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食物網行情快訊 

文/中華食物網 

註：本文資訊統計至 2019 年 9 月 27 日止 

■國際新聞摘要 

穀物新聞 

近期美國中西部地區降雨，提供晚播玉米及黃豆生長所需水分，9 月 20 日玉米及黃豆期貨價格下

跌；小麥則因出口前景有望改善而價格上揚。12 月玉米期貨收盤下跌 1 美分，為 371.5 美分／英斗；

12 月小麥上漲 3 美分，為 487.25 美分／英斗；11 月黃豆下跌 5.5 美分，為 883 美分／英斗；12

月玉米期貨收跌 1 美分，為 371.5 美分／英斗。 

海運指數新聞 

  波羅的海乾散貨運價指數（BDI）週五下跌 106 點至 1857 點，跌幅 5.40%。波羅的海岬型散貨船

運價指數（BCI）下降 263 點至 3338 點，跌幅 7.30%。波羅的海巴拿馬型散貨船運價指數（BPI）

下跌 42 點至 1804 點，跌幅 2.28%。波羅的海超輕便型散貨船運價指數（BSI）下跌 12 點至 1260

點，跌幅 0.94%。 

場外因素： 

  美股：有消息指出，白宮考慮限制美國對中國大陸的投資，有意將中國企業至美國股市除牌下市；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受理格芯發起的 337 侵權調查案，科技股及晶片股湧現賣壓，道瓊下跌

70.87 點。原油：上週五 11 月原油期貨收跌 0.50 美元，跌幅 0.89%，為 55.91 美元/桶。黃金：紐

約商品期貨交易所（COMEX）上週五(9/27)12 月黃金期貨收跌 0.6%，為 1506.40 美元／盎司，創

9 月 19 日以來收盤新低。 

 



■國內行情分析摘要 

玉米兩港碼頭接近滿倉 

美國玉米生長良率(優級及良級)較上週提升2%，為57%，但仍低於去年同期之69%；另已有7%玉

米完成收成，低於去年同期之15%及五年平均之11%。南韓於9月17日發現首例非洲豬瘟確診病例，

一週以來已出現6起確診病例(坡州市、漣州郡、金浦市、江華島)，所有確診病例均來自京畿道和仁

川北部地區，後續狀況值得關注。國內方面，氣象專家預測，有一熱帶性低氣壓，可能於本週日發展

為為颱風，提醒國內畜禽養殖戶注意颱風動態，提早準備入倉事宜。碼頭方面，目前兩港碼頭仍是接

近滿倉狀態，提醒實需者宜提早安排備貨，以免提貨時碼頭塞車，不易提貨。 

國內黃豆貨櫃陸續到港 

  近期中美雙方正密切討論10月即將舉行的貿易談判細節，力求在談判中能取得更進一步的共識。

本週中國進口商購買了約10船(約60萬公噸)的黃豆，也造成黃豆期貨價格以上漲作收，對此中國國務

委員王毅也在聯合國世界領導人年度聚會中表示：「美國透過放棄對許多中國產品加徵關稅而表現出

善意，因此，我們願意購買更多中國市場所需的產品。」。國內方面，預計10月初將有黃豆貨櫃陸續

到港，建議有實需的買家可以分散採購為佳。副料方面，中部油廠將於10月7日至13日停機保養，建

議客戶提早安排購買提貨。雖然中部、南部油廠10月將有機會出口油品，但油廠對於副料類價格相

對有堅持，建議有需求的買家逐步備貨為佳。 

未來玉米酒糟價格可能持續上漲 

玉米酒糟方面，目前石油價格已經恢復平穩，部分酒精廠歲修期也將結束，生產狀況應能逐步恢復，

大部分的酒糟供應商價格維持不變，然少部分供應商欲提高報價，未來價格是否會維持在218，或持

續上漲，仍有待持續觀察。南韓爆發非洲豬瘟至今，病例已由兩起擴大為五起，疫情有持續蔓延趨勢，

南韓豬隻畜養量約900多萬頭，若是如同越南般淪陷，相信對市場的供給與需求將有很大的影響，由



於酒糟的主要輸入國為南韓及越南，屆時若兩國疫情更趨嚴重，酒糟供需是否會失衡仍需密切關注。

國內方面，豆粉價格約在12.4元／公斤，並未有特殊破盤價出現，市場目前交易也較為冷清，油廠出

貨不順，未來可能將調漲價格。但若豆粉價格平穩，依目前市場訊息判斷，酒糟將有機會調降價格，

欲使用酒糟之畜禽養殖戶可以待其價格下跌後再行採購。 

註：本行情分析僅供參考，買賣決策仍須自我研判，本公司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最新船期開標資訊 

