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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2006年白糖市场回顾 
 

2006 年 1 月 6 日郑州白糖期货挂牌上市，很快就表现出新品种的活力，先是在食糖减
产和国际糖价飙升的带动下走出井喷般的上涨行情，上市后仅一个月就自 4700元/吨上涨到
6200 元/吨，刷新了国内糖价的历史纪录。糖价暴涨短时间内显著抑制了需求的增加，同时
还极大地刺激了农民对于糖料的生产热情，而且也引发了国家管理层对于糖价走高的干预，

再加上国际推高糖价的投机资金逐渐撤离导致糖价见顶回落，国内糖价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

下跌行情，自 2月初直到到 8月底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调整走势，期货价格从 6200元下跌到
3200 元方才止跌，跌幅接近 50%。随后，中秋、国庆两节的需求热潮引发了糖价的超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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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行情，再加上新榨季开局不很顺利，新糖上市迟缓加重了青黄不接的矛盾，郑糖价格从

3200元逐渐上涨到 4000元，直到广西等甘蔗产区的压榨进度恢复正常才使得糖价进入季节
性回落。 
    上市以来，郑州白糖期货出现过千点以上的大行情两次，500~800点的中等行情 8次，
还有众多的 300点以内的短线机会。从整体上划分，今年白糖期货的走势可以分为三个主要
阶段。 

 
 
第一阶段：井喷上涨（上市起至 2月 6日） 

郑州白糖期货 1 月 6 日挂牌上市，最初几天市场进入缩量整理，16 日受隔夜外盘突破

整理区大幅上涨的刺激，郑糖高开高走，价量齐升。此外，当天国储进行第二次拍卖竞价激

烈，成交价高于第一次，现货批发市场价格纷纷升至涨停，掀起了新一轮牛市行情的序幕。 

在 16 日至 25 日短短 8个交易日中，主力合约 SR605 从 4707 元上涨到 5811 元，升幅达

23.45%，其中在 23 日和 24 日连续两天到达涨停板。由于短期内上涨幅度太大，空方面临数

次穿仓的窘境，为控制市场风险，郑州交易所于 24 日收盘后宣布单方面提高多单保证金到

20%，这才缓解糖价的上涨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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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糖价快速上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现货供应紧张、国储拍卖引起市场进行博弈

炒做以及全球性食糖短缺的宏观背景是主要因素。 

1、 国内开榨推迟导致食糖供应紧张 

我国产糖数量最多的地区在广西，在 2004/2005 年榨季广西蔗糖产量达 532 万吨，占当

年全国蔗糖总产量的 62%，占食糖总产量的 58%，广西蔗糖产量对全国食糖供应起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 

2005 年广西甘蔗种植面积略有增加，但由于受到洪涝灾害的影响导致来宾、柳州地区

约 20 万亩甘蔗绝收。而广西北部、中部蔗区因干旱使得甘蔗生长缓慢且糖份降低。 

从 11 月中旬开始广西各糖厂陆续进入开榨期，较上榨季推迟 10 天左右。到 12 月中旬，

各地产糖率平均为 11.72%，低于 2004 年同期的 11.95%，共榨甘蔗 740 万吨，产糖 82.6 万

吨，销售 66 万吨，产销率达 80%。 

由于开榨时间推后，甘蔗供应难以满足糖厂满负荷生产的需要，市场食糖供应紧张，糖

厂基本没有库存。而糖价节节上涨又促使用糖企业急于抢购、囤积，各地糖厂也纷纷争抢甘

蔗资源，蔗农抱有观望待涨的心理，这些因素对糖价坚挺起着重要的支持作用。 

广东、云南、海南等主要甘蔗产区也多数受到干旱气候影响，产量未能达到预期增加数

量或有所下降。中国糖协前期预计 2005 年全国食糖总产量为 970 万吨，比 2004 年的 917.4

万吨增加 1.06%，但实际却出现不增反减的局面，而近两年我国食糖需求出现较大增长，这

样今年食糖供需将存在 200 万吨左右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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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储进行拍卖试图抑制糖价上涨 

2005 年春节前后国内食糖价格跟随国际糖价逐步上涨，到 12 月全面进入开榨季节后糖

价继续走高，较年初上涨了 60%，已经接近 1995 年创下的历史高点 4800 元/吨。为抑制糖

价快速上涨，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于 12 月 29 日发布《国家储备糖竞卖公告》，宣布将分别

