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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中东危局
2011 年上半年，受利比亚内战的影响，中东局势不稳，国际油价因此一路飙升，并维持在高

位。日本大地震等利空因素均未能对油价上行产生缓解作用。下半年，国际能源署成员国释放石

油储备以及欧债危机对助推油价下行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整体油价仍处于高位。布伦特油价基本

在 100 美元/桶至 120 美元/桶之间波动，而 WTI 油价则在 80 美元/桶至 100 美元/桶之间波动。中

国原油进口就是在这样一波三折的国际市场环境下，战战兢兢地扛过了 2011 年。

中东是中国最重要的原油进口地，其中沙特位居中国原油进口地第一位，伊朗位居第三位。

可是过去一年中，这几大原油出口国一刻也不曾消停。中投顾问能源行业研究员宋智晨说：“愈演

愈烈的局势告诉我们，中东局势不稳必然导致其出口到中国的原油受到影响，中国的原油进口安

全将会受到巨大威胁。”

虽然中国对于石油的“胃口”并未因世界这几大石油出口国的“内部矛盾”而“食欲不振”，但只

靠一只脚走路是行不通的。

展望 2012 年，在国内石油产量有限增长的前提下，我们必须意识到——国内石油需求仍将快

速增长。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原油进口数量将会进一步增加，原油对外依存度将进一步上升。这

势必对中国的能源安全造成不利影响。宋智晨指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转变经

济增长方式，降低石油消耗，推进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立。除此之外，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逐步降低石油在能源机构中的比例，积极开拓海外石油市场，推动原油进口地的多元化也是有

效的手段。

黄金·香港你好
2010 年以前，印度和中国是两大黄金消费国。可是，随着卢比币值疯狂贬值，印度黄金需求热

潮跟着退烧，中国再无“对手”。

随着对经济形势的悲观预期，很多中国投资者将黄金看作资产保值升值的重要工具，对购买

黄金表现出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世界黄金理事会在报告中指出，与印度购买黄金主要用于消费

目的不同，中国人购买黄金大多是出于投资目的，许多人将黄金当作规避通货膨胀风险的工具。

在中国的黄金进口中，香港地区的角色至关重要。因为，它是中国内地所有海外黄金的进口

代理。记者从香港商品交易所了解到，从供求方面来说，金矿的开采虽然也在增长，但却不能与全

球需求同步，而世界各国央行正由黄金资产卖家转为净买家。今年第三季度，国际金价急涨急跌，

特别是在 9 月，触及历史高位后迅速回落。而此期间中国内地黄金购买热情却始终不减。显然，中

国内地黄金的需求十分坚挺——无论你上涨还是下跌，我都守着你。

“黄金突破每盎司 2000 美元只是时间问题，也许就在明年上半年。”美国贵金属咨询公司董事

总经理杰夫·尼古拉斯（Jeffrey Nichols）对记者说，“在中国，自从个人投资黄金在 2002 年合法化后，

人民对这种黄色贵金属的需求就不断扩大。未来，中国对金价的影响将有增无减。”

天然橡胶·东盟告急
一直以来，中国主要从东盟国家进口天然橡胶。过去一年中，世界最大天然橡胶生产国——

泰国持续 4 个多月的洪灾，已造成包括曼谷、巴吞他尼、暖武里在内中部地区的 9 个府 80 个县的

3652 村庄及社区受到洪水困扰。而印度尼西亚等国又遭遇地震等，导致局势紧张，大大影响了东

盟各国天然橡胶出口量。中投顾问化工行业研究员李加楠指出，东盟各国天灾不断，加之国外贸

易保护主义抬头，致使中国企业出口的橡胶制品数量下降，尽管通过诸多政策手段干预市场，也有

阶段性的利好拉涨市场，但效果依旧不明显，天然橡胶及相关制品市场仍处于颓势。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橡胶进口国，虽然天灾人祸大大影响了国内天然橡胶的进口及橡胶制

品的出口量，但“祸兮福之所倚”，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目前形势对我国天然橡胶制品企业而言并非

是一件坏事。面对高门槛、苛刻的要求等，我国橡胶制品行业已经通过提高自身水平、产品转型、

转嫁成本等手段交上了一份较好的“答卷”。

“就目前情况来看，国内天然橡胶制品企业出口受限，国内紧缩政策并未减弱，橡胶高库存等

利空因素并未完全消化，橡胶行情势必会拖泥带水进入 2012 年。”中宇资讯分析师李文康表示，全

球经济低迷导致国内企业天然橡胶制品出口压力较大，而橡胶制品行业产能过剩则使行业景气度

难以在短期内恢复。2012 年，中国天然橡胶进口量可能会有适度提升，但整体变化不大。

铁矿石·又见三座“大山”
近几年，“中国需求”是代表铁矿石市场需求的主导因素之一，正是“中国需求”，为 2008 年下半

年价格暴跌之后的铁矿石市场提供了支持。而今年，面对美国和欧洲经济危机的影响，市场担心

“中国需求”也将受害，从而导致铁矿石需求放缓。中国海关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10 月份，我国进

