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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影响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出炉：做好“三农”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以及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确保顺利完成到2020年承诺的农村改革发展目

标任务。 

于期货而言，关注重点在于： 

（一）稳定粮食产量（二）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三）调整优化农业

结构（四）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五）实施重要农产品保障战略。保障重要

农产品有效供给—必保稻谷小麦、稳定玉米、振兴大豆、支持菜油、巩固棉花

油料糖料天然橡胶生产。（六）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扩大农业大灾保险试点

和“保险+期货”试点。探索对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实施以奖代补试点。调

整改进“黄箱”政策，扩大“绿箱”政策使用范围。按照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

用取向，完善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完善玉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

（七）加强非洲猪瘟等动物疫情监测防控力度，严格落实防控举措，确保产业

安全。 

2019年一号文件对期货品种的影响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

重不动摇，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落实工作，巩固发展农业农村好形势，

发挥“三农”压舱石作用，为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赢得主动，为确保经济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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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基础。“一号文

件”历史回顾及历年工作重点如下： 

 

（一）涉及大豆、玉米相关内容及影响 

文件中关于大豆、玉米相关内容：一是要继续实施大豆振兴计划，多途径

扩大种植面积。支持长江流域油菜生产，推进新品种新技术示范推广和全程机

械化；二是要加强“一带一路”农业国际合作，主动扩大国内紧缺农产品进口，

拓展多元化进口渠道，培育一批跨国农业企业集团，提高农业对外合作水平；

三是继续完善玉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 

对大豆影响：全球大豆主产国包括美国、巴西、阿根廷、中国，而前三国

产量占到全球大豆产量的82%，而中国大豆长年产不足需，80%以上的需求依赖

进口。2018年开启的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豆类市场价格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也

使得中国的进口结构发生了变化，转而增加对南美大豆进口、以及其他国家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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粕的进口，“一号文件”中明确了展多元化进口渠道，进一步弱化了进口形式

单一的弊端，未来我国大豆及杂粕的进口将会更加多元化；同时，2018年我国

的大豆生产者补贴额度要明显高于玉米，表明我国政府鼓励农户改种大豆的立

场，今年的“一号文件”再次强调了大豆振兴计划，多途径扩大种植面积，预

计2019年我国大豆市场种植面积将有所扩大，供应增加对大豆市场的价格影响

偏空。同时，在“一号文件”的指引下，预计2019年还会围绕“一号文件”的

中心思想继续出台更多的政策细则，关注政策变化对国内豆类市场价格的指引。 

对玉米的影响：文件中指出“实施大豆振兴计划，多途径扩大种植面积”。

由于我国大豆主产区与玉米主产区高度重叠，大豆面积的扩张就意味着新季玉

米面积的调低。由于黑龙江农户种植玉米的收益要高于大豆，农户普遍倾向种

植玉米，文件中指出“继续完善玉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2019年也将通

过对生产者政策补贴的变化不断引导农户种植更多大豆。整体来看，在我国供

给侧改革、玉米市场去库存，及国家补贴政策引导背景下，2019年我国玉米的

种植面积有望进一步缩减，2018年玉米播种面积6.3亿亩，同比下降0.64%，产

量2.5亿吨，国储玉米库存仍为8000万吨水平，2019年玉米的供应仍相对充足，

“一号文件”对短期玉米市场价格的支撑相对有限，且目前是中美贸易谈判的

关键阶段，中国有进口更多美国玉米及替代谷物的可能形成利空，叠加国内饲

料终端需求被迫大幅缩减因素影响下，短期将继续呈现弱势震荡的态势；长期

来看，中美贸易政策落地后，玉米市场价格走势将回归基本面，随着非洲瘟猪

疫情得到控制，生猪供应减少，养殖利润达到高点后，养殖户补栏积极作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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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终端需求迎来好转，且深加工企业产能不断扩张，需求带动下，长期玉米

市场价格在震荡寻底后，迎来走强格局的判断不变。 

（二）涉及白糖、棉花相关内容及影响 

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到 2020 年确保建成

8 亿亩高标准农田。修编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划，统一规划布局、建设标

准、组织实施、验收考核、上图入库。加强资金整合，创新投融资模式，建立

多元筹资机制。实施区域化整体建设，推进田水林路电综合配套，同步发展高

效节水灌溉。全面完成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划定任务，高

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优先向“两区”安排。恢复启动新疆优质棉生产基地建设，

将糖料蔗“双高”基地建设范围覆盖到划定的所有保护区。进一步加强农田水

利建设。推进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与现代化建设。加大东北黑土地保

护力度。加强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推进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修复和

种植结构调整试点。 

实施重要农产品保障战略。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立足国内保障粮食

等重要农产品供给，统筹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科学确定国内重

要农产品保障水平，健全保障体系，提高国内安全保障能力。将稻谷、小麦作

为必保品种，稳定玉米生产，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加快推进粮

食安全保障立法进程。在提质增效基础上，巩固棉花、油料、糖料、天然橡胶

生产能力。加快推进并支持农业走出去，加强“一带一路”农业国际合作，主

动扩大国内紧缺农产品进口，拓展多元化进口渠道，培育一批跨国农业企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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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提高农业对外合作水平。加大农产品反走私综合治理力度。 

    近些年新疆棉在全国棉花生产中的占比又得到了一个新的提升，目前新疆

棉花产量占到全国棉花总产量约 90%。新疆棉在我国的棉花产业中极具代表性。

新疆的自然条件有利棉花生长，经过多年的种植经验和产业链积累，棉花已经

成为新疆的优势品种和重要的经济作物，棉花产业已经成为新疆的支柱型产业。

国家对新疆棉花产业历来不乏政策性倾斜，包括生产费用方面的补贴、出疆运

费补贴以及棉花目标价格直补政策等。此次着重提到恢复启动新疆优质棉生产

基地建设，预计后续国家对新疆棉花产业的扶持力度和优惠政策还将持续或加

强。 

巩固棉花的生产能力或可解读为：棉花是涉及到民生的战略物资，我国棉

花历来产不足需，储备棉经过连年抛储剩余量也较为有限，后续棉花生产工作

显得尤为重要。 

将糖料蔗“双高”基地建设范围覆盖到划定的所有保护区意味着将继续推

进糖料蔗“双高”基地建设，糖料蔗“双高”基地覆盖面积将越来越大。巩固

糖料生产能力或许可以预测到我国的糖料种植将不会明显萎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