于 2006 年 1 月 5 日和 16 日分两次拍卖 18.4 万吨的储备糖。 

1 月 4 日，就在国储即将拍卖的前一天，纽约原糖期货出现大幅上涨，逼近 15 美分/磅

大关，即将到达 10 年来的高点。这样，在 5日的拍卖中成交价格远远超过 3800 元的底价，

最低成交价为 4490 元，最高成交价达 4640 元，平均价为 4557.9 元，高出拍卖底价 20%。

受拍卖结果鼓舞，当日各地食糖现货价格也纷纷上涨，个别地方已经出现 4800 元的天价。 

1 月 16 日国储二次拍卖，成交价格更上一层楼，最低成交价为 4500 元，最高价格达到

4740 元，平均价格为 4558.68 元。国储两次拍卖未能有效抑制糖价上涨，市场对于国储拍

卖的炒做之风愈演愈烈。 

 

3、全球食糖供不应求  

国际糖业组织(ISO)在 2006 年 1 月发布的月度报告中认为，由于本制糖年巴西中南部地

区停榨时的情况不太理想，估计本制糖年全球的食糖消费需求量将比产量高出 150-200 万

吨，去年 11 月份 ISO 在其月度报告中曾预期 2005/06 制糖年（10 月-9 月）全球食糖市场将

出现 100 余万吨的供给缺口。 

导致食糖短缺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世界最大产糖国巴西扩大酒精生产而压缩蔗糖产

量；二是欧盟进行糖业政策改革减少对农民的补贴挫伤食糖生产的积极性，将减少未来食糖

的供应。 

根据有关报道，至 2006 年 1 月上旬，巴西中、南部地区 243 家糖厂中已有 203 家结束

了本制糖年的生产。因受干旱天气影响，巴西国家商品供给公司将 05/06 制糖年的巴西甘蔗

产量有 4.40 亿吨下调到 4.36 亿吨。此外，由于石油价格居高不下，全球酒精需求大增，巴

西预计产糖量只有 2200 万吨，出口量也从预期的 1470 万吨减少到 1450 万吨。 国际糖业组

织在 1 月份的月度报告中预测全球食糖消费需求将比产量高出 150~200 万，而去年 11 月的

预测值还只有 100 万吨。 

欧盟正在进行的制糖业政策改革会降低甜菜产量，将逐渐减少其食糖的出口，届时将为

国际市场腾出约 550 万吨的市场空间，全球食糖供应形势日趋严峻。 

印度作为世界最大的食糖消费国，虽 2005 年甘蔗产量有所提高，但大部分将为满足国

内需求，出口数量不会大幅增加。不过，如果国际糖价持续升高，印度也可能会增加其出口

数量。 

巴西、印度、欧盟是世界上最主要的产糖国和地区，但由于种种原因它们在 2005 年的

食糖产量没有明显提高，全球食糖库存继续下降，这造就了糖价二十五年来最大的牛市。 

 
                           NYBOT 11#原糖期货长期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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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回落寻底（2月 6日至 8月 31日） 
    国内外糖价经过 2005年至 2006年初连续上涨之后都已处于历史高点，高糖价极大地激
发了全球性的糖料种植热情，巴西、印度以及中国都扩大了甘蔗的种植面积，据权威机构预

测 2006/07年度国际食糖将出现供应过剩的局面。 
    国内糖价暴涨引起管理层的关注，在期货、现货价格分别超过 6000元和 5000元之后出
现国储将拍卖百万吨储备糖的传闻，这直接导致国内糖价见顶回落。 
    在长达半年的下跌过程中，行情表现跌宕起伏，可以将整个调整走势分为恐慌性下跌、
市场与政策博弈和主力空头控盘打压三个时期。 
 
1、 恐慌性下跌时期（2月 6日至 3月中旬） 

在经历暴涨之后，国内外糖价开始见顶回落，管理层准备向市场投放 100 万吨储备糖的

传闻造成了交易者的恐慌性出逃，2 月 7、8 日两天内郑州糖价以连续跌停板的形式下跌了

600 点。此后恐慌情绪有所减轻，在某些关键价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反弹，改急跌形式为逐

