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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言 １　　　　

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随着《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
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深入贯彻落实，我国期货市场取
得了稳步较快发展的良好局面。但是由于当前我国期货市场“新兴加转轨”
的特征依然突出，市场制度和结构仍存在缺陷，风险防范和化解的自我调节
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市场主体发育不成熟，我国期货市场的整体波动和投机
性仍较强，这些都对期货市场的改革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与此同时，在新的市场环境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随着我国期货市场规
模的不断发展壮大，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日趋紧密，影响期货市场运
行的外部因素也更为多样化和复杂化，由美国次级债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市
场动荡不安，国内外商品市场价格频繁而剧烈的波动，都增加了期货市场风
险控制和日常监管的难度，给我国期货市场的稳定、健康的运行带来了新的
挑战。

在这样一个新的形势下，期货市场的持续活跃和规范运作吸引了许多新
的市场参与者，期货市场的开户数快速增长，特别是新入市的个人投资者比
重较大且呈持续上升趋势。大宗商品和资产价格的频繁剧烈波动也使越来越
多的企业开始意识到利用期货市场进行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对期货
市场的交易特点和运行机制缺乏详细了解，同时风险意识淡薄，受期货高杠
杆高回报的诱惑，而忽视了期货的高风险特征，导致了非理性投资行为上
升，产生了不必要的损失。投资者是期货市场的重要主体，期货市场的发展
离不开投资者的积极参与，特别是成熟投资者的参与。因此，在当前我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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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市场的快速发展时期，做好投资者教育工作更加意义深远。
做好投资者教育工作，既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期货市场稳步发

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加强我国期货市场建设、促进市场稳定运行的关键环
节。持续不断地开展行之有效的投资者教育活动，使投资者了解期货高杠
杆、高风险的特点，了解期货市场的产品及交易规则，减少投资者的盲目
性，特别是牢固树立“买者自负”的风险意识，从而理性地参与期货交易，
增强投资者的自我保护能力，才是对投资者最好、最有效的保护。同时，通
过投资者教育，有助于投资者客观、正确地认识和参与期货市场，可以进一
步促进培育诚实守信、理性健康的市场文化，促进期货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
和市场的平稳有序运行。期货市场的投资者教育工作任重而道远，是一项长
期的、系统性的工程，需要持之以恒地开展下去。

近年来，围绕投资者教育工作，期货市场的监管部门、自律组织与中介
机构都深入进行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和卓有成效的大量工作。由中国期货
业协会组织编写的这一套《期货投资者教育系列丛书》就是协会按照中国
证监会的统一部署，贯彻落实期货投资者教育工作的重要措施之一。该丛书
作为期货市场第一套系统介绍我国上市期货品种的投资者教育普及读物和中
国期货业协会期货投资者远程教育学院课程的基础性教材，以广大普通投资
者为服务对象，兼顾了现货企业等专业机构的需求。本套丛书在体例上采取
简单明了的问答体例，在语言上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可读性强。在内容
上，丛书以“风险教育”为主线，不仅对国内上市的期货品种基本知识和
交易规则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更从期货品种相关的现货生产、加工、贸易和
消费等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对该产品的特性进行了系统的介绍，从而使得投资
者能够得到更加全面、深刻的理解。同时，丛书还选取了大量包括套期保
值、套利交易等典型实务操作案例，作为投资者了解和学习该产品的辅助材
料，充分体现了丛书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特点。衷心地希望本丛书的出版能
够为期货投资者了解期货市场，树立风险意识，理性参与交易提供有益的帮
助。

姜　 洋
２０１０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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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ＰＴＡ现货和期货基本知识 　

　 　 【本章要点】

　 　 本章主要对ＰＴＡ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如
ＰＴＡ的特性和用途、产业链上下游的基本情况
等；同时对于ＰＴＡ期货的相关制度也进行了全
面的介绍，以帮助投资者了解ＰＴＡ期货和期货
的基本常识，为操作ＰＴＡ期货打基础、做准备。

一、 ＰＴＡ是什么？

ＰＴＡ，是Ｐｕｒｉｆｉｅｄ Ｔｅｒｅｐｈｔｈａｌｉｃ Ａｃｉｄ的英文缩写，其化学名称为精对苯二
甲酸。ＰＴＡ是一种重要的大宗化工原料，在常温下是白色粉状晶体，无毒、
无味、易燃，若与空气混合则在一定限度内遇火即燃烧，ＰＴＡ是从原油经过
一系列工序加工而成的。

二、 ＰＴＡ有什么用途？

尽管ＰＴＡ是一种化工原料，但与百姓的生活却密切相关。与其他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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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金属产品及能源等期货产品相比，ＰＴＡ对于多数期货界人士来讲都有陌
生的感觉，其实ＰＴＡ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在百姓的衣食住行中的“衣”
中有广泛的使用。ＰＴＡ是纺织纤维的重要原料之一，是人们俗称的“涤纶”
的最直接原料（涤纶的学名为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简称聚酯，即
ＰＥＴ），世界上９０％以上的ＰＴＡ用于生产聚酯。聚酯产品是以精对苯二甲酸
（ＰＴＡ）和乙二醇（ＥＧ）为原料经酯化缩聚反应而制成的，纤维还需经纺丝
和后处理才能制成。生产１吨聚酯需要０ ８５ ～ ０ ８６吨的ＰＴＡ和０ ３３ ～ ０ ３４
吨的ＥＧ （乙二醇）。聚酯包括聚酯纤维、纤维切片、瓶用切片和薄膜切片
等。在国内市场上，有７５％的ＰＴＡ用于生产聚酯纤维，ＰＴＡ的下游延伸产
品主要是聚酯纤维；２０％用于生产瓶级聚酯，主要应用于各种矿泉水、碳酸
饮料、茶饮料、食用油的包装等；５％用于生产膜级聚酯，主要应用于包装
材料、胶片和磁带等。另外，ＰＴＡ在轻工、电子、建筑等国民经济的各个方
面均有广泛应用。

三、 ＰＴＡ的价格特点如何？

从历史情况看，ＰＴＡ的价格有两大特点：趋势性强、价格波动大。
ＰＴＡ现货价格月度之间波动１０００元／吨是正常的，有时一周波动幅度就

达１０００元／吨左右，２００６年１０月更是达到了３天之内下跌１０００元／吨的程
度。其涨跌趋势一旦形成持续性较强，持续几个月至半年左右是较为正常
的，最长可以达到两年多的时间，如１９９２年１２月初至１９９５年６月，因亚
洲地区的中国台湾、韩国及日本等地聚酯环节的大发展，使ＰＴＡ的需求大
增，推动了ＰＴＡ的价格震荡上涨持续了大约两年半时间；之后因大量聚酯
产品推向市场及韩国、中国台湾等地的新ＰＴＡ产能相继开出，缓解了供求
紧张的矛盾，ＰＴＡ价格的下跌也持续了１４个月左右的时间。１９９９年１０月
至２００２年１月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内，因为在亚洲范围内大量ＰＴＡ新产能快
速释放，国内天化、洛阳等地的ＰＴＡ生产装置也相继投产，而韩国、中国
台湾聚酯生产企业出口受阻，价格下滑，库存量较大，聚酯企业多选择降低
运行开工率，总体负荷减幅达３０％，聚酯生产企业采取减产保价的措施，
对ＰＴＡ需求量明显减少，在ＰＴＡ产能本身存在过剩的情况下，ＰＴＡ价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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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在震荡下跌；２００３年５月至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年半的时间内，国内聚酯产业
快速发展，需求上升，ＰＴＡ价格持续上涨；２００６年３月中旬至８月底６个
多月的时间内，因很多新ＰＴＡ产能计划年内投产，提前储备原料致使对甲
苯（ＰＸ）价格大涨，进而带动了ＰＴＡ价格持续的上涨。

四、 ＰＴＡ产业链的情况如何？

ＰＴＡ的源头是原油，原油经过石脑油到异构级混二甲苯———ＭＸ，再到
对二甲苯———ＰＸ，ＰＸ经过氧化得到精对苯二甲酸———ＰＴＡ。

ＰＴＡ的产业链较长，上游ＰＴＡ的前端是原油及石化工业，下游是聚
酯行业，终端是纺织服装行业（少部分是包装品）。具体如图１ － １所
示。

图１ － １　 ＰＴＡ产业链上下游示意图

五、 ＰＴＡ上游化工产业链的基本情况如何？

原油作为工业经济重要的能源之一，又是影响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
的重要战略物资，加之其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使其越来越受到高度的重
视。

在原油的直接产品中，成品油所占的比例最大，大约占下游所有产品总
量的８０％以上；另外不足２０％的量为烯烃、芳烃产品，而烯烃、芳烃产品



精对苯二甲酸

４　　　　

是下游化工行业的重要原料，在芳烃的分支下，有我们今天的主角———ＰＴＡ
（上游原油化工生产流程如图１ － ２所示）。

图１ － ２　 上游原油化工生产流程图

炼油厂一般通过催化裂解或原油直接蒸馏生产成品油和石脑油（别名
轻汽油），而烯烃工业是以石脑油为生产原料的，烯烃类包括乙烯、丙烯和
丁二烯，乙烯是聚酯的另一原料ＥＧ （乙二醇）的重要原料，在此我们不多
介绍。而芳烃类包括纯苯、甲苯和二甲苯，在二甲苯的异构体当中，对二甲
苯（ＰＸ）具有较大实用价值。在合成化工方面，对二甲苯是化纤工业最主
要的原料之一。

　 　 六、 作为 ＰＴＡ 的主要原料， ＰＸ 及芳烃类产品的
大致情况如何？

　 　 芳烃主要有四个来源：（１）由重整油分离；（２）从裂解汽油中提取；
（３）由歧化和脱烷基反应制取；（４）从甲苯制苯和二甲苯。前三种方法为
生产芳烃的主要手段。典型的催化重整生成物中约含苯１０％、甲苯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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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苯３５％。对二甲苯可从混合二甲苯（ＭＸ）中抽提分离，也可将邻二甲
苯异构化转化为对二甲苯。催化重整和高温裂解在芳烃生产工艺中占有较大
的比例。轻烃转化生产ＢＴＸ芳烃（苯—甲苯—二甲苯混合物）：由低碳烃类
或液化石油气可选择性地转化成ＢＴＸ芳烃。其反应包括：烷烃的裂解和脱
氢、烯烃的齐聚和环化、环烷烃的脱氢等。ＢＴＸ芳烃间的转化：鉴于苯、
甲苯以及邻、间、对二甲苯供需之间不平衡和产品价格的影响，通过ＢＴＸ
芳烃之间的转化技术可加以调节。芳烃的分离：芳烃的分离涉及溶剂抽
提、分馏和抽提蒸馏、吸附分离、结晶分离、络合分离、膜分离几大类。
邻二甲苯是从炼厂或烯烃装置生产芳烃中Ｃ６ ～ Ｃ８物流转化生产的几种二
甲苯异构体之一。混合二甲苯是邻、间、对二甲苯和乙基苯所构成的混
合物。这些组分可用抽提蒸馏分离或将它们异构化为对二甲苯。全球混
合二甲苯的用途中，对二甲苯占８０％，邻二甲苯占１１％，间二甲苯溶剂
占８％，汽油占１％。混合二甲苯需求增长最快的领域是亚洲的对二甲苯
生产。

而对二甲苯（ＰＸ）就是ＰＴＡ的直接原料。ＰＸ （配方占６５％ ～ ６７％）
经过氧化（氧气占３５％ ～ ３３％）结晶、分离、干燥生产出精对苯二甲酸
———ＰＴＡ。

七、 ＰＴＡ下游聚酯链的基本情况如何？

ＰＴＡ与另一聚酯原料乙二醇（ＭＥＧ）经过聚合生产出聚酯产品：聚酯
纤维、聚酯薄膜、聚酯瓶片（见图１ － ３）。聚酯涤纶纤维又分长丝和短纤，
长丝约占２ ／ ３左右，短纤约占１ ／ ３左右。长丝和短纤的生产有两种：一种是
ＰＴＡ和ＭＥＧ生产出切片，用切片融解后喷丝而成；另一种是ＰＴＡ和ＭＥＧ
在生产过程中不生产切片，而是融体增压后直接喷丝而成，所以在图中ＰＴＡ
到短纤和长丝中用了两个箭头。

简单地说，ＰＴＡ的原料是ＰＸ，ＰＸ的原料是石脑油及原油。ＰＴＡ的下游
产品主要为涤纶长丝、短纤、聚酯切片，切片包括纤维级切片、瓶用切片、
薄膜切片等。

聚酯涤丝的主要用途是作为纺织原料的一种。国内纺织品原料中，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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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 ３　 ＰＴＡ下游产品示意图

和化纤占总量的９０％。我国化纤产量位列世界第一，２００５年化纤产量占我
国纺织工业纤维加工总量２６９０万吨的６１％。化纤中涤纶占化纤总量的近
８０％。因此，涤纶是纺织行业的主要原料。涤纶长丝供纺织企业用来生产化
纤布，涤纶短纤一般与棉花混纺。棉纱一般占纺织原料的６０％，涤纶占
３０％ ～ ３５％，不过，二者用量因价格变化而具有替代性。

八、 产业链上下游各环节与 ＰＴＡ的关系如何？

通过以上产业链的介绍可以看出，ＰＴＡ是石油的末端产品（如图１ － ４
所示）。ＰＴＡ又是化纤的前端产品，也可以说，ＰＴＡ是石化与化纤产业链的
分水岭，承前启后。

由于ＰＴＡ与产业链上游及下游产品之间均存在着较强的关联关系（后
面章节还有具体介绍），所以无论是产业链上游的ＰＸ及芳烃类产品，还是
下游聚酯及以涤纶为原料的纺纱、织造环节，如果ＰＴＡ价格出现波动，上
述环节都将受到波及，生产经营均会出现风险，所以说上述各环节所涉及的
企业，均有参与ＰＴＡ期货的必要。

九、 ＰＴＡ上市以来， 期货行情走势情况如何？

ＰＴＡ于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８日在郑州商品交易所上市，当时市场现货价格
在８２００ ～ ８２５０元／吨附近，而ＰＴＡ主力合约价格达到８８００ ～ ８９００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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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 ４　 ＰＴＡ在产业链上所处的位置
而接下来的走势多以现货为基础，在现货价格的基础上，保持着正向市场结
构，其价格运行总体仍保持着原现货的价格运行特点，即价格趋势性较强，
价格波动较大。

回过头来再看ＰＴＡ期货的走势（如图１ － ５所示），或许你会看到其中
有许多的必然，或许你会发现其中有许多规律可循，或许会给你更多的启
发，令你预测未来更加准确，所以总结过去是非常更有意义的。

图１ － ５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 ２００９年底ＰＴＡ期货与现货价格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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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ＰＴＡ期货上市以来的行情走势，大体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ＰＴＡ上市之初，由于恰逢ＰＴＡ快速发展、新产能集中推向

市场的一个阶段，进入２００７年由于新产能的释放，ＰＴＡ的供应快速放大，
众多新产品低价冲击市场，供应过剩成为行情的主宰，使ＰＴＡ行情演绎一
轮逆原油价格上涨而持续长达一年之久的下跌走势（如图１ － ６所示）。
２００７年初国际原油价格最低５０ ２８美元／桶，年底时升至９６ ６２美元／桶，
涨幅高达９２ ２％。受其带动，期货化工品多保持上升的态势，对于ＰＴＡ来
讲，成本不低，而价格却持续走低，ＰＴＡ上市之初高点在９１５０元／吨左右，
至２００７年１２月上旬ＰＴＡ期货主力合约价格已跌破７０００点大关至６８６６点，
跌幅２５％左右。因此，ＰＴＡ的供应商深陷亏损境地。

结论：供过于求的力量远大于原油等下游上涨的拉力，行情被供应过剩
所主宰。

图１ － ６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８日～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３日期间ＰＴＡ现货与原油的对比图

第二阶段：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８日ＰＴＡ上市一周年之后，ＰＴＡ期现货终于
止跌，踏上了上涨之路，并持续了７个月左右的时间。这期间一方面原油价
格继续强势上升，２００８年１月下旬国际原油价格出现了短暂的回调，低点
至８６ ９９美元／桶，之后在轻易突破１００美元／桶大关后，更是一发不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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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于２００８年７月中旬达到历史性的点位１４７美元／吨，涨幅６７％。正因上
游的大涨，使ＰＴＡ成本拉升力度进一步加强。第二个特别重要的因素是，
ＰＴＡ装置开工率的下降。因２００７年全年原油等上游产品价格步步走高，
ＰＴＡ价格却持续走低，ＰＴＡ供应商经营惨淡、亏损步步深入。而国外ＰＴＡ
生产商因ＰＸ与ＰＴＡ进口关税之差，更是因成本过高而明显处于劣势，致使
大部分国外产能小的老装置停产甚至被淘汰出局，国内ＰＴＡ供应商也多在９
月开始大面积减产，试图缓解库存压力来降低损失，市场终于摆脱了过剩的
阴影。２００７年１２月下旬，ＰＴＡ限产效果显现，ＰＴＡ库存压力开始缓解，积
压产品逐渐被市场消化。第三个因素是，２００８年春节因大雪灾及之后汶川
地震，涤丝的需求增加。在上述成本拉升、供应减少及需求放大的共同作用
下，ＰＴＡ期、现货双双触底反弹，行情终于回归转向迎来久违的升势。ＰＴＡ
现货以６７７５元／吨、期货主力合约ＴＡ８０１以６８６６元／吨为起点而上升，虽然
中途曾出现一波回调，但并未改变升势，至２００８年６月中旬ＰＴＡ现货升至
９８００元／吨，期货ＴＡ８０９升至９９６８元／吨。

结论：ＰＴＡ生产商亏损严重后减产限产效果显现，成本再度成为行情的
主动力，ＰＴＡ行情走出了持续半年的上升行情。

第三阶段：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８日至１１月１８日５个月的时间内，ＰＴＡ期现
货大跌。正当人们按传统的眼光认为６ ～ ８月是下游纺织品需求的淡季，
ＰＴＡ于６月中旬止涨下跌极为正常，并期盼秋季需求旺季到来，正当国际市
场沉浸于原油继续火爆看多的气氛中时，灾难悄然来临。全球性的金融风暴
及经济衰退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原油率先暴跌，期货大宗商品随之暴跌，
ＰＴＡ也不例外，期现货价格一路狂跌不止。７月中旬国际原油价格于１５０美
元／桶的关口前历史性地停住了脚步，开始了令所有人都措手不及的百年一
遇的金融危机，所有大宗商品在原油的带领下疯狂下跌，原油最低跌至４０
美元／桶之下。ＰＴＡ当然不能幸免，一路暴跌而下，尽管其中也曾有ＴＡ８０９
被部分人为做多因素所左右，但终究不能阻止狂跌大潮，现货最低跌至
４３８０元／吨、期货ＴＡ９０１跌至４３２０点。

结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ＰＴＡ也走出了一轮史上少有的暴跌行情，
持续时间５个月。

第四阶段：可怕的大跌使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去库存化，当各环节库存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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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的时候，刚性需求使ＰＴＡ期现货行情终于于２００８年１１
月底止跌，再度开始了新一轮的上升走势。至２００９年５月初，现货最高升至
８０００元／吨，经过了近一个月的适度回调后，在ＰＸ供应紧张的支撑下持续大涨，
带动ＰＴＡ于６月上旬再度强势上升，８月中旬现货升至８３００元／吨，期主力合约
ＴＡ９０９最高点至８４６０元／吨，长达９个月的强势上涨宣告结束。

由于２００９年上游ＰＸ有多套新产能计划开出，供应预期过剩是行业的
共识，许许多多行业内的专业人士给出许许多多做空ＰＴＡ的理由，但是
ＰＴＡ却我行我素，行进在漂亮的上升通道内。而当秋季下游需求到来之季，
却反而调头而下，跌破原来的上升通道，出现了一轮深度的回调，由于ＰＸ
新产品的逐渐释放，在市场认定跌势可能长期持续的时候，ＰＴＡ却再度于９
月底的６６００点附近止步。

结论：此轮行情上涨是超跌后的反弹及去库存化的后遗症，在刚性需求
支撑下的综合反应。

第五阶段：经过一个多月的适度调整，“十·一”长假过后，ＰＴＡ再度
出发，但不同于之前的是，本次上升的速度明显放缓，而且表现出越行进越
无力的状态，在８４００ ～ ８６００点之间徘徊，似乎有止步的迹象，总体表现为
涨跌两难无方向的状态。

结论：ＰＴＡ下有需求强劲的支撑，上有ＰＸ上涨无力的压制，所以出现
了涨跌两难的态势。

通过上述的回顾，我们发现ＰＴＡ上市之后的期货价格，继续保持了
ＰＴＡ上市之前的现货的运行特点：价格波动大、持续时间长。这一特点非常
适合于期货投资。

　 　 十、 ＰＴＡ 期货上市以来， 产业链上下游产品与
ＰＴＡ期货的相关性如何？

　 　 ＰＴＡ产业链较长，上下游产品与其相关性也较强，产业内的企业和业内
人士对于ＰＴＡ产品比较熟悉，对其分析和判断相对较为准确，进行投机也
占有优势，特别是上下游企业及相关产品的贸易商等机构，参与ＰＴＡ期货
进行套期保值的效果也是相对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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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系数的说明：
１ 相关系数是一个无量纲数值，数据一般在± １之间。
２ 一般大于零为正相关，小于零为负相关。

３ 其绝对值越接近１，其相关性越好，越接近零相关性越差，等于零时，两变量之
间无线性相关关系。即相关系数值为正１时为完全正向相关；反之为完全反向相关；相
关系数的绝对值≤０ ４时为弱相关，绝对值在０ ４ ～ ０ ８之间为中等相关，绝对值＞ ０ ８
为强相关。

通过表１ － １可以看出，在ＰＴＡ上下游产业中，ＰＴＡ现货的价格与ＰＴＡ
期货价格之间的相关性最强，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０ ９８１。由此，我们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ＰＴＡ的生产商和贸易商利用ＰＴＡ期货无论是套期保
值，还是期现套利，或利用自己对于基本面供求关系的把握，进行投机套利
都是非常适合的，而且胜算也相对较大。

另外，ＰＴＡ期货与其最直接原料ＰＸ，两者的相关系数高达０ ８９１，ＰＸ
与ＰＴＡ现货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０ ９１４。也就是说，除了ＰＴＡ现货之外，
与ＰＴＡ期货相关性最强的当属ＰＸ。由于ＰＸ是ＰＴＡ最直接原料，ＰＸ价格的
高低变化直接影响ＰＴＡ的成本高低，一直以来，ＰＸ价格涨跌都是ＰＴＡ价格
变化的最主要影响因素，两者之间一直都保持着极强的相关关系。所以ＰＴＡ
期货对于上游ＰＸ的供应商和贸易商来说，都是极好的可利用工具，用其做
套期保值也将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另外，ＰＴＡ下游的聚酯环节，如聚酯切片、涤纶长丝、短纤等产品与
ＰＴＡ期货之间的相关系数也分别高达０ ８８３５、０ ８６４５、０ ８５３３，也都是强
相关的状态。也就是说聚酯企业都可以利用ＰＴＡ期货为自己企业的生产规
避现货价格波动风险，其效果也都将较为理想。

十一、 ＰＴＡ期货投资前景如何？

ＰＴＡ市场完全放开，其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有利于更好地发挥ＰＴＡ
期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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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ＴＡ质量稳定、一致，符合期货交割标的的品质均一的要求。
ＰＴＡ价格波动大，现货企业套期保值的需求高。
无论是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还是普通投资客如能较好地利用期货市场，

都将会有较理想的回报。对于生产经营企业，如能较好地利用期、现“两
条腿走路”，就能有效地回避市场风险，获得稳定的收益。

十二、 ＰＴＡ期货合约的内容是什么？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８日，精对苯二甲酸（简称ＰＴＡ）期货合约经国务院同
意，由中国证监会批准在郑州商品交易所上市交易，我国是全球首个上市
ＰＴＡ期货的国家。具体内容如表１ － ２所示。

表１ － ２ 郑州商品交易所精对苯二甲酸期货合约
交易品种 精对苯二甲酸（ＰＴＡ）

交易单位 ５吨／手
报价单位 元（人民币） ／ 吨
最小变动价位 ２元／吨
每日价格最大波动限制 不超过上一个交易日结算价± ４％
合约交割月份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月

交易时间 每周一至周五　 上午９：００ ～ １１：３０ （法定节假日除外）
下午１：３０ ～ ３：００

最后交易日 交割月第１０个交易日
最后交割日 交割月第１２个交易日

交割品级 符合工业用精对苯二甲酸ＳＨ ／ Ｔ １６１２ １ － ２００５质量标准的优等品ＰＴＡ
详见《郑州商品交易所精对苯二甲酸交割细则》

交割地点 交易所指定仓库
最低交易保证金 合约价值的６％
交易手续费 不高于４元／手（含风险准备金）
交割方式 实物交割
交易代码 ＴＡ

上市交易所 郑州商品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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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郑州商品交易所对 ＰＴＡ 交割品有哪些要
求？

　 　 １ 交割单位：５吨。
２ ＰＴＡ交割质量标准适用《工业用精对苯二甲酸》 （ＳＨ ／ Ｔ １６１２ １ －

２００５）。
基准交割品：符合ＳＨ ／ Ｔ １６１２ １ － ２００５质量标准的优等品ＰＴＡ。
基准交割品必须是经交易所认定的ＰＴＡ生产厂家生产的商品。具体生

产厂家由交易所公告。交易所有权调整交割品生产厂家。
３ 出现破包、潮包、结块、严重污染等情况的，不得入库。

十四、 ＰＴＡ期货交割基准价与升贴水有什么规定？

ＰＴ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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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割仓库
出库时的汽车板交货的含税价格。ＰＴＡ交割品没有升贴水的规定。

十五、 ＰＴＡ交割流程如何规定？

１ 自进入交割月第一个交易日起至最后交易日（ＰＴＡ规定是第１０个交
易日）的前一交易日，持有交割月合约的买方会员和持有交割月合约、标
准仓单的卖方会员均可在每个交易日下午２时３０分之前的交易时间内，通
过会员服务系统提出交割申请。

买方会员在会员服务系统响应卖方会员的交割申请；未得到买方会员响
应的，卖方会员可于申请当日下午２时３０分之前撤销交割申请，没有撤销
的，由计算机系统判为作废；买方会员响应的，即视为确认，买卖双方均不
得撤销。申请当日闭市后，交易所依据买卖双方相对应的持仓量、买卖双方
确认申请量和卖方持有标准仓单量，取最小数进行配对（即配对日）。卖方
配对后，其相应的标准仓单予以冻结，相应的交易保证金予以释放。

最后交易日闭市后，同一会员同一交易编码客户所持有的该交割月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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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仓相对应部分由计算机自动平仓，平仓价按当日结算价计算；其他未平仓
合约，一律视为交割合约，由计算机按数量取整、最少配对数原则予以配对
（配对日）。

２ 交割关系一经确定，买卖双方不得擅自调整或者变更。
３ 配对日后的下一交易日（即通知日），买卖双方通过交易所会员服务

系统确认“交割通知单”。会员未收到“交割通知单”或者对“交割通知
单”有异议的，应在通知日下午５时之前以书面形式通知交易所；规定时
间内没有提出异议的，视为对“交割通知单”的认可。

４ 通知日后的下一交易日（即交割日）上午９时之前，买方会员应当
将尚欠货款划入交易所账户，卖方会员应当持有可流通的标准仓单。交易所
结算部门为买卖双方办理交割结算手续，买卖双方在“交割通知单”注明
的时间通过交易所会员服务系统查收交割结算结果，同时，买方会员把客户
名称和税务登记证号等事项提供给卖方会员。

交易所收取买方会员全额货款后，于交割日将全额货款的８０％划转给
卖方会员，同时将卖方会员的仓单交付买方会员。余款在买方会员确认收到
卖方会员转交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时结清。对发票的传递、余款的结算，会员
均应按交割细则第四、第五章规定办理。

５ 交割结算价为期货合约配对日前１０个交易日（含配对日）交易结算
价的算术平均价。

十六、 ＰＴＡ的交割质量标准是什么？

ＰＴＡ交割质量标准适用《工业用精对苯二甲酸》 （ＳＨ ／ Ｔ １６１２ １ －
２００５），具体内容如表１ － ３所示。

表１ － ３ 工业用精对苯二甲酸质量指标ＳＨ ／ Ｔ １６１２ １ － ２００５
项目 优等品指标 试验方法

外观 白色粉末 目测
酸值ｍｇ ＫＯＨ ／ ｇ ６７５ ± ２ ＳＨ ／ Ｔ１６１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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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项目 优等品指标 试验方法

对羧基苯甲醛ｍｇ ／ ｋｇ　 　 ≤ ２５ ＳＨ ／ Ｔ１６１２ ７ （仲裁法）、ＳＨ ／ Ｔ１６８７
灰分ｍｇ ／ ｋｇ　 　 　 　 　 ≤ ８ ＧＢ ／ Ｔ７５３１

总重金属（钼铬镍钴锰钛铁）ｍｇ ／ ｋｇ　 ≤ ５ ＳＨ ／ Ｔ１６１２ ３、ＳＨ ／ Ｔ１６１２ ５
铁ｍｇ ／ ｋｇ　 　 　 　 　 　 ≤ １ ＳＨ ／ Ｔ１６１２ ３

水分％ （质量分数） 　 　 ≤ ０ ２ ＳＨ ／ Ｔ１６１２ ４

５ｇ ／ １００ｍＬ ＤＭＦ色度铂钴色号　 　 ≤ １０ ＧＢ ／ Ｔ３１４３

对甲基苯甲酸ｍｇ ／ ｋｇ　 　 ≤ １５０ ＳＨ ／ Ｔ１６１２ ７ （仲裁法）、ＳＨ ／ Ｔ１６８７

十七、 ＰＴＡ交割费用有哪些？

ＰＴＡ交割各种费用收费标准如下：
１ 入库费：入库（吊卸、码垛）：１０元／吨。
２ 出库费：出库（扒垛、装车）：１０元／吨。
３ 检验费如表１ － ４。

表１ － ４ ＰＴＡ期货入库检验项目及检验费用
序号 项目 试验方法 费用（元）
１ 外观 目测 １００

２ 酸值ｍｇ ＫＯＨ ／ ｇ ＳＨ ／ Ｔ１６１２ ２ ２００

３ 对羧基苯甲醛ｍｇ ／ ｋｇ ＳＨ ／ Ｔ１６１２ ７ （仲裁法）、ＳＨ ／ Ｔ１６８７ ３００

４ 灰分ｍｇ ／ ｋｇ ＧＢ ／ Ｔ ７５３１ ３００

５ 总重金属（钼铬镍钴锰钛铁）ｍｇ ／ ｋｇ ＳＨ ／ Ｔ１６１２ ３、ＳＨ ／ Ｔ１６１２ ５ ７００

６ 铁ｍｇ ／ ｋｇ ＳＨ ／ Ｔ１６１２ ３ ２００

７ 水分％ （质量分数） ＳＨ ／ Ｔ１６１２ ４ ３００

８ ５ｇ ／ １００ｍＬ ＤＭＦ色度铂钴色号 ＧＢ ／ Ｔ ３１４３ ２００

９ 对甲基苯甲酸ｍｇ ／ ｋｇ ＳＨ ／ Ｔ１６１２ ７ （仲裁法）、ＳＨ ／ Ｔ１６８７ ３００

１０ 品名 ＧＢ ／ Ｔ６０４０ － ２００２ ３００

　 　 备注：（１）１ ～ ９项指标全检的，费用为２１００元／样；分项目检验的，按单项标价收费。
（２）委托指定质检机构扦样的，扦样费用为２０００元／样，交通费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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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仓储费：０ ４元／吨·天。
５ 交割手续费：２元／吨。
６ 仓单转让手续费、期转现手续费：１元／吨。
ＰＴＡ运达交割仓库指定货位前的一切费用由卖方客户承担，货物装到汽

车板后的一切费用由买方客户承担。出入库费用由卖方客户承担，货物入库
时向交割仓库支付。

　 　 十八、 ＰＴＡ期货市场可用于交割的 ＰＴＡ 生产厂家
有哪些？

　 　 按郑州商品交易所的规定，可用于期货交割的精对苯二甲酸（ＰＴＡ）生
产厂家如表１ － ５所示。

表１ － ５ 可用于期货交割的ＰＴＡ生产厂家
生产厂家 简称

１

中
国
大
陆

中国石化扬子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扬子石化
２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仪征化纤
３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石化
４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 洛阳石化
５ 亚东石化（上海）有限公司 亚东石化
６ 宁波三菱化学有限公司 宁波三菱
７ 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逸盛石化
８ 翔鹭石化企业（厦门）有限公司 翔鹭石化
９ 珠海碧辟化工有限公司 ＢＰ珠海
１０ 绍兴远东石化有限公司 远东石化
１１ 台化兴业（宁波）有限公司 台化兴业
１２ 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 逸盛大化
１１ 中

国
台
湾

台湾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台化
１２ 东展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台湾东展
１３ 中美和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台湾中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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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生产厂家 简称

１４

韩
国

三星石油化学株式会社
ＳＡＭＳＵＮＧ ＰＥ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 ，ＬＴＤ 韩国三星

１５
高合化学公司

ＫＰ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ＲＰ
韩国ＫＰ

１６
三南石油化学株式会社

ＳＡＭ ＮＡＭ ＰＥ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 ，ＬＴＤ 韩国三南

１７
株式会社晓星

ＨＹＯＳＵ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韩国晓星

１８
泰光产业株式会社

ＴＡＥ ＫＷＡ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 ，ＬＴＤ 韩国泰光

十九、 ＰＴＡ期货的指定交割仓库有几个？

由于ＰＴＡ的生产和消费主要集中于江浙沪等地，所以ＰＴＡ期货的指定
交割仓库也集中于这一地区，具体如表１ － ６所示。

表１ － ６ ＰＴＡ期货指定交割仓库
仓库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地址 邮编

国家物资储备局浙
江八三七处 高芳 ０５７４ － ８６３７８７６７

１３５６６５２３６３２
０５７４ － ８６３７０８５４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
大通路３３１号 ３１５２００

江苏省江海粮油贸
易公司张家港储运
部

徐文 ０５１２ － ５８３８８１２８

１３９０６２４９９１６
０５１２ － ５８３８０９０３

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
镇宝岛路１号 ２１５６３４

太仓新港物流管理
中心有限公司 方正 ０５１２ － ５３７０６２１８

１３６０６２４６８７８
０５１２ － ５３７０６２２７

江苏省太仓市浮桥镇
北环路９号 ２１５４３４

张家港保税区华瑞
物流有限公司 毕冠群０５１２ － ５６３０８９０１

１３７７３２２５０５１
０５１２ － ５６３０８９０２

张家港保税区福建南
路 ２１５６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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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仓库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地址 邮编

杭州临港物流有限
公司 陈方君０５７１ － ８３７８６７６３

１５０６７１５９３８０
０５７１ － ８３７８６７３０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
州市萧山区建设一路
６６号华瑞中心１ 号
楼２９楼
仓库地址：浙江省杭
州市萧山区瓜沥镇临
港工业园区

３１１２４１

宁波保税区高新货
柜有限公司 林挺

０５７４ － ８７２７０６１２

２７８６６６６９

１３８０６６６９７９８

０５７４ － ８７２８２８８１
宁波保税东区兴业四
路２号 ３１５０００

江阴市协丰棉麻有
限公司

朱惠金
杨同安

０５１０ － ８６０６０６９９、
８６０６０６９８

１３６５６１５５１００

１３８０１５２２００７

０５１０ － ８６０６０６９８

江阴市华西村物流园
（沿江高速华西出口
处）

２１４４２０

中国储备棉管理总
公司绍兴直属库 王永强０５７５ － ８８３２９７５５

１３８０６７５２３４１
０５７５ － ８８３２９７５５

浙江省绍兴市亭山工
业园区 ３１２０００

翔鹭石化股份有限
公司 马全 ０５９２ － ６８０８３１０、

１３６０６００７３２０
０５９２ － ６８０８４５４

厦门市海沧区南海路
１１８０号 ３６１０２６

２０１１年９月之前，ＰＴＡ各交割仓库之间无升贴水。而从２０１１年９月第
１６个交易日起，交易所规定对在指定ＰＴＡ交割仓库国家物资储备局浙江八
三七处、宁波保税区高新货柜有限公司注册的ＰＴＡ仓单升贴水由０元／吨调
整为－ ４０元／吨。

ＰＴＡ包装一般有三种：一种是１吨包装，一种是１ ０５吨包装，还有一
种是１ １吨包装。由于ＰＴＡ的交割单位与交易单位相同为５吨，而包装为
１ ０５吨的交割时与交割单位难以匹配，所以为方便交割，交易所规定包装
为１吨和１ １吨的可以交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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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ＰＴＡ的质量检验由什么机构来做？

ＰＴＡ期货交割品的质量检验由交易所指定的质检机构负责，检验后出具
《检验证书》作为该批ＰＴＡ注册仓单的依据。

注意：生产日期超过９０天的境内生产的ＰＴＡ和自境外发运之日起超过
６０天的进口ＰＴＡ，仓库不得接收入库。

郑州商品交易所指定以下单位为ＰＴＡ期货交割质检机构：中国检验认
证集团张家港有限公司；南通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宁
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二十一、 ＰＴＡ交易的保证金如何规定的？

期货交易实行保证金制度。保证金制度是期货交易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期货保证金是履约的保证，一方面是投资者对履约期货的一种承诺；另一方
面期货价格变动时，它又可作为清偿投资者损益的本金。

一般保证金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交易所收取的，是交易所向期货参
与者收取的用来保证合约顺利履行的资金；另一部分是期货公司收取的，当
发生风险的时候可在客户与交易所之间起到一个缓冲作用。交易所保证金比
例是明文规定、轻易不变的。而期货公司保证金一般在交易所收取的保证金
基础上再上浮一定比例作为标准，并在此基础上根据持仓量的大小、交易目
的以及到期时间长短、节假日因素等不同情况调整保证金水平。而且还会根
据客户资金量大小、承受风险能力等各方面因素综合考虑，可以调整和改
变，通常收取不低于交易所标准的保证金（不过这要客户自己主动向期货
公司提出）。交易所保证金和期货公司保证金相加就是期货参与者在参与期
货时实际承担的交易保证金，也就是说客户实际保证金是交易所保证金的两
倍左右。一旦遇到风险，比如极端行情下客户剩余资金大幅减少甚至为负，
这时候按照交易规则，客户已经不能保证合约顺利履行。如果只有交易所保
证金，则交易所会直接把客户持有的合约强行平仓，但因为有期货公司额外
收取的保证金，这就保证了，客户在参与期货的时候，实际杠杆要小于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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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的保证金杠杆，自然降低了保证金不足的几率，而且期货公司还会提
前通知保证金不足的客户决定是追加保证金还是直接平仓，让客户有一个考
虑选择的时间。

ＰＴＡ期货合约的交易所最低交易保证金标准为期货合约价值的６％。
期货合约的交易保证金标准按照合约上市交易的“一般月份”（交割月

前一个月份以前的月份）、“交割月前一个月份”、“交割月份”三个期间依
次管理。具体见表１ － ７。

表１ － ７ 郑商所ＰＴＡ期货保证金收取规定
分类 保证金收取条件 保证金收取比例

一般月份

Ｎ≤７０ ６％

７０ ＜ Ｎ≤９０ ８％

９０ ＜ Ｎ≤１００ １０％

Ｎ ＞ １００ １２％

交割前一个月
上旬 ８％

中旬 １５％

下旬 ２５％

　 　 注：Ｎ表示某一月份期货合约的双边持仓总量，单位：万手。

各期货公司收取部分则各有不同。

二十二、 ＰＴＡ交易的限仓方面有什么规定？

限仓是指交易所规定会员或客户按单边计算的，可以持有的ＰＴＡ合约
投机持仓的最大数量。ＰＴＡ交易时的限仓制度如表１ － ８所示。

表１ － ８ 郑商所ＰＴＡ期货持仓限制规定

项目
一般月份 交割前一个月

单边持仓３０万手及以上单边持仓３０万手以下上旬中旬下旬
交割月

期货公司会员 ≤１５％ ４５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

非期货公司会员 ≤１０％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２０００

客户 ≤５％ １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０００

　 　 注：经交易所批准的套期保值持仓不受此限制。



精对苯二甲酸

２２　　　

二十三、 ＰＴＡ交易过程中有涨跌停限制吗？

涨跌停板制度是指期货合约允许的每日交易价格最大的波动幅度，超过
该涨跌幅度的报价将视为无效不能成交。ＰＴＡ期货合约每日价格最大波动幅
度不超过上一交易日结算价± ４％。

二十四、 ＰＴＡ实物交割方面有什么规定？

１ 实行滚动交割制度。自合约进入交割月第一个交易日至交割月最后
交易日前一交易日，买方、卖方均可在每个交易日下午２：３０之前提出交割
申请；最后交易日闭市后，按交易所规定集中配对，并按规定程序完成交
割。

２ 采用三日交割法，第一日为配对日，第二日为通知日，第三日为交
割日。

３ 期货转现货。期货合约自上市之日起到该合约最后交易日期间，均
可进行期转现。持有同一交割月份合约的买卖双方达成协议并按规定填写
《期货转现货协议表》后，在每个交易日的下午２ ∶ ３０之前到交易所办理期
转现审批手续。交易所批准后，期转现的买卖双方持有的期货头寸，由交易
所在批准日的下午闭市之后，按买卖双方达成的平仓价格平仓。买卖双方达
成的平仓价格应当在审批日合约价格限制的范围内。

二十五、 除了上述内容外还有其他什么制度？

ＰＴＡ期货还实行大户报告制度、强行平仓制度、风险警示制度等基本制度。

自 　 测 　 题

一、填空题

１ ＰＴＡ是一种重要的大宗 原料，在常温下是 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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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ＰＴＡ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在百姓的衣食住行中的 中有
广泛的使用。

３ ＰＴＡ是纺织纤维的重要原料之一，是人们俗称的 的最直接
原料，世界上 以上的ＰＴＡ用于生产聚酯。

４ 从历史情况看，ＰＴＡ的价格有两大特点：趋势性 ，价格波
动 。

５ ＰＴＡ的产业链较长，上游ＰＴＡ的前端是原油 业，下游是
行业，终端是 行业（少部分是包装品）。

二、选择题

１ ＰＴＡ的下游产品是涤纶，与棉花同为（　 　 ）的原料。二者之间存在
替代关系。二者价格关系会影响各自在纺织配料中的用量，从而影响对ＰＴＡ
的需求。

Ａ 锦纶　 　 　 　 　 　 　 　 　 　 　 　 Ｂ 纺织品服装
Ｃ 化工品 Ｄ 燃料
２ ＰＴＡ期货合约的最低交易保证金标准为期货合约价值的（　 　 ）。
Ａ ５％ Ｂ ４％

Ｃ ６％ Ｄ ８％

三、判断题

１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８日精对苯二甲酸（简称ＰＴＡ）期货合约经国务院同
意，中国证监会批准在郑州商品交易所上市交易，我国是全球首个上市ＰＴＡ
期货的国家。 （　 　 ）

２ ＰＴＡ期货合约每日价格最大波动幅度不超过上一交易日结算价
± ６％。 （　 　 ）
３ 由于涤短的总量占所有聚酯类产品的比例一般只有三成左右，所以，

如果纺纱用涤量的变化幅度不大时，对于聚酯总需求的变化影响不是很明
显。 （　 　 ）

４ 生产日期超过６０天的境内生产的ＰＴＡ和自境外发运之日起超过９０
天的进口ＰＴＡ，仓库不得接收入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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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填空题

１ 化工　 　 白色粉状　 　 ２ 衣　 　 ３ 涤纶　 ９０％ 　 　 ４ 强　 　 大
５ 化工　 聚酯　 纺织服装

二、选择题

１ Ｂ　 　 　 　 ２ Ｃ

三、判断题

１ √ 　 　 　 ２ × 　 　 　 ３ √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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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ＰＴＡ价格影响因素 　

　 　 【本章要点】

　 　 本章是在对ＰＴＡ的产业链有了一些了解后，
进一步对ＰＴＡ上下游产业链各主要环节发生一
定程度变化后，对ＰＴＡ的价格影响程度做了全
面系统的讲解；本章内容对于分析ＰＴＡ行情发
展方向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 供求关系及成本变化对产品价格的影响关系
如何？

　 　 对于ＰＴＡ来讲，其市场价格一方面由其成本的高低来决定，另一方面
也受着供求关系的制约。两者对ＰＴＡ价格的影响一般会有如下几种情况出
现：

１ 当成本无变化时，供求关系将成为价格的主导因素，供大于求时价
格会下跌；供不应求时价格会上涨。

２ 当供求关系相对稳定时，成本上升时价格会上涨；成本下降时价格
会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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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当成本和供求关系同时发生变化时：
（１）当成本上升同时供应紧张，两者对价格都会产生向上的拉动力量，

这时往往会有大涨行情出现，大涨之牛市即将来临；
（２）当成本下降同时供过于求时，两者对价格都产生向下的压力，其

合力向下往往会有大跌行情出现，大跌之熊市即将来临；
（３）当成本上升而自身又供过于求或成本下降又供不应求时，两者对

价格产生的是相反的作用，此时价格的发展方向要取决于合力的方向，此时
合力的方向又要由成本及供求关系两者各自对价格作用的大小来决定，当合
力为零时价格表现会相当稳定。

如果产品供过于求，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产品成本处于上升状态时，
则产品价格总方向以下跌的可能性较大，但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成本的支
撑，产品价格中短期位于产品变动成本之上，宜谨慎看空。

如果产品供不应求，上游原材料价格下跌，产品成本处于下降状态
时，则产品价格总方向以上升的可能性较大，但因成本下降会遭遇潜在市
场进入者的威胁，并以增加供应量，从而对价格会有下拉作用，宜谨慎看
多。