口钢材 120 万吨，较 9 月份下降 13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 5.26%。1 月至 10 月累计进口 1316 万吨，同

比下降 3.5%。市场研究公司钢铁市场研究最近在一份报告中写道：“中国钢铁制造商们宣布大幅

削减产量……我们预计随着价格下跌和情绪恶化，它们将进一步减产。”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铁矿石价格始终是三大矿山与中国钢铁企业争论的焦点。中投顾问冶

金行业研究员苑志斌表示，今年，为铁矿石定价权问题，二者更是闹得沸沸扬扬。拥有资源优势的

三大矿山力推铁矿石定价指数化，而中国钢铁企业则更青睐于长期协定合同。但是由于三大矿山

的垄断以及国内钢铁企业意见存在分歧，造成三大矿山始终把握了铁矿石定价的自主权。

2012 年，国内钢铁企业应当积极扩大铁矿石进口来源地，借以摆脱三大矿山对铁矿石的控

制，同时也应当警惕国外企业通过以次充好、收款后拒不发货等方式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

考虑到明年宏观调控力度不减，钢材需求也受到一定抑制，苑志斌指出，2012 年预计新增铁矿

石需求量 4800 万吨，增幅为 7.3%。同时，铁矿石价格变动将会更频繁，但是价格变动幅度收窄，总

体价格呈缓慢下降趋势。2011 年，铁矿石进口价格在 155 美元/吨左右，预计 2012 年将在 145 美元/

吨左右。

大豆·美豆、南豆“斗”不停
布瑞克农业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兼首席分析师孙彤指出，中国为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但

在过去一年中，中国大豆进口增速明显放缓，不足 4%，远低于前年的 10%。而这一现象的产生是由

于美国大豆减产造成的比价效应，南美供应则削减了美国大豆在中国所占的市场份额。今年 1 月

至 11 月，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大豆数量为 1875 万吨，同比只增加 0.24%，而巴西向中国出口的大豆数

量为 1980 万吨，较上年同期增加 6.8%。

在中国这个“耗之不尽”的大豆需求市场，美豆（美国产大豆）和南豆（南美洲各国产大豆）都一

直想“称王称霸”，也因此一直你争我夺。当下，巴西大豆拿下“一时风光”，成为中国的主要进口来

源，南美有望取代美国，坐上全球大豆出口量第一的宝座。而在业内人士看来，大豆进口来源分

化，中国大豆采购就多了一些选择，显然更有利于大豆进口量的增加。

2012 年，国内大豆压榨产能将继续扩张，加之国产油料菜籽、大豆等种植比较收益偏低，产量

继续减少的可能性很大。孙彤认为，从进口情况看，随着国内消费的增长，2011 至 2012 年度，中国

大豆进口量将继续增加，有望突破 5600 万吨。

棉花·印度翻身
2010 年，全球棉花减产，中国棉花库存连续减少，美棉出口需求旺盛，恰逢量化宽松、投机需求

提升，投机资金大肆炒作美棉价格，将美棉价格推至南北战争以来的历史高位，美棉市场有价无

市，国内棉价与美棉出现很大幅度的倒挂。布瑞克农业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兼首席分析师孙彤认

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已经进入人口红利逐渐消退的时期，人力成本大幅提升，劳动力密集型的

纺织行业必然会在全球寻求更低廉的生产资源，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国的纺织工业在这一背

景下获得很大发展。

印度是世界第二大棉花出口国。但有分析认为，由于该国棉花持续减产促使生产达到峰值，

印度将在 3 年至 4 年内转变成为棉花进口国，这将迫使印度纺织企业与世界第一大棉花进口国中

国争夺全球棉花供应。而这将可能进一步推高棉花价格，增加中国棉纺企业的压力。但孙彤指

出，就印度而言，虽然其棉花需求量不断增加，但棉花产量增产潜力也很大，2012 年，印度棉供应料

为平衡偏松，暂时不会与中国争夺棉花资源。

中国的棉花进口严重依赖美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棉国，而印度和中国加起来消费了全

球棉花产量的 60%。而从长远来看，国际棉花市场价格还将受天气、供求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而不