步盘跌，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糖价下跌了 1200 元，跌幅将近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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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国内外糖市在 2月 6 日见顶回落，但较高的糖价仍使管理层不安，2月中旬有媒体

透露有关部委正向国务院上报食糖市场调控方案，国家将调集 100 万吨国家储备糖和进口自

古巴的食糖进入市场，以抑制国内持续高涨的糖价。3月初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正式发

布公告：“为了保证市场供应，稳定国内食糖价格 ，近期先安排加工储备原糖 40 万吨，择

机投放市场。”3月 14 日在华商储备中心就储备糖和古巴糖的加工费用进行竞标，要求有关

企业在最短时间内将储备糖加工成成品糖，以便择机投放市场。 
 
 
2、 市场与政策博弈时期（3月下旬至 6月下旬） 

国内糖价由6000元急跌到5000元之后稍做喘息，此时食糖供应不足的阴影仍没有消散，

截至 2006 年 2 月末，本制糖期全国已累计产糖 669.6 万吨（上制糖期同期产糖 706.5 万吨），

销售食糖 395.5 万吨（上制糖期同期销售食糖 394.6 万吨），累计销糖率 59.1%（上制糖期

同期 55.9%），产糖数量低于上年度同期数据而销售量反而略高，那时榨季已经过半，当年

食糖减产几成定局。这样，市场认为糖价经过下跌之后应该受到支持，而政府机构则认为糖

价依然偏高应进行干预。双方的分歧在 4 月~7 月的行情中得到体现，相比之下国际糖价的

波动显得有些无足轻重了。  

3 月 28 日国家发改委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国储抛糖事宜，以 SR701 为首的远月合约的反

弹逐渐见顶；4 月 3 日 SR609 为代表的近月合约开始迅速下跌突破整理形态，4 月 5 日有关

部门开会研究落实国务院领导批示意见；4 月 10 日郑糖合约集体跳空下跌，4 月 11 日国家

发改委等三部门联合发布公告，称本榨季食糖减产，为稳定糖价，保证市场供应，近期先投

放部分国家储备糖。具体安排是 4 月 18 日、4 月 25 日、5 月 23 日、5 月 30 日，每次投放

9.2 万吨，共计 36.8 万吨，市场出现小幅反弹；13 日起再次出现暴跌走势，14 日和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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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持续下跌，不到三天跌幅接近 300 元，各合约普遍跌至 4500 元以下，与月初相比下跌了

600 元，跌幅超过 12%。 

18 日第一次拍卖的结果出人意料地达到平均 4871.98 元，比当天期货市场平均收盘价格

高出近 200 元，期货合约全线涨停；19 日再度冲高后回落补缺，经过三天调整，24 日第二

次拍卖前郑糖高开高走，午前摸至涨停板位置，中午发改委等部门宣布准备再安排加工储备

糖 60 万吨投放市场，午后糖价明显回落；25 日第二次竞拍价格较上一次普遍下跌，平均成

交价为 4742.07 元。月末行情进入横盘整理，成交量逐渐降低。 

进入 6 月有关部门公布将在 6、7、8、9 月份继续拍卖国储糖，同时国际糖价结束反弹

开始回落，在此双重压力下白糖期货价格失守 4500 元防线，快速向 4000 元整数关退却。 

 

 

 

国储糖拍卖确实起到了弥补国内食糖供需缺口的作用，但对于稳定糖价所发挥的作用不

明显，特别是每次拍卖基本都出现低开高走的局面反映出市场和管理层存在某种博弈的行

为。 
 

到 6月下旬，国储已经通过竞拍方式投放了大约 64万吨储备糖（包括进口古巴糖），此

时国内食糖的供应量已经高于近年来的同期平均水平，国储拍卖成交价格开始出现大幅下

跌，原来显著高于现货价的规律转为向现货价靠拢，阶段性供应过剩的压力已见端倪。但是，

政策认为食糖的现货价格（4500 元）仍偏高（国储拍卖的底价为 3800 元），与年初开始干

预时的糖价很接近，故而认为仍存在供应短缺的隐患，这样就继续坚持拍卖的决定。 

2006 年国储拍卖食糖一览表 

日期 拍卖数量 平均价（元） 涨跌（元） 现货价 拍卖均价-现货价 

1 月 5 日 9.2 万吨 4557.9 -- 4470 元 87.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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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6日 9.2 万吨 4558.68 0.78 4500 元 58.7 元 