上述几种市场结构中，第３种的（１）和（２）两种情况最容易判断，
也是最应把握的大趋势的形成条件。对于运用基本面分析行情发展的市场人
士应引以为重视。

二、 ＰＴＡ产业供给方面的发展现状如何？

进入２１世纪初期，我国加入ＷＴＯ，纺织业快速发展，进而带动聚酯产
业的高速发展，国内ＰＴＡ的产量远无法满足其需要，缺口靠进口弥补。如
２００２年，国内ＰＴＡ产量２４５ ２万吨，表观需求量６７４ ９万吨（表观需求＝
产量＋进口量－出口量），其中进口量４２９ ７ 万吨，进口依存度高达
６３ ６％。２００６年之前ＰＴＡ的进口依存度总体保持在５０％以上（具体情况如
表２ － 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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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 １ 中国ＰＴＡ生产消费情况及预计 单位：万吨

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
ＰＴＡ产能 ３３０ ４３８ ４８３ ５ ５８９ ５　 ９４５　 １１６６ １２５６ １４９６ １６３６

ＰＴＡ产量 ２４５ ２ ３９４ ８ ４４２ ９ ５６５ ６７０　 ９８０ ９３５ １０５０ １３４０

进口量 ４２９ ７ ４５４ ６ ５７２ ０６ ６４９ ７００ ４３ ７００ ５９４ ５００ ６００

出口量 ／ ０ ４ ０ ５５ ０ ０５４ ／ ／ ２ ４ ／ ／

表观消费量 ６７４ ９ ８４９ １０１４ ４ １２１４ １３７０ ４ １６８０ １５２６ ７ １５５０ １９４０

进口依存度６３ ６％ ５３ ６％ ５６ ４％ ５３ ４６％ ５１ １１％ ４１ ６７％ ３８ ９％ ３２ ３％ ３０ ９％

　 　 注：当年产能数据均为年底产能，２０１０年数据为预测值，本表数据来源为中国化纤信息网。

为了满足国内市场对ＰＴＡ的消费需求，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６年ＰＴＡ产能新建扩
建的项目不少。随着这些项目建成投产，国内ＰＴＡ产能快速提升，２００６年
底和２００７年初新ＰＴＡ产能集中释放，但相对消费需求增长而言仍然存在缺
口，进口依存度虽在下降，但仍然超过４０％。如２００９年底，中国的ＰＴＡ产
能达到１４９６万吨／年，但进口的依存度仍在３０％以上。

ＰＴＡ为连续生产、连续消费，而生产和消费可根据市场情况进行调节。
同时ＰＴＡ现货交易中以直销为主，上下游产销关系相对稳定，产销率较高。
因此，生产厂家库存很少。ＰＴＡ的价值高，资金占用多。下游聚酯厂家一般
也只是保存１０天左右的消费量。库存量较大的一般为贸易商及现货投机商。

三、 ＰＴＡ的下游需求方面前景如何？

１ 聚酯增长决定直接需求。ＰＴＡ主要用于生产聚酯。生产１吨聚酯产
品需要０ ８５ ～ ０ ８６吨的ＰＴＡ。聚酯产业发展状况决定ＰＴＡ的消费需求。
１９９５年全球聚酯总产能约为１９００万吨／年，而当时中国的聚酯产能约为１９０
万吨／年，占全球总产能的１０％；到２００５年时，全球聚酯产能已接近５５００
万吨／ 年，中国的聚酯产能则达到２０５７万吨／年，接近全球总产能的４０％，
中国聚酯产能的年均增长率达全球平均水平的３倍。２００５年之后聚酯发展
速度明显放缓，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８年的三年间聚酯产能增长率平均为６ ６％。

然而，从２０１０年春季开始，由于下游纺织品服装的需求强劲，致使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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酯产品价格加速上涨，聚酯生产的利润水平大幅提升，新一轮的投资热潮随
之来临，预计未来三年中国聚酯产能将快速增长，增长率将提升至１０％以
上的水平。

从１９９５年到２００３年，聚酯产量和表观消费量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
１９ ３７％和１８ ０９％ （我国聚酯产能产量及负荷变化情况如表２ － ２及图２ － １
所示）。从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６年聚酯表观消费量的年增长率尽管呈下降趋势，
但也高达２３％、２０％、１５％、１７％，２００８年我国的聚酯产能已接近２５００万
吨，而未来几年的增幅仍在６％ ～ ８％左右。正是有了中国聚酯产业的迅猛
发展，中国ＰＴＡ的消费增量才如此巨大，近几年来中国ＰＴＡ的绝对消费量
尽管增量有所减少但增幅都在１６０万吨以上，如果２００７年按１２０万吨的需
求增量计算，那么２００７年可以吸收两套新的ＰＴＡ产能。然而２００６年底及
２００７年期间新开出６套ＰＴＡ装置，ＰＴＡ国内产能的过剩将完全出现，当大
量新ＰＴＡ产品被推向市场之时，其消化的方式是，一方面进口量会快速减
少，以前以进口货为主的ＰＴＡ消费格局将从根本上被打破；另一方面就是
价格的下跌，使下游成本下降，需求会适度上升。２００８年我国新增１１套
大聚酯生产线共计产能１７９万吨，如果按７０％的开工率及８６％的ＰＴＡ的
使用比例，仍可有１０８万吨的ＰＴＡ的需求增量，也可大致吸收两套新的
ＰＴＡ产能。

２００９年我国又新增１０套聚酯生产线共计产能１５６万吨，包括一部分老
的聚酯装置适度扩容后，２００９年底时聚酯总产能达２６４８万吨，产能增长约
６ ３％，其中大聚酯２５６１万吨，小聚酯产能８７万吨左右。那么按照当年总
体平均８０％的开工率及８６％的ＰＴＡ的使用比例计算，仍可有１４５万吨的
ＰＴＡ的需求增量，可大致吸收２ ５套新的ＰＴＡ产能。

表２ － ２ 近年来我国聚酯产能产量及负荷变化情况 单位：万吨

年份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年底聚酯产能 １０６７ ６ １２６４ １６５０ ２０５７ ２１２１ ２３０６ ２４９２ ２６４８

聚合体产量 ７８０ ９８１ ４ １１７０ １３９０ １５９２ １８９５ １８７０ ２０００

聚酯负荷变化 ７９ ５ ７７ ６ ７１ ６７ ６０ ７６ ８４ ７７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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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 １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９年间我国聚酯产能及增长率变化情况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国内纷纷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特别是极
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化纤纺织行业的复苏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国内外
大量印钞和通货膨胀的预期下，不仅仅是聚酯产品价格的大幅回升，特别值
得关注的是，前期天量信贷和充裕的货币流动性大大刺激了聚酯终端织造环
节如织机、经编、加弹机的投资热情，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年间，这个环节产能大
增。加之经济复苏后需求的恢复和增长，使得２０１０年聚酯下游需求异常强
劲，聚酯环节出现了多年少见的产销两旺的态势，聚酯产品价格大涨，部
分聚酯产品甚至出现了罕见的暴利，如个别聚酯薄膜利润最高能达到２万
元／吨。而聚酯切片、瓶片和短纤等以往长期的弱势品种也多能走出困境，
每吨几千元的利润再度呈现。不仅如此，因供需关系偏紧而使部分厂家长
期处于负库存状态，加之极度放大的盈利空间，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资金的
介入，一批扩产及拟建和规划的聚酯项目蜂拥而至，未来三年内聚酯行业
将迎来新一轮扩能高峰，２００９年底国内聚酯总产能１６４８万吨，而未来三
年，据了解新增聚酯产能有望达到或突破１０００万吨，而且若不是受限于
设备的供应能力，预期的聚酯产能增速可能还将高于目前能统计到的数
据。

２０１０年上半年有４套聚酯装置共计８８万吨的新产能投产，而下半年又
有１２套装置共３２１万吨的新产能开出，具体如表２ － ３所示。这些产能的开
出使ＰＴＡ的需求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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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 ３ ２０１０年下半年投产的聚酯产能情况
项目 厂家 产能 投产时间
瓶片 恒逸 ２５万吨 ６月底

华润 ２０万吨 ９月初
正凯 ２５万吨 ９月底
远纺 １５万吨 １２月中

长丝 新凤鸣 ２０万吨 ９月初
华亚 ３０万吨 ７月
桐昆 ３６万吨 １２月底
荣盛 ４０万吨 １２月

恒力（两套） ４０万吨 １２月底
福建锦兴 ３０万吨 １２月底

工业丝 古纤道 ４０万吨 ２０１０年底或者２０１１年初
共计 ３２１万吨

２ 纺织增长决定终端需求。聚酯产品中涤纶对ＰＴＡ的需求量最大，决
定着ＰＴＡ消费情况。我国化纤产量占我国纺织工业纤维加工总量的６０％左
右，而化纤中涤纶占总量８０％左右。涤纶是纺织行业的主要原料。这就是
说，纺织行业的景气程度、发展情况直接影响涤纶市场消费，进而决定对
ＰＴＡ的需求。

全球国民生产总值（ＧＤＰ）与全球纤维总消费量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
关系。强势的经济增长带动了终端产品———服装的需求，会为纺织工业提供
更大发展动力。纺织工业发展推动聚酯需求增长，最终影响市场对ＰＴＡ的
需求量。根据ＷＴＯ公布的统计资料，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４ 年，全球经济以年均
３ ９％的速度平稳增长，同期纺织品服装贸易额年均增长率达６ ５％。根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的预测，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０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将保
持在４ ３％左右。预计未来５年全球纤维消费和纺织品服装贸易仍以６ ５％
的速度增长。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从国内来看，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增
长。中国拥有全世界１ ／ ５的人口，中国人自己的穿衣和家用，占中国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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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和服装总量的７０％以上。这表明，中国纺织业的发展潜力在内需上，
而且内需增长较快。这是包括化纤业在内的纺织行业持续发展的最大动力。
同时，纺织品是中国最具有比较竞争优势的大宗出口产品，中国是世界上最
大的纺织品出口国。除了内需因素外，国内纺织行业发展还受国际市场贸易
摩擦、汇率变化的影响。

２００５年，中国人均纤维消费量从２０００年的７ ５公斤上升到１０ ７公斤，
其中人均涤纶纤维的增长速度高于棉花和其他纤维品种。在未来的三、四年
间，预计中国化纤工业还将保持１０％以上的较高增长速度，但增速将逐步
回落。据估计，２００８年以后，增速回落到１０％以下，到２０１０年，化纤产
能、产量的增速将分别回落至７％和５％的水平；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年，平均增速
会继续下降到４％和３％。

３ 下游需求基础好。我国人口众多，纺织品服装的需求量极大，纺织
品的内需市场是全球最大的需求市场，目前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纺织品消费
大国，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其纺织品服装的需求仍将快速增长。从衣着
类消费来看，１９７８年，我国人均衣着纤维消费仅为２ ８８公斤，是世界平均
水平的２ ／ ５，２００７年，我国人均纤维消费量达到１４ ６公斤，为世界平均水
平的１３４％。尽管我国人均纤维消费量已增长到目前的１５公斤左右，但与
发达国家人均纤维消费量３０公斤到４０公斤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从家用纺
织品来看，随着新居数量的增加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每户平均都有１０公斤
到２０公斤的家纺消费量。目前，尤其在我国广大农村，纺织品服装的消费
量依然还很低，未来的发展空间仍然较大。另外，新的应用领域还存在新的
增长点，比如涤纶可用于制作特种材料如防弹衣、安全带、轮胎帘子线，渔
网、绳索，滤布及绝缘材料等等，在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卫生医药领域等也
有广泛应用，目前产业用丝在我国纺织行业中只占到１５％的比重。随着国
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效果的逐步显现，预计今后产业用纺织品会以更快
的速度发展。２００８年，我国产业用纺织品纤维消费量是６００万吨，预计今
后三年内可年均增加１００万吨，到２０１１年将可达到８００万到９００万吨，市
场前景广阔。长远看这些都意味着我国纺织品服装内需市场还有很大的潜
力。

纺织工业是我国最具比较优势的产业之一，特别是改革开放３０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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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纺织业快速发展，２００７年，我国纤维加工量接近３５００万吨，约占世界
纤维加工总量的４０％，纺织品产量占世界的５０％，成为全球最大的纺织品
服装生产大国，同时正经历向纺织品强国转变的过程。中国不仅是纺织品服
装生产和消费大国，同时还是出口大国，产品在国际市场极具比较优势。
２００７年，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总值达到１７１１亿美元，约占世界纺织品服装
出口总额的２３ ５％。而２００８年尽管有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我国纺织品
服装出口仍达１８５１亿美元，比２００７年增长８ ２％，增幅较２００７年回落
１０ ７个百分点，出口量居于世界第一位。

４ ＰＴＡ下游产品比重大。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在纺织品服装中，除
棉、麻、丝、毛等天然纤维外的合成纤维的服用性和适用性逐年提高，其用
量也呈快速增长态势。在纺织品原料构成中，化纤在我国纺织品总量中的比
重逐年增加，已由１９９９年占我国纺织品纤维加工量的５４％提高到目前的
７０％左右，化纤已成为我国纺织行业的主要原料。２００８年我国化纤总产能
已达到２７１２万吨，总产量达到２４０５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５７％，成为名副
其实的世界化纤生产大国。截至２００８年底，我国化纤总产能已达到２７１２万
吨，是改革开放之初１９８０年５２万吨产能的５２ ２倍，占世界总产量的５７％，
中国在世界化纤界的地位不断提升。

化学合成纤维中又以聚酯纤维所占的比例最大，约占８５％ （纺织纤维
各产品所占比例见图２ － ２所示），发展速度也最快。涤纶纤维是中国合成
纤维中增长最快的品种，１９６５年我国涤纶纤维产量只有１００吨，仅占中国
合成纤维总产量的１ ９２ ％，位于锦纶、维纶和腈纶之后而居第四位。１９７６
年涤纶纤维产量上升到２ ６９万吨，超过上述三种纤维而跃居首位，占合成
纤维总产量的３４ ３％。１９９０年产量突破１００万吨，达到１０４ ２万吨。２００１
年产量猛增到６３２ ６万吨，２００２年更达到７７２ １万吨，创历史最高记录。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２年间，中国涤纶纤维平均年递增８２万吨，占世界年均增量的一
半以上，成为推动世界聚酯纤维增长的主要国家。近期内，中国涤纶纤维产
量仍将以１０ ％的速度增长，生产涤纶纤维消耗聚酯约占聚酯总消费量的９０
％。

世界化纤产量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天然纤维。亚洲在世界化纤生产中占据
重要地位，而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化纤生产国。近几年中国化纤工业高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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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 ２　 纺织纤维中各类产品占该类产量的大致比例

展，２００２年中国化纤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２３ ６％，占中国纺织纤维总产量
的６４ ８％。２００３年化纤产量达１１８１万吨，占世界总产量比例３７ ４％，占中
国纺织纤维总产量的６６ ８％。２００４年中国的化纤产量达１３８６万吨，占世界
总产量的４０ １％。２００５年中国化纤总产量达到１６２９ ２万吨，占世界总产量
４４００万吨的３７％。

　 　 四、 原油价格的波动对于 ＰＴＡ 的影响如何？ 为什
么两者之间经常会出现背离的情况？

　 　 在ＰＴＡ的产业链中，原油是ＰＴＡ产品上游的源头（原油→石脑油→ＭＸ
→ＰＸ→ＰＴＡ），原油价格的涨跌直接影响到下游产品的成本高低，而成本的
大小又是构成产品价格的最主要的成分，所以原油价格的涨跌已经成为下游
产品行情波动的风向标。总体上原油价格的涨跌对ＰＴＡ价格的影响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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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为原油价格的涨跌直接影响聚酯及下游市场的心态，大家都习惯以原
油价格的涨跌来指导原料的采购，所以从某种角度讲，原油行情的方向将主
导整个产业链产品的行情。

第一种情况，原油价格与ＰＴＡ价格之间总体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在其
他影响因素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原油价格的影响将是ＰＴＡ价格走势的主导
力量，从历史的价格走势看，ＰＴＡ价格很多次大的上涨行情都是由原油价格
大涨带动（如图２ － ３），可以肯定的是原油价格的大涨必定对ＰＴＡ行情产
生较大的向上拉升作用，反之原油价格的大幅跌落也会使下游产品市场人心
涣散价格跟跌，ＰＴＡ价格也会因失去成本的支撑而大幅地下滑。

图２ － ３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９年原油与ＰＴＡ现货价格走势对比图
第二种情况，原油价格与ＰＴＡ价格之间也会有背离的情况出现。由于

原油与ＰＴＡ之间还有ＭＸ、石脑油等环节，总体上ＰＴＡ成本与原油价格的
因果关系并不十分明显。其实在产品价格影响因素中，供求关系也无时无刻
不在起着作用，原油价格对ＰＴＡ行情的主导作用并不是永恒的，市场运行
各方面因素千变万化，产业链中的每个产品都存在各自的供求关系，供求关
系也是影响产品价格的重要因素。当原油价格保持一定的趋势（如稳定于
上升或下跌通道中或上下震荡盘整等）无大的变化时，ＰＴＡ其他影响因素
的变化也往往成为行情变化的主导力量。回顾历史，ＰＴＡ的价格与原油价格
走势完全相反的情形也比比皆是，如图２ － ３中椭圆部分所示的，２００７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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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原油价格持续上涨而ＰＴＡ因新产能集中推出产品供过于求，加之新产
品低价抢占市场，ＰＴＡ价格逆原油等上游产品价格的上涨而一路下滑。总
之，当两者价格背道而驰的时候往往都是ＰＴＡ自身的供求关系发生了较大
的变化。

总体上，两者之间是存在较强的正向相关性的，两者呈现不相关或反向
相关的次数相对较少或时间一般不会太长。原油价格对ＰＴＡ价格存在着从
成本到心态上的支撑，两者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这是不容否认的事
实，但是原油的价格并不能完全主宰ＰＴＡ的行情，在供求关系中的某一因
素发生突变时，行情往往会由成本驱动型变为供求决定型，特别在大的上涨
行情后期，往往会由于成本的大幅度上涨向下转嫁阻力越来越大，当达到下
游的承受极限时，也便是供过于求发威之时，此时ＰＴＡ行情往往对原油的
涨跌已无暇顾及，一路狂泻的下跌行情将成为必然。

原油价格对ＰＴＡ价格的影响在所有影响因素中可以占到较为主要的地
位，但ＰＴＡ自身供求关系变化对行情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所以对供求
关系也应倾注更多的关注，只有这样，我们对ＰＴＡ行情研判的准确度才能
有所提高。

五、 ＰＸ价格对 ＰＴＡ价格有哪些影响？

ＰＸ是生产ＰＴＡ的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原料，全球范围内超过９０％的ＰＸ
是用来生产ＰＴＡ的，可见ＰＴＡ和ＰＸ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从ＰＴＡ现货历
史价格走势看，ＰＸ的价格与ＰＴＡ的价格关系更为密切，两者的相关性比原
油更强。研究ＰＸ对ＰＴＡ的影响对于提高研判ＰＴＡ行情的准确性是更为重
要的。

从ＰＴＡ及ＰＸ的历史价格演变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在ＰＴＡ自
身供求关系相对稳定或没有太大变化的时候，原料ＰＸ价格的涨跌会直接导
致ＰＴＡ现货价格的涨跌，两者之间呈现出极强的相关性（近年来亚洲ＰＸ价
格与国内ＰＴＡ价格的走势对比如图２ － ４所示）。但当ＰＴＡ自身供求关系发
生较大变化并且这种变化对价格的作用与成本变化作用相反时，ＰＴＡ的价格
往往会被供求关系所左右，而与原料ＰＸ价格的相关性就会变得很低或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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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 ４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９年亚洲ＰＸ价格与国内ＰＴＡ现货价格走势图

反向。由此看来，我们在分析ＰＴＡ行情时，既要特别地关注ＰＸ价格的变
化，其自身供求关系的变化也不容忽视，因为无论任何时候ＰＴＡ价格都是
由两者共同作用所表现出来的，忽视任何一方都会使你的分析出错而延误战
机。

六、 对于 ＰＸ对 ＰＴＡ的影响， 能举例说明吗？

按照上述思路，我们以２００８年５月中旬～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中旬ＰＴＡ的行
情走势为例进行说明（此段时间内ＰＴＡ期货价格走势情况如图２ － ５所示）。

２００８年７月以后，百年不遇的全球性金融海啸致使全球经济形势发生
大的逆转，大宗商品价格在原油价格疯狂下跌的带动下，均现单边暴跌走
势，并连创近年来价格新低。其中原油价格从１４７美元／桶一路下滑至４０美
元／桶之下的水平，下游化工产品也随之大跌而下，ＰＴＡ的成本随之崩塌，
ＰＴＡ瞬间失去成本支撑。而另一方面，由于大宗商品的暴跌，市场心态极度
恐慌，从上游到下游买家均收手观望，需求瞬间快速萎缩。在这种极度异常
的市况下，ＰＴＡ在成本快速下降和需求明显下滑的共同作用下，价格暴跌而
下，至１１月中旬ＰＴＡ期现价格均至４３００元／吨左右的最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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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 ５　 ２００８年５月～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ＰＴＡ期货价格波动图

２００８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发生后，随着恶性事态的发展，ＰＸ、ＰＴＡ装置
大面积减产，最终导致ＰＴＡ现货供应明显减少。随着各国政府积极救市措
施的相继推出，特别是国内一系列刺激、振兴纺织行业的政策陆续出台后，
市场信心开始恢复，加之春节期间国内纺织品服装的刚性需求的支撑，当时
聚酯整体运行负荷仍然维持中上水平，以及下游为春节前备料需求，使得聚
酯销售形势出现回暖迹象。国内ＰＴＡ特别是上游ＰＸ供应开始趋紧并且越来
越紧张，ＰＸ率先反弹，ＰＴＡ的成本开始上升，ＰＸ的紧缺使ＰＴＡ的生产无
力放量，在需求放量后ＰＴＡ的供求关系开始紧张，ＰＴＡ出乎大多数市场人
士的意料开始止跌反弹。尽管当时国际油价仍然行进在下跌通道之中，但
ＰＸ行情持续上涨，ＰＴＡ成本平台逐级提高，而国内纺织品内需受到国际金
融危机的影响不大，需求仍然相对理想，使得聚酯运行负荷一直保持在
７０％ ～ ８０％的理想水平，ＰＴＡ在下游需求顺畅、供求相对紧张、成本一路提
升的共同作用下，再度出现一轮强势大涨的反转走势。

而“供过于求、成本上升”市场结构的例子，出现在２００７年下半年。
当时ＰＴＡ产能集中释放，而聚酯产能并没有同步跟上，终端需求也没有明
显的变化，加上ＰＴＡ贸易商不计成本的套现，整个ＰＴＡ市场处于供过于求
的状态。以原油为首的上游价格持续上升，但并未阻挡ＰＴＡ价格下行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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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 ６　 ２００５年７月～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ＷＴＩ原油与亚洲ＰＸ现货价格走势图
只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下降的坡度，ＰＴＡ价格持续缓慢下跌。在半年多的时
间内，ＰＴＡ价格从５月底的８８００点下跌到１２月下旬最低的６７５０点附近，
跌幅达３０％ （其具体行情趋势如图２ － ６所示）。

“供不应求，上游原材料价格下跌产品成本处于下降”的情况在ＰＴＡ行
情中出现的不多，在此不赘述。

在前面ＰＴＡ的行情变化的供求关系与成本趋势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下
游的需求与上游的成本作用的重要性，而其他方面的诸多影响因素都是通过
这两方面而起作用的。

七、 ＰＴＡ的成本价格是如何形成的？

ＰＴＡ的生产工艺过程可分氧化单元和加氢精制单元两部分。直接原料就
是对二甲苯ＰＸ以醋酸为溶剂，在催化剂作用下经空气氧化成粗对苯二甲
酸，再依次经结晶、过滤、干燥为粗品；粗对苯二甲酸经加氢脱除杂质，再
经结晶、离心分离、干燥为ＰＴＡ成品。

每生产一吨ＰＴＡ平均消耗ＰＸ大约在０ ６５５吨左右，现货市场中，ＰＴＡ
的成本价参考公式就是以ＰＸ为基础的：

国内工厂ＰＴＡ成本价＝ ＰＸ价× ０ ６５５ ＋ １２００ （单位：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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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０ ６５５ × ＰＸ价格为原料成本，１２００元／吨为各种生产费用；
国外工厂ＰＴＡ成本价＝ ＰＸ价× ０ ６５５ ＋ （１５０ ～ １７０） （单位：美元／

吨）

　 　 八、 国内工厂如果使用进口 ＰＸ， 那么 ＰＴＡ 的成
本如何计算？

　 　 如果使用进口ＰＸ，那么就要考虑ＰＸ的进口成本，其中有关税、汇率、
增值税等，ＰＸ进口关税为２％、增值税１７％，如果汇率按６ ８３计算，那么
计算公式应为如下形式：

ＰＴＡ成本价＝ ＰＸ价× ０ ６５５ × １ ０２ × １ １７ × ６ ８３ ＋ １２００ （单位：元／
吨）

九、 进口 ＰＴＡ的成本如何计算？

进口ＰＴＡ的成本计算，也要考虑关税、汇率、增值税等因素，ＰＴＡ的
进口关税为６ ５％、增值税１７％，如果汇率按６ ８３计算，那么计算公式应
为如下形式：

ＰＴＡ成本价＝ 外盘ＰＴＡ价× １ ０６５ × １ １７ × ６ ８３ （单位：元／吨）
由于进口有银行的９０天信用证可以使用，而进口地多在中国台湾、韩

国等，一般一周左右可到达国内，如转手国内市场卖出或工厂直接作用，资
金等于有８０多天的占用时间，其中的融资作用使得进口对国内现货一般亏
损１００ ～ ２００元／吨，有时会亏损更多，但仍然被市场接受。

十、 ＰＸ的供应情况如何？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年国内ＰＴＡ新建项目自集中投产以来，ＰＸ需求大幅增长，
ＰＸ暴利显现，因此掀起了一股投资热潮。新的ＰＸ产能多于２００９年集中释
放（具体情况如表２ － ４所示）：

（１）中海油惠州产能为８０万吨／年的ＰＸ装置于６月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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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福佳大化７０万吨／年的新ＰＸ装置６月投产；
（３）福建炼化新７０万吨／年ＰＸ装置８月投产；
（４）上海石化产能为６０万吨／年的新ＰＸ装置９月投产；
（５）中石油乌鲁木齐石化分公司产能为１００万吨／年的新ＰＸ装置在

２００９年底试产成功，２０１０年一季度正式投产。
２００９年内我国将有３８０万吨的新产能推向市场，截至２０１０年底国内ＰＸ

总产能达８２６万吨，与２００８年底相比产能增长率竟高达８５ ２％。另外，亚
洲其他地区还有两套也将于２０１０年底前投产：

（１）科威特ＰＸ生产公司（ＫＰＰＣ），计划于１０月投产，该工厂产能为
８３万吨／年。

（２）阿曼芳烃表示１２月将投产其８１ ９万吨的ＰＸ装置和２１万吨的纯
苯装置。

随着ＰＸ新产能的陆续投入，国内ＰＸ市场供求紧张程度大大缓解，ＰＸ
的进口依存度呈现明显回落的态势。

表２ － ４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０年国内ＰＸ生产消费情况 单位：万吨
年份 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ＰＸ年底产能 ２２４ ５ ２２９ ７ ２８９ ３７６ ３８６ ４４６ ７２６ ８２６

ＰＸ产量 １５７ １ １８０ ２８ ２２４ ２７９ ０６ ３７５ ３２３ ４７５ ７００

ＰＸ进口量 １０１ ９ １１３ ６６ １６０ ８ １８４ ２８８ ３４０ ４ ３７０ ０５ ３５２ ７２

ＰＸ出口量 ８ ９ ３ ２３ ６ ２９ ９ ７８ ２３ ４４ ８ ３０ ７６ ３０

ＰＸ表观消费量 ２５０ １ ２９０ ７１ ３７８ ５ ４５３ ２８ ６４０ ６１８ ６ ８１４ ２９ １０２３

进口依存度 ４０ ７％ ３９％ ４２ ５％ ４０ ６％ ４５％ ５５％ ４５ ４％ ３４ ５％

２００９年下半年国内ＰＸ的供应形势发生了彻底的改变，ＰＸ的暴利时代
也宣告结束。由于市场忧虑供应过剩，ＰＸ价格在原油持续震荡攀升的大背
景下，于５月初出现了第一轮的下跌，８月中旬出现了第二轮的更大级别的
与原油等上游产品背离式的下跌，特别是进入９、１０月份，ＰＸ进入有史以
来的首次亏损境地，往日的威风一扫而光（如图２ － ７所示）。

之后的一段时间，ＰＸ的价格因供过于求而难现大涨的局面，如果不考
虑原油等上游产品价格的波动，那么ＰＴＡ因ＰＸ的异常大涨带动升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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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 ７　 ２００６年６月～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原油与ＰＸ价格走势图
也难以出现了。

十一、 ＰＴＡ自身运行负荷对其价格会有哪些影响？

运行负荷即开工率，是指处于开启状态的产能占总产能的百分比。运行
负荷的变化是导致供应量变化的最重要因素。运行负荷降低产量减少，供求
关系将朝着紧张的方向发展，尽管不一定会使价格上扬，但至少会对价格产
生向上的拉力或对下跌形成阻力；同样，运行负荷提高，供求关系将朝着供
给增加的方向发展，不一定会使价格下跌，但肯定会对价格产生向下的压力
或对上涨形成阻力。

当然对下游需求的预期会影响到产品的生产运行负荷，但更多的情况下
生产运行负荷会受制于利润水平的高低。当预期下游需求会放大或利润空间
大时，生产积极性会较高，一般负荷会加大；当预期下游需求将萎缩或利润
空间小甚至亏损时，生产积极性会减弱，生产运行负荷会下降。一般生产过
程从原料购入到产品产出会有一个生产周期。行情在上涨过程中，因生产周
期的滞后性，产品出厂时利润空间会放大，利润水平一般都会较为理想，工
厂生产负荷也往往会加大，但随着产品价格的进一步上升，下游承受能力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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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减弱，而供应量的加大无疑会对行情产生不利影响，势必会加大价格继续
上涨的阻力。相反，一般在行情下跌的过程中，生产利润水平会下降或有亏
损情况出现，工厂生产负荷也往往会下降，市场供应量逐渐减少，对于产品
行情此时会减缓下跌速度或起到止跌作用，降负程度大时，供不应求的情况
可能会出现，行情也可能因此而反弹。

ＰＴＡ也是如此，ＰＴＡ生产运行负荷的变化直接导致供求关系的变化。正
常情况下ＰＴＡ生产装置每年需要检修一次，ＰＴＡ生产企业会选择淡季或市
场行情不好的月份安排进行装置检修，以降低市场风险，从而会对市场供应
造成影响。

尽管运行负荷的变化对行情的影响是较大的，但负荷的变化并不能绝对
地左右产品价格的走势，它也是通过与成本变化的合力共同作用，决定价格
走势的。所以，ＰＴＡ自身运行负荷的变化，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其重要性不
亚于成本的变化，也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大因素。

十二、 ＰＴＡ进口量对行情有哪些影响？

近年来，我国聚酯产业稳步发展，对ＰＴＡ的消费量也在逐年上升，尽
管２００６年底及２００７年上半年新产能的快速释放，国内ＰＴＡ产量大幅提升，
进口量略有减少，但近两年来ＰＴＡ的进口依存度仍高达３０％ ～ ４０％ （近几
年来ＰＴＡ进口情况如图２ － ８所示）。所以进口量的变化对于ＰＴＡ的供求关
系影响仍然不可小视。

一般各月份ＰＴＡ进口量的多少会受到当时下游需求的变化、行情的变
化、季节的变化等因素影响，一般下游聚酯企业效益可观运行负荷高时，进
口量会增加；一般外盘价格不高，在聚酯厂家可接受的范围内，进口量可能
会增加；一般传统旺季或国内节假日来临之前进口量可能会增加，反之进口
量可能会下降。如一般行情上涨的过程中，提前备料到生产有一段时间差，
这时现金流会放大，效益水平会上升，ＰＴＡ的进口量均会上升，而行情达到
较高水平或行情转头下跌时，下游聚酯企业的效益都会转差，进口量自然下
降。

进口量增加的直接后果是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聚酯企业在国内市场采购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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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 ８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０年５月我国各月份ＰＴＡ进口量变化图

求就会下降，内盘市场就会表现出供过于求的态势，这样对内盘现货行情自
然会产生较强的下拉作用，如果此时恰逢原油及ＰＸ价格的下跌，那么进口
量的增大无疑会对ＰＴＡ现货市场产生较强的助跌作用。即：当某月ＰＴＡ进
口量过大时，其后ＰＴＡ内盘现货行情压力较大下跌的可能性也就较大，下
跌的概率也就极大。而当ＰＴＡ进口量减少时，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聚酯企业
在国内市场采购需求就会上升，内盘市场补货量会增加，这样对内盘现货行
情同样会产生较强的向上提拉的作用，如果此时恰逢原油及ＰＸ价格的上
涨，那么进口量的减少将对ＰＴＡ现货市场产生较强的助涨作用。

但进口量对行情的影响也不是绝对的，ＰＴＡ的进口量仅在短期内反向影
响内盘ＰＴＡ的需求。ＰＴＡ市场行情的发展方向取决于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
用，进口量的变化仅是众多影响因素中的一个分力而已，合力的方向才是
ＰＴＡ行情的发展方向。而合力的大小和方向是取决于各分力大小和方向的，
当某月ＰＴＡ进口量过小或过大时，都应引起市场分析人士的重视，因为进
口量过大或过小时都是很有可能改变合力的大小和方向的，所以说在特定的
条件下，ＰＴＡ进口量的变化也是可以决定ＰＴＡ行情的发展方向和涨跌幅度
的。

例如，２００６年第四季度和２００７年初国内新ＰＴＡ产能开出的较为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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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和２００７年初这些新产能多处于调试和试生产阶段，所以
产品并没有大量推向市场，又恰逢聚酯纤维产品的需求旺季，所以２００６年
１１月、１２月和２００７年１月ＰＴＡ进口量连续升高，特别是２００７年１月进口
量创出历史最高点，达到７７ ８６万吨。笔者认为这对ＰＴＡ内盘现货行情的
负面影响应该是较大的，而且接下来ＰＴＡ新产品会陆续大量推向市场，ＰＴＡ
行情开始了一轮逆原油价格的上涨及成本的支撑而下跌的漫漫路程，此轮跌
势持续７个月之久，２００７年底，因部分ＰＴＡ供应商亏损严重难以维持而降
低生产负荷后，行情才止跌回归正常了。

　 　 十三、 聚酯运行负荷的变化对 ＰＴＡ 行情有哪些影
响？

　 　 在前面内容中介绍过ＰＴＡ自身生产运行负荷的变化解决了供求关系中
的供应的问题，聚酯生产运行负荷变化是最能反映下游对于ＰＴＡ需求变化
的指标。

当然对下游需求变化的预期会影响到产品生产运行负荷的调整。对于聚
酯环节，实际与ＰＴＡ生产负荷一样，在更多的情况下会受制于利润水平的
高低。因原料与产品在价格关系上一般会存在较强的正向相关性，原料和产
品一般会同节奏涨跌。原料ＰＴＡ行情在上涨过程中，因生产周期的滞后性，
聚酯产品出厂时价格已经上涨，利润空间会放大，利润水平一般都会较为理
想，聚酯工厂生产负荷也往往会加大。而此时对于ＰＴＡ的需求就会增加，
需求的放大势必会加大价格继续上涨的动力。相反，一般在ＰＴＡ行情下跌
的过程中，生产利润水平会下降或有亏损情况出现，聚酯工厂生产负荷也往
往会下调，自然对于原料ＰＴＡ的需求会逐渐减少，供求关系将向供过于求
的方向发展，会加速行情的下跌。

例如２００６年６ ～ ９月，原油当时快速上涨，当时国内多套ＰＴＡ新产能
集中释放前，大家都在着手为新装置开车准备原料，ＰＸ的需求突然集中增
加，致使ＰＸ价格暴涨，随着成本突发性大涨带动ＰＴＡ出现了大涨的行情，
６ ～ ８月两个月时间内ＰＴＡ现货从８０００元／吨左右一路攀升至１１３００元／吨的
水平。虽然说原料在上涨过程，聚酯产品的利润空间会放大，但此次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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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ＴＡ价格上涨过快，产品向下游转嫁遇阻，聚酯产品跟涨无力，利润空间并
未能及时出现，相反高成本无力向下游传导，亏损却意外出现，所以聚酯生
产运行负荷只能无奈下调。当聚酯负荷下降后，对于ＰＴＡ的需求减少，ＰＴＡ
续涨无力，快速下跌成为必然。９ ～ １０月上旬的一个多月时间内ＰＴＡ现货价
格跌回至起点８０００元／吨的水平。

其实类似的例子是很多的，其中的规律显而易见：聚酯负荷升高，ＰＴＡ
需求放大，对于ＰＴＡ价格会产生明显向上的推升力，在其他因素不发生明
显变化的前提下，ＰＴＡ价格均会向上发展。在正常情况下，聚酯生产运行负
荷的变化可直接影响到ＰＴＡ供求关系的变化，对于ＰＴＡ后市价格的发展方
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聚酯生产运行负荷的变化是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和高
度重视的因素之一，切不可小视。

十四、 聚酯产品出口量对 ＰＴＡ行情有哪些影响？

与其他产品一样，总需求总是由内需与外需构成。内需是指我国国内市
场的需求，外需则指实际销往海外的产品数量。随着我国聚酯产业规模的不
断发展壮大，聚酯系列产品（包括聚酯切片、聚酯长丝和聚酯短纤）的产
量及质量均在明显提高，特别２００４年到２００７年间每年聚酯产品的产量的增
幅均在１４％ ～ ２０％之间，如聚酯产量从２００３年的９８１ ４万吨逐年快速地增
加，至２００７年时产量增至１８６５万吨。聚酯产业的快速发展，国内市场竞争
越来越激烈，致使聚酯产品的进口量快速萎缩。同时，为扩大生存空间，聚
酯企业不断开拓新的市场，产品不断向国外市场转移，出口量逐年快速增
加。出口量的增加，同时也意味着对ＰＴＡ需求会有所增加。如果出口量萎
缩，表明中国聚酯剩余产能的利用率在下降，对ＰＴＡ需求也将降低。因此，
加深对聚酯产品出口量的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ＰＴＡ行情。

最近几年的聚酯产品出口情况如图２ － ９所示。其中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８年上半
年聚酯产品的出口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２００４年的前三个季度，聚酯产品
的出口量还仅保持在２ ５万吨上下的水平（２００４年８月出口量只有２ ０１万
吨），而从第四季度开始，随着国内聚酯新产能的快速释放，出口量也随之
快速增加，至２００８年３月出口量已高达２１ ６万吨，较２００４年８月已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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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倍多。２００８年下半年开始受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影响，聚酯出口形势
受到很大的影响，出口量也明显萎缩，２００９年２月达到了阶段性低点１１ ３２
万吨。２０１０年３月之后，随着经济形势的企稳和市场信心的恢复，聚酯出口
量也开始快速回升，并于４月达到金融危机前水平，５月创出历史新高。

图２ － ９　 ２００４年１月～ ２０１０年９月各月份聚酯产品出口量情况
一般情况下，聚酯产品的出口量增加时，对ＰＴＡ行情会产生明显的助

涨作用；聚酯产品出口量减少时，对ＰＴＡ行情会产生打压作用。与其他很
多因素相同，聚酯产品的出口量也不能单独决定ＰＴＡ行情的走势，但聚酯
产品的出口量的变化可以影响到聚酯生产的运行负荷，进而间接地影响到对
于ＰＴＡ的需求。

所以投资者应密切关注聚酯产品的出口量变化。无论其量是增加或减
少，都可能间接地改变ＰＴＡ的供求关系的平衡，从而作用于ＰＴＡ价格。

　 　 十五、 终端需求变化通过什么渠道可以反映出来
呢？

　 　 谈到终端需求，让我们首先了解中国轻纺城。
中国轻纺城始建于１９８８年１０月，其前身为绍兴轻纺市场，１９９２年经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正式更名为“中国轻纺城”，是全国首家冠名“中
国”的专业市场。它主要经营面料、服装、轻纺原料等产品，是目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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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亚洲规模最大、设施最齐全、成交额最高、经营品种最多的纺织品集散
中心。中国轻纺城是反映国内纺织品需求变化的一个窗口，我们可以通过它
来了解国内纺织终端需求的变化，并通过掌握这种变化的规律来判断下游织
造业对聚酯纤维的需求情况，这种需求是会向上游传递的，所以可以进一步
推断下游聚酯厂家对原料ＰＴＡ需求量的变化，从而研判下游需求的变化对
ＰＴＡ行情的影响。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０年间，中国轻纺城面料日成交数量波动如图２ － １０所示，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纺织品的需求是呈周期性的，每年的１ ～ ２月都因传统
的春节，市场成交量逐渐萎缩至休市大家回家过年，春节过后交易恢复，一
般至每年４ ～ ６月会出现一波春季需求高峰，而一般在７月至８月上中旬，
因为天气酷热人们着装少而薄会出现面料销售的淡季，时至９ ～ １２月会因季
节的转换人们服装也由轻薄变得厚重；另外，由于西方传统的圣诞节需求，
会使纺织品服装的出口增量，而国内传统的春节人们的服装及纺织品需求也
会明显增加，面料的销售也进入了一年当中的最旺盛时期，这就是所谓的纺
织传统淡旺季。这其中还有“五一”、“十一”等长假期，销量也会出现阶
段性的下滑，但这种销量的滑落也会在短期内回升。

图２ － １０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０年中国轻纺城面料日成交量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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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终端纺织品的需求变化对聚酯纤维及 ＰＴＡ
的价格走势会产生哪些影响？

　 　 如果不考虑各环节贸易商手中库存量，那么下游这种需求的变化会直接
向上游传导。

第一，当中国轻纺城销量极低时，对ＰＴＡ价格会产生明显的向下打压
的作用。

正如产品成本的高低会向下游传递转嫁一样，下游需求的大小变化也是
会向上游传递的。

一般当中国轻纺城销量极低时，说明织造厂家面料销售困难积压会严
重，这种情况下织造企业减少产量的可能性就很大，这样一来，织造业对聚
酯纤维的需求自然会减量。这无疑会导致聚酯厂家涤丝产销率下降，库存压
力上升，这种情况如果得以持续，那么涤丝厂家为缓解库存压力及时回笼资
金一般会采取降价促销，这样涤丝行情会下行，但一般市场会有“买涨不
买跌”心态，行情越是下跌产品销售越是困难，当库存压力不能有效缓解
时，聚酯厂家就只能降低运行负荷减少产出。这样做的直接结果就是对于原
料的需求下降，需求萎缩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ＰＴＡ行情就难逃厄运。

当然中国轻纺城的数据并不能完全左右ＰＴＡ价格，因为ＰＴＡ行情的影
响因素很多。而当中国轻纺城成交量极低时，对ＰＴＡ行情的打压作用是不
容否认的，ＰＴＡ行情是否回落，还要结合其他影响因素的作用力度来分析。

第二，当中国轻纺城销量较高时，对ＰＴＡ行情助涨的作用明显。
当中国轻纺城销量上升至相对高位时，说明纺织品终端需求旺盛，之后

的一段时间内涤丝的销售形势也往往是极其乐观的，特别是各环节的贸易商
此时也往往会积极参与大量采购压库，贸易商的蓄水池作用充分地发挥，这
时涤丝的产销率会明显上升，涤丝行情上涨的可能性也会很大，在这种情况
下聚酯厂家一般运行负荷都会较高，对原料ＰＴＡ的需求也会上升，所以对
ＰＴＡ的行情也会产生较大的助涨作用。

一般情况下，当中国轻纺城成交量较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ＰＴＡ的其
他影响因素如果向好，那么ＰＴＡ就会产生一波较为理想的上升行情；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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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影响因素没有明显变化，那么ＰＴＡ行情一般会表现出小幅度的上升。
同样，当中国轻纺城销量较高时，只是对ＰＴＡ行情有明显的助涨作用，但
绝对说不上是主导因素，研判ＰＴＡ的行情还是要结合其他一些较为重要的
影响因素，重点研究其合力的方向及大小，才能增加对ＰＴＡ行情判断的准
确性。

　 　 十七、 棉花市场价格走势是否对 ＰＴＡ 的价格产生
影响？

　 　 ＰＴＡ的下游产品是涤纶，与棉花同为纺织品的原料。二者之间存在替代关
系。二者价格关系会影响各自在纺织配料中的用量，从而影响对ＰＴＡ的需求。

而棉花与涤纶产品的替代关系主要表现在涤纶短纤上。因为涤纶短纤系
列产品中以棉型产品为主，棉型产品占涤短总量的比例大约在８０％以上。
棉型涤短其长度和粗细程度及卷曲度等都是按棉花的外形而加工的，涤纶纤
维的强度比棉花高近１倍，比羊毛高３倍，因此涤纶织物结实耐用；耐热性
也较佳，是合成纤维中耐热性和热稳定性最好的；其弹性接近羊毛，耐皱性
超过其他纤维，织物不皱，保形性好；耐磨性仅次于锦纶，在合成纤维中居
第二位；涤纶的吸水回潮率低，绝缘性能好，但由于吸水性低，摩擦产生的
静电大，染色性能较差。涤纶短纤作为衣用纤维，其织物在洗后达到不皱、
免烫的效果。从历史情况看，涤短用于纺纱的比例一般在３０％左右，但这
一比例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因其与棉花的价格差的变化而变化。

一般涤短价格会比棉花的３２９级细绒棉（涤短与３２９级棉的可替代性最
强）低几千元左右，所以与棉花相比，涤短的价格优势较强，而且业内普
遍认为两者价差在３０００元／吨左右会比较理想和正常。一旦此价差出现偏
离，涤短的用量就会受到影响。如果价差放大，涤短的价格优势会更加突
出，涤短用量可能会增加；棉涤价差缩小时，涤短价格优势会下降，涤短用
量会缩小。涤短用量的变化，当然会影响到聚酯总量的变化，进而影响到对
原料ＰＴＡ的需求。