是仅由印度扩大需求就能影响得了的。

眼下更值得关注的是，受欧债危机拖累，2012 年全球经济前景低迷，下游需求不振，纺织行业

也很难有所作为。中国棉花协会认为，新年度纺织行业发展增速或将持续趋缓。孙彤预计，2012

年，中国棉花进口数量将继续回落，预计将下降到 250 万吨至 280 万吨左右。

粮食·国内市场很安全
地球人都知道，粮价涨了。与 2010 年 1 月相比，2011 年 1 月的全球粮价平均涨幅达到 29%。世

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警告说：“国际粮价正在飙升至危险水平，并威胁到全球数千万人生计。粮价上

涨可能会给中东和中亚脆弱的政治和社会状况‘火上浇油’。”

从去年年底开始，暴雪、干旱、洪灾、严寒肆虐不断，恶劣天气成为幕后推手，全球粮食价格屡

攀新高。与此同时，流动资本也将更多目光投向国际大宗农产品市场，意图凭借极端天气大肆炒

作粮价，从中获得收益。

布瑞克农业咨询公司研究部总经理黄桂恒表示，2010 年欧洲干旱造成的全球小麦减产，以及

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全球流动性泛滥，造成全球粮食价格飙升，国内粮食市场也由于信贷

快速扩张、输入性通胀压力如泰山压顶般袭来，玉米、小麦、水稻等价格上涨到历史高位，但国内粮

食尤其是谷物库存充足，进口占比很少，国内粮食价格上涨更多是通胀预期推高，并没有实际的短

缺现象出现，在夏粮、秋粮接连获丰收以及宏观调控政策转向后，粮价开始从高位回落。近 10 年

来，中国粮食自给率基本保持在 95% 以上，粮食对外依存度很低。所以，中国粮价相对稳定。

2012 年，国内粮食供应将依然充裕，价格将继续回归到合理的运行区间，由于生产物资价格上

涨带来的成本提升，国家的粮食收储价格也在逐步抬升，预计 2012 年国内粮食市场将围绕收储价

格波动，起伏不会太大。

猪肉·“洋肉”来袭
中国生猪养殖市场正在经历一个结构性的转变，中国猪肉需求巨大，年消费量约为全球的一

半。近年来，中国生猪养殖行业风险加大，养殖来源出现结构性转变，养殖成本上升、疫情风险加

重使得以往占一半比例的散户养殖正在退出，而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的规模养殖扩张速度很难弥补

需求增速及散户退出的份额，又恰逢 2011 年早春仔猪疫情严重导致补栏不足，因此，在 2011 年中出

现的一轮猪肉涨价狂潮，也给国际猪肉进入中国市场带来了机会。

今年，高涨的猪肉价格吸引着“洋猪肉”漂洋过海登陆中国市场。继美国大规模向中国出口猪

肉之后，墨西哥、芬兰等国似乎也嗅到了中国猪肉市场的商机，近期纷纷组团来华开展“猪肉贸易

之旅”。但业内人士指出，进口猪肉对于弥补国内供需缺口只是“杯水车薪”。随着猪肉等农副产

品需求的大幅增长，中国应该更好地通过农产品进口来平衡国内市场。

布瑞克农业咨询公司研究部总经理黄桂恒认为，由于中国生猪养殖结构（散户与企业并存）的

特殊性，国内猪肉价格存在明显的周期波动，且振幅在近来加大，猪肉价格在低谷时显得很有竞争

力，在高位时则需要进口，因此这种比较优势较难去界定。未来，中国猪肉进口的定位仍是以补充

国内市场为主，由于国内猪肉价格回落企稳，进口量应会比今年有所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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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小商品，中国制造；大商品，中国需要。

想知道世界大宗商品市场的未来走势吗？那么，请看

中国。因为，从棉花到铁矿石，中国几乎是所有大宗商品的

全球头号买家。在需求为王的大宗商品市场上，作为世界

最大消费国，中国的影响自然举足轻重。

最近几年，在中国需求的推动下，大宗商品价格飞速上

涨，不断刷新纪录。回首 2011 年，虽然伴随着全球经济增速

下滑和失业率居高不下而来的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各

种政治及自然灾害频发使早已步履沉重的全球经济雪上加

霜，而大宗商品价格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也波荡起伏，但中

国的表现在国际市场动作频频的衬托下却显得不甚平静。

这让很多人出乎意料。

展望 2012 年，有人认为，提振大宗商品市场的中国因素

将逐渐褪色，也有人看好中国的大宗商品需求将温和回

升。但值得肯定的是，在未来，大宗商品价格将进一步攀

升。当然，这对于生产商以及看涨大宗商品的投资者来说，

似乎是一个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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