4月 18日 9.2 万吨 4871.98 313.3 4660 元 211.98 元 

4月 25日 9.2 万吨 4742.07 -129.91 4675 元 67.07 元 

5月 23日 
9.2 万吨 

4856 113.93 4735 元 111 元 

5月 30日 
9.2 万吨 

4876.28 20.26 4760 元 116.28 元 

6月 27日 9.2万吨 4567.55 -308.73 4550元 17.55元 

  
 
 
3、 空头主力控盘打压时期（7月初至 8月底） 
7 月起郑糖市场再度走弱，主力合约 703 的 4000 元关口彻底失守，广西产区现货报价

也从 6月的 4500 元下调到 4200 元。国储加大拍卖力度和国际糖价冲高回落两个利空因素是

导致国内糖价连续下跌的主要原因，前者的利空作用更加突出，国储拍卖对市场的影响已经

从前期压制糖价上涨（拍卖价>现货价）演变为引导糖价下跌（拍卖价<现货价）。虽然糖价

已经跌破前期贸易商的心理价位 4300 元，但对价格继续下跌的担心使得成交低迷的状况没

有得到好转，使本来预计供应紧张的形势却转变为供给过剩。 

2006年白糖期现价格和国储拍卖价格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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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糖协统计：截止至2006年6月末，本制糖期全国累计销售食糖656.9万吨（上制糖期

同期销售食糖726.1万吨），累计销糖率74.5%（同比79.1%），这与年初时的旺销局面大相径

庭，此时不得不重新考虑是否继续进行国储拍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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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8月初白糖期货价格跌破 3800元的国储拍卖底价之后，广西等地的现货报价也下调

到 4000元之下，这时商务部终于宣布暂缓原定于 8月 15日进行的国储糖拍卖，理由是“为

了保障食糖市场平稳运行，促进食糖消费”。而不久之前， 还在宣称“鉴于本榨季食糖减

产，为保证食糖消费旺季市场供应，糖价稳定……近期再投放部分国家储备糖和进口古巴

糖”。 看来对糖市的调控已经是矫枉过正了。 

不过，白糖期货并没有在此止跌。8月中旬在贵阳召开的糖协理事会上某政府官员表态

说：1、糖价不应高于 4000 元，最好在 3500 元；2、今年的价格应该往下走；3、30 万吨（已

加工的国储）糖能卖就卖掉；4、（糖厂）要牺牲价格、牺牲一些利润。就在这个利空言论出

台之前，本已在 3800 元附近走稳的期价突然以跳空形式下跌，而出台后糖价又跌破 3500

元的整理区下探，直到 3200元左右方才走稳。 

郑糖持续近半年的下跌与空方主力机构具有强大实力是密不可分的，早在 4、5 月份，

主空单个机构的持仓就占到郑糖全部空单头寸的一半（见下图）。从主空增持空单的时间来

看与白糖指数见顶回落和跌破横盘整理是相对应的，对行情走势的影响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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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7月以后，该主空机构的持仓到达顶峰，4000元、3500元两个重要关口正是在空头

主力的打压下才被跌破的，而政策利空不过是提供了打压的借口而已。在郑糖跌破 3500元

之后，该机构通过增持多仓的办法调整空头部位，而糖价也就进入筑底阶段了。 

    

 
第三阶段：止跌反弹（9月以后） 

经过长达半年的下跌，郑糖价格自 6200 元回落到 3200 元，缩水了将近 50%，超跌反

弹的时机逐渐成熟。9月初郑糖市场受现货销售大增的鼓舞止跌反弹，主力合约 703 由 3200

元左右回升到 3500 元附近。而广西产区现货报价已经高达 4200 元以上，期现走势背离的现

象更加突出，反映出交易商对现货供需紧张和远期食糖将大量增产的矛盾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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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郑糖市场走出久违的上涨行情，经过前期在 3200 元和 3300 元两次探底获得支撑