但由于涤短的总量占所有聚酯类产品的比例一般只有三成左右，所以，
如果纺纱用涤量的变化幅度不大时，对于聚酯总需求的变化影响不是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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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人民币汇率变化对 ＰＴＡ价格有什么影响 ？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和出口国，人民币升值可以降低纺织品
的出口竞争力，而纺织品市场形势反过来也将直接影响到化纤产业及上游
ＰＴＡ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意味着按美金计价的进口ＰＴＡ及
ＰＸ价格更加具有吸引力，进口成本下降其量可能会增加。事实上，在中国
于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１日实行汇改后，海外贸易商迅速作出了反应，上调了报
价。投资者应关注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对于行业的各种影响。

十九、 关税政策的调整对 ＰＴＡ价格有什么影响 ？

加入ＷＴＯ以前，ＰＴＡ进口有严格的进口壁垒。一是配额，二是高关
税。加入ＷＴＯ后，聚酯产品包括ＰＴＡ的进口配额全部取消。ＰＴＡ的进口关
税将逐年降低，２００２年中国ＰＴＡ的关税为１２ ８％，按照关税减让日程２００３
年１月１日起降为１１ ８％。２００５年聚酯链产品———对二甲苯（ＰＸ）、精对
苯二甲酸（ＰＴＡ）和聚对苯二甲酸酯（ＰＥＴ）的进口关税下调了０ ５％ ～
１％。ＰＴＡ的进口税在２００４年税率的基础上削减了０ ５％，降到６ ５％，ＰＥＴ
和ＰＸ的进口税率削减了１％，分别降到９ ７％和２％。尽管上游ＰＴＡ及ＰＸ
产业已提高了发展速度，但对于下游聚酯行业的需求原料仍存在供应缺口，
进口依存度仍然不小，继续实行高关税政策有可能会让国内聚酯企业受制于
原料供应的不足，抑制国内聚酯工业良好的发展势头，进而影响聚酯行业的
发展。因此，中国化纤协会建议国家采取切实可行、成效显著的办法，调整
进口关税，坚持当前公开暂定税率的政策并适度扩大范围，在一定程度上解
决行业内原料与纤维关税倒挂的问题。因此，我国有可能会加大降低关税的
步伐。

关税降低会带来ＰＴＡ进口压力的增加，影响ＰＴＡ价格走势。实际上并
非当然，进口ＰＴＡ的价格一直是根据国内市场价格减去国内企业的进口成
本来定位的，关税的降低也极可能使国外出口商相应提高对中国市场的报
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小降低关税对国内ＰＴＡ市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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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测 　 题

一、填空题

１ 对于ＰＴＡ来讲，其市场价格一方面由其成本的 来决定，另
一方面也受着 的制约。

２ 原油价格的涨跌直接影响聚酯及下游市场的心态，大家都习惯以原
油价格的 来指导原料的采购，所以在ＰＴＡ自身供求因素稳定时，
原油的行情的方向将 整个产业链产品的行情。

３ 在ＰＴＡ自身供求关系相对稳定或没有太大变化的时候，原料ＰＸ价
格的 会直接导致ＰＴＡ 现货价格的 ，两者之间呈现出

的相关性。
４ 一般情况下，聚酯产品的出口量 时，对于ＰＴＡ行情会产生

明显的 作用；聚酯产品出口量 时，对于ＰＴＡ行情会产生
作用。

５ 当中国轻纺城销量 时，对ＰＴＡ价格会产生明显的向下
的作用，当中国轻纺城销量 时，对ＰＴＡ行情 的

作用明显。

二、选择题

１ 一般在ＰＴＡ行情下跌的过程中，生产利润水平会下降或有亏损情况
出现，聚酯工厂生产负荷也往往会下调，自然对原料ＰＴＡ的需求会逐渐
（　 　 ），供求关系将向供过于求的方向发展，会加速行情的下跌。

Ａ 增加　 　 　 　 　 　 　 　 　 　 　 　 　 Ｂ 减少
Ｃ 不变 Ｄ 不确定
２ 当预期下游需求会放大或利润空间大时，生产积极性会较高，一般

负荷会加大；当预期下游需求将萎缩或利润空间小或亏损时，生产积极性会
减弱，生产运行负荷会（　 　 ）。

Ａ 下降 Ｂ 上升
Ｃ 不变 Ｄ 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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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运行负荷降低产量减少，供求关系将朝着紧张的方向发展，尽管不
一定会使价格上扬，但至少会对价格产生向上的拉力或对下跌形成阻力；同
样，运行负荷提高，供求关系将朝着有供给增加的方向发展，不一定会使价
格下跌，但肯定会对价格产生（　 　 ）。

Ａ 向上的拉力 Ｂ 不变
Ｃ 向下的压力 Ｄ 向下的压力或对上涨形成阻力
４ 一般下游聚酯企业效益可观运行负荷高时，ＰＴＡ进口量会增加，一

般外盘价格不高在聚酯厂家可接受的范围内进口量可能会增加，一般传统旺
季或国内节假日来临之前进口量可能会增加，反之进口量可能会（　 　 ）。

Ａ 上升 Ｂ 下降
Ｃ 不变 Ｄ 不确定

三、判断题

１ 一般生产过程从原料购入到产品产出会有一个生产周期。行情在上
涨过程中，因生产周期的滞后性，产品出厂时利润空间会放大，利润水平一
般都会较为理想，工厂生产负荷也往往会加大，但随着产品价格的进一步上
升，下游承受能力逐渐减弱，而供应量的加大无疑会对行情产生不利影响，
势必会加大价格继续上涨的阻力。 （　 　 ）

２ 一般在行情下跌的过程中，生产利润水平会下降或有亏损情况出现，
工厂生产负荷也往往会下降，市场供应量逐渐增加，对于产品行情此时会减
缓下跌速度或起到止跌作用，降负程度大时，供不应求的情况可能会出现，
行情也可能因此而反弹。 （　 　 ）

３ 进口量对行情的影响也不是绝对的，ＰＴＡ的进口量仅在短期内反向
影响内盘ＰＴＡ的需求。ＰＴＡ市场行情的发展方向取决于多方面因素的共同
作用，进口量的变化仅是众多影响因素中的一个分力而已，合力的方向才是
ＰＴＡ行情的发展方向。 （　 　 ）

４ 由于ＰＸ是ＰＴＡ的最直接原料，ＰＸ价格的高低变化直接影响ＰＴＡ的
成本高低，一直以来，ＰＸ价格涨跌都是ＰＴＡ价格变化的最主要影响因素，
两者之间一直都保持着不强的相关关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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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填空题

１ 高低　 供求关系　 　 ２ 涨跌　 主导　 　 ３ 涨跌　 　 涨跌　 　 极强　
　 ４ 增加　 助涨　 减少　 打压　 　 ５ 极低　 打压　 较高　 助涨

二、选择题

１ Ｂ　 　 　 ２ Ａ　 　 　 ３ Ｄ　 　 　 ４ Ｂ

三、判断题

１ √ 　 　 　 ２ × 　 　 　 ３ √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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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ＰＴＡ上游企业如何利用 ＰＴＡ期货 　

　 　 【本章要点】

　 　 本章主要对上游ＰＸ环节的基本情况进行简
单的介绍，并对ＰＸ生产企业及贸易企业如何运
用ＰＴＡ期货的方式和方法进行讲解。

一、 ＰＸ的主要物理及化学性质如何？

ＰＸ （对二甲苯）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其英文名称是Ｐ － ｘｙｌｅｎｅ，为无色
透明液体，具有芳香气味，结构中有苯环，是芳烃的一种。它的比重
０ ８６１，熔点１３ ２℃，沸点１３８ ５℃，闪点２５℃，能与乙醇、乙醚、丙酮等
有机溶剂混溶。易燃！有毒！其蒸气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爆炸极限
１ １％ ～ ７ ０％ （体积）。其结构简式为ＣＨ３ － （Ｃ６Ｈ４） － ＣＨ３，分子式：
Ｃ８Ｈ１０。

二、 ＰＸ生产方法如何？

ＰＸ是从混二甲苯（ＭＸ）中分离出来的，混二甲苯主要由对二甲苯、
邻二甲苯及间二甲苯组成。混二甲苯过去主要来自于炼焦工业。现在则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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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石化工业，焦化二甲苯的产量很小，仅占总产量的２％以下，并且几乎
全部作为混二甲苯直接使用而不进行分离。另一途径也可将邻二甲苯异构化
转化为对二甲苯，对二甲苯还可通过甲苯歧化生产，改进的工艺技术表明，
已可使甲苯歧化生成对二甲苯的产率提高到大于９０％。

对于芳烃联合装置，ＰＸ还可以由重整液、加氢汽油分馏以及甲苯歧化
得到的混合二甲苯，经吸附分离制取。

三、 ＰＸ的主要用途有哪些？

ＰＸ主要用于制取ＰＴＡ （精对苯二甲酸）和ＤＭＴ （对苯二甲酸二甲酯），
进而生产聚酯。还可用来做溶剂及生产医药、香料、油墨的原料，但占总
消费量的比例很小。因此，ＰＸ可称为聚酯产品链的龙头，是重要的化工
原料。

ＰＴＡ或ＤＭＴ和乙二醇（ＥＧ）反应生成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聚酯进
一步加工纺丝生产涤纶纤维、聚酯树脂以及轮胎工业用聚酯帘布。聚酯树脂
还可制成聚酯瓶、聚酯膜、塑料合金及其他工业组件等。除此之外，ＰＸ在
医药上也有少量用途。

四、 近年来我国 ＰＸ产业发展状况如何？

２００６年国内多套ＰＴＡ新装置计划投产，自上半年开始这些即将投产的
新装置都开始采购原料ＰＸ，为投产做准备，使得国内及亚洲市场ＰＸ供需
形势开始紧张，ＰＸ价格则一路上涨，ＰＸ的利润空间也快速放大。正因为这
段时间内ＰＸ的高利润吸引了众多的投资热情，大约经历了两年多至２００９
年一批新的ＰＸ装置集中投产。

正是由于２００９年国内ＰＸ产能的快速释放，改变了ＰＸ原有的供求形
势，ＰＸ的霸主地位一去难回。自２００９年下半年开始，ＰＸ因产能过剩供应
宽松，供大于求的矛盾加剧，价格再涨乏力，而且利润空间极度缩水，行业
竞争非常激烈。正因为如此避险需求也愈加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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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国内 ＰＸ生产企业有哪些？

截至２０１０年底，我国ＰＸ生产企业共有１５家，总产能共计８２６万吨。
其具体情况如表３ － １所示。２００９年以前我国ＰＸ生产企业多以自用为主，
仅有少量产品外销。而２００９年开出的几套装置多以外销为主，外销产品其
价格波动风险加大，避险的需求也随之增强。２０１０年乌石化新ＰＸ产能试机
成功，新产品将在２０１１年一季度推出。

表３ － １ 截至２０１０年底我国主要ＰＸ生产企业及其产能统计 单位：万吨／年

企业名称 产能 备注
１ 镇海炼化 ６０ 中石化内部供应，部分外销
２ 扬子石化 ９０ 自用，部分中石化内部供应
３ 天津石化 ３９ 自用，部分外销
４ 辽阳石化 ７０ 自用为主，部分外销
５ 洛阳石化 ２１ ５ 自用
６ 上海石化 ８３ ５ 自用
７ 齐鲁石化 ６ ５ 外销
８ 乌鲁木齐石化 ５ ５ 自用
９ 青岛力东 ７０ 外销
１０ 金陵石化 ６０ 自用为主，部分外销
１１ 中海油 ８０ ２００９年６月投产，外销
１２ 福佳大化 ７０ ２００９年７月投产，外销
１３ 福建炼化 ７０ ２００９年８月投产，外销
１４ 乌石化 １００ 大部分外销

合计 ８２６

尽管２０１０年我国ＰＸ产能已达到８２６万吨／年，但仍然难以满足国内
ＰＴＡ生产的需求，每年仍有大量进口补充供需缺口，目前ＰＸ的进口依存度
略有下滑但仍然高达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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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ＰＸ贸易企业的现状如何？

因我国ＰＸ装置集中投产供应增加，下游买方议价权提升，ＰＸ现货比
例也随之增加。特别是我国聚酯及ＰＴＡ行业的发展壮大，ＰＸ的强劲需求刺
激我国现货ＰＸ贸易市场的发展。我国ＰＸ大发展之后，下游ＰＴＡ工厂ＰＸ
采购变得更加容易，特别是现货价格低于合同货价格时，ＰＸ的现货采购量
会明显加大，而我国企业比较喜好现货操作，因此ＰＸ现货比例也将因中国
企业国际化采购而提高。中国已成为亚洲ＰＸ现货的贸易中心。

以往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是我国ＰＸ的主要来源地，每年来自
这三个国家和地区的ＰＸ约占到进口总量的７０％以上。而２０１０年印度尼西
亚的进口量大增，随着我国ＰＸ产能增加，进口量略有下滑。近两年我国
ＰＸ实际进口来源国情况如表３ － ２所示。

表３ － ２ 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０９年我国ＰＸ进口按来源国别的对比 单位：公斤

地区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０９年

日本 １００２７４１２３５ １１２１６８７４１２

韩国 ７６２９３２５９１ ８９２９７１２９４

印度尼西亚 ３９２１４２４８３ １７０７８８１９７

中国台湾省 ３１１４６３２２７ ４８２５４６６２３

泰国 ２６００７８９７４ ２１３１１８６０３

科威特 １９３８０７３２２ ０

伊朗 １２２１９３１８６ ２６７６６４８６９

阿曼 １１９０６５２５３ ０

马来西亚 １１７０４７８１２ ９３０９０８４６

新加坡 ７４１７６２１４ １６２２１３４５２

沙特阿拉伯 ７０９３８４１１ ３８９４５００３

美国 ２５２５７０４１ １３０９９２０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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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地区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０９年
荷兰 ２０２５２０２５ ５０４９３７７３

印度 １９０７７５９５ ０

巴西 １０４８４６１８ ０

以色列 １０１２１２１７ ３５８５７２５０

俄罗斯联邦 ５２４８０６１ １９８８４４８７

法国 ５２４７００２ １０１０１２４６

葡萄牙 ４８９２４０８ １０１８４６１７

意大利 ３０ ０

瑞士 ３ ０

总计 ３５２７１６６７０８ ３７００５３９７４４

我国ＰＸ贸易商多以进口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货为主，然后就近销售
于现货市场。

由于贸易企业不介入生产消费，所以不承受价格递推。尽管贸易企业依
靠价格波动、追求价格差值从中收益，但贸易企业是最直接面临价格变动风
险的，也是最需要参与期货市场的机构。应该说，最早参与并且成为各个期
货品种主要力量的就是贸易企业，ＰＴＡ期货品种也不例外。只要现货价格存
在波动，贸易企业就具有参与期货市场的强烈意愿，并且在期货和现货市场
可以进行多种手段的操作，如期现套利、同品种跨合约套利以及跨品种套利
等等。

七、 ＰＸ贸易商能否参与 ＰＴＡ期货呢？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由于ＰＸ与ＰＴＡ之间存在着极强的相关性，两者价
格之间存在着极强的同向联动性，所以ＰＸ贸易商参与ＰＴＡ期货是非常有必
要的，而且两者之间的保值或套利等也将是非常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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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ＰＸ生产企业如何参与 ＰＴＡ期货？

对于ＰＸ生产企业来说，最大的风险莫过于ＰＸ价格的下跌。由于生产
周期的原因，会使生产企业在产品生产出来销售于市场时，产品行情下跌使
生产利润空间缩水，经常会有亏损出现。如２００８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席卷全
球，大宗商品短时间内快速暴跌让国内不少原料或成品高库存企业损失惨
重，ＰＴＡ以及上下游企业同样也不例外。经过这次教训，２００９年以来，ＰＴＡ
工厂和上下游工厂自觉不自觉地降低库存。如以往ＰＴＡ生产企业原料ＰＸ库
存２０ ～ ３０天，金融危机后多数降至１５ ～ ２０天；多数聚酯工厂原料ＰＴＡ的
库存７天左右，少部分聚酯工厂原料ＰＴＡ库存３ ～ ５天左右的用量，成品聚
酯切片和涤纶短纤库存同样保持在较低水平。对于生产企业而言，控制住了
库存就是控制住了经营风险。

因为一般上游ＰＸ企业多是大型石化联合装置，即不会单独生产ＰＸ，
而是芳烃类产品如苯、甲苯、二甲苯等同时产出，所以减停产相对不大容
易，下游减少原料的采购降低了风险，势必会加大ＰＸ工厂的库存积压，而
ＰＸ价格的波动增大库存贬值的风险。

其实，ＰＸ生产企业参与ＰＴＡ期货为产品保值是非常必要的，也是行之
有效的。特别是在２０１０年ＰＸ产能过剩供求不利的背景下，ＰＸ易跌难涨，
年初的１月至春节前及５月分别出现了两次比较大的下跌行情。而当ＰＸ生
产企业预计到ＰＸ价格将要下跌时，完全可以在期货市场上抛出ＰＴＡ为企业
的ＰＸ做卖出保值，进而规避ＰＸ的下跌风险。

【案例３ － １】
２００９年６月至８月国内有三套产能共计２２０万吨的ＰＸ新装置相续投

产，某ＰＸ生产厂家预计ＰＸ价格将要下跌（２００６年６月～ ２０１０年６月亚洲
ＰＸ与内盘ＰＴＡ现货价格走势对比如图３ － １所示），决定在期货市场上抛出
ＰＴＡ，为销售委靡的ＰＸ产品保值。８月５日ＰＴＡ再涨无力从阶段性顶点
（主力合约ＴＡ９０９最高至８４６０元／吨，现货至８３００元／吨）开始下跌，而８
月中旬亚洲ＰＸ也在到区１１５０美元／吨之后，顶部迹象明显，并开始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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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行情判断无误，该企业于８月２４日在期货市场上抛出６００手ＴＡ９１１，
具体情况如表３ － ３所示。

图３ － １　 ２００６年６月～ ２０１０年６月亚洲ＰＸ与内盘ＰＴＡ现货价格走势对比图
表３ － ３ 案例盈亏情况

ＰＸ现货 期货ＴＡ９１１

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４日 １０８６美元／吨库存２０００吨 ７８１５元／吨买入６００手

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４日 ８６８美元／吨 ６６８２元／吨平仓６００手

盈亏情况
亏：（１０８６ － ８６８） × ２０００ ＝ ４３ ６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４３ ６ × ６ ８３ ＝ ２９７ ７万元

盈： （７８１５ － ６６８２） × ５ × ６００ ＝

３３９ ９万元
盈亏冲抵：实际盈余３３９ ９ － ２９７ ７ ＝ ４２ ２万元

即该企业通过此次套期保值，实现ＰＸ现货库存贬值得到完全冲抵，并
有４２ ２万元的盈余。

而在ＰＸ及ＰＴＡ价格上涨过程中，ＰＸ生产企业生产利润水平会保持在
较理想的状态，在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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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ＰＸ贸易企业如何参与 ＰＴＡ期货？

由于ＰＸ与ＰＴＡ之间存在较强的正向相关关系，所以ＰＸ贸易商参与
ＰＴＡ期货为自己的产品进行保值是非常可行的。

２０１０年上半年在ＰＸ产能过剩、供求不利、价格易跌难涨的背景下，
ＰＸ基本以弱势为主，以往当行情走弱时贸易难做，多数贸易商只能空仓观
望，寻机抄底。２０１０年上半年ＰＸ呈现弱势，先后于春节前和５月出现了两
轮中等级的下跌行情，两轮下跌行情之间也只做上下震荡盘整的态势，而下
游纺织品服装６ ～ ８月进入传统的淡季，所以行情底部仍未能确认，现货贸
易难有机会。而此时ＰＸ贸易商参与ＰＴＡ期货正是好时段，进而又拓展了贸
易企业参与的空间。

ＰＸ贸易企业除了可为库存ＰＸ产品进行套保外，还可做跨品种期现套
利，也可做跨期套利。跨品种期现套利是ＰＸ贸易企业参与期货市场最直接
的方式，也是风险相对较小的一种操作。具体的做法如：可利用ＰＸ与ＰＴＡ
期货之间的比价关系（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６月两者之间的比价关系如图３ － ２
所示）及对于产业链形势的判断，寻求其中的机会。

当ＰＸ价格出现上涨预期，如原油等上游产品价格上涨、成本提升时，
同时ＰＴＡ的下游需求并不理想，而且ＰＸ与ＰＴＡ期货主力合约结算价的比
值处于相对低位时，完全可以在现货市场购入ＰＸ现货，同时在ＰＴＡ期货市
场再做抛出ＰＴＡ期货的对冲操作。而当成本及下游需求因素发生逆转，以
及ＰＸ与ＰＴＡ期货的比价达到较高水平时，则可抛出ＰＸ现货同时平仓ＰＴＡ
期货，完成套利操作。

【案例３ － ２】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原油价格大涨，受其带动石脑油及异构级ＭＸ也持续攀

升，ＰＸ的成本支撑显现，而当时因收益丰厚ＰＴＡ生产商一直在保持高负荷
运转，对于ＰＸ的采购备料热情也较高涨，而下游尽管秋冬季纺织品服装需
要高峰使涤丝等销售明显好转，在上下游共同作用下，ＰＴＡ很可能反弹，但
由于ＰＴＡ开工负荷提升供应增加并在持续，其反弹动力可能不足及空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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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 ２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６月ＰＸ与ＰＴＡ期货的比价波动图
可能不会很理想。另外，ＰＸ与ＰＴＡ比价处于半年左右下滑后的低点从５月
的０ １６降至０ １２。基于这种考虑，某ＰＸ贸易商决定，买入现货ＰＸ卖出期
货ＰＴＡ，但由于ＰＸ自身新产能仍在陆续释放，该头寸不可持有时间过长，
待ＰＸ与ＰＴＡ比价升至０ １４即可了结出局。具体操作情况如表３ － ４所示。

表３ － ４ 案例盈亏情况
ＰＸ现货 期货ＴＡ００１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９日９０２美元／吨买入ＰＸ６００吨 ７３８２元／吨卖出２００手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０日１１２４美元／吨抛出 ７６８４元／吨平仓２００手

盈亏情况
盈：（１１２４ － ９０２） × ６００ ＝ １３ ３２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１３ ３２ × ６ ８３ ＝ ９０ ９８万元

亏： （７３８２ － ７６８４） × ５ × ２００ ＝

－ ３０ ２万元
盈亏冲抵：实际盈余９０ ９５ － ３０ ２ ＝ ６０ ７８万元

当ＰＸ基本面转弱，价格出现下跌预期，如原油等上游产品价格下滑成
本下降时，同时ＰＴＡ的下游需求有理想支撑，而且ＰＸ与ＰＴＡ期货主力合
约结算价的比值处于相对高位时，完全可以在现货市场卖出ＰＸ现货，同时
在ＰＴＡ期货市场做买入ＰＴＡ期货的对冲操作。而当成本及下游需求因素发
生逆转，以及ＰＸ与ＰＴＡ期货的比价达到较低水平时，则可再度买入ＰＸ现
货同时平仓ＰＴＡ的多头期货头寸，完成套利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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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３ － ３】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初，由于全球经济恢复并不十分顺利，国际原油震荡于７０

～ ８０美元／桶之间，表现出上涨乏力的态势，而亚洲ＰＸ因新产能集中推出，
价格压力加大顶部迹象明显，且其价格下跌之势明显大于ＰＴＡ。而２００９年
的冬季较为寒冷，各地冬装大卖，许多积压品多数已清空，终端刚性需求有
支撑，尽管ＰＴＡ开工负荷仍然较高，但短期基本无下跌空间。另外，ＰＸ与
ＰＴＡ的比价已至阶段性高点０ １４。某ＰＸ贸易商据以上分析之后，决定于１２
月上旬抛出ＰＸ现货同时买入ＰＴＡ期货，待两者比价降到０ １２后平仓结束
套利。其具体的情况如表３ － ５所示。

表３ － ５ 案例盈亏情况
ＰＸ现货 期货ＴＡ９１１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７日 １１３１美元／吨抛出ＰＸ ２０００吨 ８２３２元／吨买入６００手
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２日 ９７０美元／吨买入 ８５８２元／吨平仓６００手

盈亏情况
亏：（１０８６ － ８６８） × ２ ０００ ＝ ４３ ６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４３ ６ × ６ ８２８ ＝ ２９７ ７万元

盈：（７８１５ － ６ ６８２） × ５ × ６００ ＝
３３９ ９万元

盈亏冲抵：实际盈余３３９ ９ － ２９７ ７ ＝ ４２ ２万元

自 　 测 　 题

一、填空题

１ ＰＸ （对二甲苯）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其英文名称为Ｐ － ｘｙｌｅｎｅ，为无
色透明液体，具有芳香气味，结构中有 环，是 的一种。

２ ＰＸ是从 中分离出来的，混二甲苯主要由 组成。混
二甲苯过去主要来自于炼焦工业。

３ 对二甲苯（ＰＸ）主要用于制取 和ＤＭＴ （对苯二甲酸二甲
酯），进而生产 。

４ ２００６年国内多套 新装置计划投产，自上半年开始这些即将
投产的新装置都开始采购原料 ，为投产做准备，使得国内及亚洲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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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ＰＸ供需形势开始紧张，ＰＸ价格则一路上涨，ＰＸ的利润空间也快速放
大，正因为这段时间内ＰＸ的高利润吸引了众多的投资热情，大约经历了两
年多至２００９年一批新的ＰＸ装置集中投产。

５ 截至２００９年底，我国ＰＸ生产企业共有 家，总产能共计
万吨。

６ 我国聚酯及ＰＴＡ行业的发展壮大，ＰＸ的 刺激中国现货ＰＸ
贸易市场的发展，中国已成为 ＰＸ现货的贸易中心。

７ 目前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是我国 的主要来源地，
每年来自这三个国家和地区的ＰＸ约占到进口总量的 以上。

８ 我国ＰＸ贸易商多以进口 和 货为主，然后就近销售
于现货市场。

９ 由于ＰＸ与ＰＴＡ之间存在着 相关性，两者价格之间存在着
极强的同向联动性，所以ＰＸ贸易商参与ＰＴＡ期货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两
者之间的 等也将是非常有效的。

１０ 对于ＰＸ生产企业来说最大的风险莫过于 的下跌。由于生
产周期的原因，会使生产企业在产品生产出来销售于市场时，产品行情下跌
使生产 缩水，经常会有亏损出现。

二、判断题

１ 因为一般上游ＰＸ企业多是大型石化联合装置，即不会单独生产ＰＸ，
而是芳烃类产品如苯、甲苯、二甲苯等同时产出。 （　 　 ）

２ 尽管２００９年我国ＰＸ产能已达到７２６万吨／年，但仍然难以满足国内
ＰＴＡ生产的需求，每年不需要进口补充供需缺口，ＰＸ的进口依存度很低，
在２０％以下。 （　 　 ）

３ ２００８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大宗商品短时间内快速暴跌让国
内不少原料或成品高库存企业损失惨重，ＰＴＡ以及上下游企业却是个例外。

（　 　 ）
４ ＰＸ生产企业参与ＰＴＡ期货为产品保值是非常必要的，也是行之有效

的。 （　 　 ）
５ ＰＸ贸易企业除了可为库存ＰＸ产品进行套保外，还可做跨品种期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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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利，也可做跨期套利。 （　 　 ）

三、单选题

１ 跨品种期现套利是ＰＸ贸易企业参与期货市场最直接的方式，也是风
险相对（　 　 ）的一种操作。

Ａ 较小　 　 　 　 　 　 　 　 　 　 　 　 Ｂ 较大
Ｃ 没有 Ｄ 不确定
２ 由于生产周期的原因，生产企业在产品生产出来销售于市场时，产

品行情下跌使生产利润空间缩水，所以经常会有（　 　 ）出现。
Ａ 盈利 Ｂ 亏损
Ｃ 效益保持 Ｄ 不确定
３ 由于２００９年国内ＰＸ产能快速释放，改变了ＰＸ原有的供求形势，

ＰＸ的霸主地位一去难回，自２００９ 年下半年开始，ＰＸ因产能过剩供应
（　 　 ），供大于求的矛盾加剧，价格再涨乏力，而且利润空间极度缩水，
行业竞争非常激烈。正因为如此避险需求也愈加强烈。

Ａ 紧张 Ｂ 平衡
Ｃ 宽松 Ｄ 上述三种都可能出现
４ 由于贸易企业（　 　 ）生产消费，所以不承受价格递推。尽管贸易企

业依靠价格波动、追求价格差值从中收益，但贸易企业是最直接面临价格变
动风险的，也是最需要参与期货市场的机构。

Ａ 只参与 Ｂ 有时参与
Ｃ 需要 Ｄ 不介入
５ 目前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是我国ＰＸ的主要来源地，每年来

自这三个国家和地区的ＰＸ约占到进口总量的（　 　 ）以上。
Ａ ７０％ Ｂ ３０％

Ｃ ５０％ Ｄ １００％

四、多选题

１ ２０１０年上半年ＰＸ呈现弱势，先后于春节前和５月出现了两轮中等
级的下跌行情，两轮下跌行情之间也只做上下震荡盘整的态势，而下游纺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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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服装６ ～ ８月进入传统的淡季，所以行情底部仍未能确认，现货贸易难有
机会。而此时（　 　 ）正是好时段，进而又拓展了贸易企业参与的空间。

Ａ ＰＸ生产企业 Ｂ 购入ＰＸ现货
Ｃ ＰＸ贸易商 Ｄ 参与ＰＴＡ期货
２ ２０１０年ＰＸ产能过剩供求不利的背景下， ＰＸ易跌难涨，年初的

（　 　 ）分别出现了两次比较大的下跌行情。而当ＰＸ生产企业预计到ＰＸ价
格将要下跌，完全可以在期货市场上抛出ＰＴＡ为企业的ＰＸ做卖出保值，进
而规避ＰＸ的下跌风险。

Ａ ３月 Ｂ １月至春节前
Ｃ ５月 Ｄ ６月
３ 最早参与并且成为各个期货品种主要力量的就是贸易企业，ＰＴＡ期

货品种也不例外。只要现货价格存在波动，贸易企业就具有参与期货市场的
强烈意愿，并且在期货和现货市场可以进行多种手段的操作，如（　 　 ）。

Ａ 期现套利 Ｂ 同品种跨合约套利
Ｃ 跨品种套利 Ｄ 跨市套利
４ 当ＰＸ价格出现上涨预期，如原油等上游产品价格上涨成本提升时，

同时ＰＴＡ的下游需求并不理想，而且ＰＸ与ＰＴＡ期货主力合约结算价的比
值处于相对低位时，完全可以在现货市场购入ＰＸ现货，同时在ＰＴＡ期货市
场在做抛出ＰＴＡ期货的对冲操作。而当成本及下游需求因素发生逆转，以
及ＰＸ与ＰＴＡ期货的比价达到较高水平时，则可（　 　 ）期货，完成套利操
作。

Ａ 抛出ＰＴＡ现货 Ｂ 抛出ＰＸ现货
Ｃ 同时平仓ＰＴＡ Ｄ 买入ＰＴＡ现货
５ 当ＰＸ基本面转弱价格出现下跌预期，如原油等上游产品价格下滑成

本下降时，同时ＰＴＡ的下游需求有理想支撑，而且ＰＸ与ＰＴＡ期货主力合
约结算价的比值处于相对高位时，完全可以在现货市场卖出ＰＸ现货，同时
在ＰＴＡ期货市场在做买入ＰＴＡ期货的对冲操作。而当成本及下游需求因素
发生逆转，以及ＰＸ与ＰＴＡ期货的比价达到较低水平时，则可再度（　 　 ），
完成套利操作。

Ａ 买入ＰＸ现货 Ｂ 卖出ＰＸ现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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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开仓卖出ＰＴＡ期货 Ｄ 同时平仓ＰＴＡ的多头期货头寸

参考答案

一、填空题

１ 苯　 芳烃　 　 ２ 混二甲苯（ＭＸ） 　 对二甲苯、邻二甲苯及间二甲
苯　 　 ３ ＰＴＡ （精对苯二甲酸） 　 聚酯　 　 ４ ＰＴＡ　 ＰＸ　 　 ５ １４ 　 ７２６ 　
　 ６ 强劲需求　 亚洲　 　 ７ ＰＸ　 ７０％ 　 　 ８ 韩国、日本　 台湾　 　 ９ 极
强的　 保值或套利　 　 １０ ＰＸ价格　 利润空间

二、判断题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三、单选题

１ Ａ　 　 　 ２ Ｂ　 　 　 ３ Ｃ　 　 　 ４ Ｄ　 　 　 ５ Ａ

四、多选题

１ Ｃ Ｄ　 　 　 ２ Ｂ Ｃ　 　 　 ３ Ａ Ｂ Ｃ　 　 　 ４ Ｂ Ｃ　 　 　 ５ Ａ Ｄ



精对苯二甲酸

６８　　　

　 第四章
ＰＴＡ生产企业和贸易商

　 　 如何利用 ＰＴＡ期货 　 　

　 　 【本章要点】

　 　 纵观ＰＴＡ产业链，原油→石脑油→ＭＸ→ＰＸ
→ＰＴＡ→ＰＥＴ，环节众多，极为复杂。本章将只
截取其中的中游部分分析，选取ＰＴＡ生产企业
和与ＰＴＡ生产企业相关的贸易商作为分析对象，
并通过典型案例介绍ＰＴＡ生产企业及ＰＴＡ贸易
商参与ＰＴＡ期货的方式和方法。

一、 ＰＴＡ的生产工艺是怎样的？

ＰＴＡ为石油的下端产品。石油经过一定的工艺过程生产出石脑油（别
名轻汽油），从石脑油中提炼出ＭＸ （混二甲苯），再提炼出ＰＸ （对二甲
苯）。ＰＴＡ以ＰＸ （配方占６５％ ～ ６７％）为原料，以醋酸为溶剂，在催化剂
的作用下经空气氧化（氧气占３５％ ～ ３３％），生成粗对苯二甲酸。然后对粗
对苯二甲酸进行加氢精制，去除杂质，再经结晶、分离、干燥，制得精对苯
二甲酸产品，即ＰＴＡ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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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ＴＡ生产工艺过程可分氧化单元和加氢精制单元两部分。原料ＰＸ以醋
酸为溶剂，在催化剂作用下经空气氧化成粗对苯二甲酸，再依次经结晶、过
滤、干燥为粗品；粗对苯二甲酸经加氢脱除杂质，再经结晶、离心分离、干
燥为ＰＴＡ成品。如图４ － １所示。

图４ － １　 ＰＴＡ生产工艺

二、 ＰＴＡ行业的现状如何？

我国ＰＴＡ产能近年扩充迅速，特别是２００９年ＰＴＡ效益大幅度回升之
后，很多生产企业横向扩张和纵向配套开始明显提速，据中国化纤信息网统
计测算，２０１０年新增产能约有１４０万吨，而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年ＰＴＡ装置投产将
继续加速，届时产能总量有望达到２７００万吨水平。新一轮的产能集中投产
后，亚洲地区的ＰＴＡ供求关系将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竞争会变得日益残酷。
在需求淡季里，ＰＴＡ生产商必须通过限产和降价双管齐下才能谋求一线生存
空间。如表４ － １所示。

表４ － １ ２００９年以后亚洲ＰＴＡ在建拟建统计
２００９年后投产ＰＴＡ装置 产能（万吨） 地点 预计投产时间

佳龙石化 ６０ 泉州 ２０１０年３月中旬
汉邦（江阴） ８０ 江阴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
逸盛（大连） ５０ （扩容） 大连 ２０１０年底或２０１１年
逸盛（宁波） ２００ 宁波 ２０１１年
江苏恒力 ２００ 大连 ２０１２年底
翔鹭石化 ２００ 厦门 ２０１２年
逸盛（海南） ２００ 海南 ２０１２年
江阴海伦 ６０ 江阴 ２０１１年
桐昆集团 １５０ 乍浦 ２０１２年
亚东石化 ９０ 上海 ２０１３年
远东石化 １２０ 绍兴 未定

台化２
!

（宁波） ６０ 宁波 未定
三菱２

!

（宁波） １２０ 宁波 未定
小计 １５９０ － －

　 　 来源：中国化纤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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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全年国内ＰＴＡ产量在１１９０万吨左右，进口量为６２５ ６万吨，因
此２００９年当年国内ＰＴＡ绝对供应量在１８１５ ６万吨左右，而同年聚酯产量约
２０００万吨，按每吨０ ８６的ＰＴＡ使用比例，全年ＰＴＡ生产聚酯产品的用量
约在１７２０万吨，考虑到ＰＴＡ在其他领域方面仍有少量应用，因此２００９年
供需过剩预计７０万吨左右。随着ＰＴＡ供应商队伍的明显壮大，聚酯工厂对
原料供应商的可选择性将相应上升，在合同商谈中的话语权明显增重。遇下
跌行情和淡季，大量的ＰＴＡ积压在供应商的仓库，资金占压巨大，ＰＴＡ工
厂的运营成本上升，对国内的新开工厂是巨大的不利因素。

三、 目前我国 ＰＴＡ企业的地位如何？

ＰＴＡ的整条产业链如下：原油→石脑油→ＭＸ→ＰＸ→ＰＴＡ→聚酯（切片、
直纺涤短、涤纶长丝ＰＯＹ ＼ ＦＤＹ ＼ ＤＴＹ）→纺织面料。其中与ＰＴＡ联系最
为紧密、价格相关性系数最高的ＰＸ原料市场是供应相对偏紧的寡头垄断市
场，近年来随着国内聚酯需求的稳步增加以及ＰＴＡ产业国产化进程加快，
产能增长迅猛，ＰＸ需求大幅增加。２００９ 年国内ＰＸ表观需求量上升至
８１４ ２９万吨，这个数字几乎是２００６年的一倍，但是国内ＰＸ的扩产幅度更
为惊人，近两年来ＰＸ应处于过剩格局，目前ＰＴＡ生产企业对上游原料ＰＸ
的议价能力有显著提高。

四、 亚洲 ＰＸ的定价模式有哪些？

我国ＰＸ仍需要大量进口，２００９年进口ＰＸ仍高达３７０万吨，按贸易国
计以日本进口量为最大，占比约为３０％左右，其次是韩国，占比约２４％左
右，第三位的是中国台湾，占比约１３％左右。可以看出，我国ＰＸ进口来源
基本以亚洲为主，如图４ － ２所示。

亚洲ＰＸ的定价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１ ＡＣＰ：亚洲合同结算价，是Ａｓｉａ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ｐｒｉｃｅ的缩写。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创立的亚洲四大ＰＸ供应商（日本出光、新日石

油、日本能源和埃克林美孚）与亚洲范围内ＰＴＡ主流生产商间的结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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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 ２　 ２００９年进口ＰＸ按贸易国比例图
是亚洲市场的主流结算方式，相对优惠和稳定。

２ ＫＣＰ：韩国公司为主导的ＰＸ结算方式，Ｋｏｒｅａ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ｐｒｉｃｅ的缩写。
基本公式：５０％ × ＡＣＰ ＋ ５０％ × ＦＯＢ韩国
这种定价模式从２０００年以来开始流行，参考一般的现货价格。
３ ＫＣＰ ＋ Ａ：国内工厂接受到的外盘ＰＸ结算价格。
通过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代理商和贸易商取得的供

给，成本最高，货源不甚稳定。

五、 中国大陆 ＰＴＡ工厂的 ＰＸ定价模式有哪些？

１ 系统内部自结。比如扬子石化、仪征等中石化、中石油内部供给本
系统下游企业，其特点是供应稳定和价格优惠。

２ ＡＣＰ、ＫＣＰ价格。比如珠海ＢＰ、翔鹭石化等企业，特点是ＡＣＰ价格
优惠而又稳定，而ＫＣＰ相对比较高。

３ ＫＣＰ价格＋其他成本。如亚东石化、三鑫石化，该模式并非直接一
手商，价格最高，供应不稳定。

ＰＴＡ企业采购ＰＸ的方式主要有：（１）合同货：一般以月均价为当月结
算价，其特点是供应稳定，价格优惠。（２）现货：一般是一口价，买断式
采购形式，其特点是供应不稳定，价格随机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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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ＰＸ价格下跌的时候，ＰＴＡ生产商可以买到ＰＸ，自由调节开工，而
当ＰＸ价格上涨的时候，无法买到足够的ＰＸ，无法维持比较高负荷的有利
润的开工状态。国内ＰＴＡ企业有时会面临着合同货偏低、成本相对较高、
供应不稳定、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调节全年的开工、被动调节开工的困
难。

六、 ＰＴＡ企业销售的作价方式有哪些？

ＰＴＡ企业销售的作价方式也有如下两种形式：
１ 合同货销售：以报结价的形式进行，一般参考当月内外盘现货平均

价来确定结算价，是目前的主流作价方式。
２ 买断价格：一口价，在行情不好、库存高企的时候偶尔会有这种情

况出现，以促销为目的的，这种买断价格往往会略低于当月预期合同结算价
格。

七、 ＰＴＡ在销售环节会遇到哪些问题？

ＰＴＡ企业在销售环节中面临的问题有：
１ ＰＴＡ价格下跌的时候，下游聚合工厂合同往往会减量甚至拒绝执行，

会导致ＰＴＡ生产厂家的库存高企，面临资金占用和库存折价风险。
２ ＰＴＡ价格上涨的时候，下游聚合工厂合同往往会增量，工厂库存低

于正常水平，利润下降。

八、 ＰＴＡ贸易商有什么特点？

ＰＴＡ贸易商主要是以ＰＴＡ买卖为主营业务，一般是向ＰＴＡ生产企业采
购ＰＴＡ，有时也在现货市场上采购ＰＴＡ，然后将采购的ＰＴＡ转卖其他贸易
商或下游聚酯工厂，通过买和卖的操作，从买卖价差中获取利润。

ＰＴＡ贸易商是ＰＴＡ现货交易市场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起到了市场润滑
剂的作用，能增加市场的流动性，也发挥了价格发现的作用。ＰＴＡ贸易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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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上游产品提供方和下游生产企业的中间环节，方便生产企业卖出ＰＴＡ
产品和消费企业买入ＰＴＡ产品，保障上下游之间在ＰＴＡ产品数量、品质和
价格上的有效对接。

九、 ＰＴＡ贸易商在经营中较为关心的问题有哪些？

一般情况下，ＰＴＡ贸易商在生产经营中较为关心的问题有三个：其一是
规避库存的风险；其二是获取稳定的经营利润；其三是维持上下游客户关
系。

就规避库存风险而言，期货工具无疑是较为合适的，如果库存积压较
多，而行情后市看跌，那么可选择在期货市场上进行卖出操作。就获取稳定
的经营利润而言，在行情看好的时候进行低买高卖操作可以获得价差利润，
从而保证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就维持上下游客户关系而言，贸易商必须每月
维持稳定的现货贸易量，从而能保证渠道的顺畅和客户的维护，这就意味着
在行情持续看跌走低的时候，仍然不得不进行买入现货并卖出现货的操作，
因此贸易商将面临风险敞口和价格下跌的风险，所以在熊市中，贸易商的套
保需求将更为迫切。

十、 ＰＴＡ生产企业如何运用期货工具？

ＰＴＡ生产商有效利用期货，进行常规的买入和卖出保值，进行下游销售
的灵活调节。主要体现为期货的最基本功能，利用期货管理价格的同时来有
效灵活地进行新模式下的销售方式、价格确定的革新和风险的控制。具体来
说，通过期货市场，ＰＴＡ生产企业可以进行卖出操作开辟销售渠道，降低库
存风险，并且可以在检修期进行买入操作建立虚拟产能。

　 　 十一、 ＰＴＡ 生产企业进行套期保值的具体操作是
怎样的？

　 　 ＰＴＡ生产企业，属于化工类生产企业，主要以ＰＴＡ的生产为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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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主要用于聚酯行业生产各型涤纶和聚酯切片。
一般而言，生产企业采取的是卖期保值的操作方式，也就是持有现货同

时在期货市场上卖出相应的期货合约，也可以不持有现货，但是在期货市场
上卖出的量是该企业在合约交割前所能生产出来的量。当然，生产企业也可
以参与买期保值操作，但前提条件是，该企业的出发点是扩大产能，而该行
为在实际生产和扩建中遇到了由于建设周期等约束而暂时无法立即扩大产能
的困境，这时候选择在期货市场上买入与想要扩产的量相当的期货合约手
数，将是一种非常便捷的方式。

　 　 十二、 ＰＴＡ 生产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对套期保值的
定位应该是怎样的？

　 　 ＰＴＡ生产企业所生产的产品ＰＴＡ属于石化类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剧烈，
所以管理层都高度重视规避ＰＴＡ价格的波动风险，往往采取多种措施来控
制经营风险。在存货、采购、销售等环节设置各项措施来保证。在ＰＴＡ期
货上市之前因为没有完善的保值体系而使得ＰＴＡ生产企业的风险控制方式
非常单一，一般为了控制风险往往采取保守和稳健的经营方式，并保证一定
的流动资金量。自从ＰＴＡ期货上市以来，企业的风险控制有了新的途径，
可以通过生产ＰＴＡ产品，同时在期货市场上卖出ＰＴＡ合约来锁定利润，从
而熨平ＰＴＡ销售旺季和淡季之间的利润差异，保证企业拥有持续稳定的利
润收入。

由于期货市场保证金操作的杠杆效应，会使得资金利用效率大大提高，
同时也会放大风险，因此需要有严格的期货交易制度和条例，防止企业违规
套保，甚至是直接参与投机。企业应该依据净库存在期货市场上进行买入卖出
保值，秉持“只赚取加工费，防止投机”的理念，使得公司经营业绩稳定增长。

