酒等，据了解，每酿制一吨枣酒需要消耗三吨红枣，此类型红枣加

工产品有望在后续成为红枣消费潜在提升点。 

第四部分 政策对红枣影响分析 

对红枣价格影响最大的产业政策使红枣托市收购政策。托市收购政策简介：近几年红枣价

格大幅下跌，农户种植收益微薄，甚至部分区域出现亏损，政府为了保障农户收益，助力乡村

振兴，给予新疆龙头企业专项资金，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红枣，起到托底红枣价格、保障枣

农收益的目的。托市收购资金来源方面，主要是使用农发行的授信资金（资金成本仅 4.35%），

资金申请的流程：各地结合实际规模确定资金使用量，按 1：6的比例缴纳保障金，农发行的

贷款是不允许亏损的，当所借用于红枣收购钱款亏损幅度达到 20%时，保障金全额扣除。当贷

款资金由农发行授信到达昆仑公司时，昆仑公司再给各产业主体授信，约定资金成本，企业再

利用资金进行托市收购（企业使用农发行资金高价收购，由于不可亏损售出，叠加 20/21年度

红枣价格低迷，导致收购企业转接库存偏高）。根据今年政府的政策和会议精神，本年度红枣

托市收购政策大概率将延续。托底收购政策有两方面的影响，短期来看，对红枣价格是利多，

因为企业高价收购后，需要把高成本转移出去，托市收购政策有利于支撑 21/22 年度红枣价

格，但是长期来看，托市收购政策不利于过剩产能的快速出清，对于长期来看是利空。 

棉花直补政策可有效保障枣农收益至少在大概 800元/亩，且枣树改种棉花的话当年既可

以收获。所以部分非优势产区枣农由于种植收益不好，会选择首先改种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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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产业政策对红枣影响分析 

 

数据来源：调研及网络资料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第五部分 供需平衡表预测及解读 

由于 2013年以前红枣价格高达 45元/公斤，导致新疆红枣种植面积大幅扩张。随着枣树

步入盛果期，红枣产能出现过剩，种植收益连年下降，农户种植意愿度也逐步降低。根据中国

林业统计年鉴数据来看，我果红枣产量自 2017年起出现拐点，近几年呈现逐步下降态势。根

据近期调研情况来看，2021 年新疆部分红枣质量较差区域，如阿克苏、阿拉尔红枣改种现象

有进一步增加。据新疆农业产业化办数据，2021年阿克苏地区红枣面积由去年的 40万亩大幅

减少至今年的 30万亩。阿拉尔兵团第一师红枣面积近两年整体呈下降态势，由前些年的 67

万亩降低至今年的 50万亩左右。我国红枣去年消费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年前沧州市场意外

关停、端午节期间如意坊市场关停都对红枣消费产生较大影响。由于本年度疫苗接种情况较好，

预计 2021/22年度红枣消费量将小幅提升，新一年年度库存消费比将出现明显下降，供需格局

可能发生拐点，对远月红枣价格较为看好，可考虑逢低布局远月合约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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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我国红枣供需平衡表 

年度 12/13 13/14 14/15 15/16 16/17 17/18 18/19 19/20 20/21 21/22

期初库存 0 3 3 5 12 14 15 20 24 30

产量 367 431 417 540 624 562 547 528 500 480

环比增长 7.65% 17.44% -3.25% 29.50% 15.56% -9.94% -2.67% -3.47% -5.30% -4.00%

出口 0.85 0.78 0.79 0.95 1.1 0.99 1.12 1.34 1.67 2.51

消费 363 430 414 532 621 560 541 523 492 494

期末库存 3 3 5 12 14 15 20 24 30 13

库存消费比 0.83% 0.70% 1.21% 2.26% 2.25% 2.68% 3.70% 4.59% 6.09% 2.63%

中国红枣供需平衡表

 

数据源：海关 林业统计年鉴 方正中期研究院 

第六部分 季节性走势与技术走势分析 

一、季节性走势分析 

红枣期价具有比较强的季节性特征，年前年后为红枣的消费旺季，期价上涨的概率较高。

4 月份随着天气转暖，优质红枣需要存入冷库，差货和未存入冷库的红枣会因红枣的季节性抛

售而出现阶段性供大于求，导致价格出现走低。此外，时令水果的大量上市也将挤压部分红枣

的消费。二季度除了端午节的阶段性备货可提升红枣走货速度外，二季度为红枣消费的淡季，

期价以震荡走弱为主。8月下旬开始，中秋节、国庆备货陆续启动，此外，9-10月份产区的降

水可严重影响红枣品质，易产生天气炒作现象。因此 8月下旬以后，随着红枣步入消费旺季，

价格上涨概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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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红枣 09 合约季节性走势 

 

数据来源：wind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图23: 红枣 01 合约季节性走势 

 

数据来源：wind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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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红枣价差走势分析 

9-1价差方面，新季红枣对应 01合约，由于新季红枣有减产预期，走势预计仍旧会相对

较强。09合约对应对应旧作，仓单压力较大，且仓单不可转抛。走势仍旧会相对较弱。9-1

价差预计仍旧会相对较弱。有现货销售渠道的产业机构可在 9-1价差反弹至-1000至-1200时

入场做空 9-1价差。 

1-5价差方面，红枣期货价格受红枣种植时间及国内节日消费的影响，走势上有明显的季

节性特点，这使得红枣月间套利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红枣 1月合约由于春节前的消费高峰加

