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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0 号，红枣期货将与大家见面啦！ 

继苹果期货之后，国内期货市场又诞生了一个水果期货品种-干质

红枣期货。距离红枣期货上市交易的时间愈来愈近，现在让我们大家

一起来多了解一些这个我国年产量位居世界第一的品种吧。 

红枣期货相关情况 

  合约上市时间 

红枣期货自 2019 年 4 月 30 日起上市交易。上市当日集合竞价

时间为 8:55-9:00。交易时间为上午 9:00-11:30,下午 1:30-3:00。

红枣期货暂不开展夜盘交易。 

  上市交易合约和挂牌基准价 

首批上市交易红枣期货合约为：CJ1912、CJ2001、CJ2003、CJ2005。

各合约挂牌基准价均为 8600 元/吨。红枣期货合约的交割基准价为该

期货合约的基准交割品在基准仓库出库时汽车板交货的含税价格（含

包装）。 

  交易手续费 

红枣期货交易手续费收取标准为 3 元/手, 免收日内平今仓交易

手续费。 

  保证金制度 

品种 自挂牌至交割

月前二个月最

交割月前一个

月第一个日历

交割月前一个

月第16个日历

交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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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个日历日

期间的交易日 

日至前一个月

第15个日历日

期间的交易日 

日至交割月前

一个月最后一

个日历日期间

的交易日 

红枣 7% 10% 15% 20% 

  限仓制度 

品种 自挂牌至交割

月前二个月最

后一个日历日

期间的交易日 

交割月前一个

月第一个日历

日至前一个月

第15个日历日

期间的交易日 

交割月前一个

月第16个日历

日至交割月前

一个月最后一

个日历日期间

的交易日 

交割月 

红枣 300 60 20 6 

  郑州商品交易所干制红枣期货合约 

交易品种 干制红枣（简称“红枣”） 

交易单位 5 吨/手 

报价单位 元（人民币）/吨 

最小变动价位 5 元/吨 

每日价格波动限制 上一交易日结算价±5%及《郑州商

品交易所期货交易风险控 制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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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相关规定 

最低交易保证金 合约价值的 7% 

合约交割月份 1、3、5、7、9、12 月 

交易时间 每周一至周五（北京时间法定节假

日除外） 上午 9：00-11：30，下午 1：

30-3：00 及交易所规定的其他 交易时

间 最后交易日上午 9：00-11：30 

最后交易日 合约交割月份的第 10 个交易日 

最后交割日 合约交割月份的第 12 个交易日 

交割品级 见《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交割细

则》 

交割地点 交易所指定交割仓库 

交割方式 实物交割 

交易代码 CJ 

上市交易所 郑州商品交易所 

  基准交割品和替代品及升贴水： 

基准交割品：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干制 红枣》（GB/T 5835-2009）

（以下简称《红枣国标》）一等等级规格且均匀度允差≤60%、180 个

/千克＜每千克果粒数 ≤230 个/千克的灰枣，干基总糖含量≥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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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含水率≤ 25%，一般杂质≤0.1%，表面清洁，容许度、总糖含量

及浆头果、不熟果、病虫果、破头果、油头果单项占比不作要求。  

干基总糖含量 = 总糖含量/（1−含水率） × 100%，均匀度允差 = 

Max{（最大单果重−平均单果重），（平均单果重−最小单果重）} /

平均单果重 × 100% 

替代品及升贴水： 

（一）“每千克果粒数≤180 个/千克”的替代交割品，升水 1200 

元/吨；“230 个/千克＜每千克果粒数≤280 个/千克” 的替代交割

品，贴水 1800 元/吨。 

（二）入库时：15%≤含水率≤25%的，足量入库；25% ＜含水率

≤26%的，以 25%为基准，含水率每超 0.1%，扣量0.2%。出库时：15%≤

含水率≤25%的，足量出库；25%＜含水率≤26%的，以 25%为基准，含

水率每超 0.1%，补量 0.2%，由仓库承担。 

   包装及标志要求 

包装要求：外包装使用彩色覆膜纸箱，纸箱应具有较强的抗压强

度，防雨防潮，满足运输及存储要求。内包装使用塑料衬膜（袋）。

每箱净含量 10kg±0.15kg。 

     标志要求：外包装上应标明品名、品种、产地、净含量（kg）、

生产日期，印刷符合《包装储运图示标志》（GB/T 191-2008）规定的

防雨、防压等相关储运图示，标志字迹应清晰无误。 

   交割方式、发票以及交割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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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割方式：仓库交割 