　 　 十三、 如何运用期货工具规避 ＰＴＡ 生产企业经营
的风险点？

　 　 企业经营的风险点在于采购与销售不平衡时承担ＰＴＡ价格波动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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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从产业链来看，ＰＴＡ生产商作为典型的ＰＴＡ生产企业，采购通过原
油至石脑油工艺路线生产出来的ＰＸ原料加工成ＰＴＡ，并提供给下游聚酯企
业。如表４ － ２所示。

表４ － ２ ＰＴＡ企业上下游定价情况
上游原材料和定价 ＰＴＡ生产企业所处的位置及风险 下游产品和定价

ＰＸ 生产企业 聚酯切片和各类涤纶产品
１ 合同以长单为主
２ 少量国内临单：当日现货价

采购与销售不平衡时
承担ＰＴＡ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 原材料价格＋加工费

该类公司属于ＰＴＡ生产企业，对于原材料的采购采用国内、国外及长
单和临单等四种方式。

１ 国内长单：向国内大的ＰＸ厂和贸易商签订一年以内的长期合同，按
月分批发货。价格为：合同约定发货月当月现货平均价＋升贴水。

２ 国内临单：即国内即时采购。因为ＰＸ厂商主要供应合同货，零卖的
较少，所以采购较为麻烦。

３ 国外长单：向国外ＰＸ生产厂商或贸易商采购，签订一年以内的长期
合同，按月分批发货，大部分采用信用证结算。

４ 国外临时采购：采购的价格和定价方式与国外长单基本一致，只是
一批一个合同，运保费一批一定。

生产经营采用“以销定产”的经营方式，产品销售采用“原材料＋生
产费用”的定价模式，原材料价格基本能转嫁给下游客户，因此从理论上
说，公司不会受到ＰＸ价格和ＰＴＡ价格波动的影响。但在实际的生产经营过
程中，如公司的原材料采购与产品销售不能够做到对应平衡，或者由于下游
销售压力较大，成本无法顺利转嫁的情况下，那就面临ＰＸ和ＰＴＡ价格波动
的风险。

自２００６年以来，ＰＴＡ产品原材料成本已经占到销售价格的８０％ ～ ９０％
左右，ＰＴＡ生产商有必要对存货与订单进行管理，需要在期货市场上进行保
值。因此ＰＴＡ生产商基本上自２００６年开始制定《净库存风险控制管理办
法》，控制原材料采购与产品定单之间的最低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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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ＰＴＡ生产企业如何选择套期保值模式？

套期保值模式的选择主要根据净库存来定。针对经营过程存在的风险，
主要是因为原材料采购与订单之间不平衡，因此ＰＴＡ生产商需制定净库存
风险管理办法，据此来决定买入卖出保值的量。

《净库存风险控制管理办法》的内容可参照如下：通过在采购和销售环
节中不同的ＰＴＡ价格确定方式，与期货保值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承担ＰＴＡ价
格涨跌风险的数量控制在企业能够承受范围之内。净库存的准确计算公式为：

本日净库存＝前日净库存＋ ［本日定价的原材料（含外购产品） ＋本
日期货多头保值数量］ － ［本日定价的订单数量＋本日期货空头保值数量］

上述公式中得出的数量低于０即负库存时，在期货买进，而高于企业能
够承受范围时即在期货卖出，以达到控制的范围内。

　 　 十五、 ＰＴＡ 生产企业套期保值的操作流程是怎样
的？

　 　 在确定ＰＴＡ价格的订单发生后，先通过采购定价和订单销售定价来调
节，计算净库存的量。因为期货保值主要按照净库存的数量来进行，因此操
作相对灵活简单。

本日净库存＝前日净库存＋ ［本日定价的原材料（含外购产品） ＋本
日期货多头保值数量］ － ［本日定价的订单数量＋本日期货空头保值数量］

这里的数量是以ＰＴＡ价格确定为计算前提，不管是采购或销售，只要
是已确定了价格的，均在净库存中增加或减少。公式中本日可能是当天上
午，一旦有采购数量或销售数量发生，库存即要进行调整。

在接销售订单时，为了减少客户因ＰＴＡ价格波动而带来的风险，通过
《净库存风险控制管理办法》，在没有增加公司成本和风险的前提下，按客
户的信用等级，给他们多种ＰＴＡ价格选择确定方式。

在具体操作中，尽量通过采购定价和订单销售定价来调节平衡达到控制
净库存范围。采购销售调节平衡后还达不到净库存的控制范围内，就在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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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即时买入或卖出超出控制范围内的数量。

十六、 ＰＴＡ生产企业如何提高风险控制能力？

ＰＴＡ生产企业的内控制度应该较为严格，应奉行“只赚取生产利润，
防止投机”的经营理念，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风险控制办法。

首先需出台一套并通过不断完善定型的《净库存风险控制管理办法》。
利用ＰＴＡ生产企业在ＰＸ采购中的多种定价方式和产品销售中给客户的多种
ＰＴＡ价格确定方式，与期货套期保值有机结合。

其次ＰＴＡ生产企业需与此相配套制定针对ＰＴＡ价格大跌时预防客户毁
约的控制办法。

最后需制定严格的应收账款回收制度，应参照金融系统的客户授信方
法，通过对新客户信用度的多层次调查了解，建立客户信用等级制度；确定
责任人，签订责任协议，建立相应的奖惩制度；将应收账款回收同销售人员
收入密切挂钩；优化客户结构，不断淘汰有潜在风险的客户，确保公司的应
收账款质量保持良好。

　 　 十七、 ＰＴＡ 生产企业如何进行信息披露与会计处
理？

　 　 企业在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中均需对参与套期保值和净库存管理办法
等内容进行说明，会计处理应谨慎严密。

　 　 十八、 当 ＰＴＡ 价格下跌， 库存高企， 资金占用，
库存折价时， ＰＴＡ生产企业如何应对？

　 　 例如２００８年下半年大跌行情中，很多企业库存上的亏损十分巨大，导
致２００９年企业都不敢有过高的库存，在这种情形下有以下两个对策。

第一，在期货市场上卖出相应的空头头寸，同时对现货降价促销，待销
售完成，买平相应的空头头寸，这样可以使期货盈利弥补现货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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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１：

期货市场 现货市场
卖出相应的空头头寸 降价促销
买平相应的空头头寸 销售完成

结果：期货盈利弥补现货亏损，销售可能不均衡

第二，在期货市场卖出相应的空头头寸，在现货市场对客户进行点价销
售，之后期货市场买平相应的空头头寸，现货市场客户作价这种方式也是用
期货盈利弥补现货亏损，客户有选择权，易于接受，销售均衡。

对策２：

期货市场 现货市场
卖出相应的空头头寸 对客户点价销售
买平相应的空头头寸 客户作价
结果：期货盈利弥补现货亏损，客户有选择权，易于接受，销售均衡

　 　 十九、 当 ＰＴＡ 价格上涨， 合同增量， 库存较低，
利润下降时， ＰＴＡ生产企业如何应对？

　 　 例如２００９年上半年ＰＴＡ市场价格持续上涨，而经历过２００８年大跌恐
慌的许多企业一直不敢囤货，即使行情看涨也不敢大量拿货，与此同时现货
市场也是一样的状况，生产商不敢盲目生产，导致出现现货难觅的情况。

这时由于现货采购不足，可以在期货市场上买入相应的多头头寸，当现
货采购充足时，卖平相应的多头头寸。这样贸易企业通过期货市场可以减少
损失或者赚回利润。

对策：

期货市场 现货市场
买入相应的多头头寸 满足客户需求
卖平相应的多头头寸 库存回到正常

结果：期货盈利弥补库存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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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操作都是有现实意义的。对于ＰＴＡ企业来讲，期货市场一方面
可以实现相应现货头寸的保值，另一方面开辟了以保证金交易来扩大盈利的
可能性，对于市场感觉良好的企业来说是增加了博取大行情的手段和工具。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里面，大宗商品的产业链上的经营者都是期货市场的
参与者。规避价格波动风险，是对期货最原始功能的利用。

二十、 ＰＴＡ生产企业运用期货工具开辟销售渠道？

对于ＰＴＡ生产企业而言，如果市场形势不明朗时，特别是当ＰＴＡ行情
走低时，市场往往有“买涨不买跌”的规律，这时，下游采购热情低下，
企业库存压力会升高，经营难度会加大。其实如果ＰＴＡ行情下跌或呈震荡
态势时，ＰＴＡ生产企业可以运用期货市场做为另一销售渠道。

【案例４ － １】
２００７年初原油价格上涨，受其支撑，ＭＸ及ＰＸ也表现坚挺，当时ＰＴＡ

内外盘现货整体走势表现也较为强势，５月底时内盘主流优质现货成交价升
至８８５０元／吨现款船板交货，外盘近洋现货成交水平价升到９７５美元／吨。
另外，一般涤纶厂产销平均能维持在９０％ ～ １００％左右，但整体而言当前纺
织厂介入的幅度仍普遍较小，总体表现相对谨慎，预期短期之内涤丝价格仍
以维持相对平稳盘整的格局为主，交易量方面难有较好的表现。再者，据媒
体报道：中国拟于６月１日起大规模调整进出口商品关税，对容易引起贸易
摩擦的大部分出口商品将调低出口退税率，除原享受１７％出口退税率商品
维持原有水平，其他行业大部分出口商品退税率都会有所降低，涉及箱包、
服装鞋帽等。某ＰＴＡ厂家感觉销售不畅，试图尝试在期货市场上销售ＰＴＡ
产品。

５月下旬的某日ＰＴＡ期货全天成交量１０８８６手；持仓量增加１０８４手。
其中永安期货净空４０００手，中粮净空２８００，国贸期货净空７００手，宁波杉
立净空２９００手，新纪元期货净空１１００手，浙江天马净空８００；南华净多
２３００手，浙江中大净多２０００手，浙江新华净多１８００手，鑫国联净多３８００
手；各合约价格涨跌分别为： － ７４、 － ５０、 － ３０、 － ３２不等。主力合约



精对苯二甲酸

８０　　　

ＴＡ７０７，全天成交量８６００手，持仓量３０９１４手，持仓量增加１６１６手。
现货方面，华东市场ＰＴＡ主流成交价８８００元／吨，５月合约交割后，６

月合约和现货之间的价格差异开始回归，５月下旬６月合约基本接近现货价
格，或略低于现货价格，并且预计６月合同结算价格不会低于９０００元／吨。

如果按现货８８００元／吨的成本来算，即便加上资金费用和运输、检测费
用等杂费，假设５月的结算价格在９０００元／吨，我们减去三个月承兑的费
用、送到工厂的运输成本，还有３０ ～ ５０元／吨左右的折让在内，其总的现金
成本在１２９元／吨附近，如果送交割仓库形成仓单，而在期货市场空头开仓
的话，扣除发生的各种检验费、入库费、仓储费、交割费、增值税等费用
后，我们认为在考虑资金成本后的价格差异在１２９元／吨，基本无亏损，只
要有流动性保证，便可实现全销售。

操作计划：期货价格高于现货价格———以交割为主，平仓为辅
　 　 　 　 　 现货价格高于期货价格———以平仓为主，交割为辅
具体做法，在期货市场抛出货物的同时，停止现货市场的销售，当时的

期货市场ＴＡ７０７ 的主力合约价格在８９４０ 元／吨左右，现货价格为８８００
元／吨，总体的期现价差在１４０元／吨的水平；在ＴＡ７０７合约价格为８９４０元／
吨左右开始尝试抛售，抛售的基本数量为６９０手，在进入交割月以后再将剩
余的１１０手抛出，以使实际收款数量与发票价格比较接近。

风险控制方面，抛出以后如果价格上涨，那么确保足够的保证金，注册
仓单进行实物交割，实现稳定销售；若价格出现回落，则在期货市场上直接
买入平仓了结，获利结束交易，也可以继续持仓到交割，如表４ － ３所示。

表４ － ３ 案例盈亏情况
ＰＴＡ现货 期货ＴＡ７０７

２００７年５月３０日 ８８００元／吨 平均以８８８５元／吨卖出６９０手
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９日 ８３００元／吨 平均以８２４５元／吨平仓６９０手

盈亏情况
亏：（８８００ － ８３００）
× ４０００ ＝ ２００万元

盈：（８８８５ － ８２４５）
× ５ × ６９０ ＝ ２２０ ８万元

盈亏冲抵：实际盈余２２０ ８ － ２００ ＝ ２０ ８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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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由于现货方面ＰＴＡ因新产能集中释放后，市场呈现供过于求的
局面，另外，因纺织品出口退税抑制了部分下游出口需求，也拖累了上游原
料市场，致使ＰＴＡ期现货行情持续地震荡走低，所以，该ＰＴＡ生产企业，
决定６月底在期货市场上平仓了结卖出头寸，产品现货市场销售，期货盈利
完全弥补现货销售的损失，还有部分盈余，本次套保效果理想。

　 　 二十一、 ＰＴＡ 生产企业如何运用期货工具进行库
存保值？

【案例４ － ２】
２００８年７ ～ ８月，大量的ＰＴＡ生产企业库存高企，面临原油深度调整、

下游聚合企业开工下调带来的成本坍塌和需求急剧萎缩的双重风险，ＰＴＡ库
存不断提升，同时内外盘的价格差异在大量融资商陷于盲目自救疯狂套现的
最盛阶段，应该说当时的ＰＴＡ生产企业面临有史以来最严峻的生存环境。

此种情况出现后，在ＰＴＡ企业客户中，有人想到了利用期货市场建立
虚拟空头头寸，通过综合削减实际库存来降低部分风险。这样，一方面可以
通过期货市场尽可能地降低实际库存，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部分交割销售现
货，对于保值和缓解资金压力都是非常适合的手段。

因国际原油价格从１９９９年开始步入上升通道（起点价格只有１０ ３０美
元／桶），并持续上涨，特别进入２００８年上半年开始加速上涨（至７月中旬
已至１４７美元／桶以上），市场呈现出一片看好原油的氛围，高盛甚至预言
年底将突破２００美元／桶大关。尽管７月中旬原油价格开始回落，但“原油
易涨难跌”的呼声不断在市场上空盘旋，所以多数人相信，原油这一不可
再生的重要能源产品其需求只能继续增加不会下降，价格也只是暂时的回
落，不会有真正的大跌。下跌之初很多人都相信原油随后大有反弹重回上升
通道的可能；另外因国家出台了纺织品出口退税率将要提升的消息，从８月
１日起我国部分纺织品、服装出口退税率由１１％回调至１３％。这对纺织行
业是一个利好消息，业内普遍预期会给纺织品需求带来新的生机；再有按以
往的经验，８月后期纺织品服装的需求会逐步进入传统的旺季。这些理由给
多头做多行情以足够的信心和充足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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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大背景下，某ＰＴＡ生产企业与市场众多同行企业一样，在看好
后市行情时加大马力提升负荷生产，使ＰＴＡ库存大增，以期待秋季下游需
求提升时销售盈利。但ＰＴＡ期现货价格于６月中旬创出高点后，便震荡
走低，进入８月仍无起色，且原油价格一跌而下，无丝毫回升迹象。该
生产商意识到风险的存在，决定在期货市场上为２万吨的库存做卖出保
值。

这期间，该客户于８月２１日，在ＴＡ０８１１合约上总共进行了４０００手的
卖出操作，平均建仓价格在８３００元／吨左右。之后即发生了令市场极度恐慌
的金融危机，原油价格一路狂跌，ＰＴＡ产业链上下游产品随着大宗商品都是
一路狂跌，ＰＴＡ产品市场上抛盘一片，价格是一天一个台阶地下跌，但仍无
人问津。原计划是期货平仓了结，但苦于现货根本无法销售，该企业无奈决
定在期货市场上交割了结，如表４ － ４所示。

表４ － ４ 案例盈亏情况
ＰＴＡ现货 期货ＴＡ０８１１

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１日 ８６７０元／吨 平均以８３００元／吨卖出４０００手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４日 ４３９４元／吨 平均以４３９４元／吨结算了结４０００手

盈亏情况
亏：（４３９４ － ８６７０）

× ５ × ４０００ ＝ － ８５５２万元
盈：（８３００ － ４３９４）
× ５ × ４０００ ＝ ７８１２万元

盈亏冲抵：实际盈余７８１２ － ８５５２ ＝ － ７４０万元

通过此次交易，尽管从两市场对冲的情况看，现货市场损失８５５２万元，
期货市场盈利并未完全弥补现货的损失，但是已将实际损失减少至７４０万
元。通过此次套保该ＰＴＡ生产商充分体会到了期货保值可以有效规避和控
制企业自身经营过程中的风险。该客户成功地释放了库存风险，取得了出乎
意料的理想效果。

这次成功的套期保值从源头上让企业的高层领导认识到了期货市场的功
能和对实体企业经营的帮助。在这之后，该企业一方面着力改进自身管理和
修改作业流程，另一方面企业压低了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实物库存，降低
了库存风险，同时减少了经营资金的占压。同时，高层次领导懂得了将实体



ＰＴＡ 生产企业和贸易商如何利用 ＰＴＡ 期货

第
四
章 ８３　　　

经营与虚拟头寸进行组合，从现货、期货两个层面上来进行企业经营管理和
运作，提高了自身抗风险的能力。

　 　 二十二、 ＰＴＡ 生产企业停车检修期间， 应该如何
利用 ＰＴＡ期货？

【案例４ － ３】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期间由于行情暴跌，市场在“买涨不买跌”的规律作

用下，ＰＴＡ价格也是大跌并销售低迷，生产企业均陷入了亏损境地。一般生
产效益不佳时企业往往生产积极性也相对低下，而利用这个时间检修是不错
的选择。某ＰＴＡ生产企业于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决定对其一套年产３２万吨的ＰＴＡ
装置于２００９年２月起停机检修１０天，估计损失的生产量在１００００吨左右，
该供应商决定在价格相对处于历史低位的时候买入ＰＴＡ进行交割，以弥补２
月下游合同客户的供应缺口，确定进入２００９年１月合约的交割。

当时市场的基本情况是，ＴＡ９０１合约作为面临上市以来的第一次清货，
该合约２００９年１月第１２个交易日（不含该日）之前注册的ＰＴＡ标准仓单，
在９月第１５个交易日（含该日）之前全部注销；之后注册的仓单会每年９
月集中注销。该合约最后交易日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６日，交割日１月２０日，交
割完成之后即可开始进行提货。

各时段的保证金占用情况，一般月份的保证金比例为１５％ （在正常情
况下ＴＡ的正常月份保证金为１０％）；之后我们按照一般月份、交割月前一
个月、交割月三个时段来调整保证金。

一般月份：１０％；交割月前一个月：

品种
交割月前一个月

上旬 中旬 下旬
ＰＴＡ １２％ １９％ ２４％

交割月份：交割月份期货合约交易保证金标准均为３４％。
具体计算如下：



精对苯二甲酸

８４　　　

该企业计划在期货市场上采购１００００吨ＰＴＡ。当时，２００８年下半年正是
全球性金融危机行情大跌的末期，由于行情波动和变化都比较大，交易所为
防范风险，保证金收取比例由原来的１０％提升至１５％，也就是一般月份、交
割月前一个上旬、中旬、下旬、交割月保证金比例分别为１５％、１７％、２４％、
２９％、３９％ （而一般正常状态下分别为１０％、１２％、１９％、２４％、３４％）。

理旺／数量
１手 １０００手 ２０００手 ３０００手 ４０００手

４９００

ＴＡ９０１ ＝ ４９００ ０ ５ ３６７５ ３６７５０００ ７３５００００ １１０２５０００ １４７０００００

原始保证金 ０ １５ ３６７５ ３６７５０００ ７３５００００ １１０２５０００ １４７０００００

上旬保证金 ０ １７ ４１６５ ４１６５０００ ８３３００００ １２４９５０００ １６６６００００

中旬保证金 ０ ２４ ５８８０ ５８８００００ １１７６００００ １７６４００００ ２３５２００００

下旬保证金 ０ ２９ ７１０５ ７１０５０００ １４２１００００ ２１３１５０００ ２８４２００００

交割月保证金 ０ ３９ ９５５５ ９５５５０００ １９１１００００ ２８６６５０００ ３８２２００００

不利亏损

下跌５００元 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下跌１０００元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下跌２０００元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有利盈利

上涨５００元 － ２５００ － ２５０００００ － ５００００００ － ５００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上涨１０００元 － ５０００ － ５０００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上涨２０００元 － １０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上表说明：以１手５吨为计算基础，若采用资金占六成仓位的办法，则
１吨需要初始保证金１２２５元，上旬１３８８元、中旬１９６０元、下旬２３６８元、
交割月３１８５元。若上涨１０００元／吨，则盈利１０００元；若下跌１０００元／吨则
亏损１０００元。

以１００００吨计算，则买入保值准备资金在各个时间段分别为：
１１月２７日：１２２５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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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２７日～ １２月９日：１３８８万元；
１２月１０日～ １２月１８日：１９６０万元；
１２月１９日～ １２月２９日：２３６８万元
１２月３０日～ １月１５日：３１８５万元。
１月１６日：４９００万元。
以上假设是买入之后价格维持４９００元／吨不变，在交割之前的资金使用

占总资金的６０％。若买入后上涨１０００元／吨，则盈利１０００万，下跌１０００
元／吨，则亏损１０００万。在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６日准备好全部交割货款。

该客户在设定的价格区间建立了自己的买入保值的头寸，并且严格按照
当时的交易计划持仓到交割，顺利完成了交割之后直接装车供应下游聚合客
户，保证了对下游客户稳定供应的承诺。

另外，在该企业建仓的１１月下旬，ＰＴＡ现货价格只有４５００元／吨，而
１月中旬交割时，ＰＴＡ现货已经升至５６００元／吨，这样，该企业不但满足了
下游客户的合同供应，同时如果不考虑资金占用，还有１１００万元的额外的
收入。

二十三、 ＰＴＡ贸易商如何运用期货工具？

一般而言，ＰＴＡ贸易商主要采取的是投机性操作，他们往往活跃于市场
的追涨杀跌中，他们的行为经常会导致市场的投机性泡沫扩张，因此贸易商
的囤货和抛货行为加剧了ＰＴＡ价格波动的风险，且在极端行情中容易使得
贸易商承受过多的风险，主要是买卖难以同时成交，且在配对数量和配对价
格方面经常出现错位和不匹配。而期货市场的优势恰恰是在成交的效率上，
同样是贸易商看多情况下的低买高卖，如果在期货市场上操作，非常便捷，
贸易商可以在办公室完成整个流程，也就是说可以将期货市场作为一个仓库
来操作，看涨时买入ＰＴＡ期货合约进货，等待高价卖出，看跌时卖出期货
合约清空仓库，这样也可节省贸易商自身的仓库建设费用。当然了，也可采
用更规范的套期保值操作，比如在现货仓库中入库进货，当期货价格合适的
时候，在期货市场上抛出锁定利润。因此，相比于生产企业，贸易商的操作
更为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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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 套期保值在 ＰＴＡ 贸易商生产经营中的定
位？

　 　 由于ＰＴＡ属于石化类大宗商品，其价格波动经常会比较剧烈，买卖价
差波动幅度也经常会非常大，这就给贸易商留出了很大的运作和获利的空
间，而获利空间大同时也意味着亏损空间也大，因此需要采取措施严格控制
经营风险。

由于期货市场保证金操作的杠杆效应，会使得资金利用效率大大提高，
同时也会放大风险，因此需要有严格的期货交易制度和条例，防止企业在期
货市场中觊觎投机利润而去追涨杀跌，应该报以理性投资目光，去进行价值
投资，预防投机风险。

二十五、 ＰＴＡ贸易商如何选择套期保值模式？

套期保值模式的选择主要根据净库存来决定。针对贸易企业经营过程中
存在的风险，主要是来自原材料采购与订单之间的不平衡，因此ＰＴＡ贸易
商需制定《净库存风险控制管理办法》，据此来决定买入卖出保值的期货头
寸数量。

《净库存风险控制管理办法》的内容可参照如下：通过在采购和销售环
节中不同的ＰＴＡ价格确定方式，与期货保值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承担ＰＴＡ
价格涨跌风险的数量控制在企业能够承受范围之内。净库存的准确计算公式
为：

本日净库存＝前日净库存＋ ［本日定价的原材料（含外购产品） ＋本
日期货多头保值数量］ － ［本日定价的订单数量＋本日期货空头保值数量］

上述公式中得出的数量低于０即负库存时，可在期货市场上买进，而本
日净库存大于０时，企业即可在期货市场上卖出，以规避经营中的敞口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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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六、 ＰＴＡ 贸易商套期保值的操作流程是怎样
的？

　 　 每日ＰＴＡ贸易商在确定ＰＴＡ的采购和销售订单后，都要合计其采购和
销售的数量，计算净库存的量。因为期货保值主要按照净库存的数量来进
行，因此操作相对灵活简单。

这里的数量是以ＰＴＡ价格确定为计算前提，不管是采购或销售，只要
是已确定了价格的，均在净库存中增加或减少。公式中本日可能是当天上
午，一旦有采购数量或销售数量发生，库存即要进行调整。

在接销售订单时，为了减少客户因ＰＴＡ价格波动而带来的风险，就要
按照《净库存风险控制管理办法》，在没有增加公司成本和风险的前提下，
按客户的信用等级，给他们多种ＰＴＡ价格选择确定方式。①

在具体操作中，尽量通过采购定价和订单销售定价来调节平衡达到净库
存控制范围。采购销售调节平衡后超出净库存的可控制范围时，结合ＰＴＡ
行情发展趋势，以超出控制范围内的数量为限，选择即时买入或卖出的套保
方式。

二十七、 ＰＴＡ贸易商如何提高风险控制能力？

ＰＴＡ贸易商因为自身既不是ＰＴＡ的生产商又不是ＰＴＡ的消费商，而是
市场的中间商，因此收益来源主要为买卖价差，风险敞口较大，需要更为严
格的内控制度，应奉行“只赚取应有利润（贸易商的存在便利了ＰＴＡ上下
游之间的买卖，对ＰＴＡ商品的流通作出了贡献），防止过度投机”的经营理

① ＰＴＡ销售，工厂与下游聚酯厂家多以全年合同方式进行，即ＰＴＡ厂家与聚脂厂家一般会在
上年底谈定ＰＴＡ合同采购事宜，而具体每月的采购量并不确定，下游聚脂厂家会根据自身情况及当
时市场行情自行决定当月采购量，而ＰＴＡ厂家会根据下游ＰＴＡ买家的实际采购量确定价格级别，一
般采购量大的价格优惠幅度也会较大，往往在年底按实际全年采购量给一定的返利（对于大量者，
每吨ＰＴＡ总返利水平可有２００元／吨左右）。而下游聚脂每月合同量的多少，会结合当月预期合同结
算价与现货实际价格水平比较，决定的。而ＰＴＡ厂家会根据客户的情况，确定信用等级，多种ＰＴＡ
价格与其结合的。



精对苯二甲酸

８８　　　

念，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风险控制办法。
首先，需出台一套并通过不断完善定型的《风险控制管理办法》。
其次，ＰＴＡ贸易商需与此相配套制定针对ＰＴＡ价格大跌或大涨时预防

客户毁约的控制办法。
最后，需制定严格的应收账款回收制度，应参照金融系统的客户授信方

法，通过对新客户信用度的多层次调查了解，建立客户信用等级制度；确定
责任人，签订责任协议，建立相应的奖惩制度；将应收账款回收同销售人员
收入密切挂钩；优化客户结构，不断淘汰有潜在风险的客户，确保公司的应
收账款质量保持良好。

　 　 二十八、 ＰＴＡ 贸易商如何进行信息披露与会计处
理？

　 　 ＰＴＡ贸易商在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中均需对参与套期保值和净库存管理
办法等内容进行说明，会计处理应谨慎严密。从目前的执行情况看，由于贸
易商平时操作的主题是价格波动，并以此计算成本和收益，而且贸易商大多
是些小规模的民营企业，资金调度便利，因此在会计处理上比单纯的ＰＴＡ
生产商和消费商要灵活。

二十九、 ＰＴＡ贸易商如何进行期现套利？

如果后市看涨，期货远月升水，去除持仓成本，期现仍有利可图时，期
现套利就是一种无风险的套利。

在期货市场上，现货的价格低于期货的价格，则基差为负数，远
期期货的价格高于近期期货的价格，这种情况叫“远月升水”、“期货
升水”，也称“现货贴水”或“近月贴水”，远期期货价格超出近期期

货价格的部分，称“期货升水率”；如果远期期货的价格低于近期期货的价格、现货的
价格高于期货的价格，则基差为正数，这种情况称为“远月贴水”、“期货贴水”，或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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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升水”或“近月升水”，远期期货价格低于近期期货价格的部分，称“期货贴水
率”。

【案例４ － ４】
２００７年２月下旬，现货方面，受国内一主要ＰＴＡ供应商３月合同报价

较低以及随后公布的１月ＰＴＡ进口量相对偏高的影响，现货市场人气开始
转淡，加之市场传出部分ＰＴＡ工厂３月ＰＸ结算价还盘已降至１０３０美元／
吨，以及有个别ＰＸ供应商已同意可在１０６０美元／吨左右价位结算的消息，
市场预期ＰＸ结算有可能不会超过１０６０美元／吨，略低于前期市场预期。
ＰＴＡ内盘方面，苏浙沪市场一般成交水平价在８１００元／吨左右，现货整体表
现仍算平稳。并且在当时８１００元／吨的价格可以很容易接到现货。

而某ＰＴＡ贸易商分析，由于２００６年底及２００７年一季度大量ＰＴＡ新产
能集中推出，之后的一段时间内ＰＴＡ供应会逐渐增加，ＰＴＡ后市行情无大
的上升空间，期货市场上抛空ＰＴＡ胜算可能会较大。

２００７年３月２日，由于原油再度走高的可能性加大，而市场又再度传
出４月ＰＸ合同结算价可能高结的消息，加之即将来临的传统春季纺织品服
装的需求旺季，使期货市场做多情绪快速提升，该贸易商认为期现套利的机
会可能出现了。

期货ＰＴＡ主力ＴＡ７０５合约加速上涨，全天成交量接近２１０００手，持仓
量增加１９５８手，其中大越空头继续减少２７２手，仍然持有４０００多手空单，
当日永安、鑫国联等空单继续增加，期现套利空间加大。主力合约ＴＡ７０５，
全天成交量２０２０８手，持仓量２０２８２手，持仓量增加１８１０手，价格上涨８４
点；高开高走，全天上涨８４点。

依照现货８１００元／吨的买入成本来算，即便加上资金费用、仓储费用和
运输、检测费用等杂费，采购现货交割期货的成本应在８３００元／吨略高一
些，而即便按采购了二月８２５０元／吨的国内合同货算，由于其结算是三个月
承兑而且是送到工厂的价格，还有３０元／吨左右的折让在内，其总的现金成
本应在８３００元／吨附近，ＴＡ７０５当时价格在８５００元／吨左右，如果送交割仓
库形成仓单，而在期货市场空头开仓的话，２００元／吨左右的利润完全可以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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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８１００元／吨的人民币价格收购现货，扣除发生的检验费、入库
费、仓储费、交割费、增值税等费用后，我们认为不考虑自己成本的情况下
期现价格差异在３００元／吨，投资收益率在１４ ６５％；在考虑资金成本后的
价格差异在２００元／吨，投资收益率大约在１０％。

对于ＰＴＡ贸易商而言，只要做好后续资金，保障行情波动及临近交割
保证金的增加，即可稳定获利。

该ＰＴＡ贸易商的操作流程如下：
成本核算：

期现套利的成本收益核算
现货单价： ８１００ ８１００ ８１００

期货价格： ８４５０ ８５００ ８５５０

１资金成本： １０８ １８ １０８ ２０ １０８ ２３

２中间费用： ６２ ８５ ６２ ９０ ６２ ９５

３预付税款： ５０ ８５ ５８ １２ ６５ ３８

４套利利差： １２８ １２ １７０ ７８ ２１３ ４４

最终收益： ６ １６％ ８ ２１％ １０ ２７％

操作原则：以平仓为主，交割为辅。
基本操作：在期货市场抛出货物的同时，在现货市场商谈买入２０００吨

ＰＴＡ现货，价格按当天的实际价格８１００元／吨的现款，买入后入库存放，可
以交割也可以现货市场卖出（如果ＰＴＡ行情上涨，现货与期货价差扩大时
即可考虑现货销售，或部分现货销售部分期货交割）。

当时ＰＴＡ现货价格为８１００元／吨，而期货主力合约ＴＡ７０５的价格在
８５００元／吨左右，总体的期现价差在４００元／吨的水平；ＴＡ７０５合约价格在
８５００元／吨左右开始尝试抛售，抛售的数量为３４０手，在进入交割月后再将
剩余的６０手抛出，以使实际收款数量与发票价格比较接近。

该操作的风险控制：抛出以后出现价格上涨，保证金提高是其最大的风
险，需要确保足够的保证金。

价格上涨后，要权衡期现货价格上涨的幅度，如果现货上涨幅度小于期
货上涨幅度则该操作以注册仓单进行交割为原则，赚取稳定的利润，即期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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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利收益１７１元／吨，这是两个月持仓的最低收益率。
若价格出现回落，则在期货市场上直接买入平仓了结，获利结束交易。
而之后ＰＴＡ价格持续上涨，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７日，现货价格从８１００元／吨

涨至８８５０元／吨，期货ＴＡ７０５从８５００元／吨升至８７５０元／吨附近，该贸易商
决定注销仓单现货市场卖出现货，期货市场平仓了结头寸。由于此次操作，
其现货上涨幅度大于期货上涨的幅度，现货盈利较大，期货损失较小，总体
盈亏情况如表４ － ５所示。

表４ － ５ 案例盈亏情况
ＰＴＡ现货 期货ＴＡ８１１

２００７年３月５日 ８１００元／吨买入２０００吨 平均以８５００元／吨卖出３４０手
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７日 ８８５０元／吨卖出２０００吨 平均以８７５０元／吨平仓了结３４０手

盈亏情况
盈：（８８５０ － ８１００）
× ２ ０００ ＝ １５０万元

亏：（８５００ － ８７５０）
× ５ × ３４０ ＝ － ４２ ５万元

盈亏冲抵：实际盈余１５０ － ４２ ５ ＝ １０７ ５万元

一般情况下，在上涨情形中，价差在一定时间内回归居多；多数头寸都是
平仓了结，即使操作不成功也是大部分平仓出局，只有极小部分做交割了结。

在以上各方面的交易过程中关键是计算各项成本和中间的费用，进行有效
的计算和合约的动态跟踪；第一种投资机会相对较少、收益一般、风险中等，
并且要求参与者最好有产业链的背景，需要注意抛售技巧和增值税的管理；第
二种投资机会比较多，收益有的时候非常可观，收益／风险值相对比较高。

三十、 ＰＴＡ中游贸易商如何做正向套利？

正向套利是当行情出现近弱远强的预期时，买近抛远的一种套利行为。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上旬，ＰＴＡ经历了半年多的持续下跌后，ＰＴＡ企业亏损加

剧，部分ＰＴＡ企业开始降低运行负荷，供应已开始下降，而且行情也呈现
出一种筑底反弹的态势。特别是当时另一聚酯原料ＭＥＧ价格暴涨，使聚酯
成本大幅提高，进入１１月由高聚酯成本压力主导，首先在桐乡、太仓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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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酯涤丝行情启动，然后逐步蔓延至萧山，在萧山主要大厂的带动下绍兴等
地工厂才开始逐步介入。在涤纶上涨的过程中，聚酯原料更加疯长，当时
ＭＥＧ从以往的８０００多元／吨的常规价位涨至１５０００元／吨，ＰＴＡ也较前期有
所转暖，现货市场主流成交从６７７５元／吨升至７４００元／吨，半光聚酯切片上
涨至１１４００ ～ １１５００元／吨，并且听闻实际成交１１６００元／吨，社会库存量小，
供应十分紧张。由此可见，聚酯原料的上涨速度远大于涤丝的上涨速度，涤
丝工厂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受切片供应紧张及价格上涨的带动，切片纺
ＰＯＹ利润进一步压缩，使得绍兴、慈溪等地部分切片纺厂已有限产或停产
动作出现。ＰＴＡ出现了近弱远强的格局。

当时的ＰＴＡ期货方面，１１月８日全天成交量接近２０万手，总持仓量１８
万手，主力合约ＴＡ７１２，全天成交量１３６１４手，持仓量６２２３６手；ＴＡ８０１，
全天成交量１６６６９４手，持仓量１１８９２６手；国庆以后有大量的期现抛售盘在
ＴＡ７１２上面，持仓大多为准备交割的现货背景投资者。另外，跨月之间的价
格差异在２４６元／吨的水平，总体的ＴＡ７１２ ～ ＴＡ８０１的跨期套利空间已经打
开，如图４ － ３所示。

图４ － ３　 ２００７年１０ ～ １１月ＴＡ８０１与ＴＡ７１２跨月价差
现货方面，华东市场优质ＰＴＡ一般现货现款船板交货成交价７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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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吨，外盘台韩ＰＴＡ一般船货现货成交价８５０ ～ ８５５美元／吨（ＣＩＦ中国
Ｌ ／ Ｃ９０天）。按现货７４００元／吨计算，计划买入ＴＡ７１２月的交割货物，加上交
割费用、仓储费用、资金费用、交易费用等杂费，其总的资金成本也在１３０
元／吨附近，同时在ＴＡ８０１上面卖出开仓，１３０元／吨左右的利润即可实现。

交易费用：２ ＋ ２ ＝ ４元／吨；
增值税：２５０ ／ １ １７ × ０ １７ ＝ ３６元／吨；
仓储费用：０ ４ × ３０ ＝ １２元／吨；
资金成本：７４００ × ０ ０１ ＝ ７４元／吨；
交割费用：２ ＋ ２ ＝ ４元／吨；
总的成本：４ ＋ ３６ ＋ １２ ＋ ７４ ＋ ４ ＝ １３０元／吨。
总结：在无风险的条件下可以获得１３０元／吨的收益（最低收益水平）。
该方案的资金占用情况：

ＴＡ７１２现金流量表格

时间 １１月１２ ～ ２０日 １１月２１ ～ ３０日 １２月１ ～ １４日 １２月１５日

现金流 １４２５ ３７５ ７５０ ４９５０

总现金 １４２５ １８００ ２５５０ ７５００

ＴＡ８０１现金流量表格

时间 １１月１２ ～ ３０日１２月１ ～ １０日１２月１１ ～ ２０日１２月２１ ～ ３１日１月１ ～ １０日１月１５日

现金流 ８００ １６０ ５６０ （１５２０） ０ ２７２０

总现金 ８００ ９６０ １５２０ ０ ０ ２７２０

该方案的现金流变化情况如图４ － ４、图４ － ５所示。
操作原则：以平仓为主，交割为辅。
建仓与平仓步骤如下：
建仓：以建仓１０００手，也就是说最大规模５０００吨ＰＴＡ为例，最大动

用资金为５０００ × ７５００ ＝ ３７５０万元；价差２４０点建仓４００手，以后按价差每
扩大２０点建仓２００手，至３００点建仓完毕。行情不利的时候，建仓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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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 ４　 ＴＡ７１２在套利过程中的现金流变化情况

图４ － ５　 ＴＡ８０１在套利过程中的现金流变化情况

价差为２２０点。
也就是说每吨最小收益为１００元／吨，折合年收益１６％。
平仓：平仓价格差在２００点以下，在价格差１９０点平仓２００手，如价格

差至１８０点，我们平仓为４００手，至１８０点以下平仓４００手；如价格差在３
个星期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那么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做好交割准备；
如果价格差在３个星期内缩小，那么按照规定计划平仓结束交易。

实际盈亏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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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贸易商平均建仓价差为２２５元／吨，之后价差如期缩小，在进入１２月
后，价差缩小至２００点以内，该贸易商决定平仓了结头寸，平均平仓价差为
１２５元／吨，盈利（２２５ － １２５） × ５０００ ＝ ５０万元。

风险控制：
建仓以后出现的价格上涨的风险，需要确保足够的保证金，接受仓单进

行交割，赚取稳定的利润，即期现套利收益１２０元／吨，这是１个月持仓的
最低收益率。

若价格差出现回落，则在期货市场上直接买入平仓了结，获利结束交
易。

提示：一般品种只有１ ～ ２个合约活跃的情况下，理论上有机会，但
是实际流动性不足，很多投资都是无法上规模来操作的；只有在品种拥
有２个以上成交和持仓都比较大的合约的情况下，操作起来才更有效，
机会更多。

　 　 三十一、 ＰＴＡ 贸易商如何运用期货工具进行库存
管理？

【案例４ － ５】
某化工进出口公司对ＰＴＡ的库存管理是按照数量来设置的，最高库存

５０００吨，最低库存１０００吨。公司在ＰＴＡ供过于求或者存货周期上升时降低
库存，在ＰＴＡ供不应求或者存货周期下降时提高库存。该公司当前ＰＴＡ库
存４９００吨，平均成本７３００元／吨。

２００８年，ＰＴＡ期货与现货行情跌宕起伏。２００８年上半年ＰＴＡ是牛市行
情，而在２００８年下半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出现，随着需求下降与原油价
格下跌，ＰＴＡ出现下跌的势头，只是当时由前华联三鑫一直做多，扛着ＰＴＡ
期货价格。而在２００８年１０月中旬后，ＰＴＡ价格则经历了一波快速下跌的行
情，ＰＴＡ８１１跌破５０００元／吨，创出过去四年价格新低。表４ － ６、表４ － ７分
别是ＰＴＡ８０９与ＰＴＡ８１１两个月份合约的价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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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 － ６ ＰＴＡ８０９期货价格、成交情况（２００８年８月中旬）
名称 时间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成交量 持仓量结算价
ＰＴＡ８０９ 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１日 ８８８８ ８９５０ ８７９２ ８８８０ １１０３６４ １２４５７８ ８８５２

ＰＴＡ８０９ 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２日 ８８４４ ９００６ ８８４４ ９００４ ７３９３６ １３０８００ ８９４０

ＰＴＡ８０９ 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３日 ８９９０ ９１３８ ８９９０ ９１２２ ４７５２０ １２７０１４ ９０７４

ＰＴＡ８０９ 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４日 ９２０８ ９２５０ ８８６０ ９０１２ ５０９８０ １２６１５８ ９０３０

ＰＴＡ８０９ 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５日 ８９０２ ９０５８ ８８９０ ９０４８ ４９３１０ １３２８７０ ９００２

ＰＴＡ８０９ 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８日 ９２００ ９３５８ ９０６０ ９３００ １８６００ １３３２２２ ９１８２

ＰＴＡ８０９ 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９日 ９２７８ ９３００ ９１８８ ９２７２ １６４５０ １３１２６４ ９２５０

ＰＴＡ８０９ 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０日 ９３１０ ９３５０ ９２８０ ９３４６ １４１０４ １３００３２ ９３１６

ＰＴＡ８０９ 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１日 ９３９８ ９５００ ９０２４ ９１４０ ３４７１２ １１９２７２ ９２３０

ＰＴＡ８０９ 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２日 ９２６８ ９２９６ ９１４０ ９１９２ ５６３０ １１８１６８ ９１８４

表４ － ７ ＰＴＡ８１１期货价格、成交情况（２００８年１０月中下旬）
名称 时间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成交量 持仓量结算价
ＰＴＡ８１１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３日 ６５９６ ６８７６ ６５５８ ６７５０ ３８５６０ ３００２２ ６７０４

ＰＴＡ８１１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４日 ６８５０ ６９７４ ６５５０ ６６５０ ４２２２４ ２５０４６ ６７３４

ＰＴＡ８１１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５日 ６５２０ ６５４０ ６４６４ ６４６４ ９１１４ ２１１０８ ６４８２

ＰＴＡ８１１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６日 ６０９２ ６１１８ ６０９２ ６０９２ １７１８ ２１２４２ ６０９４

ＰＴＡ８１１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７日 ６１２０ ６２００ ５７３０ ５７８６ １７６１０ １４７３２ ５８５６

ＰＴＡ８１１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０日 ５８８０ ５９７０ ５６２０ ５８０６ １５０３２ １３２５６ ５７５８

ＰＴＡ８１１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１日 ５６０２ ５８００ ５６０２ ５７１２ ２６６４ １２４８２ ５７３４

ＰＴＡ８１１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２日 ５６００ ５ ８０６ ５５４６ ５６９０ １５８８ １２３３６ ５７０２

ＰＴＡ８１１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３日 ５６００ ５７４８ ５５５０ ５６５０ １０８２ １２１２４ ５６４６

ＰＴＡ８１１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４日 ５６５０ ５７２４ ５５６２ ５６３０ ５９２ １１９２０ ５６２８

ＰＴＡ８０９在上述１０个交易日的平均结算价是９１０６元／吨，单边成交量２１
万手，计１０５ 万吨。ＰＴＡ８１１ 在上述１０ 个交易日的平均结算价是６０３３
元／吨，单边成交量６ ５万手，计３９万吨。

该公司发现，ＰＴＡ８０９价格９１０６元／吨，比存货成本７３００元／吨高出１８０６
元／吨，而且需求明显萎缩，现货销售不畅，观望情绪较为强烈。但期货市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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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活跃，通过期货市场降低库存是一个较好的选择。根据公司库存管理之需，
维持最低库存１０００吨，决定在期货市场卖空３９００吨，并准备用于交割。