玉米 

開標日期 提貨年月 船組 BASIS 期貨價 期貨年月 匯率 雙港決價 參考價 

06/11/2019 19-Nov 大成 10-1 91 435 19-Dec 31.5 208 7.3  

06/12/2019 19-Nov 大組 10-1 89 447 19-Dec 31.5 211 7.5  

06/13/2019 19-Nov 嘉吉 10-1 89 449 19-Dec 31.5 212 7.5  

06/25/2019 19-Nov 三井 10-1 101 463 20-Mar 31.2 223 7.8  

06/25/2019 19-Dec 大組 11-1 101 463 20-Mar 31.2 223 7.8  

06/25/2019 19-Dec 嘉吉 11-1 101 463 20-Mar 31.2 223 7.8  

06/26/2019 19-Oct 台糖 9-1 186 458 19-Dec 31.2 254 8.8  

06/26/2019 19-Nov 大成 10-2 97 458 19-Dec 31.2 219 7.6  

06/26/2019 19-Nov 大成 10-3 97 458 19-Dec 31.2 219 7.6  

08/15/2019 19-Dec 大成 11-1 104 383 20-Mar 31.5 192 6.8  

08/22/2019 19-Dec 大組 11-2 117 383 20-Mar 31.4 197 7.0  

08/23/2019 19-Dec 三井 11-1 117 383 20-Mar 31.4 197 7.0  

08/29/2019 19-Dec 大成 11-2 116 382 20-Mar 31.5 196 7.0  



  

黃豆 

開標日期 提貨年月 船組 BASIS 期貨價 期貨年月 匯率 雙港決價 參考價 

05/02/2019 19-Aug 中豆 7-1 116 873 19-Oct 31.0 364 13.3  

05/31/2019 19-Sep 高豆 8-1 103 916 19-Oct 31.7 375 14.0  

06/26/2019 19-Oct 台糖 9-1 139 927 19-Oct 31.2 391 14.4  

註、以上表格數字內容均採用四捨五入方式計算 

■國內現貨行情指南 

玉米： 

9 月：價格受重置成本的變化，及巴西玉米船之啟航狀況影響。 

10 月：國內到港相對便宜的月份，但重置成本是否會有變化將是決定行情的關鍵。 

11 月：到港情況及重置成本不變的情形下，行情應會進入盤整階段。 

豆粉： 

9 月：油廠持續出口油品，若中美貿易戰仍無實質進展，屆時是否有新穀賣壓是影響重置成本的主因。 

10 月：10 月起逐步進入傳統旺季，豆粉的用量若能持續成長，相信價格會有更強的支撐。 

11 月：黃豆重置成本沒有太大變化，行情應維持穩定。 

DDGS： 

9 月：中美貿易局勢及收成狀況將牽動酒糟價格，此月份為下半年行情變化的關鍵。 

10 月：因近年東南亞為 DDGS 主力買方之一，其價格會受東南亞的非洲豬瘟疫情變化而影響。 

11 月：玉米重置成本沒有太大變化，酒糟應會維持盤整。 



---------------------------------------------------------------------------------- 

本報告內容僅供參考，不作為任何交易之邀約或建議，應謹慎考量本身之需求與採購風險，本公司恕

不負任何可能之損害責任。本報告有關訊息或有取材自本公司認可之資料來源，但並不保證其真實性

與完整性，本公司已盡合理之注意求其正確與可靠；資料更新時，本公司保留權利但無義務為相關修

正。 

詳細資訊請見中華食物網頁：www.foodchina.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