交割开具发票：红枣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农产品销售发票 

交割单位：5 吨。同一交割单位内的交割 商品应满足同一生产厂

家要求。 

   交割相关费用 

红枣运达仓库指定货位前的一切费用和货物装到汽车板的出库费

用由卖方客户承担，货物出库装到汽车板后的一切费用由买方客户承

担。红枣入库检验费用由交割仓库承担。 

红枣期货交割手续费、仓单转让手续费、期货转现货手续费按照 

0.5 元/吨收取。 

红枣期货标准仓单仓储收费标准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每天 3

元/吨、河北省与河南省内每天 2.5 元/吨。 

指定红枣期货交割仓库汽车入出库费用为 50 元/吨（入库含检验、

卸车、码垛等，出库含拆垛、装车等），入出库费用均由标准仓单注册

方承担。 

红枣期货指定质检机构为：国家果蔬及加工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中

心、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新疆有限公司、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河南有限 

公司。相关联系方式及检验费用如下： 

郑商所指定红枣期货质检机构联系表 

单位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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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果蔬及加

工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中心 

济南市经十东

路 

16001 号 

刘雪梅 0531-8819370

0 18769779695 

中国检验认证

集团新疆有限公司 

新疆乌市高新

区 昆明路 5号 

周彤 18299105128 

中国检验认证

集团河南有限公司 

郑州市金水区

民 航路 17 号 

乔彦辉 0371-5519670

2 18538755197 

郑商所委托检验红枣期货收费标准 

检测项目 收费标准 

含水率（水分） 150 元/样 

干基总糖含量 150 元/样 

每千克果粒数 150 元/样 

均匀度允差 

可食率 100 元/样 

杂质 50 元/样 

总不合格果百分率 300 元/样 

霉变果 

合计：900 元/样 

农药残留和污染物 按质检机构收费标准计收 

注：委托指定红枣质检机构扦样的：（1）扦样费：每天 500 元/人。（2）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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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每天 1500 元/人，河北省、河南省内每天 1200 元/

人。（3）山东省、河南省质检机构派人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扦样或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质检机构派人赴河北省、河南省扦样，在差旅费基础上额外收取质检人

员往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山东省、河南省、河北省机票费用 4000 元/人。（4）

郑商所可以根据工作量等情况商质检机构确认检验人员数量。 

   交割仓库及升贴水 

仓库

编号 

地

区 

仓库名称 升贴水

（元/吨） 

地址 

1901 新

疆 

新疆叶河源果业股份

有限公司 

0 新疆图木舒克市昆神街 6 号 

1902 新

疆 

新疆阿拉尔聚天红果

业有限责任公司 

0 新疆阿拉尔市阿塔公路 113 公里北侧 

1903 新

疆 

新疆羌都枣业股份有

限公司 

0 新疆若羌县胜利区胜利路 

1904 新

疆 

若羌靖祥新丝路物流

有限公司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

羌县楼兰大道新丝路一号（315 国道 1588 

公里处） 

1905 新

疆 

中铁中基（彭州）供

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0 新疆阿克苏地区阿克苏市特色产业园区（南

园）光明路北侧 

1906 新

疆 

新疆日照港物流园区

有限公司 

0 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城西工业园区（新能

源产业园） 

1907 新

疆 

新疆枣都现代农业股

份有限公司 

0 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人民南路工业园区 

1908 新 和田昆仑山枣业股份 0 新疆昆玉市皮墨北京工业园区和兴街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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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 有限公司 号 

1909 新

疆 

新疆百草味农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0 新疆阿克苏地区阿克苏纺织工业城开发区

上 海路 6 号 

1910 新

疆 

新疆唱歌的果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0 新疆哈密市伊州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911 河

南 

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600 河南省新郑市薛店镇 

1912 河

北 

沧州好想你枣业有限

公司 

600 河北省沧县崔尔庄红枣工业园区 1 号 

1913 河

北 

河北阅微食品有限公

司 

600 河北沧县崔尔庄镇崔尔庄东村 

1914 河

北 

沧州盛源食品有限公

司 

600 河北省沧县大官厅乡白贾村 

   交割流程 

进入交割月后，卖方提出交割申请买方未相应的，按照“建仓时

间最早的法人持仓优先”原则，确定参与配对的买方持仓后予以配对

（配对日）。最后交易日沿用现行的“三日交割法”，交割流程与其他

非通用标准仓单的品种保持一致。 

（一）仓单注册 

交割预报    入库验收    质量检验    申请注册    办理注册 

红枣《入库通知单》有效期 40 天，入库重量、质量、包装及标志

须符合期货交割标准。入库重量验收由仓库负责，采用过地磅同时抽

箱检斤或单独抽箱检斤的方式进行。质量检验由仓库负责，不符合交

割质量标准的，经双方协商，仓库可提供整理等服务。整理后，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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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交割质量标准的，不允许注册仓单。货主对仓库检验结果有异议