通过在ＰＴＡ８０９ 抛售，公司可获得毛利＝ １８０６ 元／吨× ３９００ 吨＝

７０４３４００元。
在抛售中，会发生以下成本与费用：
第一，保证金占用成本（如表４ － ８所示）。

表４ － ８ 保证金占用资金成本

时间段 数量
（吨）

持仓价
（元／吨）

保证金
比例

保证金
（元） 利率 资金成

本（元）
８月１１ ～ ８月２０日 ３９００ ９１０６ １５％ ５３２７０１０ ６ ０％ ８８７８

８月２１日～ ８月３１日 ３９００ ９１０６ ２０％ ７１０２６８０ ６ ０％ １１８３８

９月１日～ ９月１２日 ３９００ ９１０６ ３３％ １１７１９４２２ ６ ０％ ２７３４５

合计 ４８０６１

　 　 第二，交易、交割、仓储、检验费（如表４ － ９所示）。

表４ － ９ 保值的各项费用
项目 费用类别 费用小计 费用标准

入库费 ３９０００ １０元／吨
物流
成本 仓储费 ４６８００ ０ ４元／吨／天

运输费 １１７０００ ３０元／吨
检验费 检验费 ２７３００ ７元／吨

交易费用 交易手续费 ７８００ ２元／吨
交割手续费 １５６００ ４元／吨

税费 增值税费用 １０２３４０６ ０ １４５３元／元／吨
合计 １２７６９０６

第三，成本费用合计：１０７１４６７元。
通过在ＰＴＡ８０９上抛售，该公司可获得净利：
毛利－成本费用＝ ７０４３４００ － １０７１４６７ ＝ ５９７１９３３元。
第四，公司获得净资金流入：３４４４１９３３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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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因ＰＴＡ价格跌破２００７年的低点，该公司决定又将存货补
足到５０００吨，则需要在期货市场买入ＰＴＡ８１１为４０００吨，价格６０３３元／吨。

该公司所需资金量＝ ６０３３元／吨× ４０００吨＝ ２４１３２００００元。
该交易发生的成本、费用如下：
第五，保证金占用成本（如表４ － １０所示）。

表４ － １０ 保证金占用成本

时间段 数量
（吨）

持仓价
（元／吨）

保证金
比例

保证金
（元） 利率 资金成

本（元）
１０月１３日～ １０月２０日 ４０００ ６０３３ １５％ ３６１９８００ ６ ０％ ４８２６

１０月２１日～ １０月３１日 ４０００ ６０３３ ２０％ ４８２６４００ ６ ０％ ８０４４

１１月１日～ １１月１２日 ４０００ ６０３３ ３３％ ７９６３５６０ ６ ０％ １５９２７

合计 ２８７９７

第六，交易、交割、运输费（如表４ － １１所示）。

表４ － １１ 保值的各项费用
项目 费用类别 费用小计 费用标准
物流
成本

出库费 ４００００ １０元／吨
运输费 １２００００ ３０元／吨

检验费 检验费 ２７３００ ７元／吨

交易费用 交易手续费 ８０００ ２元／吨
交割手续费 １６０００ ４元／吨

税费 增值税费用 ７１７９７１ ０ １４５３元／元／吨
合计 ９２９２７１

第七，成本费用合计：９５８６０９元。
第八，公司获得总现金流出：２５０９００６９元。
第九，公司通过这两次期货交易、交割来进行库存管理发挥了这样的作

用：增加库存１００吨；置换出净现金流入９３５１８６４元；库存成本由７３００元／
吨减少到６２８６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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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分析中，我们还有两项收益没有考虑。一是３９００吨ＰＴＡ交割获
得现金的两个月资金收益，二是对增值税的精算。真正发生的增值税应该是
销项税减去进项税。对此，我们再展开讨论：

该公司拿到销售货款的现金流３４４４１９３３元，归还银行贷款，节省两个
月利息成本３４４４１９ ３３元。

该公司销售３９００吨货物发生的销项税额５１６００９７元，购买４０００吨ＰＴＡ
发生的进项税额３５０６３８０元，实际应缴增值税１６５３７１７元。在上面例子中增
值税是１７４１３７７元，多计８７６６０元。

这两部分收益合计４３２０７９元。

三十二、 ＰＴＡ外资供应商的具体情况怎样？

目前国内ＰＴＡ每年仍有３０％左右的进口依存度，而ＰＴＡ进口主要来源
于韩国、中国台湾、泰国、日本、伊朗、印尼等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
区，由于石化下游产业不配套和当地纺织工业的转移等，没有我国ＰＴＡ需
求量大，所以其ＰＴＡ产品主要出口到中国大陆地区，当前的主要供应商为：
韩国三南、三星石化、ＫＰ化学、ＳＫ化学、晓星、泰光等韩国供应商；台湾
地区的台湾中美和、台湾化学、杜邦、东帝士、英威达远东；日本三菱、三
井；印尼ＰＥＲＴＡＭＩＮＡ公司、ＰＯＬＹＰＲＩＭＡ公司、ＰＯＬＹＳＩＮＤＯ公司；泰国东
展；马来西亚ＢＰ；中东；印度等。

随着中国聚酯工业的高速发展，国内ＰＴＡ的自给率不断提高，外资供
应商的原有优势在反倾销及在装置单位成本竞争力下降的情况下开始逐步削
弱，他们的市场份额呈继续下降的趋势。

三十三、 ＰＴＡ商社和代理商的具体情况怎样？

商社和代理商在行业中所起作用是增加市场流动性、承担价格风险、投
机参与市场、低买高卖、博取差价。这些机构有的是自己订立长期外盘合
同，在国内市场进行下游销售或者是现货销售；有的专门从事代理取得代理
收入，作为外资供应商的窗口公司；有小部分代理带有自营的性质。这些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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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商利用自己在产业贸易中的信息优势和上下游渠道在合适的时机进行投机
贸易，他们是早期的主要投资商，近来他们发挥的价格影响力在下降。这些
公司以韩国、日本的商社为主导，他们往往是综合性经营机构，ＰＴＡ只是他
们业务中的一小部分业务。

随着近年来国内ＰＴＡ产能的不断扩充，进口的比重在２００６年以后已逐步降
低，国内ＰＴＡ工厂基本以合同销售为主导，由于供应和合同的问题，价格相对
稳定，波动减少，大的贸易机会也逐渐减少（反而成为融资的优先选择）。

面临的问题是：现货市场在行业中的贸易比例开始缩小，贸易机会逐渐
减少，贸易开始越来越难作，机会难以把握。

　 　 三十四、 国外 ＰＸ 供应商和贸易商的具体情况怎
样？

　 　 随着我国ＰＸ产业快速发展，进口依存度在快速下降，目前每年的表观
需求量有１０００多万吨，除国内７００多万吨的产量外，仍有三成多的进口量，
而进口以国外ＰＸ供应商和贸易商为主。亚洲ＰＸ市场是一个寡头的市场，
主要供应商有埃克森美孚、日本能源、日本出光、新日本石化等，他们是传
统意义上的主流供应商。市场的主要定价方式是ＡＣＰ，亚洲合同价格体系，
他们四个主要厂家控制着该体系价格在亚洲的表现，国内的厂家基本无定价
主导权。由于ＰＸ合同货比例较大，所以ＰＸ的贸易比例相对比较少。贸易
商主要是韩国、日本等地的外资公司，国内鲜有贸易公司介入该领域，ＰＸ
作为一个相对上游的产品，信息和圈子相对固定，外在介入有一定难度。

　 　 三十五、 ＰＴＡ 商社和代理商应用期货的概念和原
理怎样？

　 　 无论参与期货的企业是什么样的定位，其参与期货都应以回避现货价格
风险为目的；买卖都是以数量相等、方向相反，以盈补亏为基本原则；广义
上讲是控制原材料或产品的价格波动风险；另外还可有效进行库存管理。套
期保值的原理也无外乎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的走势相近，随着期货合约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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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临近，两者趋向一致。
ＰＴＡ作为全球唯一的市场品种，境外ＰＴＡ生产商和贸易商及产业链上

企业，其避险需求都寄希望于郑州商品交易市场。我国目前还未对外放开期
货市场，外资企业还不能参与国内期货交易。从某种意义上说，外资的进入
也是国内期货市场发展的内在要求。

　 　 三十六、 ＰＴＡ 价格下跌， 库存高企， 资金占用，
库存贬值， ＰＴＡ商社和代理商如何操作？

　 　 当ＰＴＡ价格持续下跌时，市场信心往往受挫，买家观望情绪上升，“买
涨不买跌”的规律使ＰＴＡ销售困难加大。在这种情况下，ＰＴＡ库存高企，
资金占用，库存贬值。而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完全可以利用期货市场规避这
种风险。

对策１：

期货市场 现货市场
卖出相应的空头头寸 降价促销
买平相应的空头头寸 销售完成

结论：期货盈利弥补现货亏损

对策２：

期货市场 现货市场
卖出相应的空头头寸 对客户点价销售
买平相应的空头头寸 客户作价
结论：期货盈利弥补现货亏损，客户有选择权，易于接受，销售均衡

　 　 三十七、 ＰＴＡ 价格上涨， 贸易囤货量不足， 现货
难觅， 现货市场难以建立大量存货， 如何操作？

　 　 当ＰＴＡ价格持续上涨时，市场信心恢复，投资性需求也随之增加，“买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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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跌”的规律使ＰＴＡ销售形势好转。在这种情况下，ＰＴＡ采购不足，市场机会
难以有效把握。而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完全可以利用期货市场规避这种风险。

对策：

现货行为 期货市场
ＰＴＡ采购不足 买入相应的多头头寸
ＰＴＡ采购充足 卖平相应的多头头寸
结果：贸易企业通过期货市场赚回利润或者减少损失

三十八、 该案例的启示是什么？

对于商社和代理商来讲，本身就是通过低买高卖或者高卖低买来实现盈
利的。期货市场一方面可以实现相应现货头寸的保值，另一方面开辟了以保
证金交易（一般合约的保证金在１０％左右）来扩大盈利的可能性，对于市
场感觉良好的商社来说是增加了博取大行情的手段和工具；在成熟的市场经
济体系里面，大宗商品的产业链上的经营者都是期货市场的参与者。

这是运用期货最原始的功能，来规避价格波动风险。

　 　 三十九、 当期货市场的合约价格远高于现货价格
的时候， ＰＴＡ商社和代理商如何操作？

　 　 当期货市场的合约价格远高于现货价格的时候，有资金实力的贸易商可
以通过采购现货、抛售期货的方式来进行期现市场上的套利操作。

对策：

现货行为 期货市场
ＰＴＡ现货采购合同敲定 卖出相应的空头头寸
ＰＴＡ采购、入库做仓单 持有相应期货头寸交割

　 　 结论：期现套利获取稳定收益；收购现货，扣除发生交易费、检验费、入库费、仓储费、交
割费、增值税等费用后，在考虑资金成本后的价格差异在合约的合理价差之外一定水平，就可以
考虑采用期现交割套利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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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初级的方式是低风险的有物流做支撑的中等收益的投资机会。

　 　 四十、 当期货市场的几个合约之间的价差达到非
正常的理性合理水平时， 如何操作？

　 　 当期货市场的几个合约之间的价差达到非正常的理性合理水平时，可以
进行正向的跨期套利（正价差过大）（备注：反向套利我们将在优化库存管
理部分中讨论）。

对策：

近月合约行为买入多头头寸 远月合约行为卖出相应的空头头寸
价差缩小：获利平仓 平仓该多头 平仓该空头
价差扩大：持有交割 接现货交割 持有空头交割

一般情况下，在上涨情形中，价差在一定时间内回归居多；多数头寸都
是平仓了结，即使操作不成功也是大部分平仓出局，只有极小部分做交割了
结。

在以上各方面的交易过程中关键是计算各项成本和中间的费用，进行有
效的计算和合约的动态跟踪；第一种投资机会相对较少，收益一般，风险中
等，并且要求参与者最好有产业链的背景，需要注意抛售技巧和增值税的管
理；第二种投资机会比较多，收益有的时候非常可观，收益／风险值相对比
较高。

一般要求有１ ～ ２个合约活跃的情况下，理论上有机会，但是实际流动
性不足，很多投资都是无法上规模来操作的；只有当品种拥有两个以上合约
成交和持仓都比较大的情况下，操作起来才更有效，机会更多。

四十一、 ＰＴＡ的融资套现是如何进行的？

随着国内宏观调控的不断深入和货币政策的从紧，以融资为目的的大宗
商品进口又悄然兴起，其中的矿产、金属、化工品已经成为贸易商青睐的融
资工具。贸易商选择到国外市场进口，然后在国内市场抛售兑现，以改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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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紧缺的现状。
国内期货市场上融资商介入比较普遍的上市品种是锌、铜、ＰＴＡ、塑料

等产品，这些产品的价格长期内外盘倒挂，并且随着国内利率的上升，内外
价差也不断扩大。我们下面主要围绕ＰＴＡ为中心进行讨论。

内外盘交割：采购国际市场的美金货物（ＰＴＡ进口来源一般都是周边
亚洲国家的近洋货），进口到国内报关以后以人民币形式抛售（从采购到销
售一般需要一周左右时间），取得人民币信用证期（一般９０天）内的利用
时间，取得货款在总价值的５０％ ～ ７０％不等的资金量，资金成本由内外价
差决定。这种采购主要是近洋货，或者保税货，时间和价差是他们最关心的
问题。

总结：早期的融资大部分是通过这个渠道进行的，大部分的聚酯工厂都
是超额进口，部分自用部分融资；主要资金占押在开证保证金、进口关税、
增值税上，一般是３０％ ～ ５０％不等；融资商需要派专人进行产业链贸易，
寻找卖家和买家，时间和成本较大。参与这种融资也有部分产业外的企业，
还有部分是大贸易商联合融资商，还有到后来的工贸一体化的工厂，不过随
着价差的扩大，高额的资金成本令太多的人转变方向，寻找其他更佳途径。

２００７年的ＭＥＧ融资造就了大量融资商赚取行情上涨带来的巨额收益和
免费融资盛宴。

　 　 四十二、 境外 ＰＴＡ现货贸易商如何利用 ＰＴＡ期货
进行溢价抛售？

　 　 随着以上期现货套利及现货内外盘交割套利两种手段的空间不断缩小，
或者说资金成本居高不下，不少前沿的贸易商开始利用目前红火的期货市场
来进行销售。由于投机资金的不断介入，期货市场的合约价格往往被炒的远
高于实际的现货价格，导致采购外盘来锁定抛售远期合约变得可行；聚酯工
厂的介入，带来不少实际的交割提货，一方面把市场的功能发挥出来，另外
也使得交割仓库的周转开始进入良性轨道，期现之间物流顺畅。

基本操作是利用自己的ＰＴＡ美金货物，在期货市场上连续的在多个月
份合约上面进行滚动的抛售（大部分品种都是呈现远期升水的格局，对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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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的空头比较有利），在现货市场比例不断缩小的环境下，利用期货市场的
１００％信用保证和现金交易的优越性，贸易商进口远期货物，进行交割套现。

在交易上面，免去了接触现货产业、主动寻找买家的成本和暴露自己融
资商身份的麻烦；同时可以在多个品种之间进行选择，只需要有外盘的开证
额度就可以进口交割套现；在把握好市场的抛售价格和行情的情况下，不仅
不会亏损，反而有融资收益。

在正向市场情况下，期货溢价抛售是现货贸易商的一个新的低成本途
径。这种交易成本更低，并且隐秘性更好，对于不断艰难的贸易融资环境来
说，期货不乏为一个新兴的、充满潜力的融资工具。在此过程中需要把握的
事情包括现货采购节奏、合约月份的合理选择（当然目前的合约月份还不
是每个月份都有充分流动性符合我们的期望）、期现动态结合的跟踪及技巧
和时间的把握，整个操作包括入库、制作仓单交割等流程，总体来说相比以
前的环节更简单和低成本。

融资比例介于第一种和第二种之间，最大的优势是融资成本比较低，有
时候甚至有收益。

　 　 四十三、 ＰＴＡ 供应商如何利用期货工具锁定生产
利润？

　 　 首先是市场形势与走势的分析判断。
现货市场活性明显转差：与前几年相比，一是金融危机过后有很多贸易

商、融资商被淘汰；二是交投活跃并规范的ＰＴＡ期货吸引了大量现货贸易
商；三是下游聚酯工厂ＰＴＳ合同货比例大，很多聚酯企业实现工贸一体后，
只要有机会便开始不买反卖。这些使现货贸易商大量退出，期货交易量的巨
大和简单博弈，资金的总体宽裕使得现货市场活性明显下降。

现货市场操作风险加大：金融危机后随着下游需求的恢复，ＰＴＡ的价格
逐渐回归正常区间并进入相对的高位区域，对贸易商来说，风险大于机遇，
现货市场操作难度加大。

采购及销售价格没有竞争优势：贸易商ＰＴＡ采购成本经常会高于聚酯
工厂，销售价格经常会低于供应商。加之相当多聚酯工厂工贸一体参与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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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贸易商只能夹缝中求生存。
唯一的出路是：勤于收集分析市场信息，果断决策和随机应变，充分利

用期货的做空机制保护现货头寸，灵活、机动才能驾驭市场的起伏。
我们认为未来期现结合的贸易方式将成为市场的主流模式。
预销售在外资公司中已逐步开始应用，随着中国市场上市ＰＴＡ期货交

易，作为ＰＴＡ领域内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金融衍生品，它的影响力自２００６
年１２月１８日上市以来在不断扩大，大量产业客户不断利用期货来进行生产
经营的结合，发挥其价格发现、规避风险以稳定经营的功能。

毫无疑问，首先介入该品种期货交易的是ＰＴＡ贸易商和产业内的投机
个人，之后是聚酯工厂、聚酯产品类贸易商、ＰＴＡ生产企业、投机机构、其
他非产业投资者，再之后是相关外资驻中国的企业法人，再延伸到外资供应
商、其他各类国内市场的投机力量和交易资金。在经历了过去５年多的市场
发展和投资者结构的完善，该品种已经逐渐成熟并继续显现出良好的发展势
头。

那么外资供应商该如何利用期货市场更好地经营中国市场的业务呢？
在本土产能不断提高，本土工厂竞争力不断提升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借助
期货更好地建立竞争优势呢？就我们的理解，他们不仅需要传统意义上的
套期保值，更需要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结合期货市场进行稳定利润，维持
中期经营效益等措施。在２００９年以后，国内几大主流供应商联合控制
ＰＴＡ价格的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逸盛、远东、中石化、翔鹭、
ＢＰ的默契，非常好地稳定了市场价格，提高产品毛利到了历史的高度。
高毛利第一方面归因于化工周期带来的周期性产品毛利峰值；第二方面得
益于市场集中度提高，现货市场萎缩带来的寡头溢价；第三方面来自于期
货市场投资力量推动价格上升到供应商非常期待的高度，源于货币充足带
来的投机推动。

随着聚合产业的不断壮大，大贸易机会不断减少。国外ＰＴＡ供应商通
过国内的代理公司进行生产利润的锁定。

这里我们是假设有一个国外ＰＴＡ供应商，他自己有稳定的内部上游原
料ＰＸ的供应，他们每年的产量恒定，部分在当地消费，部分出口到国外。
其中年产量５０万吨，３５万吨国内消费，１５万吨出口到中国，那么由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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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１年ＰＴＡ的毛利达到了历史高位，平均每吨的毛利从３００元上升
到１５００元左右，有时甚至达到２０００元的创新高的水平，至少是最近５年来
的少见的盈利水平。

基本分析：
１ ２００９年化工子行业的毛利复苏的进程和力度出现明显分化，其中

ＰＴＡ属于强势品种，毛利创近年来新高。
２ 在２０１０年化工类产品随着原油的继续走强和全球经济的复苏，短期

有望继续保持上涨势头，中间产品毛利有可能出现回落。
３ 在２００９年的消费类化工品中，离终端消费近的产品复苏比较强劲，

离终端远的比较慢。
４ ＰＴＡ行业的上游投资在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小于聚酯

环节的投资，总体上游投资不足，在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年上半年将一直利好于
ＰＴＡ毛利的维持，但是２０１１年下半年开始供应过剩将再次出现，毛利面临
周期性回落。

在２０１０年２月，该主流供应商判断：目前ＰＴＡ的毛利在整个短期的化
工周期内属于高点，或者至少是在波峰的附近。那么由于其一方面有稳定的
ＰＸ的内部供应，另外一方面是有固定的中国销售下家，他认为在８６５０
元／吨附近的价格是非常高的，通过期货市场进行生产加工毛利套保，对自
己的产品进行预销售是可取的。

我们给出的基本计划是：要对２０１０年接下来９个月的外销货物的毛利
进行保值。总量为１２００００吨ＰＴＡ，平均每一个月销售到中国大陆的数量恒
定在１３０００吨。建议在ＴＡ１００５上面先建立６０００手空头，之后根据价格的变
化和销售的调整对以后的合约货物进行套保。

步骤一：价格８６５０元／吨以上在ＴＡ１００５合约上做６０００手空头；
步骤二：价格８６５０元／吨以上在ＴＡ１００９合约上做６０００手空头。
根据销售的变化和价格的波动、合约换月的操作进行持仓的调整。基本

思路是对未来５个月进行连续的套保。一旦合同货物供应了下家，立即进行
期货的平仓。

这是一个很好的通过期货市场进行毛利锁定的交易选择，同时可以有效
规避行业周期性变化带来的加工毛利大幅度萎缩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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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测 　 题

一、填空题

１ 套期保值是指以回避 风险为目的的期货交易行为。
Ａ 期货市场　 　 　 　 　 　 　 　 　 Ｂ 现货市场
Ｃ 期货价格 Ｄ 现货价格
２ 期货市场的基本经济功能之一就是其价格风险的规避机制，而达到

此目的可以利用的手段就是进行 。
Ａ 投机交易 Ｂ 套期保值交易
Ｃ 多头交易 Ｄ 空头交易
３ 每月ＰＸ的ＡＣＰ价格是指亚洲 ，是Ａｓｉａ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ｐｒｉｃｅ的缩

写。
Ａ 报价 Ｂ 期货价格
Ｃ 合同结算价 Ｄ 现货价格
４ 在 不变的情况下，只有当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买卖的商品

数量相等，两个市场的盈亏才会相等。
Ａ 现货价格 Ｂ 期货价格
Ｃ 基差 Ｄ 现货与期货价格之和
５ 如果违反了期货市场套期保值的 原则，则不仅达不到规避

价格风险的目的，反而增加了价格风险。
Ａ 商品种类相同 Ｂ 商品数量相等
Ｃ 月份相同或相近 Ｄ 交易方向相反
６ 套期保值者的原始动机是 。
Ａ 通过期货市场寻求利润最大化
Ｂ 通过期货市场获取更多的投资机会
Ｃ 通过期货市场寻求价格保障，消除现货交易的价格风险
Ｄ 通过期货市场寻求价格保障，转移现货交易的价格风险
７ 用简单公式表示：基差＝ 。
Ａ 期货价格－现货价格 Ｂ 现货价格－期货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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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现货价格＋期货价格 Ｄ 现货价格／期货价格
８ 在正向市场中，期货价格高于现货价格的部分与 的大小有关。
Ａ 持仓量 Ｂ 持仓费
Ｃ 成交量 Ｄ 成交额
９ 基差为正且数值越来越大，或者基差从负值变为正值，或者基差为

负值且绝对数值越来越小，我们称这种基差的变化为 。
Ａ “走强” Ｂ “走弱”
Ｃ “平稳” Ｄ “缩减”
１０ 基差为正且数值越来越小，或者基差从正值变为负值，或者基差为

负值且绝对数值越来越大，我们称这种基差的变化为 。
Ａ “走强” Ｂ “走弱”
Ｃ “平稳” Ｄ “缩减”

二、判断题

１ 在基差交易中，掌握叫价主动权的一方需要进行套期保值。 （　 　 ）
２ 套期保值的效果和基差的变化无关，而与持仓费有关。 （　 　 ）
３ 在期转现交易中，交易双方可以用仓单期转现，也可以用仓单以外

货物进行期转现。 （　 　 ）
４ 如果期货价格上升，则基差一定下降。 （　 　 ）
５ 在基差交易中，无法掌握叫价主动权的一方需要进行套期保值。

（　 　 ）
６ 通过期货市场，ＰＴＡ生产企业可以进行卖出操作开辟销售渠道、降

低库存风险，并且可以在检修期进行买入操作建立虚拟产能。 （　 　 ）
７ 当ＰＴＡ价格上涨，合同增量，库存较低，利润下降时，ＰＴＡ生产企

业可以在期货市场买入相应的多头头寸，适当时再卖平相应的多头头寸，以
期货盈利弥补库存亏损。 （　 　 ）

三、选择题

１ ２００９年２月郑州ＰＴＡ市场的基差为－ ２５０元／吨，之后到３月基差变
为４０元／吨，这表明市场状态从正向市场转变为反向市场，这种基差变化是



精对苯二甲酸

１１０　　

（　 　 ）的。
Ａ “走强” Ｂ “走弱”
Ｃ “平稳” Ｄ “缩减”
２ 套期保值是利用期货的价差来弥补现货的价差，即以（　 　 ）取代现

货市场的价差风险。
Ａ 期货风险 Ｂ 基差风险
Ｃ 现货风险 Ｄ 基差安全
３ 多头套期保值者在期货市场采取多头部位以对冲其在现货市场的空

头部位，他们有可能（　 　 ）。
Ａ 正生产现货商品准备出售
Ｂ 储存了实物商品
Ｃ 现在不需要或现在无法买进实物商品，但需要将来买进
Ｄ 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需要的实物商品
４ 期货交易中套期保值者的目的是（　 　 ）。
Ａ 在未来某一日期获得或让渡一定数量的某种货物
Ｂ 通过期货交易规避现货市场的价格风险
Ｃ 通过期货交易从价格波动中获得风险利润
Ｄ 利用不同交割月份期货合约的差价进行套利
５ 某加工商为了避免ＰＴＡ现货价格风险，在郑州商品交易所做买入套

期保值，买入１０手期货合约建仓，基差为－ ２０元／吨，卖出平仓时的基差
为－ ５０元／吨，该加工商在套期保值中的盈亏状况是（　 　 ）。

Ａ 盈利３０００元 Ｂ 亏损３０００元
Ｃ 盈利１５００元 Ｄ 亏损１５００元
６ 某多头套期保值者，用ＰＴＡ期货保值，入市成交价为６０００元／吨；

一个月后，该保值者完成现货交易，价格为６０６０元／吨。同时将期货合约以
６１００元／吨平仓，如果该多头套保值者正好实现了完全保护，则保值者现货
交易的实际价格应该是（　 　 ）。

Ａ ６０４０元／吨 Ｂ ６０６０元／吨
Ｃ ５９４０元／吨 Ｄ ５９６０元／吨
７ 亚洲ＰＸ的定价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ＫＣＰ、ＫＣＰ ＋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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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ＡＣＰ Ｂ ＢＣＰ

Ｃ ＡＣＦ Ｄ ＡＣＰ ＋ Ｂ

８ ＰＴＡ企业销售的合同货销售方式，一般参考内外盘现货（　 　 ）来确
定结算价，是目前的主流作价方式。

Ａ 报价 Ｂ 当月平均价
Ｃ 上月结算价 Ｄ 下月结算价
９ ＰＴＡ贸易商主要是以ＰＴＡ买卖为主营业务，就是向ＰＴＡ生产企业采

购ＰＴＡ，然后将采购的ＰＴＡ转卖其他贸易商或下游聚酯工厂，通过买和卖
的操作，从（　 　 ）中获取利润。

Ａ 价差 Ｂ 成本
Ｃ 盈利 Ｄ 亏损
１０ 一般情况下，ＰＴＡ贸易商在生产经营中较为关心的问题有三个：其

一是规避（　 　 ）的风险；其二是获取稳定的经营利润；其三是维持上下游
客户关系。

Ａ 现货价格 Ｂ 期货价格
Ｃ 库存 Ｄ 不确定

参考答案

一、填空题

１ Ｄ　 　 　 ２ Ｂ　 　 　 ３ Ｃ　 　 　 ４ Ｃ　 　 　 ５ Ｄ

６ Ｄ　 　 　 ７ Ｂ　 　 　 ８ Ｂ　 　 　 ９ Ａ　 　 　 １０ Ｂ

二、判断题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 　 　 　 ７ √

三、选择题

１ Ａ　 　 　 ２ Ｂ　 　 　 ３ Ｃ　 　 　 ４ Ｂ　 　 　 ５ Ｃ

６ Ｄ　 　 　 ７ Ａ　 　 　 ８ Ｂ　 　 　 ９ Ａ　 　 　 １０ Ｃ



书书书

精对苯二甲酸

１１２　　

　 第五章
　 ＰＴＡ下游聚酯企业如何利用 ＰＴＡ期货 　

　 　 【本章要点】

　 　 本章着重就聚酯各类型企业及其下游织造、
纺纱及瓶类企业在ＰＴＡ期货市场出现不同情况
时，如何利用ＰＴＡ期货进行套期保值及库存管
理等规避原料价格波动带给企业的生产经营风
险。本章运用了大量的案例对不同情况下企业
运用ＰＴＡ期货的具体方法进行了讲解，以帮助
下游企业尽快掌握利用ＰＴＡ期货市场规避价格
风险的基本做法。

一、 聚酯类企业的发展历程和经营现状如何？

ＰＴＡ的下游是聚酯行业。聚酯（ＰＥＴ）发明于１９４４年，１９４９年率先在
英国实现工业化生产，因其具有优良的服用和高强度等性能，成为合成纤维
中产量最大的品种。聚酯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前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一直保
持高速发展，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聚酯工业的发展重心开始转向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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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聚酯的生产起步较晚，７０年代开始形成，上海、天津、辽阳等地先后
建立了聚酯生产基地，而且８０年代我国聚酯以间歇式、半连续的小聚酯生
产装置为主。进入２１世纪，我国聚酯业开始向从聚合到纺丝的连续化直接
装置发展，目前以直纺连续化生产装置为主。２００９年底聚酯总产能已发展
至２６４８万吨，据统计目前我国聚酯企业已有１００家以上，如果加上间接的
切片纺，企业数据可达１５０家以上，而且年产能２０万吨以上的大中型企业
占到总企业数的一半左右。伴随着聚酯业的快速发展，聚酯企业的竞争也越
来越激烈，许多企业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生存危机。

　 　 二、 聚酯产品的主要产品及所占比例如何？ 其主
要用途有哪些？

　 　 聚酯产品主要有涤纶长丝、涤纶短丝、聚酯切片、聚酯瓶片等。其中
７５％用于制造涤纶长丝和涤纶短丝，２０％用于瓶级聚酯（广泛用于各种饮
料尤其是碳酸饮料的包装），５％用于聚酯薄膜（主要用于包装材料、胶片
和磁带）。

在涤纶丝中涤纶长丝的产量占６０％以上，其余是涤纶短丝。
涤纶长丝一般可分为ＰＯＹ （预取向丝）、ＦＤＹ （全牵伸丝）、ＤＴＹ （低

弹丝）等三大类。
ＰＯＹ主要用于后加工生产，例如生产ＤＴＹ、ＤＴ （拉伸加捻丝）、ＡＴＹ

（空气变形丝），也可以直接应用于丝绸纺织行业。
ＦＤＹ主要用于服装、纺织行业。
ＤＴＹ是针织（纬编、经编）或机织加工的理想原料，适宜制作服装面

料（如西服、衬衫）、床上用品（如被面、床罩、蚊帐）及装饰用品（如窗
帘布、沙发布、贴墙布、汽车内装饰布）等。其中细旦丝（特别是三叶异
形丝）更适合做仿丝绸织物，中粗旦丝可做仿毛型织物。

ＰＯＹ、ＦＤＹ和ＤＴＹ的生产过程如下：
ＰＯＹ一般有两种，一种直接用于织造，一种用于加弹，经过加工后成

为ＤＴＹ，规格一般有５０Ｄ、７５Ｄ、１００Ｄ、１５０Ｄ等。ＦＤＹ一般直接用于织造
或经编，规格一般有５０Ｄ、６８Ｄ、７５Ｄ、１００Ｄ、１５０Ｄ、２００Ｄ等。ＤＴＹ一般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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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用于织造，规格一般从７５Ｄ ～ ３００Ｄ不等。
涤纶短丝与长丝最大的不同是，短丝会按不同用途而纺制成不同粗细，

并切断成需要长度的短纤维。而且根据其用途而卷曲成需要的形态。
涤纶短纤维的分类：
（１）按物理性能区分：高强低伸型、中强中伸型、低强中伸型、高模

量型、高强高模量型。
（２）按后加工要求区分：棉型、毛型、麻型、丝型。
（３）按用途区分：服装用、絮棉用、装饰用、工业用。
（４）按功能区分：阳离子可染、吸湿、阻燃、有色、抗起球、抗静电。
（５）按纤维截面区分：异型丝、中空丝。
涤纶短纤的主要应用领域是棉纺用，涤纶短纤在棉纺业应用最大，涤纶

短纤需求增长主要来自棉纺业的发展。涤纶短纤的几大用途和用量比例介绍
如下：

目前棉纺用涤纶短纤约占我国涤纶短纤产量的８２％。其中棉纺用涤纶
短纤差别化率约为７ ４％。纺织行业棉纺用纤维的主要种类有：（１）棉花：
约占我国棉纺用纤维的６４％； （２）涤纶短纤：占我国棉纺用纤维近３０％；
（３）粘胶短纤：约占我国棉纺用纤维的６％； （４）其他纤维：占我国棉纺
用纤维不足１％。

聚酯切片根据用途的不同可以分为纤维级聚酯切片、瓶级聚酯切片和膜
级聚酯切片三类。纤维级聚酯切片用于制造涤纶短纤维和涤纶长丝，是供给
切片纺涤纶纤维企业加工纤维及相关产品的原料。聚酯切片除纤维用外，还
有聚酯瓶片和聚酯膜片，其中聚酯瓶片主要用于饮料和食品包装，已涉及碳
酸饮料、食用油、调味品、速冻食品、啤酒、白酒、农药、医药、化妆品、
个人护理品等。其中，瓶级聚酯切片分为共聚、均聚两类，根据不同用途可
分别用于矿泉水瓶、碳酸饮料瓶、其他食品容器及包装材料。截至２００９年
底中国聚酯瓶片的产能达至３６２万吨，当年产量在２９６万吨左右，除去出口
５９ ２万吨外，２００９年国内聚酯瓶片的实际需求约在２２０万～ ２４０万吨。由
于聚酯瓶成本低、节能、环保，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环保意识加强，将
更多地取代玻璃瓶用于包装。聚酯薄膜自１９世纪５０年代问世以来，由于其
优良的机械性、耐化学性和尺寸稳定性，作为一种电绝缘薄膜得到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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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广泛应用。随着家电业的发展，厚型聚酯薄膜的使用量迅速增加。近年
来，聚酯薄膜已广泛应用于包装材料、印刷材料、建筑材料、办公材料、磁
性材料和感光材料等民用方面以及尖端和高新技术领域。

三、 聚酯企业能参与 ＰＴＡ期货交易吗？

聚酯生产的原料ＰＴＡ和ＭＥＧ现货价格波动较大，聚酯企业生产经营风
险也非常之大，特别是在行情持续下跌过程中，市场“买涨不买跌”的规
律常常使聚酯产品大量积压库中，降价亏本促销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以往这
种风险难以规避，自从ＰＴＡ期货上市交易以来，业界对于其的重视程度逐
步加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能否正确运用ＰＴＡ期货进行套期保值，
成为聚酯企业能否长久健康发展的关键。聚酯企业完全可以而且非常有必要
参与ＰＴＡ期货的交易，并要坚持以套期保值为主的原则，时机成熟时可考
虑适当的套利等操作方式。

四、 聚酯企业参与套期保值的操作原则是什么？

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因产品相同或相关，所以会受基本相同的供求因素
的影响和制约，因此一般情况下两市场的价格变化趋势会相近或相同。而且
现货价格或期货价格会随着期货合约到期日的临近及套利交易等使两者趋向
一致。正因为期货与现货市场价格之间存在着联动性并趋向一致，所以套期
保值可以利用这种价格关系，分别在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做方向相反的买
卖，取得在一个市场上出现亏损的同时，在另一个市场上盈利的结果，以达
到锁定生产经营成本或收益的目的。

套期保值的主要原则是：
１ 品种相同或相关：对于聚酯企业，其主要原料就是ＰＴＡ，完全可以

直接为其原料做套期保值。而对于聚酯涤丝产品，也因与原料ＰＴＡ之间存
在极强的相关性，可以通过ＰＴＡ期货为涤丝类产品做套期保值。

２ 数量相等或相当：聚酯企业在买卖ＰＴＡ期货合约时，其量的大小要
与其在现货市场上所买卖的ＰＴＡ或涤丝类聚酯产品的规模相等或相当。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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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才能使两个市场上的盈利及亏损的数额相等或相近。
３ 月份相同或相近：聚酯企业在做套期保值时最好选取与其将来在现

货市场上实际买进ＰＴＡ或卖出聚酯产品相同或相近的时间。
４ 交易方向相反：聚酯企业在计划套期保值时必须同时或在相近时间

内在现货市场上和期货市场上采取相反的买卖行动，即进行反向操作。只有
这样，才能取得在一个市场上亏损的同时在另一个市场上必定会出现盈利的
结果，才能实现两个市场盈亏冲抵，达到套期保值的目的。

作为套期保值的企业，交易方向相反的原则是绝对不能违背的。否则，
或两个市场同时盈利或两个市场同时亏损，反而会加大其风险。

　 　 五、 当聚酯企业预测或担心 ＰＴＡ 价格上涨时， 如
何为原料进行套期保值？

　 　 当聚酯企业预测或担心ＰＴＡ价格上涨时，为了避免未来原料上涨使产
品成本升高，以往企业会尽可能加大原料ＰＴＡ现货的采购量，资金占用量
会明显加大；另外，在行情上涨时，市场现货卖家多惜售或有时现货可供货
源不足，聚酯企业往往无法买到足够的ＰＴＡ；有的企业库存容量有限，无力
实现现货ＰＴＡ的大量采购。聚酯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在期货市场
上进行买入保值。

【案例５ － １】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中旬ＰＴＡ行情超跌反弹，２００９年春节过后ＰＴＡ出现了短

期的回落调整走势，但浙江某聚酯厂家分析下游需求将逐渐恢复，上游产业
链各环节产品因金融危机产品价格暴跌而去库存化均呈现极度的低库存状
态，ＰＴＡ行情很可能会继续上涨。但由于企业在春节期间开工率不高，库存
仍然处于较高水平，且能满足近期生产需求。正常生产时，企业每月ＰＴＡ
用量１５０００吨，一般情况下，每月分三批每批５０００吨采购进厂。为了规避
以后再购进原料时价格上涨的风险，该企业决定进行ＰＴＡ的买入套期保值。
３月初，ＰＴＡ现货价格为６０００元／吨，该企业以平均５７２０元／吨的价格在期
货市场上买入ＴＡ０９０５合约３０００手，３月中旬ＰＴＡ现货价格保持在６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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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吨左右，该企业又以平均５８５０ 元／吨的价格在期货市场上再度买入
ＴＡ０９０５合约３０００手。该企业在期货市场上共建多头头寸６０００手（每手５
吨）３００００吨的ＰＴＡ，为该企业两个月的生产用量，如表５ － １所示。

表５ － １ 具体结果
现货市场 期货市场

３月初
３月中旬

６０００元／吨
以５７２０元／吨买进３０００手
以５８５０元／吨买进３０００手

３月２０日 ６３５０元／吨买入５０００吨 ６３００元／吨卖出１０００手

４月１日 ６７３０元／吨买入５０００吨 ６７００元／吨卖出１０００手

４月１０日 ６８５０元／吨买入５０００吨 ６７５０元／吨卖出１０００手

４月２０日 ７３００元／吨买入５０００吨 ７１６５元／吨卖出１０００手

４月３０日 ７９５０元／吨买入５０００吨 ７３５０元／吨卖出１０００手

５月１１日 ７７００元／吨买入５０００吨 ７２５５元／吨卖出１０００手

结果

期货建仓时现货均价６０００万／吨，
现货买入平均成本７１７４元／吨

平均建仓成本５７８５万／吨，
平仓均价６９２０元／吨

（６０００ － ７１７４） × ３００００吨＝ － ３５２２万元 （６９２０ － ５７８５） × ３００００吨＝ ３４０５万元

尽管现货市场亏损３５２２万元，但期货市场盈利３４０５万元，冲抵后实际损失１１７
万元

从表５ － １可以看出，该企业实际成本方面少支出３４０５万元。加之ＰＴＡ
价格上涨后，下游需求明显恢复，聚酯涤丝价格转嫁正常，３月初当地市场
该企业ＰＯＹ产品７７００元／吨，该产品市场价格也是持续上升，之后至５月
１１日期间该企业产品销售均价８８１７元／吨，按两个月产量３４０００吨计算多
销售３７９７ ８万元。而原料成本只多支出１１７万元，那么此轮上涨行情中，
该企业在基本实现原料保值的基础上，实际销售产品盈利３６８０ ８万元。

【案例５ － ２】
２００９年金融危机过后，ＰＴＡ期现货随同其他大宗商品同时恢复性反弹，

春节过后下游纺织品服装需求均有明显恢复，推动ＰＴＡ行情明显上升，“五



精对苯二甲酸

１１８　　

一节”过后，行情却出现了调整，而６月下游需求正处于传统的需求淡季，
ＰＴＡ保持着跌势，但ＰＴＡ环节利润仍然非常理想。之前停减的ＰＴＡ装置均
有开出的欲望，但是ＰＸ却供不应求，计划开出的新产能未能及时开出，亚
洲范围内的部分老ＰＸ装置又相继检修，ＰＴＡ开工率无法有效提升。所以某聚
酯厂预计ＰＴＡ价格会快速上升，而从减少资金占用的角度考虑，决定在期货市
场做买入保值。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５日至３０日之间以均价６８７５元／吨买入ＴＡ９０９合约
１０００手，ＰＴＡ期货如预期上涨，８月初已升至８０００元／吨之上，该厂家在８月３
～５日三天在期货市场以平均价格８１９３元／吨平仓出局，其结果期货上盈利６５９
万元，与现货上亏损冲抵仍有７４万元盈余，如表５ －２所示。

表５ － ２ 具体结果
ＰＴＡ现货 期货ＴＡ９０９

６月２５日 ６９５０元／吨 ６８７５元／吨买入１０００手
８月３日 ８１２０元／吨 ８１９３元／吨平仓１０００手

盈亏情况
亏：（８１２０ － ６９５０） × ５０００ ＝ ５８５万元 盈：（８１９３ － ６８７５） × ５ × １０００ ＝ ６５９万元

盈亏冲抵：实际盈余６５９ － ５８５ ＝ ７４万元

　 　 六、 当聚酯企业预测或担心 ＰＴＡ 价格下跌时， 如
何为原料进行套期保值？

　 　 聚酯企业为维持正常生产，一般原料会储备１０天左右的用量，如聚酯
企业产能按２０万吨计算，库存原料一般可有１５０００吨的储备。如果聚酯企
业预测或担心ＰＴＡ行情下跌，为了规避库存原料贬值亏损的风险，以往企
业会尽量减少原料ＰＴＡ的采购量，但为了保证生产的正常运行，又不得不
采购原料备生产使用。而且经过生产过程至产品销售出厂大约有一两周或以
上的时间周期，因聚酯涤丝与原料ＰＴＡ价格的相关性较强，到产品销售时
价格也往往受拖累而明显下滑，生产利润会下降或亏损，聚酯企业只能无
奈、被动地接受此种状况的出现。

其实聚酯企业在此种情况下，完全可以在期货市场上进行卖出保值，规
避现货ＰＴＡ下跌带给企业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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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５ － ３】
从２００８年６月下旬开始，下游纺织品服装销售进入传统淡季，需求下

滑，ＰＴＡ期现货开始止涨下跌，特别是上游产品也无力上涨见顶跌落。浙江
某聚酯企业预计行情将进一步下跌，该企业决定在现货买进ＰＴＡ原料时在
期货市场上做卖出套期保值。６月２０日企业在现货市场以９６００元／吨买进
５０００吨ＰＴＡ现货，同时在期货市场上卖出ＴＡ８０９合约１０００手，平均建仓成
本９６５０元／吨；７月３日企业在现货市场以９３００元／吨再次购进ＰＴＡ现货
５０００吨，同时在期货市场上卖出ＴＡ８０９合约１０００手，平均建仓成本９４４５
元／吨；７月１５日该企业再次在现货市场上买入ＰＴＡ现货１０００吨，价格
９５４０元／吨，同时在期货市场上卖出１０００手，平均建仓成本９３７０元／吨。
该企业在期货市场上共建空头头寸３０００手（每手５吨）１５０００吨的ＰＴＡ，
可供该企业一个月的生产用量，如表５ － ３所示。

表５ － ３ 具体结果
现货市场 期货市场

６月２０日 ９６００元／吨买入５０００吨 ９６５０元／吨卖出１０００手
７月３日 ９５００元／吨买入５０００吨 ９５８０元／吨卖出１０００手
７月１５日 ９４００元／吨买入５０００吨 ９３７０元／吨卖出１０００手
７月３０日 ８８３０元／吨 ９１３０元／吨平仓３０００手

结果

现货采购均价９５００元／吨，第一批与第二批到使
用时价格下跌均为１００元，损失共１００万元，第
三批现货到使用时价差损失
（９４００ － ８８３０） × ５０００ ＝ ２８５万元

平均建仓成本９５３３元／吨，
平仓均价９１３０元／吨

现货ＰＴＡ库存价值损失共计３８５万元 期货盈利＝ （９５３３ － ９１３０） ×

１５００００吨＝ ６０４ ５万元
现货市场亏损３８５万元，但期货市场盈利６０４ ５万元，冲抵后实际盈利２１９ ５万
元

由于此轮ＰＴＡ价格下跌过程中，期货价格跌幅大于现货价格跌幅，所以，
卖出套期保值令现货市场ＰＴＡ库存贬值完全冲抵后还实际净盈利２１９ ５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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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聚酯企业除了可以直接为原料 ＰＴＡ 进行套保
外， 能否为其产品进行保值？

　 　 由于ＰＴＡ与下游聚酯产品价格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具体各品种之
间的相关性如表５ － ４所示），所以聚酯企业在现货市场价格波动时完全可
以利用ＰＴＡ期货为其聚酯产品进行套期保值，提高企业竞争力。