上应季水果供应量的减少价格会较为坚挺，而进入 5月后随着气温的转暖，新鲜水果大量上市

需求会有所减弱。红枣 1/5 价差在季节上预计将呈现上涨态势。目前 1-5价差是-90，建议可

入场做多，止盈点位参考 900-1000，止损点位参考-600-700。 

图24: 红枣期价 9-1 价差  图25: 红枣期价 1-5 价差 

 

 

 

数据来源：卓创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卓创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三、红枣期价走势技术分析 

红枣主连期价走势处于历史新低区域，多空分歧由成交量放大显现，形态上处于三角形下

穿回探三角形下边界动作，反弹震荡，中枢为 8350-8700元，可以按照震荡思路逢低布局多单，

或者往下不创新低，上方重要阻力区间为 8900-89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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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红枣主连期价周线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图27: 红枣主连期价日线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第七部分 总结与今年下半年操作策略 

2021年上半年红枣价格整体上呈现先扬后抑的价格走势。2020年因种植收益较差，部分

枣农存在改种现象，以及因主产区喀什地区疫情防控政策导致红枣田间管理较差，2020/21年

度红枣小幅减产，产业链中下游在红枣收获期采购较为积极，导致前期市场看涨氛围较为浓厚，

价格呈现震荡上涨态势。2021 年 1月 8日沧州市场因疫情关停，终端直接去新疆产地买货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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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增多，产销区价格出现倒挂。年后 2月 20日沧州市场解封后贸易商再次集中备货助推红枣

期、现货价格同步大幅上涨，整体上加工企业和贸易商备货数量较多。但是 3月中旬开始，红

枣步入季节性消费淡季后市场发现下游走货不畅，受疫情影响后民众减少对非必须品红枣的购

买，端午节备货期最大销区交易市场如意坊市场关停也对红枣消费产生利空影响，且民众出现

消费降级，价格低品质差的三四级红枣走货相对较好，但是期货交割品对应的好货红枣滞销，

企业库存压力较大。为规避积压库存的价格风险，红枣企业积极参与仓单生成与套保，仓单数

量同比去年增幅近两倍，导致盘面套保压力较大，2021年 4-6月红枣期货呈现大幅震荡走弱

的格局。 

红枣目前处于一个弱现实强预期的状态之中，对于 2109合约来讲面对的是旧作，7-8月

是红枣消费传统淡季，在结转库存偏高的背景下终端企业随用随采为主，消费端难以看到破局

点，预计仍将延续供过于求的状态。且 2109合约仓单压力较大，目前已有仓单对应 8600吨现

货，根据郑商所规则，已有仓单在 9月底前需交割或注销掉，在产区天气不出问题的前提下，

2109合约压力预计仍旧较大，建议以逢高做空为主，上方压力位 9000一线，下方目标位置 8000

一线。2201合约对应的是新季红枣，2021年新疆部分红枣非优势产区，如阿克苏、阿拉尔部

分区域红枣弃种、改种现象有进一步增加。据新疆农业产业化办数据，2021 年阿克苏地区红

枣面积由去年的 40万亩大幅减少至今年的 30万亩。阿拉尔兵团第一师红枣面积近两年整体呈

下降态势，由前些年的 67 万亩降低至今年的 50万亩左右，新季红枣有减产预期。托市收购政

策大概率延续将为新季红枣价格提供支撑。需求方面，红枣粗加工和深加工产品研制和推广或

将成为未来红枣消费的潜在增量；在国内疫苗已普遍接种的背景下，疫情对红枣消费产生的负

面影响将逐步减弱，根据供需平衡表的预估，新季红枣库存消费比或将止升转降，远期合约不

宜过分看空，如 2201合约回调至 9500 附近，可考虑入场尝试多单。 

风险点：产区天气、疫情防控政策、托市收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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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21 年下半年主要关注要点 

 

数据来源：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 

第八部分 相关股票价格及涨跌幅统计表 

表 5：相关股票价格及涨跌幅统计表 

 

数据源：wind 方正中期研究院 

 

  

• 产区天气（是否有持续高温或

低温）和坐果情况

• 去库存进度

• 红枣现货价格

• 仓单数量增减情况

7-8月

• 新疆产区天气，主要是降雨

• 托市政策

• 新季产量质量预估

• 中秋节备货，市场走货情况

9-10月
• 采购价格、红枣商品率

• 出疆情况与环节费用

• 农户的售枣心理

11-12月

• 春节备货期走货情况

• 市场后世预期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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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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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源于公开资料，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对信息的准确性及完备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

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我们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

供参考，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并不构成所述期货合约的买卖出价和征价，投资者据此作出的任何投资决策

与本公司和作者无关，方正中期期货有限公司不承担因根据本报告操作而导致的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可

能存在的交易风险。本报告版权仅为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

何形式翻版、复制发布，如引用、转载、刊发，须注明出处为方正中期期货有限公司。 

 

研
究
报
告
全
部
内
容
不
代
表
协
会
观
点
，
 

仅
供
交
流
使
用
，
不
构
成
任
何
投
资
建
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