之后，多方借 9月食糖销售数据大于去年同期、剩余食糖库存低于近年水平的利好题材发动

攻势。广西公布的新榨季甘蔗收购价高于 2005 年同期，郑糖指数快速上摸 3900 点后回落调

整。在食糖供应青黄不接之季，老糖凭借库存稀少停留在高价有恃无恐，新糖在什么价位与

老糖接轨成为期市主力机构炒做的重要题材。 

进入 11 月份之后，旱情严重使得广西开榨进展不顺利，甘蔗水分、糖份皆低使得产糖

数量比往年同期偏少，供应紧张的局面支持现货价格居高不下，广西地区甚至上调到 4500

元以上，这样就带动期糖补涨，郑糖一度越过 4000 元大关。 

     

 

第二部分 当前白糖的基本面情况 

一、今年开榨以来国内食糖产销状况 

2006/07 榨季的开局并不顺利，广西地区自 8 月起受到干旱困扰，至 11 月初开榨时很

多地区连续两个多月滴雨未下，再加上少有的高温天气影响，甘蔗生长缓慢且糖份普遍积累

不足，造成蔗农不愿砍蔗、糖厂不愿开榨的局面，食糖供应不足推动糖价走强。11 月中下

旬广西大部分地区普降及时雨，甘蔗生长状况好转，单产增重 5~10%。这时，农民砍蔗的热

情空前高涨，糖厂得到充足糖料的供应，生产逐渐进入正轨。 

据中糖协发布的 11 月国内食糖产销数字显示，截止至 2006 年 11 月末，06/07 年制糖

期全国累计产糖 97.08 万吨（上制糖期同期产糖 89.3 万吨）；其中产甘蔗糖 44.51 万吨（同



 

 12

CIFCO 

比 46.3 万吨），产甜菜糖 52.57 万吨（同比 43 万吨）；累计销售食糖 63.76 万吨（同比 55.3

万吨）；累计销糖率 65.68%（同比 61.9%）。其中销售甘蔗糖 34.68 万吨（同比 37.2 万吨），

销糖率 77.92（同比 80.3%）；销售甜菜糖 29.08 万吨（同比 18.1 万吨），销糖率 55.32%（同

比 42.1%）。对比前三年数据来看，06 年 11 月末全国累计产糖量排在四年中的第一位，销糖

量排在第一位，销糖率排在第一位。 

 

至 11月末全国食糖产销进度表 

                                                  单位：万吨、% 

截至 2006年 11月底累计
省    区 预计产糖量 

产糖量 销糖量 销糖率
备注 

全国合计 1120 97.08 63.76 65.68   

甘蔗糖小计 1006 44.51 34.68 77.92   

广  东 120 3.27 0.64 19.57   

其中：湛 江 100 3.19 0.6 18.81   

广  西 650 40 33 82.5   

云  南 180 0.24 0.14 58.33   

海  南 38 0 0 0   

福  建 5.7 0 0 0   

四  川 6 0 0 0   

湖  南 3 1 0.9 90   

其  他 3.3 0 0 0   

甜菜糖小计 114 52.57 29.08 55.32   

黑龙江 26 9.86 6.9 70   

新  疆 60 30.77 15.84 51.48   

内蒙古 19 8.5 4 47.06   

河  北 6.5 2.59 1.84 71.04   

其  他 2.5 0.85 0.5 58.82  

信息来源： 中国糖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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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目前正处在产销两旺的时期，甘蔗糖产量同比略减，考虑到 12 月以后进入主产

期，需求是否能够跟随产量增长是决定糖价走势的重要因素。 

 

 

二、影响产量和需求的主要因素 

由于国内榨季要持续到 2007年 5月才结束，还有将近半年时间，这阶段天气因素十分

重要，干旱是否会卷土重来？冬季是否会发生严重霜冻？以及日内温差是否有利于甘蔗糖份

的积累？这些气候变化会直接影响到本榨季甚至下一榨季的食糖产量。由于耕地有限，继续

大规模扩大甘蔗种植面积的可能性很小，增产只能在兴修水利、提高耕种的机械化程度以及

改良品种上下功夫，在榨季剩余时间内天气情况是影响产量的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因素。 

影响需求的因素较多，糖价与淀粉糖等替代品的比价关系、用糖企业及贸易商对后市糖

价走向的判断和国家收储题材等等都令食糖的需求存在变数。本年末糖和玉米的价格此消彼

涨，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玉米淀粉糖的替代作用，进而增加对食糖的需求。另外，基于 2007