表５ － ４ ＰＴＡ价格与上下游各产品价格间的相关系数

大有
光大
聚酯
切片

半光
聚酯
切片

１ ４Ｄ

直纺
涤短

涤纶
ＤＴＹ

１５０Ｄ

涤纶
ＰＯＹ

１５０Ｄ

涤纶
ＦＤＹ

１５０Ｄ

国产
ＥＧ

ＷＴＩ

现货
石脑
油 ＭＸ ＰＸ

ＰＴＡ

外盘
现货

ＰＴＡ

内盘
现货

大有光大
聚酯切片 １

半光聚
酯切片 ０ ９９７０ １

１ ４Ｄ直
纺涤短 ０ ９８５２ ０ ９８１ １

涤纶ＤＴＹ
１５０Ｄ

０ ９７６５ ０ ９７７ ０ ９８２６ １

涤纶ＰＯＹ
１５０Ｄ

０ ９８８０ ０ ９８８３ ０ ９８６８ ０ ９９４ １

涤纶ＦＤＹ
１５０Ｄ

０ ９７７２ ０ ９７７ ０ ９８３３ ０ ９９３ ０ ９９０３ １

国产ＥＧ ０ ８４０５ ０ ８４６７ ０ ８４８８ ０ ８２ ０ ８１９９ ０ ７９８ １

ＷＴＩ现货０ ６３２０ ０ ６４４３ ０ ６２６８ ０ ６０９ ０ ５９３２ ０ ６２３ ０ ５２３ １

石脑油 ０ ７８５４ ０ ７９６２ ０ ７７０８ ０ ７４６ ０ ７４９５ ０ ７６４ ０ ６３３ ０ ９４８ １

ＭＸ ０ ８２６５ ０ ８２９２ ０ ８０２６ ０ ７８３ ０ ７９９８ ０ ８０６ ０ ５６９ ０ ８３３ ０ ９３４ １

ＰＸ ０ ８１９８ ０ ８２２ ０ ７８７４ ０ ７６５ ０ ７９４９ ０ ７９１ ０ ５０３ ０ ７６２ ０ ８７５ ０ ９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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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大有
光大
聚酯
切片

半光
聚酯
切片

１ ４Ｄ

直纺
涤短

涤纶
ＤＴＹ

１５０Ｄ

涤纶
ＰＯＹ

１５０Ｄ

涤纶
ＦＤＹ

１５０Ｄ

国产
ＥＧ

ＷＴＩ

现货
石脑
油 ＭＸ ＰＸ

ＰＴＡ

外盘
现货

ＰＴＡ

内盘
现货

ＰＴＡ外
盘现货 ０ ７６８３ ０ ７７８２ ０ ７１８５ ０ ７２７ ０ ７５１１ ０ ７５４ ０ ４１４ ０ ７３５ ０ ８４３ ０ ９１８ ０ ９５７８ １

ＰＴＡ内
盘现货 ０ ８４３９ ０ ８４３９ ０ ８０１５ ０ ８２ ０ ８４７４ ０ ８３５ ０ ４６８ ０ ５５４ ０ ７２２ ０ ８５９ ０ ９１１７ ０ ９３４７ １

主力合约
结算价 ０ ８８ ０ ８８ ０ ８５ ０ ８６ ０ ８９ ０ ８７ ０ ５５ ０ ５６ ０ ７４ ０ ８６ ０ ８９ ０ ９０ ０ ９８

【案例５ － ４】
２００８年上半年，下游纺织品因雪灾需求增加，之后因汶川地震帐篷需

求增加，加之春季需求的起动，上游原油暴涨，ＰＴＡ成本也飙升，聚酯涤丝
也随之走出一波理想的上升行情。然而在经过了酷热夏天的传统淡季后，进
入８月底后在人们期盼秋季需求旺季到来之时，却意外迎来了百年一遇的全
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大衰退。涤丝产品及上游原料ＰＴＡ、ＭＥＧ均难逃
厄运，而且市场在“买涨不买跌”的规律下，眼见得报价一降再降但涤丝却
是少有问津，库存逐渐高企，亏损越来越深。在此情况下，一家聚酯厂决定在
期货市场为长丝产品进行保值，该厂主要产品为涤纶ＦＤＹ１５０Ｄ，月产１ ５万吨
左右，月用ＰＴＡ近１３０００吨。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８日该产品市场价格已从８月底的
１２４００元／吨跌至１１６００元／吨，而且仍无止跌迹象。在此种情况下，该厂家在１０
月８ ～１０日三天在期货市场卖出ＴＡ９０１合约２０００手，平均价格６５５０元／吨，目
的是为涤丝产品保值，其结果少损失１９００万元，如表５ －５所示。

表５ － ５ 具体结果
涤丝ＦＤＹ１５０Ｄ ＴＡ９０１１

１０月１０日 １１５００元／吨 ６５５０元／吨卖出２０００手
１１月１０日 ８２００元／吨 ４６５０元／吨平仓２０００手

１１５００吨产量销售均价９２３０元／吨

盈亏情况
亏：（１１５００ － ９２３０） × １１５００ ＝ ２６１０ ５
万元

盈：（６５５０ － ４６５０） × ５ × ２０００ ＝

１９００万元
盈亏冲抵：实际亏损２６１０ ５ － １９００ ＝ ７１０ ５万元，少损失１９０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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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聚酯企业如何为其原料库存避险？

聚酯企业为了维持正常生产，一般会备１０ ～ １５天的原料库存，如果遇
到ＰＴＡ原料价格下跌，企业库存有很大的贬值风险。为了规避这种风险，
在判断价格会下跌时，可以通过卖出ＰＴＡ期货，从而为库存保值。

【案例５ － ５】
如某聚酯厂家因为秋季需求预期而扩大了ＰＴＡ的库存量，２００９年８

月底库存ＰＴＡ８０００吨，但由于担心ＰＸ新产能开出会拖累ＰＴＡ价格，所
以决定为库存做保值。９月１日开始在期货市场以均价７４６８元／吨卖出
１６００手ＴＡ９１１合约，９月２９日以６５８５元／吨平仓，如表５ － ６所示。

表５ － ６ 具体结果
ＰＴＡ现货 期货ＴＡ９０９

９月１日 ７６７０元／吨 ７４６８元／吨卖出１６００手
９月２９日 ６６１０元／吨 ６５８５元／吨平仓１６００手

盈亏情况
亏：（７６７０ － ６６１０） × ５ × １６００ ＝ ８４８万
元

盈：（７４６８ － ６５８５） × ５ × １６００ ＝ ７０６ ４万
元

盈亏冲抵：实际亏损８４８ － ７０６ ４ ＝ １４１ ６万元

如果该企业不做期货保值，那么库存原料会出现８４８万元贬值，而通过
在期货上卖出保值，使库存少损失７０６ ４万元，有效地为库存避险。

这种避险操作，原则上应以平仓为主，尽量免去交割带来的麻烦。

　 　 九、 聚酯化纤企业能否将期货市场变为自己 ＰＴＡ
的采购渠道？ 如何实现现货与期货市场 “两条腿走
路” 对企业库存进行合理管理？

　 　 答案是肯定的，聚酯企业可以有效利用期货市场进行库存套利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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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可利用期货市场建立虚拟库存，还可有效地盘活库存资金，减缩实际库
存，提高资金运转效率。

聚酯企业以往原料采购都在现货市场完成，现货市场的采购又可分
为合同货和现货两部分。２００６年ＰＴＡ产业大发展以前，由于现货采购量
难以保证，当时聚酯企业原料采购的合同货比例比较大，一般会占总量
的７５％或更多些。而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年我国ＰＴＡ产业大发展之后，现货市场
的采购变得更加容易，而且现货价格一般会比合同货更具优势，所以合
同货采购占比有所下降，一般占５０％左右。特别是在行情看跌时，合同
货比例会更低些。当出现单边向上的行情时，现货市场惜售的会比较多，
现货采购难度较大。

而ＰＴＡ期货上市后，聚酯企业完全可以把期货市场作为原料采购的第
三条渠道。这样可使企业在现货、合同货及期货三者中进行比较，从优选
择，企业的生产经营会更加有保障。

【案例５ － ６】
２００８年５月汶川地震后，帐篷的需求量大增，而帐篷的主要原料是粗

旦ＦＤＹ涤纶长丝，其原料是ＰＴＡ。浙江某家聚酯企业接到帐篷厂的２万吨
长丝订单，需要采购１７３００吨ＰＴＡ。合同签订当日，涤纶长丝合同价格
１２７５０元／吨，ＰＴＡ合同货６月份报价９２００元／吨，当时行情看涨，该企业
担心行情继续上涨月底合同结算价会较高，而期货ＴＡ８０７价格５月下旬结
算价只在８４００ － ８８６０元／吨之间，明显具有优势。而且在５月后１０个交易
日中，单边成交量总和１６９３３９手，共计８４６６９５吨，该企业所需ＰＴＡ量只占这
交易量的２ ０４％。该企业６月初开始在期货市场买入ＴＡ８０７合约３４６０手，成交
均价９０３５元／吨。由于ＴＡ８０７要到７月才可交割，到那时拿到货物，势必影响这
笔订单业务的完成。为此，在郑商所的撮合下，该聚酯企业同一家做空ＰＴＡ期
货的ＰＴＡ生产商在６月１２日达成了期转现的约定。当日ＴＡ８０７升至９４３０点，该
企业与ＰＴＡ生产商达成了以９３００元／吨提前结算及交割的协议。也就是说，该
企业按照每吨９３００元的价格平仓期货头寸及按此价格向ＰＴＡ生产商支付货款。
结果如下：实际结算价分别为９９５０元／吨，如果把年底返利约２００元／吨考虑进
去，那么结算应在９７５０元／吨，如表５ －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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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 ７ 具体结果
ＰＴＡ现货 期货ＴＡ８０７

６月２ ～ ５日 现货６月合同结算价按９７５０元／吨 平均以９０３５元／吨买入３４６０手
６月中旬 交割价９３００元／吨 ９３００元／吨平仓３４６０手

盈亏情况
节省：（９７５０ － ９３００） × １７３００ ＝ ７７８ ５
万元

盈利：（９３００ － ９０３５） × ５ × ３４６０ ＝ ４５８ ４５
万元

实际盈利：现货节省７７８ ５，期货盈利４５８ ４５，共计１２３６ ９５万元

该企业不但生产帐篷用粗旦涤纶长丝有一定收益，在采购原料方面，将
现货合同货与期货进行比较，选择了在当时极有价格优势的期货市场中采购
原料，有效利用期货市场并及时进行期转现，仅原料采购一项就有效盈得了
１２３６ ９５万元的额外收益。

期转现交易：是指持有方向相反的同一品种的会员（客户）协商
一致并向交易所提出申请，获得交易所批准后，分别将各自持有的合
约按双方商定的期货价格（该价格一般应在交易所规定的价格波动范

围内）由交易所代为平仓，同时，按双方协议价格与期货合约标的物数量相当、品种相
同、方向相反的仓单进行交换的行为。

如果聚酯企业ＰＴＡ库存较大，而ＰＴＡ期现货行情又可能处于阶段性高
点，预期要下跌，或行情行进在下跌过程中时，聚酯企业可以利用期货做卖
出套保，然后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权衡利弊，最终决定是对冲平仓还是实际交
割。如果实际交割，那么聚酯厂家用原料完全可以在现货市场另行采购，因
为在行情下跌过程中，市场现货抛盘往往会比较多，采购容易而且价格也多
会有理想的让利空间。

【案例５ － ７】
浙江一家产能３０万吨的聚酯企业，每月ＰＴＡ消费量２ ５万吨左右，一

般为维持正常生产，ＰＴＡ库存会保持在１万吨左右。因预计从８月下旬开始
下游的秋季需求可能会使行情止跌反弹，所以加量采购了原料ＰＴＡ，至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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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２万吨左右。在２００７年８月底时以往的秋季行情并未如行业人士期盼的
那样来临，而因上游ＰＴＡ新装置的大量释放，新产品低价冲击市场而继续
保持明朗的跌势，企业判断这种跌势继续下去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决定在
现货市场上卖出部分ＰＴＡ降低现有库存量至５０００吨，而生产用原料采用现
用现采的原则，这样既可减少资金占用又可减少损失，同时在期货市场上为
剩余库存做卖出套保１０００手。如表５ － ８所示。

表５ － ８ 具体结果
ＰＴＡ现货 期货ＴＡ８０７

９月３ ～ ４日现货按７８５０元／吨卖出１５０００吨
实际库存余５０００吨

以８３５２元／吨卖出ＴＡ７１２合约１０００手（５
吨／手）

１０月底 现货价７１００元／吨 ７４２０元／吨全部平仓

盈亏情况

节省：
减少损失（７８５０ － ７１００） × １５０００ ＝

１１２５万元
库存损失（７１００ － ７８５０） × ５０００
＝ － ３７５万元

盈利：
（８３５２ － ７４２０） × ５ × １０００ ＝ ４６６万元

实际盈利：
卖出部分减少损失１１２５万元；
卖出套保期货盘盈利４６６万元，现货库存损失３７５万元，盈亏冲抵后实际盈利９１万元

当近期现货价格或者期货合约价格高于远期期货价格时，而且企业拥有
一定量的库存，企业可以采取卖近买远的策略，从而实现实际库存向虚拟库
存的转换，既降低库存风险又可降低库存资金占用，提高资本利用率。

总体上，聚酯企业在价格适宜时，既可买入期货合约，确保经营利润，
又可卖出期货合约，降低库存风险。

　 　 十、 当预计 ＰＴＡ 价格上涨或已经进入上升通道
时， 切片纺企业如何应用 ＰＴＡ期货？

　 　 如果预计ＰＴＡ价格上涨或已经进入上升通道时，切片纺企业也要做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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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套期保值。以往企业是要尽量提前在现货市场上大量买入切片，但现在完
全可以改变这种做法。既可以在期货市场收获ＰＴＡ价格上涨的利润，又可
以减少资金的占用，又可免去库存的占用。具体做法是，在期货市场上买入
ＰＴＡ期货合约，其买入的数量和交割月份都大致是将来在现货市场上买入切
片现货的０ ８６倍（因生产１吨切片使用ＰＴＡ大约０ ８６吨），以后如果切片
现货市场价格出现上涨，虽然在现货市场上要以较高的现货价格买入切片现
货，但由于之前在期货市场上低价买进的ＰＴＡ期货合约已经获利，这样，
期货盈利可以弥补因切片现货市场价格上涨所造成的损失，从而完成买入套
期保值交易。

【案例５ － ８】
２００９年６月尽管当时正处在传统的下游需求淡季，ＰＴＡ现货价格因上

游ＰＸ供应异常紧张而上涨，在这种情况下切片价格随之上涨。华东某切片
纺小企业分析ＰＴＡ价格可能会继续上升，切片价格短期也难以下跌，所以
决定改变以往现货加量购买切片压库的做法，利用ＰＴＡ期货为正常的１０００
吨的切片库存做买入保值，如表５ － ９所示。

表５ － ９ 具体结果
半光聚酯切片现货 期货ＴＡ９０９

６月１６日 切片价格８０２５元／吨 以６８２０元／吨买入ＴＡ９０９合约１７２手（５
吨／手）

８月３日 切片价格９２７５元／吨 ８１６５元／吨全部平仓

盈亏情况
库存损失（８０２５ － ９２７５） × １０００
＝ － １２５万元

盈利（８１６５ － ６８２０） × ５ × １７２
＝ １１５ ６７万元

实际损失： － １２５ ＋ １１５ ６７８ ＝ － ９ ３３万元

上例切片纺企业在切片价格上升过程中通过ＰＴＡ期货为其原料做买入
套保，既节省了资金的占用（期货市场只占用１０％的保证金），又避免了切
片价格大幅上涨给企业的经营带来被动局面，而且因ＰＴＡ及切片价格上涨
带动的其涤丝产品价格也在上涨，利润水平极其可观。所以切片纺企业利用
ＰＴＡ期货降低了经营风险，保证企业正常的经营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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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当预计 ＰＴＡ 价格下跌或已经进入下降通道
时， 切片纺企业如何应用 ＰＴＡ期货？

　 　 正因为原料与产成品价格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ＰＴＡ与下游切片和
涤丝价格的同向涨跌有０ ８５ ～ ０ ８８的强相关关系，所以当预计ＰＴＡ价格下
跌或已经进入下降通道时，切片纺企业可以利用ＰＴＡ期货市场为库存原料
切片和产品涤丝做卖出套期保值。

【案例５ － ９】
江苏某主流切片纺工厂，年产能２０万吨，切片月用量１ ５万吨左右，

正常情况下切片库存保持在５０００吨左右。在２００９年６ ～ ７月因上游ＰＸ国内
有三套新装置相继开出，市场供应快速增加，价格压力非常大，所以ＰＴＡ
及下游切片、涤丝均受影响。该厂家预计秋季下游需求旺季也难以出现上涨
行情，反而下跌的可能性非常大。ＰＴＡ价格在进入８月后即开始快速下跌，
所以该厂家决定在ＰＴＡ期货市场上为库存切片做卖出保值，如表５ － １０所
示。

表５ － １０ 具体结果
半光聚酯切片现货 期货ＴＡ９１０

８月７日 切片价格９３７５元／吨 以８０１５元／吨卖出
ＴＡ９１０合约１０００手（５吨／手）

９月２２日 切片价格８１００元／吨 ６７７０元／吨全部平仓

盈亏情况
（８１００ － ９３７５） × ５０００ ＝ － ６３７ ５万元 盈利：（８０１５ － ６７７０） × ５ × １０００

＝ ６２２ ５万元
实际损失：６２２ ５ － ６３７ ５ ＝ － １５万元

由于该切片纺厂家在ＰＴＡ期货市场上有效地为库存切片进行卖出保
值，期货市场盈利６２２ ５万元，把现货市场上６３７ ５万元的亏损最大限度
地冲抵至１５万元，使该厂家在当时市场状况下在同类企业中的竞争力大
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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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５ － １０】
从２００９年５月初开始，上游青岛丽东、Ｓ － Ｏｉｌ的ＰＸ装置检修将陆续结

束并恢复开车，此外因ＰＸ生产效益十分可观，一部分ＰＸ产能逐步提升负
荷在一定程度上也缓和了ＰＸ供应紧张程度，ＰＴＡ因失去成本的支撑价格也
快速回落，受其影响下游涤丝价格也因终端需求转淡而明显下滑。在这种情
况下，浙江慈溪某切片纺厂家因前期原料切片采购价格不低而担心涤丝价格
的下跌使生产无利可图，决定在期货市场上做空ＰＴＡ达到为其涤丝产品
（ＦＤＹ１５０Ｄ长丝）保值的目的，如表５ － １１所示。

表５ － １１ 具体结果

涤丝ＦＤＹ市场价格 期货ＴＡ９０９

５月６日 １０１００元／吨 以７１８８元／吨卖出
ＴＡ９１０合约１０００手（５吨／手）

６月８日 ９１５０元／吨 ６８５２元／吨全部平仓

盈亏情况
（９１５０ － １０１００） × ２０００ ＝ － １９０万元 （７１８８ － ６８５２） × ５ × １０００ ＝ １６８万元
实际损失： － １９０ ＋ １６８ ＝ ２２万元

由于当时行业内预计ＰＸ新产能将大量释放而大多看空后市，致使ＰＴＡ
期现货价格倒挂，远期合约价格明显贴水（５月５日现货ＰＴＡ价格７９００元／
吨，而期货主力合约ＴＡ９０９价格却只在７１５０ ～ ７３５０元／吨之间），所以在接
下来的一个月时间内，ＰＴＡ现货及下游涤丝产品跌幅较大，而ＰＴＡ期货
ＴＡ９０９相对跌势较小，所以造成上述卖出套保结果并不十分理想，但尽管如
此，仍然使亏损减少了１６８万元。

　 　 十二、 当预计 ＰＴＡ 价格上涨或已经进入上升通道
时， 下游纱线企业及织造业如何应用 ＰＴＡ期货？

　 　 正因为聚酯涤丝与ＰＴＡ价格之间存在极强的相关性，所以只要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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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属于聚酯涤丝类或部分使用聚酯涤丝类产品的纺纱及织造企业，均可利
用ＰＴＡ期货为原料库存进行保值。目前随着ＰＴＡ期货的日益成熟，纺纱及
织造企业对于ＰＴＡ期货的认识也在逐步提高，而且实践证明纺纱织造企业
利用ＰＴＡ期货为库存进行保值是有效和可行的。

当预计ＰＴＡ价格上涨或已经进入上升通道时，下游纱线企业及织造企业
根本没有必要如以往那样，集中加量采购涤丝，这样既占用大量资金，又加
大库存压力。有ＰＴＡ期货后，下游厂家可以通过ＰＴＡ期货市场做买入保值。

【案例５ － １１】
２００９年“十一”长假过后，下游在内需放量及国外圣诞需求出口同时

放量的共同支撑下，ＰＴＡ及涤丝产品均出现止跌回升的走势。浙江某针织企
业决定改变加量采购涤丝现货的做法，在ＰＴＡ期货市场上做买入套保，达
到规避原料价格上涨风险的目的。该针织厂家正常原料库存在２００吨左右，
最大库容量３００吨，最多加量采购１００吨。此次在期货市场上准备为全月原
料用量５００吨做套期保值，其具体结果如表５ － １２所示。

表５ － １２ 具体结果
涤纶ＦＤＹ１５０Ｄ长丝市场价格 期货ＴＡ００１

１０月２２日 ９９００元／吨 以７２０５元／吨买入
ＴＡ００１合约１００手（５吨／手）

１１月２３日 １１３００元／吨 ８１２２元／吨全部平仓

盈亏情况
可减少损失（１１３００ － ９９００） × １００
＝ １４万元

盈利（８１５５ － ７２５０） × ５ × １００
＝ ４５ ２５万元

实际减少损失：４５ ２５ － １４ ＝ ３１ ２５万元

该针织厂家如果按以往的做法，只能加量采购１００吨，可减少原油
涨价损失１４万元。而此次在期货市场上为全月原料用量５００吨做套期保
值，在１个月的时间内，盈利４５ ２５万元，比以往的做法多出３１ ２５万
元的收益，而且期货市场只收取１０％左右的保证金，明显减少了资金的
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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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当预计 ＰＴＡ 价格下跌或已经进入下降通道
时， 下游织造业及纱线企业如何应用 ＰＴＡ期货？

　 　 当预计ＰＴＡ价格下跌或已经进入下降通道时，下游纱线企业及织造企
业也不用惊慌，其原料库存将出现的贬值风险，完全可以通过ＰＴＡ期货市
场为其库存的原料做卖出保值，将其风险转嫁出去。

【案例５ － １２】
２００９年８月下旬，传统的纺织品需求旺季的到来并未对下滑的ＰＴＡ价

格产生什么支撑，浙江某纱厂纺制棉涤混纺的衬衫用纱线，当时直纺涤纶短
纤库存２００吨，该厂家对上游ＰＴＡ及ＰＸ的状况也有些了解，相信由于前期
国内三套ＰＸ新装置相继开车，新产品逐渐推入市场，ＰＸ价格下滑应在情
理之中，受其影响，ＰＴＡ及下游涤纶短纤价格也将随之下滑。因此，为规避
库存涤纶短纤贬值的风险，厂家决定在ＰＴＡ期货市场做卖出套保。具体结
果如表５ － １３所示。

表５ － １３ 具体结果
直纺涤短１ ４Ｄ × ３８ＭＭ市场价格 期货ＴＡ９１１

８月２８日 ９４００元／吨 以７６７０元／吨卖出
ＴＡ９１１合约４０手（５吨／手）

９月２８日 ８３２５元／吨 ６５９９元／吨全部平仓

盈亏情况
（８３２５ － ９４００） × ２００ ＝ － ２１ ５万元 （７６７０ － ６５９９） × ５ × ４０ ＝ ２１ ４２万元
实际损失：２１ ４２ － ２１ ５ ＝ － ８００元

该厂家此次套保，涤短价格下跌现货库存贬值２１ ５万元，而期货市场
抛空ＴＡ９１１盈利２１ ４２万元，基本达到了为原料涤纶短纤保值的目的。

十四、 下游瓶坯企业如何应用 ＰＴＡ期货？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包装材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使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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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安全、卫生及符合环保要求等，聚酯包装材料完全可以满足人们的这一
需要，因此包装用聚酯的消费量增长十分迅速，以每年２０％ ～ ２２％的速度
增长。国内聚酯瓶主要用于饮料（碳酸饮料及饮用水）、食用油、调味品等
食品及非食品包装，其中饮料行业的消费量约占８０％以上，而在饮料包装
中应用最为成功的领域是ＣＳＤ （碳酸饮料）。由于ＰＥＴ瓶具有外观漂亮、设
计灵活、强度高、对ＣＯ２ （二氧化碳）密封和可靠的卫生性，使聚酯瓶成
为ＣＳＤ理想的包装容器，是迄今ＣＳＤ饮料业唯一广泛采用的塑料容器，
ＣＳＤ用瓶已占ＰＥＴ瓶片使用总量的１ ／ ３。其中不可小觑的新领域还有啤酒
瓶，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啤酒生产国和消费国（２００９年中国啤酒
的年产量已达到４０００万吨的水平，第二梯次的啤酒生产国美国在２４００万吨
的水平，传统的啤酒生产国德国维持在１２００万吨的水平），这使得几乎所有
的ＰＥＴ瓶设备制造商和专业制瓶企业都把目光投向了我国啤酒包装市场，
因为能够与碳酸饮料和瓶装水生产规模相类似的，只有啤酒。

聚酯瓶片与ＰＴＡ期货之间的较强相关性（相关系数如表５ － １４所示），
其相关系数均达到０ ８７以上，这为聚酯瓶生产企业提供了一个为原料做套
期保值的较好的渠道。

表５ － １４ 聚酯瓶片与ＰＴＡ相关系数

期货ＰＴＡ 华东大聚
酯水瓶片

大聚酯热
罐装瓶片

大聚酯碳酸
饮料瓶片

ＰＴＡ期货 １

华东大聚酯水瓶片 ０ ８７８ １

大聚酯热罐装瓶片 ０ ８７６ ０ ９９８ １

大聚酯碳酸饮料瓶片 ０ ８７ ０ ９９７ ０ ９９７ １

【案例５ － １３】
上海某聚酯瓶坯厂家主要生产茶饮料、果汁瓶等聚酯瓶，一年瓶片用量

５０００吨。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时聚酯类产品也出现暴跌，至１１月中旬终于止跌
反弹，聚酯瓶片价格也是随之反弹。而春节过后，由于需求转淡价格一度出
现回调，但２００９年２月中旬国际原油价格止跌回升，加之天气将逐渐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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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料需求也存在增量的预期，所以该厂家预计瓶片价格可能会出现一波持续
上升的走势。而当时厂家资金并不宽裕，难以实现原料的大量采购，所以决
定在ＰＴＡ期货市场上为本厂两个月的原料用量４００吨做买入套保。其结果
如表５ － １５所示。

表５ － １５ 具体结果
市场价格 期货ＴＡ９０５

３月１８日 ７５５０元／吨 以６０１５元／吨买入
ＴＡ９０５合约８０手（５吨／手）

４月２８日 期间４次采购均价８６５０元／吨 ７８３８元／吨全部平仓

盈亏情况
亏：（８６５０ － ７５５０） × ４００ ＝ － ４４万元 盈：（７８３８ － ６０１５） × ５ × ８０ ＝ ７２ ９２万元

实际盈利：７２ ９２ － ４４ ＝ ２８ ９２万元

　 　 该聚酯瓶坯生产厂家，从３月１８日至４月２８日期间基本以现用现采为
原则，分四次平均８６５０元／吨的价格共采购４００吨的聚酯瓶片，与３月１８
日价格相比多花４４万元，而在期货市场套保盈利７２ ９２万元，冲抵现货采
购的损失４４万元，仍然可有２８ ９２万元的盈余。

自 　 测 　 题

一、填空题

１ 据统计目前我国聚酯企业已有 家以上，如果加上间接的切
片纺企业，企业数量可达 家以上，而且年产能２０万吨以上的大中
型企业占到总企业数的一半左右。而且伴随着聚酯业的快速发展，聚酯企业
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许多企业都面临着非常 的生存危机。

２ ＰＴＡ下游的聚酯产品主要有涤纶长丝、涤纶短丝、聚酯切片、聚酯瓶
片等。其中 用于制造涤纶长丝和涤纶短丝， 用于瓶级聚酯
（广泛用于各种饮料尤其是碳酸饮料的包装）、 用于聚酯薄膜（主
要用于包装材料、胶片和磁带）。

３ 涤纶长丝一般可分为 （预取向丝）、 （全牵伸
丝）、ＤＴＹ （低弹丝）等三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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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聚酯企业为了维持正常生产，一般会备 天的原料库存，如
果遇到ＰＴＡ原料价格下跌，企业库存有很大的贬值风险。为了规避这种风
险，可以通过 ＰＴＡ期货，从而为库存保值。

５ 国内聚酯瓶主要用于 、食用油、调味品等食品及非食品包
装，其中饮料行业的消费量约占 以上。

６ 由于聚酯纤维的生产装置及工艺的不同，涤丝的生产主要分为
和 两种。

二、选择题

１ 当聚酯企业预测或担心ＰＴＡ价格上涨时，完全可以在期货市场上进
行（　 　 ），规避现货ＰＴＡ上涨带给企业的风险。

Ａ 投机　 　 　 　 　 　 　 　 　 　 　 　 　 Ｂ 套利
Ｃ 卖出保值 Ｄ 买入保值
２ 当聚酯企业预测或担心ＰＴＡ价格下跌时，完全可以在期货市场上进

行（　 　 ），规避现货ＰＴＡ下跌带给企业的风险。
Ａ 投机 Ｂ 套利
Ｃ 卖出保值 Ｄ 买入保值
３ ＰＴＡ期货上市后，聚酯企业完全可以把期货市场作为原料采购的第三

条渠道。这样可使企业在现货、合同货及期货三者中进行比较，从优选择，
企业的（　 　 ）会更加有保障。

Ａ 原料采购 Ｂ 产品销售
Ｃ 生产经营 Ｄ 产品质量
４ 如果预计ＰＴＡ价格（　 　 ）或已经进入（　 　 ）通道时，切片纺企业要

做买入套期保值。
Ａ 上涨 Ｂ 下跌
Ｃ 上升 Ｄ 下降
５ 当预计ＰＴＡ价格（　 　 ）或已经进入（　 　 ）通道时，切片纺企业可以

利用ＰＴＡ期货市场为库存原料切片和产品涤丝做卖出套期保值。
Ａ 上涨 Ｂ 下跌
Ｃ 上升 Ｄ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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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当预计ＰＴＡ价格上涨或已经进入上升通道时，下游纱线企业及织造
业可以利用ＰＴＡ期货为原料（涤丝类产品）库存进行（　 　 ）保值。

Ａ 上涨 Ｂ 下跌
Ｃ 买入 Ｄ 卖出

三、判断题

１ 聚酯企业完全可以而且非常有必要参与ＰＴＡ期货交易，并要坚持以
做趋势投机为主的原则，时机成熟时可考虑适当的套利等操作方式。

（　 　 ）
２ 由于ＰＴＡ与下游聚酯产品价格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所以聚酯企

业在现货市场价格波动时完全可以利用ＰＴＡ期货为其聚酯产品进行套利，
提高了企业竞争力。 （　 　 ）

３ 尽管下游纺纱、织造业及瓶坯生产企业与ＰＴＡ环节不直接关联，但是其
主要原料聚酯产品（涤纶长丝、涤纶短丝及聚酯瓶片等）与ＰＴＡ价格之间存在
着极强的相关性，所以当ＰＴＡ价格出现大的波动时，企业仍然可以利用ＰＴＡ期
货市场为其原料做套期保值，从而提高企业在同行业中的市场竞争力。 （　 　 ）

４ 当预计ＰＴＡ价格下跌或已经进入下降通道时，下游纱线企业及织造
企业也不用惊慌，其原料库存将出现的贬值风险，完全可以通过ＰＴＡ期货
市场为其库存的原料做买入保值，将其风险转嫁出去。 （　 　 ）

５ 聚酯企业可以有效利用期货市场进行库存套利的操作，一方面可利
用期货市场建立虚拟库存，另外可有效地盘活库存资金，减缩实际库存，提
高资金运转效率。 （　 　 ）

６ 聚酯瓶片与ＰＴＡ期货之间的较强相关性，其相关系数均达到０ ８７以
上，这为聚酯瓶生产企业提供了一个为原料做套期保值的较好的渠道。

（　 　 ）

参考答案

一、填空题

１ １００、１５０、严重　 　 ２ ７５％、２０％、５％ 　 　 ３ ＰＯＹ、ＦＤ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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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０ ～ １５、卖出
５ 饮料（碳酸饮料及饮用水）、８０％ 　 　 　 ６ 直接纺、间接纺

二、选择题

１ Ｄ　 　 　 ２ Ｃ　 　 　 ３ Ｃ　 　 　 ４ ＡＣ　 　 　 ５ ＢＤ　 　 　 ６ Ｃ

三、判断题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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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一般投资者如何参与 ＰＴＡ期货 　

　 　 【本章要点】

　 　 本章主要介绍了投资交易者的交易体系、
一般市场参与者的类型及其采取的交易策略和
风险与资金管理，可以帮助投资者了解当前市
场参与者的情况，结合自身具体状况形成适合
自己的交易策略，以便更好地建立适合自己的
一套交易系统。

一、 什么是期货市场上的投机交易？

期货市场上的投机交易，是指在期货市场上以获取价差收益为目的的期
货交易行为。

期货投机在期货市场上有增加市场流动性和承担套期保值者转嫁风险的
作用，有利于期货交易的顺利进行和期货市场的正常运转。它是期货市场套
期保值功能和发现价格功能得以发挥的重要条件之一，主要表现在：投机者
是期货风险的承担者，是套期保值者的交易对手，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交易
能够为生产经营者规避现货风险，但它只是转移了风险，并不能消灭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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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部分转移出去的风险需求有相应的承担者，期货投机者在期货市场上正
起到了承担风险的作用。期货交易运作的实践证明，一个市场中只有套期保
值交易根本无法达到转移风险的目的。

如果只有套期保值者参与期货交易，那么，必须在买入套期保值者和卖
出套期保值者交易数量完全相等时，交易才能成立。但是，实际交易中，两
者相等是小概率事件，不平衡是常有的事，所以只有套保者存在，套保则难
以实现。投机者的参与正好弥补套保买卖的不平衡，从而保证套保的正常进
行。套保者规避风险的同时，也让渡利润于投机者，投机者在利润的驱使
下，根据自己对于行情的把握，不断在市场进行买进或卖出操作，以实现在
价格波动中获得利润的目的。

二、 一般投资者参与期货投机要注意什么？

一般投资者参与期货市场，在做好了开户等工作后，不应急于入市操
作，首先应了解期货市场，了解风险所在。对于投资者来说，建立交易系统
非常重要，它是增加收益、减少风险的基本保障。投资者在对期货市场有所
了解之后，就要研究适合自己的交易系统。

三、 什么是期货交易系统？

期货交易系统就是由相互关联的交易规则构成的一套完整的交易规则体
系。一套设计良好的交易系统，必须对投资决策和各个相关环节作出相应的
规定，这种规定应该是客观的、唯一的，不允许有任何不同的解释。一套设
计良好的交易系统，必须符合使用者的心里特征、投资对象的统计特征及投
资资金的风险特征等，其特点在于它的完整性和客观性。如果使用条件相
同，那么操作结果应该是确定的和相同的，系统的可重复性即是方法的科学
性，系统交易方法属于科学型的投资交易方法。

理论上讲，它一般是由行情判断子系统、资金管理子系统和风险管理子
系统三部分构成。其中，比较重要的行情判断子系统应该包括两条以上的交
易规则，这些规则应具有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并且至少能完成一个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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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周期。期货交易系统要经过实战阶段的检验。由于系统操作者本身也是
交易系统的一部分，其能否克服自身的心理障碍是接近成功的重要条件之
一。但总的来说，采用期货交易系统，由于是百分之百客观的决策模式，能
够有效地排除人的主观意志和个体情绪对信号发生过程的干扰，使系统交易
具有较高的操作稳定性及抗灾难性失误的能力。期货交易系统，即主要依靠
那些已经在历史走势中得到验证的指标、形态、参数等技术分析方法，强化
信号的作用，用以选择买卖时机和点位，由于这些方法已经在历史走势中得
到过验证，因此在使用时基本不用进行过多分析，也不强调对未来走势的判
断，只需按照一定的程序执行即可，评判交易系统的好坏，最关键是看在历
史走势中的胜算。交易系统中包括四个要素：方向预测、时机决择、资金管
理和心态控制。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交易系统是个性化的，具体讲，交易系统类似于
一个规则或纪律，约束自己，使自己知道能干什么或不能干什么。首先交易
系统可以帮助你排除不能干的事，只有当你知道了什么不能干时，才能使你
减少亏损。比如，以前流传的证券公司门口卖报的、看车的用市场人头数来
作为交易系统，虽然简单，却把握住了行为金融的核心本质。再如，有很多
人并不懂很多高深的理论，只能做到涨一定比例比如１０％就买入或跌一定
比例如１０％就卖出，也算是个交易系统。还比如，某些人脑子一热就买了，
亏了就平出来；有部分人既不对产品基本面进行分析，也不对技术面进行分
析，自己对行情没有任何把握，不知该做哪个方向，更不知什么进出的时机
选择，只是到处打听消息，随意相信他人，随意进出，这种“交易系统”
则是必然失败的。

另外有一种投资者，他们建仓后，如果行情向有利方向发展，盈利了就
产生贪心不舍得卖，等待行情继续发展。但市场哪有只涨不跌或只跌不涨的
行情呢？行情随时可能反向转折，结果又心存侥幸，期待为短期的调整，很
可能会再度回归原有趋势。但行情往往一去难返，不但之前的盈利全部吐
出，而且亏损常常接踵而至，甚至亏损程度逐渐加剧，最后由于希望破灭，
无奈之下只能巨亏出局。这是最为失败的一种交易系统。

很多投资者在最初进入市场的时候，对市场的认识没有系统的观点，往
往会根据对市场的某种片面的认识就肯定或否认一种交易思路的可行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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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要想客观地评价一种交易方法，需要从该方法在统计概率意义上的
有效性方面进行确认，无论是随机还是非随机的价格波动中不具备统计意义
的部分，只能给投资人以局部获胜的机会而没有长期稳定获胜的可能，而交
易系统的评价方式可以帮助投资者有效地克服对方法认识的盲目性和片面
性。交易系统还可以帮助投资人有效地控制风险。实践证明，不使用交易系
统的投资人，难以准确而系统地控制风险，缺乏交易系统做指导时，投资人
很难定量评估每次进场交易的风险，并且很难评估单次交易的风险在总体风
险中的意义。而交易系统的使用，可以明确地告诉投资人每次交易的预期利
润率、预期损失金额、预期最大亏损、预期连续盈利次数、预期连续亏损次
数等，这些都是投资风险管理的重要参数。另外，帮助投资人有效克服心理
弱点，应该是交易系统的最大功用。交易系统使交易决策的过程更加程序
化、公开化、理性化。投资人可以从在情绪支配下处于模糊状态的选择过程
转变为定量的数值化的选择过程，即单纯判定信号系统的反映以及执行信号
所代表的决策。

交易系统是规则，是纪律，也是约束，更是对投资者的一种保护。交易
系统的建立是投资者入市之前必须要确立的。

四、 在交易系统中市场分析是不是很重要？

其实在期货市场上，任何买卖的操作，都应建立在行情分析判断的基础
之上，而且市场行情分析判断的准确性成为之后盈利之基础和必要条件。但
成功的投资不仅需要正确的市场分析，还需要正确的风险管理和正确的心理
控制。三者之中心理控制是最重要的，其次是风险管理，第三位的才是分析
技能。市场上恰恰有大部分人只重视行情的分析和判断，这是非常偏颇和不
完善的。实践表明，对市场行情判断在投资行为重要性中所占的比例只有
１％左右，而不被大多数人重视的，却恰恰是投资行为中最重要的决定性的
因素。

市场分析是管理的前提，只有市场分析的正确，才能建立起具有正期望
值的交易系统，风险管理只有在正期望值的交易系统下才能发挥其最大效
用，而心理控制正是两者的桥梁和纽带。一个人如果心理素质不好，则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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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偏离正确的市场分析方法，以主观愿望代替客观分析，也常常会背离风险
管理的基本原则。

　 　 五、 对投资者而言， 建立交易系统要做好哪些方
面的工作？

　 　 具体讲首先要明确投资理念，要选用较为适宜的分析方法，还要确定合
适的交易方式，另外较为重要的还有制定交易计划，最后要进行评估分析。
只有这五项工作都做好了，才算完成了交易系统的建立。

　 　 六、 什么是投资理念？ 它有几种形式？ 投资者如
何明确投资理念？

　 　 理念是我们对某种事物的观点、看法和信念，投资理念就是指我们对于
投资所秉持的投资哲学、投资信仰，比如著名的投资者巴菲特常说他的投资
理念是“持有普通股就是拥有企业一部分”。投资理念一般有价值型和趋势
型两种，价值型投资者认为市场是无效的，他们在资产被低估时买入，待资
产高估时卖出，巴菲特是价值型投资者的典型代表；趋势型投资者认为市场
是有效的，他们采取跟随市场的投资策略。价值型投资又可分为绝对价值型
和相对价值型，趋势型也分为长期、中期和短期三种。投资者理念的不同，
直接决定其分析方法的不同，价值型投资者需要先评估资产的价值，然后将
价格与价值相互比较才能得出资产是高估或者低估；趋势投资者只是判断市
场价格运行的趋势，而不必评估资产的价值。

投资理念是交易系统的关键因素，它决定了投资者在市场中交易的角
色，投资者要根据自身性格和习惯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理念，成功的投资者
一般都坚持自己的投资理念。

七、 在建立交易系统时应该如何确定交易周期？

投资者在创建自己的交易系统之前，首先要明确自己是什么类型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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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己的交易方式是倾向于短线交易、中线交易，还是长线交易？投资人
是每天都在电脑前关注行情走势，还是偶尔看一下行情的具体点位？或确认
其准备持仓时间的长短。一个投资人，首先要明确地知道自己的投资性格，
其次根据不同的投资性格确定相应的投资交易周期。

八、 如何选用分析方法？

投资理念一经确立，投资者就可以选用自己擅长的分析方法。通常，价
值型投机者使用基本面的分析方法，趋势型投机者使用技术分析的方法来分
析判断行情。

基本面分析方法，一般可以判断行情上涨或下跌的决定性因素，进而把
握行情的大趋势，相对而言比较适合于中长线投资者。而对于短期投资者也
主张原则上最好结合基本面分析方法，尽量选择技术指标与基本面方向一致
的机会操作，避免逆基本面方向操作，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情方向上
的失误。

九、 做技术分析时如何确认指标简单且容易掌握？

顺势而为是资本市场比较有效的盈利法则。投资者的目标是最快地确认
趋势，并追随趋势。而较为常用的确认趋势的方法有通过形态、画线、指标
等方式。其中较为简单、易于掌握，而且也比较有效的是移动平均线，当各
均线呈多头排布或各均线呈空头排布时趋势都可以得到确认。另外还有移动
平均线的金叉死叉理论也可以帮助投资者确认趋势。当然其他一些指标，也
是可以帮助投资者确认趋势，只是因人而异，选择熟悉的适合自己的最为重
要。

技术分析往往易于掌握，指标也常常相对明确。但技术指标经常会出现
反复，或常常出现虚假信号。如何规避技术指标的缺陷？最好的办法是多个
指标相互验证，多个指标反复对照，最后选择一个主要指标，再配以１ ～ ２
个验证指标，最终确认最适合自己的交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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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投资者如何规划风险控制范围？

对于投资者而言，进入市场建仓容易，而退出市场如何止盈与止损却是
相对较难的，其中的止损是相对更加重要的，投资者在建立交易系统时，一
定要考虑止损问题。事实上一个优秀的投资者，首先思考的问题是他能承受
多大的损失，而后才是在此基础上去考虑盈利。每个投资者愿意或者说能够
承担的交易风险都是不同的，所以要根据投资者的资金状况和风险承受水平
等情况设置止损及止盈策略，进而对交易系统的风险控制范围进行规划。

十一、 如何确定合适的交易方式？

一般来讲，不同的投资者采取的交易方式是不一样的，同一投资者针对
不同的市场行情采取的交易方式也不一样。比如技术型投资者多采取单边多
头或空头的策略；宏观型投资者中有的会采取指数化投资策略；价差型投资
者更愿意采取套利交易而非持有单边头寸等等。

十二、 怎样制订交易计划？

制订完善的交易计划有助于期货交易的成功，交易计划实际上体现了个
人的交易方法和具体的风险控制及出市原则。一般来说，完整的交易计划包
括入市建仓与退出平仓、增（减）仓和风险及资金管理等三方面内容。

十三、 投资者如何确定具体的进出场点位？

当风险控制范围确定后，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确定具体的进出场点
位了。在期货市场上，对于出场点，一种方法是按照前面讲到的止盈止损交
易策略进行离场操作，另外一种方法是提前设定退场指标信号，比如当某个
指标出现趋势反转信号时进行离场操作。无论是哪种方法进行离场操作，关
键的问题都是要离场，市场上常听说“会买的是徒弟，会卖的是师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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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个道理。设定好自己的进出场点位，并严格按照其进行操作，这是对自
己投资分析能力自信的表现。

十四、 如何按照交易过程进行评估分析？

想要提高自己的投资分析能力，并且将交易系统打造得越来越完善，必
须要严格按照交易系统进行操作以及在操作之后评估验证，评估分析是对交
易过程及结果的分析和总结，评估分析要做的工作有记录交易过程、对交易
分类和分析以及分析资产净值变化等。分析总结的目的是评估和改善交易系
统。而这种验证需建立在长时间及大量交易之后，有了足够多的有效数据后
才能进行。这时只要您打开您的交易端，调出按照这个交易系统操作的交割
单，然后记录下最大的单笔亏损，以及平均的收益率、风险报酬比率等。一
般可以选取三个月为周期进行测试。当然，如果可以先利用模拟系统进行操
作并验证，即用虚拟资金对自己的交易系统进行检查也是不错的选择。