的，应当自收到检验结果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向交易所书面提出复检

申请，并预交复检费用。自完成采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质检机构

应当出具检验结果，并通知仓库。 

（二）仓单有效期 

N 年 11 月 1 日起接受红枣标准仓单注册，仓单有效期至 N+1 年 9

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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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仓单注销 

通过会员向交易所提交仓单注销申请    结算    交易所开具

《提货通知单》 

因损耗造成出库数短少的，仓库应及时补足。不能及时补足的，

仓库按照《提货通知单》开具之日前（含当日）红枣期货最近交割月

最高交割结算价核算短少商品价款，赔偿货主。 

红枣出库时，出现包装霉变、严重污染、明显异味或损坏的，仓

库应当免费提供包装物并重新装箱。 

红枣出库时，每千克果粒数发生复检且结果在允许误差范围之内

的（误差为 5 个/千克），以入库检验结果为准；复检结果在允许误差

范围之外且低于入库检验结果等级的，以复检结果为准，在交割等级

内的，交割仓库赔偿等级贴水，在交割等级外的，交割仓库按照出库

复检相关规定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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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水分变化导致每箱净含量发生变化的，可正常出库，仓库仍

应补足总数量。 

红枣现货相关情况 

   红枣产业概述 

（一）红枣的特点 

枣树是鼠李科枣属植物，喜温喜光，对土壤的适应能力很强。枣

树的果实称为枣，属于核果类水果，除供鲜食外，可制成红枣、蜜枣、

枣泥、枣酒、枣醋等。红枣主要具备以下特点: 

1、红枣种类多 

枣的品种繁多，《中国果树志·枣卷》中共载入枣品种 700 余个。

根据果实大小划分，红枣分为小红枣和大红枣。小红枣包括金丝小枣、

鸡心枣、无核小枣等品种；大红枣包括灰枣、骏枣、板枣、壶瓶枣等

品种。根据果实形状划分，红枣分为长枣、圆枣和小枣三类。 

我国知名枣品种包括：灰枣、骏枣、冬枣、金丝小枣、赞皇大枣

等。其中灰枣和骏枣为主流红枣品种。 

2、红枣营养成分高 

鲜枣富含维生素 C，维 C 含量相当于苹果的 70-100倍，素有“天

然维生素丸”之称。红枣富含人体必需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

粗纤维、各种矿物质及多种维生素，且含量高于其他果品。 

3、红枣应用价值高 

枣的应用价值高，可细分为食用价值、药用价值、园林价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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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价值和其他价值。食用价值体现在枣提供的热量与小麦、稻谷和豆

类相当，故红枣也被归为木本粮食之一。药用价值体现在枣能调补中

焦健脾益气、养血安神、缓和药性。园林价值体现在红枣不仅具有经

济价值，还具有枝奇、叶繁、花盛、果多为一体的观赏价值。生态价

值体现在枣树耐干旱、耐盐碱，适栽区域广泛。在偏远山区、丘陵等

地带红枣产业将有效地起到防风固沙、调温调湿、保持水土、减弱噪

音的作用。 

（二）红枣产业链构成 

红枣产业链分为四个环节，分别是红枣种植、红枣收购、加工生

产、终端消费。总体来看，红枣产品加工水平较低，红枣产业链较短。 

我国红枣种植呈现三个显著特点：一是种植区域集中度较高；二

是种植面积及产量呈快速上升趋势；三是灰枣品种优势较为明显。新

疆已经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红枣产区。 

红枣收购环节，主要由各类加工企业负责，红枣加工企业向枣农、

合作社采购红枣通货作为下一步加工生产的原料。 

加工生产环节主体由各类加工企业构成，从事红枣的粗加工和深

加工。该行业属农副产品加工行业。 

销售主体主要由加工企业、商超、电商、批发市场构成，负责红

枣产品的营销。 

（三）红枣加工概述 

1、红枣原枣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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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枣原枣加工是指对红枣进行分拣、除杂、清洗、烘干、分级、