年将出现全球性食糖供应过剩的判断，现货商购糖、囤糖的行为会更加谨慎，在榨季产量明

朗之前商业上的需求可能会有所减少。收储问题政策性较强，虽然国储库存薄弱使得收储势

在必行，但收储的前提之一是食糖产量大幅增加之后对糖价产生沉重压力。根据以往国储拍

卖的底价和政府官员的表态来分析，糖价至少要下跌到 3800元以下才可能进行收储，下跌

到 3500元以下收储的可能性较大。 

 

三、国际食糖的供需形势 

据国际权威机构分析，全球食糖消费量已连续 4年超过产量，但 2005/06 榨季需求增速

低于产量增速，供求缺口有所缩小，预计 2006/07 年度糖市场有望达到平衡。 

鉴于预计今年巴西、俄罗斯联邦、美国、东亚和东欧国家出现增产现象，联合国粮农组

织（FAO）把 2006/07 榨季食糖产量上调至 1.555 亿吨，比去年增加了 4.3%。 

全球食糖产量的增产主要归功于发展国家产量的增加。预计 2006/07 榨季发展中国家的

食糖产量可以达到 1.165 亿吨，比上榨季要增加 9.7%。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受糖价上涨

的刺激，许多蔗农扩大了甘蔗种植面积，重振国内食糖行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尤为

突出。 

全球对于酒精需求量的增加以及国内生物燃料生产的起步都对各国扩大甘蔗种植面积

和改善生产加工设备起到了推动的作用。根据预测，今年发展中国家的食糖产量预计增加

1003 万吨，达到 1.164 亿吨，有望出现 340 万吨的食糖剩余，从而改变了连续 3 年出现食

糖缺口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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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7 榨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食糖产量预计可以达到 5140 万吨，其中巴西

预计产糖 3100 万吨，达到历史高位，比 2005/06 榨季要多出大约 200 万吨的食糖。 

虽然各家机构对 2006/07 年度全球食糖产量过剩的预测数字不同，从 300 万吨、500 万

吨到 800 万吨的分析都有，可以肯定的是全球食糖将由前几年供不应求的局面开始转向供应

过剩。 

 

  （本图根据 USDA 报告的数据制作） 

 

第三部分  2007 年行情展望 

自 2006/07 年度开始，国内外食糖供应出现大幅增长，前几年供不应求的局面得到改变，

2007 年影响食糖的主要因素是供应过剩的幅度。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进行了分析，在此不再

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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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情发展的角度来预测，鉴于国内食糖有望较去年增产 200 万吨左右，而 2006 年初

糖价曾创下历史新高，那么 2007 年的首要问题是重新确定糖价的波动空间，特别是在增产

的背景下（需求也会增加，但不会象产量增幅那么显著）去寻求有效的支撑价位（即价格底

部）更使当务之急。在 2006 年 8 月底，当时郑糖价格在现货销售前景不明、库存同比偏高

以及政策持续拍卖国储糖进行干预和官员发表利空言论，再加上空头主力推波助澜、新糖产

量预计大幅增加和国际糖价一路走软等众多利空因素打击下，最低曾下探到 3238 元的低点，

从目前各方面形势看难以聚集更大的做空力量来跌破前次底部，所以笔者认为 2007 年的低

点在 3500 元附近（3300~3700）的可能性较大。 

同样，目前也不具备与今年初相似的做多气氛，国内外糖价在上摸历史高点后应有一个

充分调整的过程，2007 年的高点和整体波动幅度都会低于上一年。综合技术和基本面分析，

笔者认为明年的高点不会超过 5000 元，在 4500~4800 元见顶的可能性较大。 

这样，在 2007 年初期糖价将以寻底走势为主，春节需求以及潜在的霜冻题材会造成市

场出现短暂反弹，但产量逐渐明朗将令市场不断修正糖价的合理区，并在节日利多因素被消

化之际价格探底。此后榨季开始进入尾声，供需力量的对比将受库存多少的影响逐渐倾向供

给一方，届时糖价会完成筑底恢复上涨，随后收储题材、国际糖价反弹等因素将推动郑糖价

格上摸本榨季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