十五、 一般投资者如何参与 ＰＴＡ期货交易？

对于一般投资者而言，你可能熟悉也可能不熟悉ＰＴＡ。
对于熟悉基本面情况、熟悉ＰＴＡ品种的投资者，我们建议您首先要分

析ＰＴＡ基本面供需形势，尽量利用供需矛盾，再结合技术分析，决定您的
参与方向及进出时机。基本面分析要从基本影响因素及自身供求双方面同时
探究。影响价格变化的基本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经济周期。在商品期货市场上，无论什么品种其价格走势都与经
济发展周期密切相关，价格变动除受供求关系影响外，更大的影响因素当数
经济周期的影响，大多商品价格的主要趋势均与经济周期同步，即使对于自
身供求矛盾极度突出的产品，也会对其产生极强的向上或向下的作用。

（２）政府政策。各国政府制定的某些政策和措施会给期货市场价格带
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都会对期货产品产生积极或
消极的影响，值得密切关注。

（３）政治因素。期货市场对政治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各种政治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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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发生常常对价格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４）社会因素。社会因素指公众的观念、大众的心理趋势、传播媒介

的信息影响等等。
（５）季节性因素。许多期货商品都存在明显的季节性，ＰＴＡ的生产没

有季节性，但下游的消费存在明显的季节性，所以其价格亦随季节变化会有
所波动。

（６）心理因素。所谓心理因素，就是交易者对市场的信心的反应程度，
一般被称作“市场人气”。如对某商品看好时，即使无任何利好因素，该商
品价格也会上涨，市场人气旺盛时，对利多会出现过度和超强的反应，而此
时对利空的反应会极度淡漠；当市场价格持续下滑人心涣散时，利空因素往
往会被放大，而利多因素则经常会被忽视，惯性的下跌也将持续。又如一些
大投机商们还经常利用人们的心理因素，散布某些消息，并人为地进行投机
性的大量抛售或补进，谋取投机利润等等。

（７）供求关系。期货交易是以现货交易为基础而产生的，因此它的价
格变化与现货一样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供求关系是价格的决定性因素，
当供大于求时，期货价格下跌；反之，期货价格就上升。

（８）突发因素。当突发因素出现时，要分析突发因素的作用点，其实
突发因素是通过大众对于供求影响的预期，使采购需求意向发生变化而影响
供求关系，进而短期快速影响价格的过程。

（９）金融货币变动因素。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也会间接影响商品的
价格。另外国家为抑制通胀或刺激经济等，经常会利用各种货币政策，使汇
价以及利率上下波动，这也会给期货市场带来明显的影响。

商品价格的波动主要是受市场供应和需求等基本因素的影响，即任何减
少供应或增加消费的经济因素、产业因素等，都将导致价格上涨的变化；反
之，任何增加供应或减少商品消费的因素，将导致库存增加、价格的下跌。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非供求因素也对期货价格的变化起到越来越大
的作用，只有把握了基本面形势，才能把握住商品价格发展的大势，这也是
做好期货的前提条件。

对于了解和掌握基本面形势的投资者，建议做ＰＴＡ产品时，以中长线
（可以是几个月、半年或更长时间）的操作思路为主，把握行情发展的大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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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往往会收到非常理想而可观的效果。
而对于不熟悉基本面形势和ＰＴＡ自身供需状况的投资者而言，就要着

眼于技术分析，以中短期操作为主。即利用技术分析的手段，把握行情发展
的大趋势，尽量做到“顺势而为”。也会收到较为理想的效果。

尽管不同商品有不同的基本面形势，但一般技术分析对于任何商品品种
都是适用的，技术分析者认为“市场行为反应一切基本面信息”，所以只要
分析技术指标就足够了，技术分析通过市场已经反应出现的价格、成交量及
持仓量等市场行为来预测价格未来的走势，而且技术分析的方法易于掌握，
有明确的买卖信号，用技术指标也可以很好地设置止盈及止损点。另外由于
ＰＴＡ的价格特点是趋势性强、波动性大，运用技术分析的方法同样可以很好
地把握其价格发展的大方向。

十六、 技术分析的基本假定都有哪些？

技术分析有三大基本假设：市场行为涵盖一切信息、价格以趋势方式演
变、历史会重演。

第一，市场行为涵盖一切信息。
“市场行为涵盖一切信息”构成了技术分析的基础。技术分析者认为，

能够影响某种商品期货价格的任何因素，如基础的、政治的、心理的或任何
其他方面的，实际上都反映在其价格之中。即影响市场价格的所有因素最终
必定要通过市场价格反映出来，那么，我们研究价格变化就足够了。这个假
设的实质含义是价格变化必定反映供求关系，如果需求大于供给，价格必然
上涨；如果供给大于需求，价格必然下跌。供求规律是所有经济预测方法的
出发点。图表分析者通常不理会价格涨落的原因，而是在价格趋势形成的早
期或者市场正处在关键转折点的时候，这时往往没人确切了解市场为什么会
如此的走势，只有技术分析者经常可以提前发现转折的迹象。

第二，价格以趋势方式演变。
“趋势”的概念是技术分析的核心。研究价格图表的全部意义，就是要

在一个趋势发生发展的早期，及时准确地把它揭示出来，从而达到顺着趋势
交易的目的。事实上，技术分析在本质上就是顺应趋势，即以判定和追随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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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趋势为目的。由于“价格以趋势方式演变”，对于一个既成的趋势来说，
下一步常常会沿着现存趋势方向继续演变，而掉头反向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坚定不移地顺应一个既成趋势，直至有反向的征兆为止。

第三，历史会重演。
技术分析和市场行为学与人类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价格形

态，它们通过一些特定的价格图表形状表现出来，而这些图形表示了人们对
某市场看好或看淡的心理。既然它们在过去很管用，就不妨认为它们在未来
同样有效，因为它们是以人类心理为根据的，而人类共性的心理和行为特征
往往会在相似的博弈状态和市场条件下产生相似的博弈结果。

十七、 技术分析的基础性指标有哪些？

对于期货市场，价格技术分析的主要基础指标有开盘价、收盘价、最高
价、最低价、成交量和持仓量等。

１ 开盘价，开市前５分钟集合竞价产生的价格。
２ 收盘价，收市前５分钟集合竞价产生的价格。
３ 最高价，为当日的最高交易价格。
４ 最低价，为当日的最低交易价格。
５ 成交量，为在一定的交易时间内某种商品期货在交易所成交的合约

数量。在国内期货市场，计算成交量时采用买入与卖出量双边之和。
６ 持仓量，指当日收市后买入或卖出后尚未对冲及进行实物交割的某

种商品期货合约的数量。未平仓合约的买方和卖方是相等的，未平仓合约量
是买方和卖方合计的数量。分析持仓量的变化可推测资金在期货市场的流
向。未平仓合约量增加，表明资金流入期货市场；反之，则说明资金正流出
期货市场。

　 　 十八、 成交量、 持仓量的变化对价格的发展有什
么影响？

　 　 可以肯定成交量和持仓量的变化对期货价格是会产生影响的。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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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价格变化也会引起成交量和持仓量的变化。因此，分析三者的变化，利
于正确预测期货价格的走势。

１ 成交量、持仓量同时增加，价格上升，表示新买方正在大量介入，
短期内价格还可能继续上涨。

２ 成交量、持仓量同时减少，价格上升，表示卖方大量止损割肉平仓，
价格短期内会向上继续，但不久将可能回落。

３ 成交量增加，价格上升，但持仓量减少，说明空头和多头都在大量
平仓，预示着价格很快将会下跌。

４ 成交量、持仓量同时增加，而价格下跌，表明空头大量介入，短期
内价格还可能下跌，但如空头过度介入，却很可能使价格上升。

５ 成交量、持仓量同时减少，而价格下跌，则表明大量多头急于止损
出局，短期内价格将继续下降。

６ 成交量增加、持仓量和价格同时下降，则表明价格在下跌过程中多
头止损出局，空头则利用这个时机平仓获利，价格有可能转而回升。

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成交量、持仓量与价格同向，其价格趋势可继续维
持一段时间；如两者与价格反向时，价格走势可能转向。当然，这还需结合
不同的价格形态作进一步的具体分析。

十九、 如何理解 “顺势而为” 的含义？

第一，趋势的定义。
趋势的概念是技术分析的核心内容。图表分析者所使用的，诸如支撑和

阻挡水平价格形态、移动平均线、趋势线等，其目的就是帮助我们判断市场
趋势，从而顺应着趋势的方向做交易，争取更多的获利机会。

从一般意义上说，趋势是指市场行进的主要方向。而在通常情况下，价
格的随机性也往往使价格运动的特征呈现曲折不定的变化，它的运行轨迹好
似一层层前赴后继的波浪，具有相当明显的峰和谷。所谓市场趋势，正是由
这些波峰和波谷依次上升或下降的方向所构成的。无论这些峰和谷是依次递
升，还是依次递降，或者横向延伸，其方向就构成了市场的趋势。所以，我
们把上升趋势定义为一系列依次上升的峰和谷；把下降趋势定义为一系列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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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下降的峰和谷；把横向延伸趋势定义为一系列依次横向伸展的峰和谷。
第二，市场运行趋势的三个方向。
从一般的市场运行态势看，常常具有三个运动方向：上升、下降以及横

向延伸。而除去主要的上升和下跌的趋势外，横向的水平趋势也是市场运行
趋势的一种常态。这种水平伸展的状况表明，市场在一段时间内处于均衡状
态，也就是说，价格在水平运行的区间内，供求双方的力量达到了相对的平
衡。尽管这种持平的市场定义为横向延伸趋势，但是更通用的说法还是
“没有趋势”。

在期货市场上，对于追随行情的趋势会有三种选择：先买后卖（做多
头）、先卖后买（做空头）、静观等待。当市场上升的时候，先买后卖当然
是上策。而在市场下跌的时候，第二种选择则是首选。对于追随上升或下降
的趋势，是很容易理解的，也便于掌握。但当市场进入横向的、持平的或者
说“没有趋势”的阶段时，技术型交易者是不是就没办法获利了呢。对顺
应趋势的理解来说，顺势，则首先必须要有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无计可
施，其实对于横向的延伸，完全可以按照箱型的底吸顶抛的震荡操作，也可
在没有趋势的市场环境之中轻松获利。但对于保守的投资者而言，在市场横
向延伸的时候，等待机会通常也是最明智的选择。

第三，趋势具有三种类型。
趋势不但具有三个方向，而且通常还可以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主要趋

势、次要趋势和短暂趋势。实际上在市场上，从覆盖几分钟或数小时的非常
短暂的趋势开始，到延续５０年乃至１００年的极长期趋势为止，随时都有无
数个大大小小的趋势同时并存、共同作用。

二十、 价格形态如何把握？

第一，价格形态的定义。
价格形态是股票或期货价格图形上特定的图形或模式，它们有助于我们

对趋势的研判。
第二，价格形态主要可分为两类：反转型和持续型。
对于反转形态意味着趋势正在发生重要反转，主要的反转形态有头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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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双重顶（底）、三重顶（底）、Ｖ形顶（底）以及圆形（盆形）顶
（底）等形态；持续形态表明市场很可能仅仅是暂时作一段时间的休整，持
续形态一般包括三角形整理形态、矩形、旗形和楔形等形态，持续形态之
后，现存趋势仍将继续发展。所以在形态形成的过程中尽早判别出其所属类
型是十分必要的。

成交量在所有价格形态中都起到重要的验证作用。在形态判别时，结合
成交量的形态变化，是判断当前价格形态有效的可靠的工具。

对于持续形态，通常出现于趋势行进的过程中，其表现是休整状态，而
不是趋势的反转，算不上主要形态，因此，通常被归纳为中等的或次要的形
态。

第三，反转形态所共有的基本要素。
对于判别反转形态，需要对其共同的基本要素进行确认：
（１）在市场上事先确有趋势存在，是所有反转形态存在的前提。
（２）现行趋势即将反转的重要信号，是重要的趋势线被突破。
（３）形态的规模越大，随之而来的市场动作越大。
（４）顶部形态所经历的时间通常短于底部形态，但其波动性较强。
（５）底部形态的价格范围通常较小，但其酝酿时间较长。
（６）成交量在验证向上突破信号的可靠性方面，更具参考价值。

　 　 二十一、 既然趋势对于技术分析者来讲非常重要，
那么如何把握趋势的要点呢？

　 　 第一，事先存在趋势的必要性。
市场上确有趋势存在是所有反转形态存在的先决条件。市场须先有明确

的上涨或下跌，然后才谈得上反转。在辨别形态的过程中，正确把握趋势的
总体结构，有的放矢地对最可能出现一定形态的阶段提高警惕，是成功的关
键。

第二，重要趋势线的突破。
即将出现的反转过程，经常以突破重要的趋势线为其先兆。但主要趋势

线被突破，并不一定意味着趋势的反转。因为主要趋势线被突破后，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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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有两种可能：反转形态和持续形态。所以，之后要根据事态的进一步
发展，来确认为行情新的形态。

第三，形态的规模越大，则随之而来的市场也动作越大。
这里所谓规模的大小，是就价格形态的高度和宽度而言的。高度标志着

形态的波动性的强弱，而宽度则代表着该形态从发展到完成所花费的时间的
长短。形态的规模越大随后价格在形态的高度会越高、经历的时间也会越
长，那么该形态就越重要。

第四，顶和底的比较。
顶部形态与底部形态相比，“顶”的持续时间短但波动性更强。在顶部

形态中，价格波动不但幅度更大，而且更剧烈，它的形成时间也较短。底部
形态通常具有较小的价格波动幅度，但持续的时间会较长。所以，通常辨别
和捕捉市场底部比其顶部会更容易些。

第五，成交量在验证向上突破信号时具有重要意义。
成交量一般应该是顺着市场趋势的方向相应地增长，所以市场常把成交

量作为验证所有价格形态完成与否的重要线索。任何形态在完成时，均将伴
随成交量的显著增加。但在趋势的顶部反转过程的早期，成交量并不一定放
大。而在价格下跌的同时，交易活动会逐渐放出。然而，在底部反转过程
中，交易量的相应扩张，却是绝对必需的。当价格向上突破的时候，一定要
有成交量放大来配合，否则价格形态的可靠性就值得怀疑了。

期货交易流程
期货交易流程主要包括开户、下单、竞价、成交回报、结算、交

割等环节，全面了解期货交易的各主要业务流程，理解期货交易中的
有关概念，有助于投资者熟悉期货业务，正确履行交易过程中的权利与义务，保证交易
行为的畅通与完整，是投资者参与期货交易前的必要准备。

一、开户
由于能够直接进入期货交易所交易的只能是期货交易所的会员，所以普通的投资者

在进入期货市场交易之前，应首先选择一家具备合法的期货代理资格、信誉良好、资金
安全、运作规范和收费合理的具有交易所会员资格的期货经纪公司。

投资者在选定期货经纪公司后，即可向该期货经纪公司提出委托申请，开立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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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立账户实质上是投资者（委托人）与期货经纪公司（代理人）之间建立一种法律关
系。

开户程序如下：
１ 风险揭示。客户委托期货经纪公司从事期货交易的，必须事先在期货经纪公司办

理开户登记。期货经纪公司在接受客户开户申请时，应向客户提供《期货交易风险说明
书》。个人客户仔细阅读和理解后，在该《期货交易风险说明书》上签字；单位客户在
仔细阅读并理解之后，由单位法定代表人在该《期货交易风险说明书》上签字并加盖单
位公章。

期货交易是一项比较特殊的交易行为，面对的风险程度比一般的商品买卖和实业投
资、证券投资要大。为保证期货市场的正常运作，保护客户的合法权益，客户在进行期
货交易前应当对期货交易的风险有较多的认识，声明理解说明书中揭示的期货风险，并
承担可能发生的亏损。

２ 签署合同。期货经纪公司在接受客户开户申请时，双方需签署《期货经纪合
同》。个人客户应在该合同上签字，单位客户应由法人在该合同上签字并加盖公章。个
人开户应提供本人身份证，留存印鉴或签名样卡。单位开户应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影印件，并提供法定代表人及本单位期货交易业务执行人的姓名、联系电话、单位
及其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印鉴等书面材料及法定代表人授权期货交易业务执行人的
书面授权书。

交易所实行客户交易编码登记备案制度，客户开户时由经纪公司会员按交易所统一
的编码规则进行编号，一户一码，专码专用，不得混码交易。

交易编码是指期货经纪公司为其客户在期货交易所申请的交易代码。期货经纪公司
和客户必须遵守一户一码制度，不得混码交易。如有违反，不仅会招致监管部门的处
罚，同时也可能给期货经纪公司或客户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

３ 缴纳保证金。客户在与期货经纪公司签署期货经纪合同之后，应按规定缴纳开户
保证金。期货经纪公司将客户缴纳的保证金存入期货经纪合同指定的客户账户中，供客
户进行期货交易之用。期货经纪公司向客户收取的保证金，属于客户所有，期货经纪公
司除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定为客户向期货交易所交存保证金，进行期货交易结算外，严
禁挪作他用。

二、下单
客户在按规定缴纳开户保证金后，即可开始交易，进行委托下单。所谓下单，是指

客户在每笔交易前向期货经纪公司业务人员下达交易指令，说明拟买卖合约的种类、数
量、价格等行为。交易指令的内容一般包括：期货交易的品种、交易方向、数量、月
份、价格、日期及时间、期货交易所名称、客户名称、客户编码和账户、期货经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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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客户签名等。
我国期货交易所规定的交易指令有两种：限价指令和取消指令，交易指令当日有

效。在指令成交前，客户可提出变更和撤销。
限价指令：限价指令是指执行时必须按限定价格或更好的价格成交的指令。下达限

价指令时，客户必须指明具体的价位。它的特点是可以按客户预期的价格成交，但同时
也存在无法成交的可能性。

取消指令：取消指令是指客户要求将某一指定指令取消的指令。客户通过执行该指
令，将以前下达的指令完全取消。

客户可以通过书面、电话或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下单。
书面下单：客户亲自填写交易单，填好后签字交由期货经纪公司交易部，再由期货

经纪公司交易部通过电话报单至该期货经纪公司在期货交易所场内的出市代表，由出市
代表输入指令进行交易所主机撮合成交。

电话下单：客户通过电话直接将指令下达到期货公司交易部，再由交易部通知出市
代表下单。期货纪公司需将客户指令录音，以备查证。事后，客户应在交易单上补签姓
名。

网络下单：客户通过期货经纪公司提供的交易软件进行下单，将交易指令下达至期
货经纪公司服务器，在期货经纪公司核对客户账户、密码无误后将交易指令发送至期货
交易所交易系统。

三、竞价
期货合约价格的形成方式主要有：公开喊价方式和计算机撮合成交两种方式。目前

国内期货交易所采用的是计算机撮合成交方式。
计算机撮合成交是根据公开喊价的原理设计而成的一种计算机自动化交易方式，是

指期货交易所的计算机交易系统对交易双方的交易指令进行配对的过程。
国内期货交易所计算机交易系统的运行，一般是将买卖申报单以价格优先、时间优

先的原则进行排序。当买入价大于、等于卖出价则自动撮合成交，撮合成交价等于买入
价（ＢＰ）、卖出价（ＳＰ）和前一成交价（ＣＰ）三者中居中的一个价格。即：

当ＢＰ≥ＳＰ≥ＣＰ，则：最新成交价＝ ＳＰ
当ＢＰ≥ＣＰ≥ＳＰ，则：最新成交价＝ ＣＰ
当ＣＰ≥ＢＰ≥ＳＰ，则：最新成交价＝ ＢＰ
开盘价和收盘价均由集合竞价产生。
国际上期货交易撮合成交的三种主要方法是：
（１）公开喊价：是指在交易所大厅的交易池内由场内经纪人和自营商面对面地公开

叫价，并辅以手势交易期货合约的方式。这种交易方式流行于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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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集体叫价：是指期货合约的价格均由交易的主席喊出，所有场内经纪人根据其
喊价申报数量，直至在某一价格上买卖的交易数量相等为止。这种交易方式起源于日
本。

（３）电子交易：是指场内出市代表通过计算机联网终端将买卖交易的指令输入交易
所的计算机自动撮合成交系统，按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自动撮合成交的交易方
式。这种成交方式在国际期货上也得到广泛的应用，我国期货交易所均采用此种竞价方
式。

四、成交回报
当客户的交易指令在交易所计算机系统中撮合成交后，出市代表应将成交结果反馈

回期货经纪公司下单室，期货经纪公司下单室将成交结果记录在交易单上并打上时间戳
记返还给客户代理人，再由客户代理报告给客户。成交回报记录包括以下内容：交易方
向、成交手数、成交价格、成交回报时间等。

五、结算
结算是指根据交易结果和交易所有关规定对会员交易保证金、盈亏、手续费和其他

有关事项进行的计算、划拨。结算包括交易所对会员的结算和期货经纪公司会员对客户
的结算，其计算结果将被计入客户的保证金账户。

期货经纪公司的结算流程是这样的：期货经纪公司根据客户的开户资料录入客户名
称、账号、通讯方式等客户基本资料，根据客户的出入金凭证录入客户的资金出入变
化，根据客户的交易及交割单据对客户的账户进行资金清算。

期货和证券的结算是不一样的。期货每天的结算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在每一个交
易日对您的结算结果进行核实，只有这样才能心中有数，不至于因为疏忽而导致不必要
的损失。

期货交易所只对会员结算，非会员单位和个人通过其期货经纪公司会员结算。
期货经纪公司在每一交易日结束后对每一客户的盈亏、手续费、保证金等事项进行

结算。期货经纪公司在闭市后向客户发出交易结算单。交易结算单一般载明下列事项：
账号及户名、成交日期、成交品种、合约月份、成交数量及价格、买入或者卖出、开仓
或者平仓、当日结算价、保证金占用额和保证金余额、交易手续费及其他费用、税款
等。

当每日结算后客户保证金低于期货交易所规定的保证金水平时，期货经纪公司按照
期货经纪合同约定的方式通知客户追加保证金；客户不能按时追加保证金的，期货经纪
公司应当将该客户部分或全部持仓强行平仓，直至保证金余额能够维持其剩余头寸。

六、交割
在期货交易中，了结期货开仓头寸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对冲平仓，另一种是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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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割。
商品期货交易一般采用实物交割制度。虽然最终用于实物交割的期货合约的比例非

常小，但正是这极少量（占期货交易总金额的比例）的实物交割将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
联系起来，为期货市场功能的发挥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如果要进行实物交割，务必事先对实物交割有关规定进行详细的了解。
实物交割是指期货合约到期时，交易双方通过该期货合约所载商品所有权的转移，

了结到期未平仓合约的过程。
实物交割的方式有：
（１）“集中性”交割：即所有到期合约在交割月份最后交易日过后一次性集中交割

的交割方式。
（２）“分散性”交割：即除了在交割月份的最后交易日过后所有到期合约全部配对

交割外，在交割月第一交易日至最后交易日之间的规定时间里持有仓单的卖方均可提出
交割。

实物交割要求以会员名义进行。单位客户的实物交割须委托会员进行，并以会员名
义在交易所进行。

会员在期货合约实物的交割中发生违约行为，即：
（１）在规定交割期限内卖方未交付有效标准仓单的；
（２）在规定交割期限内买方未解付货款或解付不足的；
（３）卖方交付的商品不符合规定标准的。
交易所应先代为履约。交易所可采取征购和竞卖的方式处理违约事宜，违约会员应

承担由此引起的损失和费用。交易所对违约会员还可处以支付违约金、赔偿金等处罚。
解读结算单
结算单是帮助客户分析自己当日成交盈亏情况的重要依据。
结算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实行每日无负债结算制度。当日交易结束后，公司根据客户

当日的平仓、持仓情况及各期货合约的当日结算价计算各个客户的当日盈亏，同时进行
交易保证金、税金、交易手续费等款项的清算工作。

当日盈亏＝平仓盈亏＋持仓盈亏
平仓顺序按成交合约时间先后进行，平仓盈亏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平仓盈亏＝平历史仓盈亏＋平当日仓盈亏
平历史仓盈亏＝ Σ ［（卖出平仓价－上一交易日结算价） ×卖出平仓量］ ＋ Σ ［（上

一交易日结算价－买入平仓价） ×买入平仓量］
平当日仓盈亏＝ Σ ［（当日卖出平仓价－当日买入开仓价） ×卖出平仓量］ ＋ Σ

［（当日卖出开仓价－当日买入平仓价） ×买入平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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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仓（浮动）盈亏的计算公式如下：
持仓盈亏＝历史持仓盈亏＋当日开仓持仓盈亏
历史持仓盈亏＝ （当日结算价－上一日结算价） ×持仓量
当日开仓持仓盈亏＝ Σ ［（卖出开仓价－当日结算价） ×卖出开仓量］ ＋ Σ ［（当日

结算价－买入开仓价） ×买入开仓量］
客户权益的计算方法：
客户权益＝期初资金＋入金－出金－手续费＋平仓盈亏＋浮动盈亏等
持仓保证金的计算方法：
持仓保证金＝今日结算价×持仓手数×交易单位（Ｘ吨／手） ×保证金比率
可用资金的计算方法：
可用资金＝客户权益－持仓保证金
本日风险度的计算方法：
本日风险度＝持仓保证金／客户权益
持仓盈亏的计算方法：
持仓盈亏＝浮动盈亏／持仓保证金
结算完毕后，当客户权益低于持仓保证金金额时，期货经纪公司将按照规定给客户

发出追加保证金通知单，客户必须在一个交易日第一交易小节结束前补足，否则公司将
按照合同规定，执行强行平仓指令，一切损失将由客户无条件承担。

　 　 二十二、 依据持仓时间跨度的不同一般市场参与
者有哪几个类型？ 每种类型有什么特点？

　 　 依据持仓时间跨度的不同，一般市场参与者分为日内交易型和隔夜交易型。
日内交易型：该类型投机者于当日买进（或卖空），然后于当日交易结

束前卖出（或买入），当天交易结束后不留仓。日内交易者采取的交易策略统
称为日内交易策略。日内交易机会多，但对时间要求高，适合职业交易者。

日内交易的优势：（１）风险控制优势，因为日内交易的连续性可以避
开隔夜交易中因外盘和消息面造成的不利影响。（２）交易机会多，由于日
内交易者关注更小时间内的波动，市场交易机会相对较多。日内交易者通过
频繁的交易，可以积小利成大利。

日内交易的局限性：（１）频繁的交易使得交易成本增加，需要拥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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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交易胜算概率。（２）时间的局限性，需要充裕的时间，一般适合专业
的投资者。

隔夜交易型：相对日内交易而言，凡当天交易结束后留仓的都属该类型
交易。

　 　 二十三、 依据分析预测方法如何划分参与者类型？
每种类型有什么特点？

　 　 依据分析预测方法的不同，一般可将市场参与者划分为技术型、基本面
型、混合型三种。

技术型投机交易主要基于历史交易价格、成交量、时间等技术要素，交
易决策本质上以价格为基础，采取的交易策略一般分为跟随趋势型策略和反
趋势型策略。

（１）跟随趋势型策略是交易者寻找价格向上或向下的趋势，然后跟随
市场趋势做多或者做空，并力图在趋势结束前获利，该类型投资者多采取动
量交易策略。跟随趋势型策略优势：趋势确立后，跟随趋势比较容易操作；
局限性：趋势的判断比较困难，趋势运动的时间相对较少。

（２）反趋势型策略是投资者不跟随当前市场趋势，而是预测趋势即将
发生变化进行抄底抛顶，即当价格运行至支撑位时买入，上行至阻力位时卖
出。反趋势型策略的优势：一旦抄底抛顶成功，对随后的交易管理非常有
利，盈利同样可观；其局限性：要能做到抄底抛顶需要非常深厚的功底，实
践中成功率非常低。

基本面型投机交易的决策是基于投资者用基本面分析方法对商品作出的
价格预测，依据预测价格变化的方法不同可分为宏观型、事件型、行业型和
价差结构型等，采取的交易策略有：宏观型交易策略、行业型交易策略、事
件型交易策略和价差结构型交易策略。

（１）宏观型交易策略是投资者通过分析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作出交易
决策，交易头寸持有的时间一般长达１年或几年以上。

（２）行业型交易策略是投资者通过分析某一行业的发展变化作出交易
决策，交易品种一般固定在某一个或某一类。行业周期性交易策略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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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周期性指标来决定交易方向，按照时间的长短，可以分为长周期交易策
略和短周期交易策略。

（３）事件型交易策略是投资者通过分析已发生的某些事件或将要发生
的事件所引发的某种预期性投资热点对价格的影响作出的交易决策。这种策
略具有很大的风险性，但是良好的预期会激发市场的热情，带动相关价格出
现快速上涨或下跌，实现快速的收益。所以很多投资者会积极采用事件型交
易策略。

（４）价差结构型交易策略是通过分析某一商品的内外盘价差、期货和
现货之间的价差、不同合约间的价差及相关商品间的价差偏离水平而作出的
交易决策，一般是在价差低估的时候买入，价差高估的时候卖出。价差结构
型交易者基于对正常价差的把握，利用均值回归原理，即期望价差会向历史
均值回归。

混合型投机交易者不单纯依赖于某一种分析方法，而是将技术分析、基
本面分析及其他各种分析方法结合起来使用。混合型投机交易主要有三类，
一类是以基本面为主，利用基本面分析确定买卖的方向，利用技术分析确定
入市时机；另一类是以技术分析为主，基本面信息只作参考而非交易决策的
决定性因素；除以上两类外，市场中也存在一些类似跟踪主力的博弈型投机
者，其观察市场多空主力持仓结构，将这一信息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基本
面分析和技术分析作为补充。

二十四、 趋势交易者是如何分析和操作的？

采用跟随趋势型策略的交易者通常被称为趋势交易者，趋势交易者主要
是研究和判断市场是否有趋势，趋势是向上还是向下，以及趋势是否结束。
趋势按时间划分，有持续几分钟的日内趋势，也有持续数日、数周、数月甚
至数年的长期趋势，日内交易者和隔夜交易者都可以是趋势交易者。趋势交
易者常用的工具有趋势通道、支撑和阻挡、移动平均线、价格形态等等。

如图６ － １所示，对趋势交易者而言，当价格运行至Ａ点向上成功突破
阻力位后，则新一轮上升趋势确立，买入信号就出现了；若价格在Ｂ点向
下突破盘整区间的支撑，则后市看跌，卖出信号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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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 １　 跟随趋势交易示意图

【案例６ － １】
２００９年７月下旬郑州ＴＡ９０９合约突破前期高点（Ａ），对趋势交易者来

说，市场发出了买入信号，随后ＰＴＡ９０９价格出现连续上涨行情。某投资者
依此信号入场做多ＴＡ９０９，其结果如图６ － ２、表６ － １所示。

图６ － ２　 郑州ＴＡ９０９合约日价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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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６ － １ 具体结果
期货ＴＡ９０９

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７日 在Ｂ点处以７５５０元／吨买入
ＴＡ９０９合约１０手（５吨／手）

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９日 ７８００元／吨全部平仓
盈亏情况 盈：（７８００ － ７５５０） × ５ × １０ ＝ １２５００元

此次操作的结果，做多ＴＡ９０９合约１０手（５吨／手），盈利空间２５０点，
两日即平仓结束操作，最终盈利１ ２５万元。

十五、 反趋势交易者一般是如何操作的？

采用反趋势型策略的交易者通常关注支撑与阻力。反趋势交易者主要研
究和判断市场的支撑位与阻力位，当价格回落到价格运动区间的支撑位时买
入，当价格上升到区间的阻力位时卖出，一旦市场的支撑与阻力失效，反趋势
交易就需要止损。反趋势交易者常常需要研究支撑和阻挡价格水平、趋势线、
移动平均线、价格形态等，判断市场的趋势是否会发生变化。如图６ － ３所示，
支撑与阻力在价格回落到支撑位时买入，在价格上升到阻力位时卖出。

图６ － ３　 反趋势交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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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６ － ２】
２０１０年４月初郑州ＴＡ１００９合约价格运行至前期高点Ａ和Ｂ构成了一条

阻力线，当价格运行至阻力线附近“Ｃ”时，对反趋势交易者来说，市场发
出了卖出信号，某反趋势交易者此时选择卖出ＴＡ１００９合约的抛空操作，其
交易结果如图６ － ４、表６ － ２所示。

图６ － ４　 郑州ＴＡ１００９合约日价格图
表６ － ２ 具体结果

期货ＴＡ１００９

２０１０年４月６日 在Ｃ点处以８７５０元／吨卖出
ＴＡ１００９合约１０手（５吨／手）

２０１０年４月８日 ８６３０元／吨全部平仓
盈亏情况 盈：（８７５０ － ８６３０） × ５ × １０ ＝ ６０００元

此次操作的结果，做空ＴＡ９０９共１０手（５吨／手），盈利空间１２０点，
两日即平仓结束操作，最终盈利０ ６万元。

跟随趋势和反趋势都是针对特定级别的趋势而言，或者是投机者关注的
那个级别的趋势而言，在一个小级别趋势中，投机者可能是反趋势的，但是
在更高级别趋势中，可能是跟随趋势的。在实际交易中很难说一个投资者是
趋势交易者还是反趋势交易者，投资者往往既采用跟随趋势交易策略，也会
采用反趋势交易策略，具体采用哪种策略，取决于投资者对市场状态的理解
和投资者的交易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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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宏观型交易者都有哪些？

宏观型交易策略主要是利用宏观经济的基本原理来识别金融资产价格的
失衡错配现象，采用宏观型交易策略的典型投资者如商品指数基金和宏观对
冲基金。

商品指数基金是通过被动地跟踪商品指数，采取买入并持有的策略投资
于商品市场，获取商品市场的平均收益，达到抵御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风险
的目的。宏观对冲基金通过对股票、货币、利率以及商品市场的价格波动进
行杠杆押注，来尝试获得尽可能高的正投资收益。

全球宏观对冲基金交易可被分为两大类，直接的定向型交易和相对价值
型交易。定向型交易指经理们对一种资产的离散价格的波动情况下注，比如
做多美元指数或做空日本债券；相对价值型交易指通过同时持有一对两类类
似资产的多头和空头，以期利用一种已被发现的相对价格错位来盈利，比如
在持有新兴国家的股票多头的同时做空美国股票，或者在做多２９年期德国
债券的同时做空３０年期德国债券。

【案例６ － ３】
ＮＹＭＥＸ原油的价格从２００３年初２６美元／桶上涨到２００８年７月最高达

１４７ ２５美元／桶，期间商品指数基金和宏观对冲基金长期持有大量的多头，
主要原因有，世界经济的复苏与“金砖四国”的强劲增长导致对原油需求
的增加、美元贬值和通货膨胀等。

如果判断原油价格会出现大幅上涨，则通常作为原油下游的ＰＴＡ价格
也会跟随上涨。由于目前国内并无原油期货合约，所以可以用ＰＴＡ期货作
为一个可选的替代投资品种。某投资者决定买入ＰＴＡ期货，具体情况如下
图６ － ５、表６ － 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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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 ５　 ２００３年以来ＮＹＭＥＸ原油月价格图
　 　 表６ － ３ 具体结果

期货ＴＡ８０９

２００８年５月６日 在Ｂ点处以８０００元／吨买入
ＴＡ８０９合约１０手（５吨／手）

２００８年６月２日 ９０００元／吨全部平仓
盈亏情况 盈：（９０００ － ８０００） × ５ × １０ ＝ ５００００元

此次操作的结果，ＴＡ８０９做多１０手（５吨／手），盈利空间１０００点，经
过了１９个交易日平仓结束操作，最终盈利５万元。

二十七、 行业型交易者有什么特点？

行业周期性交易策略主要依据行业周期性指标来决定交易方向，按照时
间的长短划分可以分为长周期和短周期。有些商品的产业周期很长，如原油
和金属，它们的供应周期较长，需要从地质勘探、道路电力等基础设施建
设、开采到提炼才能形成产品，往往需要数年时间。有些商品的产业周期较
短，如农产品，一般是一年一季，有的品种甚至是一年多季，季节性波动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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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是影响农产品价格的主要因素。行业型交易策略在基本分析中占据非常重
要的地位，因此需要将长周期和短周期两种情形分开介绍。

１ 长周期交易者。在长周期交易策略中，最常用一些行业的关键指标
来决定交易方向，行业关键指标高低趋势变化正面或侧面反映了供给和需求
的变化趋势，直接或间接反映了该行业的供需紧张情况，从而为未来的价格
发展指明了方向。如行业利润水平如果大大高于正常利润，则未来会有更多
的投资去扩大产能，导致未来的供给快速增加，对未来的价格产生重大影
响。

【案例６ － ４】
ＰＴＡ从计划新增产能到投产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５年下

游聚酯行业快速发展，ＰＴＡ需求大增，导致ＰＴＡ行业利润大大超出正常利
润水平，于是许多工厂计划新增产能，许多新增产能于２００６年底至２００７年
初陆续投产，供给快速增加，导致随后ＰＴＡ价格持续下跌，尽管这一时期
原油价格持续上涨。某投资者是ＰＴＡ贸易的从业人员，对ＰＴＡ产业链形势
的发展了如指掌，此时他预计ＰＴＡ必定会供应过剩，行情必定会出现持续
的下跌，所以决定做空ＰＴＡ期货，具体情况如图６ － ６、表６ － ４所示。

表６ － ４ 具体结果
期货ＴＡ７０９

２００７年６月１日 以９０００元／吨卖出
ＴＡ７０９合约１０手（５吨／手）

２００７年８月１３日 ８０００元／吨全部平仓
盈亏情况 盈：（９０００ － ８０００） × ５ × １０ ＝ ５００００元

此次操作的结果，ＴＡ７０９做空１０手（５吨／手），盈利空间１０００点，经
过了５１个交易日平仓结束操作，最终盈利５万元。

２ 短周期交易者。短周期交易策略主要是应用在农产品的季节性上，
相对而言农产品的季节性因素比较明显。当然其他商品也有自身的季节性，
比如通常ＰＴＡ下游纺织面料需求的季节性变化极其明显。例如，一般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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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 ６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９年原油与ＰＴＡ现货价格走势图
的春秋两季下游会有明显的销售热潮，从中国轻纺城面料销售日成交量可以
清楚地看出。如图６ － ７所示。

图６ － ７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８年中国轻纺城面料日成交量对比图

正因为纺织品服装的需求有明显的淡旺季，所以正常情况下，下游的淡
旺季会传导给ＰＴＡ使其的需求也随之变化，如２００８年６月中旬ＰＴＡ期货行
情开始下滑，某位行业内人士分析ＰＴＡ的需求淡季来临，ＰＴＡ的价格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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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阶段性回落，这位投资者决定做空ＰＴＡ期货，具体情况如表６ － ５所
示。

表６ － ５ 具体结果
期货ＴＡ８０９

２００８年７月４日 以９６００元／吨卖出
ＴＡ８０９合约１０手（５吨／手）

２００８年８月７日 ９０００元／吨全部平仓
盈亏情况 盈：（９６００ － ９０００） × ５ × １０ ＝ ３００００元

此次操作的结果，ＴＡ８０９做空１０手（５吨／手），盈利空间６００点，经
过了２３个交易日平仓结束操作，最终盈利３万元。

二十八、 事件型交易者有什么特点？

事件型交易策略往往依赖于某些事件或某种预期引发的投资热点，虽然
这种策略具有很大的风险性，但在良好的预期下，能够启动市场情绪，带动
相关价格出现快速上涨或下跌，实现快速收益，因此很能引发市场的广泛关
注，也成为很多投资者乐于采用的交易策略。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投资方
法，不会仅仅因为利率、汇率等总体因素或总体趋势发生变化而进行交易，
仅仅关注事件本身的进展。期货市场上的基本面事件包括气候灾难、病虫
害、生产事故、进出口事件、关税政策、收储抛储等，交易事件如强制平
仓、保证金变化、合约换月、交割规则变化等。

【案例６ － ５】
２００８年发生的著名的“ＴＡ８０９”合约逼仓事件，使得当时期货ＴＡ８０９合约

与现货价差严重偏离正常水平，期货价格严重高估。行情发展初期就有许多投
资者认为期现价差严重偏离正常，纷纷进场抛空期货，期望８０９合约价格临近到
期时下跌到正常水平。但是由于多头主力控盘，实行逼仓，导致该合约到期时
期货价格高于现货，期现货价格倒挂趋于严重。而某行业内人士了解到当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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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ＰＴＡ期货仓库库容紧张，空头货物可能无法入库，ＰＴＡ的“逼空”行情可能
就此上演，而且价差在继续扩大，提前介入的投资者由于进场时机不佳而损失
惨重，或止损出局或割肉出局。８月２２日，郑州商品交易所发布“关于增设
ＰＴＡ交割仓库的通告”的消息。交易所增设ＰＴＡ交割库，期货投资者针对这一
特定事件可采取特定的交易策略。某行业内人士认为，ＰＴＡ的“逼空”行情遭
到了麻烦，随后可能会有回落行情出现，该投资者通过分析后决定对ＰＴＡ期货
进行卖空，结果ＰＴＡ价格果真连续数日下跌。

此次操作具体情况如表６ － ６所示。

表６ － ６ 具体结果
期货ＴＡ８０９

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２日 以９２５０元／吨卖出
ＴＡ８０９合约１０手（５吨／手）

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５日 ９０００元／吨全部平仓
盈亏情况 盈：（９２５０ － ９０００） × ５ × １０ ＝ １２５００元

此次操作的结果，ＴＡ８０９做空１０手（５吨／手），盈利空间２５０点，仅
经过了一个交易日平仓结束操作，最终盈利１ ２５万元。

郑州商品交易所增设交割库，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一般被认为是对该期
货品种的一种利空消息，适合短线做空行情。

二十九、 价差结构型交易者有什么特点？

价差结构型交易策略主要是根据交易品种的期货和现货、不同合约月份
以及相关品种之间的价格偏差水平来决定采用的交易策略，它依据的是均值
回归原理，即假定价差会向历史平均值回归。这种策略包括期现价差交易策
略、月间价差交易策略、内外价差交易策略、相关品种价差交易策略。

１ 期现价差交易策略。期现价差就是基差，即现货价格减去期货价格，
期现价差交易策略主要依据基差大小来决定方向，基差很大的时候采取买入
策略，基差负值很大的时候采取卖出策略。

２ 月间价差交易策略。月间价差是指期货不同月份合约的价格差，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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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价差交易策略和期现价差交易策略相似，一般是买低卖高，或者是买相对
低的合约卖相对高的合约。

３ 内外价差交易策略。内外价差是指国内期货品种价格减去国外期货
同品种价格的差值，即国内价格相对于国外价格在扣除进口成本之后的价差
（利润或者亏损）。内外价差交易策略主要依据内外价差大小或比例来决定
交易方向，在进口盈利很大的时候采取抛空策略，在进口亏损很大的时候采
取买入策略。

４ 相关品种价差交易策略。相关品种价差是指有内在经济联系的品种
之间的价格差，如大豆、豆粕和豆油，原油和汽油，天然胶和合成胶，天然
胶中的不同品种等。相关品种价差交易策略就是根据产业链上下游利润分配
情况或者是替代使用的效益比来决定买卖的策略，也是买相对低的卖相对高
的。

【案例６ － ６】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１日，ＰＴＡ１００５合约收盘价８５２６元／吨，当日现货８０７０元

／吨，基差高达４５６元／吨（近一年最高位），期货明显被高估，而且没有更
多的利好支撑行情的继续上涨，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卖出ＰＴＡ期货是一种较
好的策略。某行业投资者经过分析后决定做空ＰＴＡ期货ＴＡ１００５合约，具体
情况如表６ － ７所示。

表６ － ７ 具体结果
期货ＴＡ１００５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１日 以８５００元／吨卖出
ＴＡ１００５合约１０手（５吨／手）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２日 ８３００元／吨全部平仓
盈亏情况 盈：（８５００ － ８３００） × ５ × １０ ＝ １００００元

此次操作的结果，ＴＡ１００５做空１０手（５吨／手），盈利空间２００点，隔
日平仓结束操作，最终盈利１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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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 以基本面分析为主的交易策略有什么特点？

　 　 在以基本面分析为主的交易策略中，投资者主要通过基本面分析来判断
市场价格的运行方向，在判断市场的方向之后再利用技术分析来选择最佳买
卖时机。基本面分析为主的投资者着重研究各种因素与价格的内在联系和逻
辑，它涉及面广，要求分析人员具有较强的专业理论知识，对国家宏观经
济、微观经济、方针政策都要有所涉及，要有政治上的敏感性和敏锐的洞察
力，还须具备搜集各类信息和从中筛选出有用内容，有准确判断和推理的能
力。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局限性，历史上一些最为剧烈的牛市或熊市在开始的
时候，几乎找不到表明经济基本面已发生改变的资料，等到信息纷纷传播出
来时，新趋势早已开始。

三十一、 以技术分析为主的投资交易有什么特点？

以技术分析为主的投资交易中，主要通过不同的技术工具来判断市场的方
向，然后参考基本面信息，以提高判断正确的概率。比如：如果基本面信息与
技术分析结果明显相互冲突，则放弃技术分析得出的信号；如果基本面信息与
技术分析得出的判断不冲突，则可采纳技术分析得出的信号。以技术分析为主
的投资者着重于图表分析，使用交易对象的价量资料用统计方法得出某种结论。
操作人员应掌握一定的数理统计知识，注意数据的连贯性，在一定的模式下，
操作相对容易。不过我们也看到经济基本面的新发展在被统计报告等资料揭示
之前，早已在市场上实际发生作用，已经被市场消化吸收了。因此，当前的价
格实际上是当前尚来不及为人所知的经济基本面因素作用的结果，有其局限性。

　 　 三十二、 以博弈行为为主的交易投资交易有什么
特点？

　 　 在以博弈行为主的交易策略中，投资者主要通过分析买卖双方的交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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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资金实力来决定自己的买卖方向和入市时机，基本面和技术面分析作为
补充。采用这种策略的投资者认为期货交易就是一个典型的零和博弈，在期
货市场上多仓和空仓是相对的，有一个多仓就有一个空仓，每时每刻有人赢
就有人输，因此了解买卖双方的交易理由，观察和比较买卖双方的力量是非
常有效的方法。