杀菌等处理，加工制成红枣原枣产品。 

2、红枣的粗加工 

红枣的粗加工是指在不改变干制红枣原始形态的基础上，通过简

单的切割或者搭配其他干果的方式进行加工。该加工方法也可归结为

原枣加工方式的一种。例如枣夹核桃、枣切片、枣切条等。 

3、红枣的深加工 

红枣的深加工是指通过发酵、研磨及分离提取等工艺，完全改变

红枣原始形态特征的加工方法。例如枣泥、浓缩枣片、枣酱、枣酒、

枣醋、枣奶、枣饮料、枣香精、枣色素、环核苷酸糖浆等。其中，枣

泥、浓缩枣片、枣饮料是常见的深加工产品。 

   生产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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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国红枣生产总体情况 

2005 年以来，我国枣树种植面积及红枣产量呈现不断上升态势。

红枣产量方面，2017 年全国红枣（干重，下同）产量为 562 万吨，较

2005 年增加 390 万吨，十二年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0.36%。 

（二）我国红枣生产区域情况 

目前，国内枣树种植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并以新疆、河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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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西、河南、陕西、辽宁、甘肃等省区为主。近年来，由于具备

规模化种植、适宜生态条件等优势，新疆的红枣栽植面积和产量增长

迅猛，成为全国最大的商品化红枣种植基地。 

我国红枣的传统产地包括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和陕西五省。

2017年，上述五省红枣总产量为 230.68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 41.01%。

其中，陕西红枣产量占全国的 10.87%，河北 9.93%，山西 10.87%，山

东 5.21%，河南 1.93%。 

（三）新疆红枣生产总体情况 

新疆土地广阔，气候干燥、少雨，适合红枣种植。2005 年以后，

新疆大量移植内地枣树，红枣产业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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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 年，新疆枣树种植面积逐渐

稳定在 40-50 万公顷左右的水平，红枣产量逐步稳定在 270 万吨左右

的水平。 

新疆红枣主要种植在南疆地区。2017 年，南疆枣树种植面积占全

疆总面积的 70.36%，并呈现环绕塔里木盆地分布的态势，即主要分布

在阿克苏、喀什、巴州、和田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属的团场等地。

2017 年，南疆生产建设兵团红枣产量为 160.23 万吨，占全疆总产量

的 46.17%；南疆阿克苏、喀什、巴州及和田等地红枣产量为 16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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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占全疆总产量的 46.38%。 

从品种来看，灰枣品种优势较为明显。按品种划分，新疆灰枣总

产量约为 173 万吨，骏枣总产量为 90 万吨，其他枣品种总产量约为

11.7 万吨。新疆灰枣占全疆红枣总产量的 62.9%，骏枣占 32.7%，其

他枣品种占 4.2%，全疆范围内灰枣与骏枣产量之比约 2:1。 

   红枣消费概况 

（一）红枣消费总量 

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老龄人口的增多以及食品保健知识

的普及，我国居民对红枣等营养保健食品的消费需求越来越旺盛，红

枣及相关产品的市场需求快速增长。表观消费量由 2009年的 238万吨，

增加到 2017 年的 562 万吨，增加了 136.13%。 

（二）人均消费水平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红枣人均消费量在 2009-2017年间持续增长，

人均消费量从 2009 年的 1.78 千克增至 2016 年的 4.04 千克，年均增

长率 10.72%。红枣人均消费量保持快速增长，后续有巨大发展空间。 

（三）红枣消费特征 

1、季节性特征鲜明 

每年 10 月至次年 3 月是红枣的销售旺季。主要原因一是红枣在秋

季大量上市刺激了消费欲望；二是随着秋冬季天气的转冷，人们对鲜

果需求下降，而营养价值较高的红枣作为滋补品的消费需求增加；三

是红枣具有“红红火火”的寓意，随着传统重大节日如中秋、元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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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的相继到来，寓意良好的红枣消费逐步走高。 