【案例６ － ７】
２０１０年４月６日ＰＴＡ１００９合约收盘８７３６元／吨，当日现货８２７０元／吨，

基差４６６元／吨，处于高位。从价差结构的判断是短期看空ＰＴＡ，且资金做多
信心不足，继续推升的力度已明显减弱。从技术图表看，Ｃ点处于前期压力水
平，发出卖出信号，基本面和技术面释出的信号都是卖空，混合型投机者经
分析后选择此时卖空，具体情况如图６ － ８、表６ － ８所示。

图６ － ８　 ＴＡ１００９合约日价格图
表６ － ８ 具体结果

期货ＴＡ１００９

２０１０年４月６日 在Ｃ点处以８７５０元／吨卖出
ＴＡ１００９合约１０手（５吨／手），基差高位４６６元／吨

２０１０年４月８日 ８６３０元／吨全部平仓
盈亏情况 盈：（８７５０ － ８６３０） × ５ × １０ ＝ ６０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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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操作的结果，ＴＡ１００９做空１０手（５吨／手），盈利空间１２０点，经
过两个交易日平仓结束操作，最终盈利０ ６万元。

三十三、 如何理解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就是两个极端之间的一种平衡：一方面，风险不可过大，以免
爆仓被迫退出交易；另一方面，风险过小也不行，微小的波动都会使之离
场，而且回报甚微，最终无所获。资金管理更像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
学。资金管理中不存在正确的答案。

三十四、 如何控制资金投入量？ 亏损额如何确定？

以可承受的亏损额确定初始投资金额是较为可取的。投机活动是具有风
险的，每次投入的资金的亏损限制应在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另外，投机的亏
损应当不影响后期投机活动的可持续性。如亏损金额占总体资本金过大，则
会影响投机活动的可持续性。亏损５０％的初始资本，需要１００％的后期盈利
来弥补，可见同比例的盈亏，结果却不一样，弥补亏损的困难可见一斑。因
此，交易者需要严格限制每笔交易的亏损额。

三十五、 什么是金字塔式投资方式？

只有在最初的交易头寸被证明已经获利时，才可以追加投资，并且追加
的资金应低于最初的投资额，逐渐递减，呈金字塔形状。待多头投机者在多
头头寸的交易已经获得收益后，再买进一定数量的合约能够扩大盈利，但同
时逐渐减少追加的资金，可使得投机成本的增加比投机收益增加慢，这样能
够更好地保证已经获得的收益不会流失。同样，对于空头投机者，待市场价
格下降而获得收益后，再追加卖空的资金应逐渐递减，这样使成本上升比收
益上升慢，能够保住已经获得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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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 头寸规模如何确定？

头寸规模是风险控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在进行风险管理时，你可以控
制三个变量：进入点、退出点和头寸规模（股数或合约数）。在计划好进入
点和退出点后，你可以通过控制头寸的规模达到控制风险的目的。当一笔交
易整体承受的风险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待进入点和止损点确定后，就可以计
算出头寸的规模。

三十七、 交易常用止损止盈策略有哪些？

初始止损，就是在头寸建立初始就确立的止损规模。初始止损金额必须
达到能够覆盖足够的空间，以避免市场来回波动造成头寸出局。

跟踪止损，一旦最低获利目标达到，此时就需要放弃最初的止损位，取
而代之使用跟踪止损，即把你未平仓利润最高值的一定百分比作为新的止损
额度。有很多方法可以有效地做到跟踪止损，而不损害到已有的未平仓利
润。对于大多数交易者来说，最大的诱惑是使用离当前价格太近的跟踪止
损，通常导致头寸被止损出局，而原有趋势仍在延续。跟踪止损空间必须足
够大，也就是说，止损价格离当前市场价格足够远。一个典型的有效止损额
是按当前价格计算的盈利额的５０％以上，即在一笔交易中，要做好准备回
吐５０％或者以上的未平仓利润。

止盈，运用跟踪止损可以有效止盈，当价格到达预定盈利目标位时，可
以运用跟踪止损法来锁定利润，以防趋势逆转。

自 　 测 　 题

一、单选题

１ 技术分析的理论基础是（　 　 ）。
Ａ 价格沿趋势变动
Ｂ 市场行为最基本的表现是成交价和成交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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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历史会重演
Ｄ 市场行为反映一切
２ ＰＴＡ期货每张合约５吨，如果一交易者３月２４日以８４００元／吨买入

两张合约，每张佣金为１０元。如果４月７日该交易者以８７００元／吨将手中
合约平仓，则该交易者的净收益是（　 　 ）。

Ａ ３０００元　 　 　 　 　 　 　 　 　 　 　 　 　 　 Ｂ １５００元
Ｃ １４９０元 Ｄ ２９８０元
３ 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外盘原油价格上涨对国内市场

ＰＴＡ合约价格的影响是（　 　 ）。
Ａ 价格下降 Ｂ 没有影响
Ｃ 价格上升 Ｄ 难以判断
４ 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ＰＴＡ下游纺织品市场需求旺季临

近时对ＰＴＡ合约价格的影响是（　 　 ）。
Ａ 价格下降 Ｂ 没有影响
Ｃ 价格上升 Ｄ 难以判断
５ 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ＰＴＡ新增产能即将投产时对ＰＴＡ

合约价格的影响是（　 　 ）。
Ａ 价格下降 Ｂ 没有影响
Ｃ 价格上升 Ｄ 难以判断

二、判断题

１ 一般来说，完整的交易计划包括入市建仓与退出平仓、增（减）仓
和风险及资金管理等三方面内容。 （　 　 ）

２ 依据持仓时间跨度不同，一般市场参与者分为长期交易型和隔夜交
易型。 （　 　 ）

３ 依据分析预测方法不同，一般市场参与者分为技术型、基本面型、
混合型。 （　 　 ）

４ 基本面型投机交易的决策是基于投资者用基本面分析方法对商品作
出的价格预测，依据预测价格变化的方法不同可分为宏观型、事件型、行业
型和价差结构型等，采取的交易策略有：宏观型交易策略、行业型交易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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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事件型交易策略和价差结构型交易策略。 （　 　 ）
５ 宏观型交易策略主要是利用微观经济的基本原理来识别金融资产价

格的失衡错配现象，采用宏观型交易策略的典型投资者如商品指数基金和宏
观对冲基金。 （　 　 ）

６ 技术型交易者只重视价格，常见于对现货市场缺乏了解且无现货背
景的投资者，其核心理念是认为市场行为反映一切，因此技术型交易决策本
质上是基于供求关系的变化，主要采取的策略有两种：跟随趋势型策略和反
趋势型策略。 （　 　 ）

７ 采用跟随趋势型策略的交易者通常被称为趋势交易者，趋势交易者
主要研究和判断市场是否有趋势，趋势是向上还是向下，以及趋势是否结
束。趋势按时间划分，有持续几分钟的日内趋势，也有持续数日、数周、数
月甚至数年的长期趋势，日内交易者和隔夜交易者都可以是趋势交易者。

（　 　 ）
８ 一般来讲，不同的投资者采取的交易方式是不一样的，同一投资者

针对不同的市场行情采取的交易方式也不一样。比如技术型投资者多采取单
边多头或空头的策略；宏观型投资者中有的会采取指数化投资策略；价差型
投资者更愿意采取套利交易而非持有单边头寸等等。 （　 　 ）

９ 投资理念一般有价值型和趋势型两种，价值型投资者认为市场是无
效的，他们在资产被低估时买入，待资产高估时卖出，巴菲特是价值型投资
者的典型代表；趋势投资者认为市场是有效的，他们采取跟随市场的投资策
略。 （　 　 ）

１０ 投资者理念的不同，直接决定其分析方法的不同，价值型投资者需
要先评估资产的价值，然后将价格与价值相互比较才能得出资产是高估或者
低估。趋势投资者不判断市场价格运行的趋势，也不必评估资产的价值。

（　 　 ）

参考答案

一、单选题

１ Ｄ　 　 　 　 ２ Ｄ　 　 　 　 ３ Ｃ　 　 　 　 ４ Ｃ　 　 　 　 ５ Ａ



精对苯二甲酸

１７４　　

二、判断题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 ７ √ ８ √ ９ √ １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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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非产业机构投资者

　 对 ＰＴＡ期货的应用 　

　 　 【本章要点】

　 　 本章主要介绍了非产业机构投资者特点，
简单介绍了国外非产业机构投资者的情况分类
及详细介绍了其操作模式，对于国内机构投资
者的操作模式也做了全面讲解，并结合案例对
其资产配置及具体期现套利者的操作进行了详
细的介绍。

　 　 一、 什么是非产业机构投资者， 它与机构投资者
有什么区别？

　 　 非产业机构投资者与产业投资者不同，他们没有实体企业及大宗商品行
业的背景，他们关注及经营的领域与实体企业及各原生商品行业无关。作为
一种特殊的金融机构，他们代表投资者的利益，将其资本集中起来管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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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特定的目标，以可接受的风险形式，追求投资收益的最大化。机构投资者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全球来看，机构投资者主要包括共同基金或投资基
金、人寿保险公司、养老基金、证券公司等，其中前三者为主要的机构投资
者。目前，活跃在期货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主要有对冲基金、商品指数基
金、期货投资基金、国际投行及商业银行等。另外，证券公司、养老基金、
共同基金、私募股票基金以及日内交易公司等机构也纷纷将资金投向期货市
场。

　 　 二、 国外非产业机构投资者是如何分类的？ 操作
模式如何？

　 　 从参与期货市场的策略而言，这些机构投资者主要涉及两种投资策略：
被动投资和主动投资。

被动投资是由机构投资者买卖的一揽子商品风险，是指像ＧＳＣＩ （高盛
商品指数）、ＤＪＡＩＧ （道琼斯商品指数）和个性化的投资在商品领域带有特
定价格看法的定制指标。商品指数基金就属于这一类别。

另一方面，也有一类进行技术交易的主动交易者，主要有商品交易顾
问、微观对冲基金以及利用相对价值交易的投资银行等机构，也包括擅长当
日冲销的日内交易公司。

活跃在期货市场上的几类典型的机构投资者，他们可以分为商品指数基
金、期货投资基金、对冲基金。

商品指数基金是指以一揽子商品组合跟踪某一基准商品指数并坚持
“买入并持有”（ｂｕｙ ａｎｄ ｈｏｌｄ）长期投资策略的基金。商品指数基金主要的
投资策略是买入且持有，他们参与市场的方式是采用“抵押的方式”，即先
将全部资金投资于短期国债，以获取固定收益，再以短期国债作为抵押参与
期货交易。商品指数基金不采用卖空策略，也不使用资金杠杆。他们的目的
是长期买入并持仓（期货仓位或者现货），兼具指数化和买入持有，是被动
型投资策略的典型。

严格意义上的被动型操作策略，是以指数为标杆，买卖一揽子商品并持
有，借以分散风险，获取收益。而商品具有内在收益，它的理论基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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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商品在经济学意义上具有内在收益，这是被动型策略买入商品的核心；
（２）组合效用。由于商品与传统资产类（股票和债券）负相关或零相关，
对经济周期和通货膨胀的反映也不同，将商品加入传统投资组合能够增强组
合的ｓｈａｒｐ率。

投资者都熟悉股票和债券的收益主要产生于股息和票息。对于商品，收
益主要来源于以下三方面：现货收益（Ｓｐｏｔ Ｒｅｔｕｒｎ ｏｒ Ｐｒｉｃｅ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展期收益（Ｒｏｌｌｉｎｇ Ｒｅｔｕｒｎ）和抵押收益（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Ｙｉｅｌｄ）或者利息收益
（Ｔ － ｂｉｌｌ Ｒｅｔｕｒｎ）。

现货收益就是商品本身价格上涨的幅度，即大部分商品投资者希望得到
的收益；展期收益是指持有本月的期货合约到期之后，滚动到下一个月的合
约所获得的收益，即移仓收益和成本。在一个反向市场（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ａｔｉｏｎ）
时，由于远期价格低于近期，展期收益为正；在正向市场（ｃｏｎｔａｎｇｏ）上，
远期价格高于近期，展期收益为负。将现货收益和展期收益组合在一起，称
为超额回报（Ｅｘｃｅｓｓ Ｒｅｔｕｒｎ）。抵押收益或利息收益只适用于那些不使用杠
杆的投资者，他们用一小部分资金支付期货保证金，剩下的投资于货币市场
或短期债券获得回报，边际资金都可以获得利息收益。

采取买入并持有的被动投资策略的另一个收益来源是展期收益———当市
场处于反向时，高价卖出合约平仓，再低价买入合约建仓完成移仓，获得高
卖低买差价。在目前的原油及此前的有色金属市场上，移仓收益可能为价格
上涨的数倍甚至近十倍。而商品指数基金也有意选择价格倒挂商品占主要成
分的商品指数为跟踪目标，如能源比重近７５％且其中原油又占３０％以上的
高盛商品指数，这也是有报告称跟踪该指数的资金已达８００亿～ ９００亿元的
原因。

期货投资基金是始终活跃在商品市场的技术性基金，其商品交易顾问出
现在商品市场已经有数十年了，他们为市场提供短期的流动性，以追涨杀跌
为己任，擅长波段炒作。期货投资基金的投资策略可以有很多种划分：
（１）系统性投资和自由式投资策略；（２）技术分析投资策略和基本分析投
资策略；（３）分散型投资策略和专业型投资策略；（４）短期、中期策略和
长期型投资策略；（５）多ＣＴＡ投资策略和单ＣＴＡ投资策略等。在美国，期
货投资基金所使用的投资策略包括了上述几种策略，其中使用最为频繁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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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ＣＴＡ策略、系统型策略、技术分析和基本面分析相结合的投资策略，
运用最广泛的要数ＣＴＡ和系统型策略。

在投资策略的使用上已经呈现出了一种趋势，就是投资决策模型和计算
机辅助投资决策系统越来越多地被期货投资基金和ＣＴＡ所使用。投资决策
系统可以使基金尽可能地避免由于管理者主观偏见而造成的决策失误，拥有
先进的投资决策模型和系统已经成为ＣＴＡ和ＣＰＯ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因此，ＣＴＡ大部分是系统交易者，他们开发了一些专用模型来指导在
不同金融市场上的行为，这些模型有的是顺趋势型，有的是逆趋势型，还有
的是两者的混合。大多数的模型是基于历史价格数据和／或基本的经济变量
而设计的，它们能够提供一些辨别分析模式，使得管理者能够掌握潜在的价
格和波动趋势，而这些可能是更长期和可交易趋势的先兆。ＣＴＡ的交易系
统通常根据价格动量而非特定价格给出买卖信号，一些系统侧重关注几天或
是几星期的走势，较长期的则可以达到几个月。

对冲基金作为投机商是极其专业的，有些交易实际价格，有些交易相对
价格风险，使手中大量的与日俱增的资本流入市场。对冲基金可以运用多种
投资策略，包括运用各种衍生工具如指数期货、股票期权、远期外汇合约，
乃至于其具有财务杠杆效果的金融工具进行投资，同时也可在各地的股市、
债市、汇市、商品市场进行投资。与特定市场范围或工具范围的商品期货基
金、证券基金相比，对冲基金的操作范围更广。

概括来说，对冲基金最主要的投资方式就是卖空和投资杠杆。对冲基金
的投资策略主要分为以下几个大类： （１）方向性策略：包括股票多头／空
头、管理期货和全球宏观。之所以称为方向性策略，是因为这些策略的基金
极力在各自的市场上都进行方向性的买卖。（２）事件驱动策略：包括兼并
套利、困境投资以及特殊境况投资。事件驱动策略的共同点是人们将投资集
中于特定公司的证券，这些公司正在经历或将要经历重大的事件或者转变。
这些所谓的公司事件包含破产、重组、收购、合并、资产剥离等任何有关的
内容。（３）相对价值套利策略：股票市场中立；可转换套利和固定收益套
利。这一类型的基金认为一种证券的价格被高估，而另外一种证券的价格被
低估，于是对这两种相互之间存在联系的证券下注，这就是所谓的相对价格
套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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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传统投资领域投资回报率日益下降，对冲基金渐渐将目光
转向商品及金融衍生品市场，在商品期货市场的参与度日渐提高，并且对商
品期货市场产生重要影响，对于对冲基金来说，商品期货市场成为其发挥众
多投资策略的重要的投资工具和领域。以最广为人知的宏观策略为例，几乎
在所有主要的市场中（股票、债券、货币和商品市场）都能找到该策略投
资者的身影，他们经常使用杠杆和衍生工具来扩大其影响力。随时都会改变
机会、趋势、策略———哪种投资能有效预测经济政策、政策环境或是利率，
就使用哪种投资。因其投资期货市场，所以全球宏观与期货投资基金的
ＣＴＡ策略很相近，但是也存在以下三点主要区别：（１）期货投资基金交易
全部发生在期货市场，而全球宏观的交易和资产投资大部分发生在全球股票
和债券市场。（２）全球宏观管理者一般都有基本的投资方向，而大多数的
期货投资基金更多地倾向于技术上的突破和领先，他们利用这些技术来辨别
交易和投资的趋势。（３）大多数期货投资基金交易员遵循系统的方法和技
巧，而全球宏观管理者更倾向于自己的判断。

从ＬＭＥ （伦敦金属交易所）的交易来看，像对冲基金（Ｔｏｕｒａｄｊｉ Ｃａｐ
ｉｔａｌ）、摩尔资本管理公司（Ｍｏｏ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对冲基金红风筝（Ｒｅｄ Ｋｉｔｅ ）
等几家对冲基金在铜市场中比较活跃，长期做多并不断把近期多头到期后调
至远期。同时在期权市场上买入一个相应远期的低位看跌期权后，在期货市
场做多，或者在相应高位时买入一个高位的看涨期权并在期货市场上抛出一
个相应期货合约，以此进行保护并获利。

　 　 三、 国内非产业机构投资者分类如何？ 其操作模
式是怎样的？

　 　 目前我国非产业机构投资者没有存在的法律依据，力量也比较小。按股
东背景划分，主要是一些企业出资成立的投资公司、个人成立的投资公司、
大的个人投资者等。操作模式非常丰富，具体如下：

１ 资产配置者操作模式介绍。资产配置是指根据投资国内非产业机构
投资者市场，单一资产投资方案难以满足投资需求，资产配置的重要意义与
作用逐渐凸显出来，它可以帮助投资人降低单一资产的非系统性风险。



精对苯二甲酸

１８０　　

２ 期现套利者操作模式介绍。期现价差是指现货价格减去期货价格，
即期货价格相对于现货价格在扣除注册成本之后仍有较大价差（利润或者
亏损）。期现价差交易策略主要依据期现价差大小来决定方向，当交割利润
很大的时候采取抛空策略，当交割亏损很大的时候采取买入策略。

３ 商品组合者操作模式介绍。商品组合投资在这里讨论的产业价差，
是指产业链上下游利润分配情况。产业价差交易策略主要依据产业链上下游
利润大小来决定方向，当上游利润很大而下游利润很小的时候采取抛空上游
买进下游策略，当上游利润很小而下游利润很大的时候采取抛空下游买进上
游策略。

４ 趋势投资者操作模式介绍。趋势投资者跟踪趋势交易，当市场以某
种特定的方式运行或处于某种特定状态时，这种策略较为有效。趋势交易
者，寻找价格沿某一确定趋势运动的市场，向上或向下的趋势。趋势交易者
力图找到早期的趋势并在趋势结束前获利。入市时机的选择，趋势交易者常
常需要研究支撑和阻挡价格水平、趋势线、移动平均线、价格形态等等以作
判断。

长期交易者、头寸交易者、日内交易者，都可以是趋势交易者，有许多
类型的趋势，从持续几分钟的日内趋势到持续数日、数周、数月甚至数年的
长期趋势。

价格横向盘整时期趋势不明，向上成功突破阻力位后，则新一轮上升趋
势确立。若价格向下突破盘整区间的支撑，则后市看跌，一轮下跌趋势即将
展开。不论向上还是向下突破，都构成入市信号。

四、 如何从资产配置角度看 ＰＴＡ投资？

金融危机后，所有商品都表现出系统性的机会，ＰＴＡ在整个商品资产里
占很小比例，即使在原油市场里所占比例也很小，从这个角度讲，ＰＴＡ资产
会具备全球所有资产所具有的共性，２００９年买入ＰＴＡ是资产配置的典型案
例。

２００９年商品市场的宏观发展脉络与往年有所不同。一般来说，经济危
机之后股票首先会表现很好，商品次之，反之亦然，这是传统的观点。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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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的情况略有改变。以前的经济危机，由于美国的金融体系发达，经
济复苏时股票往往表现非常好，但２００８年的金融危机欧美市场表现较为糟
糕，中国、印度这些表现较好的发展中国家是以商品或者传统加工业为主的
国家，所以商品和股票率先企稳。商品在资产表现的顺序上也有些变化，成
为最受关注的资产。另外，由“小巴菲特”奥赖利提出的“投资路线图”
（美国国债价格下跌→美元下跌→原油看涨→商品看涨）也是一个很好的参
考，２００９年美元的疲软与国债的超量发行有很大关系。

２００９年商品市场微观发展脉络主要有五个方面：修复同类商品的比价
关系、修复商品地区间比价关系、修复商品产业链间比价关系、修复不同产
业链间比价关系、修复风险资产与安全资产比价关系。这五个方面又是层层
推进的。

从石化产业链看，破坏性的最关键因素是汽油需求大幅下滑导致汽油价
格下跌，整个石化需求的下滑也使得石脑油价格下跌，从而导致炼油利润大
幅下滑，炼厂开工率下降，也就是说，整个石化产业链被破坏了。

这种炼厂开工率的大幅下降也减少了石脑油及下游的ＰＸ供应量，使得
整个ＰＴＡ产业出现了原料紧张状况，ＰＴＡ供不应求局面长期得不到修复，
大幅拉升了ＰＴＡ价格。等到危机过后，汽油需求开始回升，汽油价格也随
之上升，而前期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原油价格维持在很低水平，加大了汽
油和原油的价差，裂解价差的上升激励炼厂提升开工率，推动石脑油供应量
的上升，ＰＸ供应量也大幅增加，ＰＴＡ产业的原料短缺问题得以缓解，进而
改善了ＰＴＡ产业的供求平衡，使得ＰＴＡ价格开始回归到一个合理水平，推
动整个ＰＴＡ产业重新进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可见，虽然从大格局看，ＰＴＡ只是所有商品中的一小部分，但ＰＴＡ产
业的发展却是和整个全球经济格局和大类资产配置紧密相连的。

五、 期现套利者的 ＰＴＡ投资如何操作？

【案例７ － １】
某投资企业拥有ＰＴＡ库存１０００吨，是２００６年１１月以８４００元／吨的价

格买进的，但是买入之后市场价格下降，到１２月中旬市场主流现货成交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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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为８２００元／吨。该企业在这笔交易中的库存浮亏为２００元／吨，合计２０万
元。１２月１８日，ＰＴＡ期货上市，开盘当天ＴＡ７０５合约就从８３８０元／吨的开
盘价格上涨５００点收盘在８８８０元／吨，企业找到期货公司，并提出目前的问
题，期货公司根据多年在商品市场的实战经验认为市场可能存在期现套利的
机会，做好成本分析和操作计划。成本核算如表７ － １所示。

表７ － １ 成本核算
单位：元／吨

期现套利的成本收益核算
现货单价： ８２００ ８２００ ８２００

期货价格： ８８８０ ９０００ ９１００

１资金成本： １８８ ９４ １８９ ００ １８９ ０５

２中间费用： ９１ ２８ ９１ ４０ ９１ ５０

３预付税款： ９８ ８０ １１６ ２４ １３０ ７７

４套利利差： ３００ ９８ ４０３ ３６ ４８８ ６８

最终收益２： ８ １６％ １０ ９３％ １３ ２４％

最后核算：（原始成本８４００元／吨）

现货市场 期货市场
当初 ８２００元／吨 ９０７２元／吨
之后 ８３００元／吨 ８７７０元／吨
利润 １００元／吨 ３０２元／吨
收益 ３８６ ９元／吨
结果 综合原来的８４００元／吨的成本，不仅扭亏而且最终的盈利是１８６ ９元／吨

此次操作，是在期货市场在对ＴＡ７０５以９０７２元／吨抛出２００手，如果价
格继续下跌，可考虑获利平仓；如果价格上涨，可以将手上的现货注册成仓
单，最终以交割了结。结果，期货ＴＡ７０５价格下跌，至８７７０元／吨，该投
资公司以平仓了结了头寸，获利３０２元／吨，２００手１０００吨收益３０ ２万元。
另外，现货价格也从８２００元／吨回升至８３００元／吨，考虑原始成本８４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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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并除去期货持仓成本，最终盈利１８６ ９元／吨，最终不但扭亏还有最终
总收益１８ ６９万元，这是单靠当时的现货市场无法实现的。

六、 商品组合投资者如何分析 ＰＴＡ？

２００９年能源化工系的一个主题就是中间产品和终端产品生产加工毛利
被压缩，产能开工率不足。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是原燃材料大幅上涨，尽
管最近有所回落，但仍然看不到回到低位的可能；第二是中东在大规模布局
全球石化产业，因其低廉的天然气原料价格，以及丰富的石脑油资源，给全
球尤其是东南亚和东北亚那些以石脑油为主要原料的石化行业以沉重打击；
第三是全球经济衰退，需求不畅，无法拉动开工率。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
能源化工行业，我们有如下简单的判断：一级原燃材料不会出现趋势性的下
跌，但也很难在冬天到来之前大幅走高，但是日内波动会加剧，进而导致能
源类商品单边头寸持有困难；石化品种总体表现欠佳，因毛利被压缩，库存
贬值的担忧将会主导生产商和贸易商的风险控制行为，将会使得化工商品价
格急涨急跌；不同产业链特性的商品表现开始分化，是对冲交易的好机会。

为此，对能源化工行业进行阶段性评估，以期找出该类别大宗商品价格
分化的可能性，并寻找适当的对冲交易组合。

对于大宗化工品，分析的主要观点如下：
石化产品全球过剩。即将到来的全球石化新产能市场，将可能导致行业

不景气，并继续令中间和终端商品毛利承压。２００８年四季度到２０１０年，全
球新增的乙烯产能约为２４００万吨，而每年乙烯需求增长为５００万～ ６００万
吨。这些新增产能主要来自中东和亚洲（特别是中国），而２００９年之前中
东将独自贡献７００万吨新产能，其成本得益于低廉的天然气原料，将是东北
亚和东南亚乙烯成本的１ ／ ３。

宏观经济形势低迷的影响。经济形势低迷可能导致需求放缓，通常我们
以ＧＤＰ的增长来估算石化产品需求的增长，这将导致需求的低迷程度可能
超过绝大部分人的预期。原油价格的高企，将会进一步挤压石化生产商的微
薄利润。

政府鼓励更多的乙烯产能。在中国，不存在过剩的乙烯或其衍生物，除



精对苯二甲酸

１８４　　

了聚酯和聚氯乙烯。中国大宗化工品约有５０％依赖进口，但是因为绝大部
分大宗化工品的价格和进出口是不受管制的，因而全球过剩也将影响国内商
品的利润率。虽然中国并不打算完全自给乙烯及其衍生化工品，但也不想进
口依存度超越２００８年的水平。因此，政府一直鼓励国内公司扩张乙烯生产
能力。２００８年四季度开始的乙烯新产能的大规模释放，化工商品出现毛利
大幅走弱的信号，因为乙烯是绝大部分石化产品的基础原料。在此期间，
２４００万吨乙烯新增产能，年化的增长率是６ ３％，而预计的需求年化增长率
是４ ７％，这还是在当前预计的全球ＧＤＰ增长前提下作出的假设。中东乙烯
新产能最快将在三季度开始释放。

在短期内，不断升级的原料成本（石脑油）和进一步疲软的需求，将
继续主导国内大宗化工品市场的走势。

从单个大宗化学品来说，预计产能过剩影响最大的将是聚乙烯ＰＥ、聚
丙烯ＰＰ、乙二醇ＭＥＧ、对二甲苯ＰＸ。不同于石油产品，石化产品的价格在
中国是不受政府管制的。而进出口渠道也比较顺畅，关税也基本没有商品境
内外自由流通的障碍。政府全资拥有的中石化和中石油控制着绝大多数中国
的乙烯产能，民营和外资企业则主要集中在诸如塑料的下游衍生产品上。在
即将到来的石化产业低迷期，毛利受压程度可能比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２年期间还要
严重。不过，毛利的水平还将取决于各自产品的特定供求关系。未来四年，
石化产能过剩的两个主要驱动因素在于：首先，在许多石油／天然气生产国
（尤其是中东），乙烷供给是过剩的，原因很多，例如，一些国家选择从天
然气中分离出乙烷，以使得其液化天然气（ＬＰＧ）符合西方国家对产品规格
的要求，利于出口，而这些乙烷可以充当廉价的原料。对于中东国家来说，
石化的扩张可以促使其产业调整和就业，低廉的原材料价格给了他们抢占全
球石化领地的最好机会。其次，许多发展中国家石化产品进口增长强劲，如
中国和印度，且国内用于石化行业的投资增长迅速，但短期需求却较为疲
弱，这将推动该行业进入全面过剩阶段。另外，一些化工品毛利前景相对稳
定，包括双酚Ａ、苯酚、聚氯乙烯、苯乙烯、丙烯及ＰＴＡ。对ＰＴＡ来说，
尽管预期聚酯开工率会提高，一定程度上会支持ＰＴＡ毛利水平，但是维持
盈亏平衡的可能性最大。从全球来说，西欧和北美现有装置老化，运营成本
过高，而装置所处地区需求增长已经显著放缓，这些装置很可能会经历一轮



非产业机构投资者对 ＰＴＡ 期货的应用

第
七
章 １８５　　

关停。ＴＯＴＡＬ （道达尔公司）和Ｅａｓｔｍａｎ （伊士曼化工）已经宣布了类似的
举措。许多跨国公司已经或者正在考虑与低成本原料富足的国家进行合资，
这些跨国公司带来的是技术、市场运作和管理的经验，还有充足的资本，这
使得廉价的石化产品流向世界很多地区。

对于ＰＴＡ来说，其价格的主导因素需要重新提及。从相关数据整合来
看，其上游ＰＸ产能过剩情况比较严重，开工率将从２００９年开始大幅下降。
这就意味着，相比石脑油，ＰＸ的价格将处于弱势。但是考虑到国内ＰＴＡ厂
商采购东北亚市场ＰＸ的特点，ＰＸ厂商在与ＰＴＡ厂家的较量中总是占上风，
这就意味着，ＰＴＡ将要承受上游ＰＸ转嫁来的毛利萎缩的压力。从其下游来
看，纺织行业成本构成中原料占比甚至低于１０％。也就是说，联合ＰＴＡ与
聚酯，其产品价格并不构成对下游的实质性压力，所以在行业较为正常时，
ＰＴＡ厂商往往能够在定价中占优势，下游对ＰＴＡ的实质性影响来自于需求
的变动，信贷压力和欧美市场需求不振导致了国内纺织品出口持续走软，而
下游加工毛利严重不足，也难有接单动力。

因此，ＰＴＡ一方面受上游产能过剩但是却强硬传导过来的毛利压力，另
一方面则遭受与纺织行业同样的需求不振的影响。所以，在不考虑石脑油价
格的前提下，ＰＴＡ绝对价格及相对价差均承受不小压力。另一方面，尽管国
内ＰＴＡ产能不足以满足下游需求，但是进口货物往往以融资贸易形式出现，
尽管外管局和银监会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内外盘价差仍然是ＰＴＡ不小的
压力。或者说，进口ＰＴＡ各种税费折算后即使每吨高于内盘价格５００元，
仍然会有源源不断的进口货物流入国内市场。另外，根据一些机构统计和预
测数据，２００９年三季度和四季度，国内ＰＴＡ表观供应过剩将分别达到１３ ３
万吨和１７ ４万吨。而此前的一季度和二季度，表观供应过剩分别为－ １０ ９
万吨和－ ２５万吨。这意味着，上半年ＰＴＡ走势强劲的因素之一就是国内库
存的消化，而下半年又将增加库存。这部分增加的近３０万吨库存，虽然是
逐渐累加的，但却意味着贸易商手中囤货在逐渐增加，很有可能形成反馈能
量强大的下行趋势。而这些机构还同时预测，三季度聚酯切片和纤维的开工
率分别为７２％和６５％，接近于历史最低位；四季度稍有好转，分别上升至
８１％和６９％，但仍然处于历史低位。这意味着，三季度内盘ＰＴＡ有可能迎
来一年以来的最艰难时刻，毛利也将会被大幅压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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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２年，当时ＰＸ—石脑油价差分别是１９８美元／吨和２００
美元／吨，经验数据表明ＰＸ—石脑油的盈亏平衡点位是３００美元／吨，未来
一年ＰＸ开工率要稍好于该时期，预计仅能维持在３００美元／吨附近。而
２００９年两者价差在３５０美元／吨附近，７月平均４２６美元／吨，８月平均３７４
美元／吨。为此，分析估算２００９年下半年ＰＴＡ—石脑油价差将可能被压缩至
２００美元／吨。考虑到ＰＸ的议价能力，那么这２００美元／吨将可能全部由
ＰＴＡ来承受。因此，在有能源化工产业链对冲多头的前提下，可以考虑持有
ＰＴＡ对冲空头。ＣＭＡＩ （美国某化工咨询公司，重点研究全球大宗化工产品
市场供求平衡状况，着眼于未来５ ～ １０年的发展预测，数十年以来，无数石
化企业从ＣＭＡＩ提供的全面准确的市场信息中获益）计算的产业链经济结果
显示，亚洲聚酯产业链当时基本处于无盈利状态，再比对历史数据，意味着
ＰＴＡ生产商想独自盈利基本不可能。然而，单纯从波动率来说，ＰＸ要远高
于ＰＴＡ。于是将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就是ＰＸ阶段性上涨，ＰＴＡ生产商普
遍蒙受较大亏损，开工率大幅下降，ＰＴＡ价格逐步上调，但始终难以实现表
观盈利，于是正反馈形成，价格交替上升；在ＰＸ阶段性下跌的时候，反而
ＰＴＡ生产商加工毛利会逐渐恢复，开工率上升，供应量增加，价格逐步下
跌，负反馈形成。当然正反馈还需要一个前提，就是贸易商存货较少；负反
馈还需要一个前提，就是贸易商手中存货较多。而从２００９年下半年开始，
负反馈迹象开始显现，一则ＰＸ大跌，ＰＴＡ工厂毛利开始回升，开工率上
调，供应增加；二则内外盘价差回到３００美元／吨附近，进口货物会增加。
对于前提条件来说，恰恰是期货上近月的坚挺导致了进口货物加速流入国
内，因为期现价差拉到高位，在期货市场上抛出进口货物一度盈利达到７００
元／吨之巨，这样显然加速了负反馈的运动，进而导致国内期货实盘压力加
重，进而累及现货。

国内ＰＴＡ市场压力较重，无论从短期还是未来一年的中长期来看均将
如此。ＰＸ产能过剩、ＰＴＡ议价能力不足、纺织行业需求不景气，以及信贷
紧缩导致的融资抛盘压力等都对ＰＴＡ价格上行造成了较大压力。对于头寸
的处理，则可强调少持有单边头寸，ＰＴＡ可以在寻找到对冲多头的前提下，
成为组合中的对冲空头。建仓位置宜等待ＰＴＡ期现货价格回归到现货贴水
的正常状态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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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趋势投资机构 ＰＴＡ投资的具体做法有哪些？

【案例７ － ２】
在金融危机过后，某趋势投资机构对ＰＴＡ做了如下分析：
（１）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伴随流动性增加带来的投机热情的衰退，

同时行业出现的高毛利现象依然是寡头格局下的非正常状态，行业有回归基
本利润水平的需求。

（２）２００９年７ ～ ８月的ＰＴＡ相对价格仍然偏高，绝对价格适中，可以
开始考虑投资介入囤积，但仍然不是最好时机，他们相信在其他因素符合预
期的情况下ＰＴＡ价格从７１００ ～ ８３００元／吨下跌到６２００ ～ ６３００元／吨是可以期
待的，甚至更低。

（３）在原油维持平稳的情况下，ＰＸ下跌的空间有限，ＰＴＡ的毛利有回
归的需求，下游产品的消化仍然需要时间，行情的底部应该出现在１０月中
旬，操作可以在ＰＴＡ盈亏平衡点附近以下逐步建仓。

（４）建仓采用的基本原则是２ － ３ － ３ － ２的方式，并且作好交易的数量
规模、止损设置、持仓时间６个月、移仓准备３次、平仓买ＰＸ等工作。

在ＰＴＡ价格再次经历猛烈下跌之后，开始进行战略性的长期持仓，价
值投资型地买入，抄底进入投机，通过期货市场杠杆效用，替代现货，获取
更高收益，进行更低成本的交易。

２００９年下半年，随着国内ＰＸ装置的相继投产，ＰＸ供应原本紧张的格
局结束，开始变的相对宽松，ＰＸ的暴利已经不在，石脑油与ＰＸ的价差从
原先的６００美元／吨以上回归到３００美元／吨以下，进入动态毛利亏损的状
态，就是ＰＸ过剩的最好说明。

ＰＸ从２００９年８月７日韩国ＦＯＢ １１５０美元／吨下跌到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３日
的８６０美元／吨，累计跌幅２５ ２２％，累计时间４７天。

ＰＴＡ期货从８月５日的８４６０元／吨下跌到９月２３日的６６５２元／吨，下
跌幅度２１ ３７％，累计时间４９天，如图７ － １所示。

再看下游聚酯涤丝ＰＯＹ１５０Ｄ ／ ４８Ｆ的价格。
江浙涤丝重心整体稳定，部分工厂偏高的报价有一定幅度下调，市场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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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 １　 ２００９年７ ～ ９月ＰＴＡ期货上涨和下跌路径
体成交一般，气氛谨慎。浙江有光ＰＯＹ工厂因库存偏高出现减产动作，个
别大厂减产４０％，减产后部分规格有光ＰＯＹ报价适度调整。聚酯工厂产销
不佳，库存压力居高不下，部分已有降低负荷打算。据说行业平均长丝库存
已经在２０天水平，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即将走向矛盾爆发的节点。埃克森
美孚１０月ＰＸ亚洲合同倡导价出台：９５０美元／吨，ＰＴＡ的直接成本６２５０元
／吨。

主要矛盾是：（１） ＰＸ供应宽松带来的ＰＴＡ成本支撑的塌陷。现货ＰＸ
在８６０美元／吨，而现货ＰＴＡ在７８５美元／吨和６６００元／吨水平，ＰＸ—ＰＴＡ
外盘价差１００美元／吨，ＰＸ—ＰＴＡ内盘价差７３０元／吨，ＰＴＡ内盘—外盘价
差－ １５０元／吨。（２）下游库存高企，涤丝类产品销售不畅，聚合工厂的库
存压力威胁着ＰＴＡ的消费。

随着行情的不断下跌，下游纺织品服装在２００９年出口经历比较大萎缩
的情况下，整个纺织化纤的消费增长非常缓慢，甚至是出现萎缩的，产能过
剩压力显现，聚合工厂在面临终端倒闭危险的时候，销售的不振使得原本已
经开始轻资产、低库存经营的化纤行业的库存在ＰＴＡ供应商和聚合工厂环
节再次出现积累，风险再次增加。

综合判断：（１）我们认为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伴随流动性增加带来
的投机热情在衰退，同时行业出现的高毛利现象依然是寡头格局下的非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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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行业有回归基本利润水平的需求。（２）当时的ＰＴＡ相对价格仍然偏
高，绝对价格适中，可以开始考虑投资介入囤积，但仍然不是最好时机，分
析结果相信在其他因素符合分析预计的情况下跌到６２００ ～ ６３００元／吨，甚至
更低。（３）在原油维持平稳的情况下，ＰＸ依然存在下跌的空间，ＰＴＡ的毛
利有回归的需求，下游产品的消化仍然需要时间，行情的底部应该在１０月
中旬出现，分析结果是可以在６３００元／吨以下逐步建仓。（４）建仓采用稳
健的原则，可以将资金分为１０份，按照２ － ３ － ３ － ２的比例逐步建仓，并且
做好交易的止损设置、移仓准备、平仓买ＰＸ等工作。

而８月底做出此计划后，行情如预期逐渐下滑，主力合约ＴＡ０９１１从８
月底的７６００点至９月２０日附近也只下跌到了６８００点附近，说明之前的分
析可能对于价格波动区间过于低估，而其他分析内容仍然有效，为避免计划
的落空，决定将６３００元／吨以下建仓修改至６８００元／吨以上建仓。

结果，在９月下旬以计划的方案逐步建仓，最终成功以６７００点、６６００
点的平均价格分别成功在ＴＡ０９１１和ＴＡ０９１２上建立多单各２０００手，ＴＡ０９１１
在进入交割月之前的１０月３０日平均以７３５０点全部平仓出局，盈利（７３５０
－ ６７００） × ５ × ２０００ ＝ ６５０万元；ＴＡ０９１２在１１月２４日平均以８０５０点全部平
仓出局，盈利（８０５０ － ６６００） × ５ × ２０００ ＝ １４５０万元，此次操作，共盈利
２１００万元。

自 　 测 　 题

一、填空题

１ 非产业机构投资者，作为一种特殊的金融机构，代表投资者的利益，
将其资本集中起来管理，为了特定的目标，以 的风险形式，追求投
资 的最大化。机构投资者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Ａ 可接受　 　 　 　 　 　 　 　 　 　 　 　 　 　 　 　 　 　 　 Ｂ 不接受
Ｃ 收益 Ｄ 风险
２ 从全球来看，机构投资者主要包括 或 、人寿保险

公司、养老基金、证券公司等，其中前三者为主要的机构投资者。
Ａ 出资人 Ｂ 共同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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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投资基金 Ｄ 基金管理者
３ 目前，活跃在期货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主要有 、商品指数

基金、 、国际投行及商业银行等。
Ａ 证券公司 Ｂ 对冲基金
Ｃ 养老基金 Ｄ 期货投资基金
４ 证券公司、 、 、私募股票基金以及日内交易公司

等机构也纷纷将资金投向期货市场。
Ａ 养老基金 Ｂ 对冲基金
Ｃ 共同基金 Ｄ 投资基金
５ 从参与期货市场的策略而言，这些机构投资者主要涉及两种投资策

略： 投资和 投资。
Ａ 趋势 Ｂ 套利
Ｃ 被动 Ｄ 主动

二、判断题

１ 采取买入并持有的被动投资策略的另一个收益来源是展期收益———
当市场处于反向时，高价卖出合约平仓，再低价买入合约建仓完成移仓，获
得高卖低买差价。 （　 　 ）

２ 活跃在期货市场上的几类典型的机构投资者，他们可以分为共同基
金、养老投资基金、对冲基金。 （　 　 ）

３ 商品指数基金不采用卖空策略，也不使用资金杠杆。他们的目的是
长期买入并持仓（期货仓位或者现货），兼具指数化和买入持有，是被动型
投资策略的典型。 （　 　 ）

４ 国内非产业机构投资者有法律支持，力量也比较大。按股东背景划
分，主要是一些企业出资成立的投资公司、个人成立的投资公司、大的个人
投资者等。操作模式非常丰富。 （　 　 ）

５ 随着传统投资领域投资回报率日益下降，对冲基金渐渐将目光转向
商品及金融衍生品市场，在商品期货市场的参与度日渐提高，并且对商品期
货市场产生重要影响，对于对冲基金来说，商品期货市场成为其发挥众多投
资策略的重要的投资工具和领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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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填空题

１ ＡＣ　 　 　 ２ ＢＣ　 　 　 ３ ＢＤ　 　 　 ４ ＡＣ　 　 　 ５ ＣＤ

二、判断题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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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以普通期货投资者为主要服务对象而编写的一本普及性读物，使
投资者在短时间内初步了解ＰＴＡ的相关知识。同时，本书也着重针对各类
实体企业的经营需求及它们所面临的风险敞口，尤其是套期保值方面的需
求，提供了各种值得借鉴的应用性案例。此外，本书在套利方面也提供了不
少值得借鉴的分析方法和实用型案例。因此，本书也可供期货从业人员、企
业及套利决策者参考。

本书遵循基础性、通俗性、实用性、规范性原则，力图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和案例说明问题，尽量避免深奥的理论性介绍。本书结合ＰＴＡ产业链特
点，从供求关系及相关政策等因素入手，详细介绍了各方面影响因素对ＰＴＡ
价格的影响，为投资者提供参考。针对ＰＴＡ产业链各环节的具体情况，本
书从实际出发对产业链各环节参与ＰＴＡ的可行性及具体方法上都进行了论
述，并着重介绍了实体企业如何发挥期货市场的独特功能来规避价格风险、
创新经营模式的基本思路和操作原理。

需要说明的是，“期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控制风险是期货市场的
首要原则。

由于篇幅有限，本书无法尽述相关企业及投资者在期货市场上可能面临
的所有具体情况。因此，投资者参与期货要制定合理的交易策略，严格控制
风险；企业参与套期保值，务必结合自身的风险点和经营需求，制定科学合
理的交易策略，严格控制交易规模，切忌“以套保为名行投机之实”。同
时，普通投资者在决定参与交易之前，应审慎评估自身能力，尽可能熟悉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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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交易品种的市场运行特点及操作技能，从而规避不必要的风险。
作为《期货投资者教育系列丛书》之一，本书由中国期货业协会组织

编写，具体的编写人员经由专家评审最终确定。本书由浙江永安期货经纪有
限公司匡波、俞培斌、孔亮、刘志葵、莫建建承担编写任务。广发期货公司
蒋婵杰同志对本书书稿进行了审阅并提出了宝贵意见与建议。本书在编写过
程中得到了中国证监会投资者教育办公室、期货二部、中国期货业协会、郑
州商品交易所、永安期货公司等有关领导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
谢！书中错误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中国期货业协会
《期货投资者教育系列丛书》编委会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０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