每年 4 月至 9 月是红枣的销售淡季。主要原因：一是春夏季水果

品种丰富，红枣的替代品较多；二是天气转热，人们更倾向选择鲜嫩

多汁的新鲜水果。 

2、地域特征显著 

整体来看，红枣在南北两地市场的销售形式存在差异。北方消费

红枣以大枣居多，包括灰枣、骏枣、哈密大枣、贡枣、滩枣，其中以

灰枣、骏枣居多，品牌比较分散，消费者购买后多作零食食用。南方

消费以灰枣为主，多用红枣来煲汤，加工品红枣蜜饯、脆枣在南方市

场颇受欢迎。 

   红枣进出口情况 

（一）红枣进口情况 

我国红枣消费以国内生产红枣为绝大多数，进口量极少。海关数

据显示，近年来我国红枣进口量最高值为 50.81吨，最低仅为 0.31

吨。随着我国红枣产量逐年上升，进口红枣的数量呈现下降趋势。 

（二）红枣出口情况 

我国红枣产业呈自产自销特点，出口量较小。海关数据显示，

2009-2015 年我国红枣出口量基本维持在万吨以下，2016 年出口首次

突破 10000 吨，达到 11027 吨。 

   储存流通情况 

（一）红枣储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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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仓储要求 

温度及湿度是影响红枣储存的两个重要因素。温度过高或湿度较

大的环境都容易导致红枣出现发霉变质等物理变化，因此红枣需要在

零度左右的冷库储存。一般情况下，红枣在-4°至-5°的储存湿度条

件下可存储 2 年以上。以内地与新疆气候来看，仓储要求有所差异。

受气温及干燥度等因素影响，新疆红枣在 4 月前不需要用冷藏库进行

保存，进入 5 月份后，气温升高，若不进入冷库储存，红枣容易变质，

因此一般情况下，以 4 月为分界线，新疆的红枣必须进入冷库。 

较之于新疆，内地的高温及高湿环境更容易使红枣发生质量变化，

因此红枣进入内地必须进入冷库以防变质。 

2、库容分布情况 

从目前情况来看，不管是新疆还是内地的库存容量都较为充足。 

新疆红枣产量主要集中在南疆、巴州地区目前可用库容约为

50-60 万吨，规划中及在建库容约为 70 万吨；阿克苏地区整体红枣库

存容约为 70 万吨；喀什地区整体库容约为 10 万吨。内地主要红枣集

散地崔尔庄库容约为 20 万吨左右，新郑库容约为 5 万吨。 

（二）红枣流通情况 

1、贸易流通方向 

由于新疆已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红枣供应地区，红枣产业呈现出“新

疆生产，内地中转，南北分销”的贸易格局。 

新疆红枣出疆线路有两条：一条是南线，即新疆和田、且末、若



                        
热点评述

 

 17 / 18 

 

羌地区红枣通过新疆南线出疆，经过西宁、兰州进入内地；另一条是

北线，即喀什、阿克苏、巴州地区红枣通过新疆北线出疆，经过嘉峪

关、张掖、兰州进入内地。 

2、红枣运输方式 

新疆红枣出疆全部采用汽车运输，主要以车厂 17.5 米载重 30 吨

左右的板车为主。从河北、河南等集散中心到其余地区以 9.6 米长载

重 25 吨的板车为主。短距运输车辆多为 10-15 吨卡车。 

   红枣价格分析 

（一）红枣价格走势 

从长期趋势来看，红枣价格波动具有一定的规律性。1998 年至

2006 年：红枣生产者价格较为平稳，基本维持在 5000-6000 元/吨。

2006 年至 2011年：红枣生产者价格出现快速增长趋势，从 2006 年的

6450 元/吨上涨至 2011 年 35266元/吨，价格接近翻了 5.5 倍。2011

年至今：红枣的价格呈现持续下跌的趋势。至 2019 年沧州红枣交易市

场符合红枣期货基准交割品要求的红枣价格仅为 9000 元/吨左右。 

（二）红枣价格周期性分析 

从红枣价格短期波动特征来看，整体季节特征明显。在一年的周

期内，红枣最高价格一般出现在 1-3 月。达到最高点后，红枣价格小

幅下降，直至第三个季度的水果旺季，达到全年度的谷底。随后红枣

价格开始震荡回升，到 12 月随着不同种类红枣相机大量上市，又进入

第二个谷底，继而开始缓慢上涨至年末及次年的 1-3 月，呈现出“春



                        
热点评述

 

 18 / 18 

 

冬高，夏秋低”的价格趋势。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夏秋季节水果种类丰

富，红枣的替代品较多，人们更倾向选择新鲜时令水果。红枣的消费

需求减少，导致红枣销售价格开始下跌。此外，红枣属于滋补型产品，

春冬季节的需求较高，同时端午节、中秋节和春节等传统节日期间红

枣的消费需求也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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