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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目背景 

中国的大豆消费量高但国内自给率偏低，大约有九成左

右需要仰赖国外进口。进口来源以美国、巴西、阿根廷、加

拿大为主。国内企业可以根据不同来源的供给、价格，轮流

在南、北半球之间的主产地进行采购，实现全年进口。这些

主产地以美国的信息公布最完整、影响力最高，南美的农产

信息少、不完整。美国农业部定期发布的信息，对农产品(期

货、现货)价格影响大，但这是二手信息，有固定发布频率且

时间滞后，对于重大事件无法密集跟踪、及时获取。此外，

美国农业部也会站在保护本地农民立场来进行干预，例如

2003/04 年、2015/16 年、2021 年等。根据中国国家粮油

信息中心统计，过去 10 年(2011-2020)美国农业部在 10 月

有 3 次下调单产预估;有 4 次 9 月单产预估低于最终单产，

且全都在最近 4 年。美国农业部在收获之前预先压低产量数

据，借此拉抬价格，后续月份再进行数据调整，这样的操作

手法虽然提高农户的收入，但是却是由中国买家来付出成本。 

利用卫星遥感数据，可以获得第一手的农作物生产信息、

港口进出口情况等。卫星图像取用频率可以自行定义，在特

殊时期密集观测，而滞后时间也短、拍照后 2-3 天内即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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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析并发布。此外，卫星可在全球范围进行拍照。这样缩

短时间差、克服空间限制的科学分析工具，非常适合用来进

行国外农产品种植、生产、收获、出口的信息采集与分析，

杜绝国外的信息扭曲与抬价。 

  相对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的信息取得难度与成本都偏

高。特别是在卫星遥感、航运信息等另类数据，中小企业取

得更不容易，也更不可能来付费使用。采用点价模式大量采

购境外农产品的中国企业，在面对大国贸易摩擦与激烈竞争

之际，获得正确且即时的信息非常关键。  

二、服务方案与开展过程 

南华期货运用多元的另类数据(包括卫星、航运等)，通过

宣讲方式(线下会议、线上会议等)，将第一手的农产品采收

与运输过程，传送给中小型农产品贸易与生产商，同时指导

企业运用衍生品进行风险管理，获得参会企业的热烈反馈与

支持。流程如下图所示，以下分别说明开展过程。 

 

 

   

南华期货服务方案流程图 

 

(一)卫星信息采集与数据分析 

南华期货与北京四象爱数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四象科技)

在 2021 年 5 月份双方签署合作协议，针对卫星数据在大宗

商品与金融投资领域展开紧密合作。根据这个协议，南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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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拥有第一手、合法授权取得、可以公开运用的卫星遥感数

据来源，来进行研究与分析。 

两家公司也在 2021 年 6 月联合申请中国期货业协会第

十四期联合研究计划。该课题研究成果《应用卫星遥感数据

的大宗商品关键指标设计与应用》(简称研究报告)，获选入

中期协编撰的《大宗商品市场定价机制及影响因素研究》专

书，并于 2021 年 12 月正式对外发行，同时发送给相关监管

单位与金融机构参考。 

这份研究报告运用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温度植被

干旱指数（TVDI）、地表温度（LST）3 个指标，在 2021 年

7 月起进行六次监测，周期为 16 天 1 次。研究发现整体植被

生长情况平稳、未出现大面积受灾，而不是新闻报导的大面

积干旱。综合结果表明，2021 年度美国大豆产量总体会略优

于 2020 年产量，或者至少保持持平。这个研究报告结果在

9 月底出来后，就陆续在不同的渠道进行信息传播，避免国

内企业被错误信息误导而高位点价采购。 

除了针对北美地区，南华期货也携手四象科技，针对巴

西大豆在当年度 10 月、11 月份的观测。发现市场高度关注

的拉尼娜天气现象，只是弱度，不是中度、强度。巴西的大

豆播种与种植情况正常，产量预期至少会好于前一年。 

港口拥堵与航运信息也是影响农产品到港量与价格的

关键因素之一。南华期货运用彭博(Bloomberg)、路透

(Reuters)等金融终端取得全球航运相关信息，作为中小企

业判断与点价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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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传递与传播、风险管理咨询服务 

根据前述分析成果，南华期货分别通过线上、线下方式

来传递这重要信息，避免国内企业被错误信息所误导。 

1.线上会议 

在大商所、郑商所支持下，通过五次线上会议，利用八

大直播平台对外播送，并提供回放。根据统计，有超过 1 万

8 千人次，回放观看人数也超过 1 千 3 百人次，合计至少 1

万 9 千人次。根据直播平台"云极课堂"的数据，参加不重复

人数约为(重复)参会人数的 51%，参加的认证企业与机构约

为参会人数的一成。按此比例推算，至少有不重复的 9 千 6

百人参加，至少有来自 2,000 家企业或机构参会。 

活动事前通过多渠道面对中小企业宣传，也通过各分公

司、营业部面对目标客户进行通知，多家平台都还列为当期

的重要活动，在首页进行长期宣传。活动通过八大知名平台

进行播放，包括南华期货 App/南华直播间/南华期货微信视

频号、万得、同花顺 iFinD、新浪财经、东方财富 Choice、

云极课堂、大路演(智通财经)、保利威。除了最后一个平台

之外，其他前面七个平台都能在会后观看回放。 

2. 线下会议与服务 

在当年 11 月、12 月与隔年 1 月，在六个相关会议上，

对农产品加工中小型企业进行宣讲。这些会议多由地方(省、

市、县)协会主办或邀请。特别是在省级协会年度会员大会上

做宣讲，参加企业众多、效果较为理想。这些会议现场合计

至少有 250 家企业参会。会议上把北美与南美的大豆与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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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现况等卫星数据信息整理告知参会企业，协助他们进行

合理采购与风险管理，并现场解答企业风险管理相关提问。 

(三)服务成效案例 

1. A 企业 

山东省食品加工的 A 企业，规模属于中型企业，注册资

本金为 1 千万元。从 2021 年中开始就不断看到美国干旱、

大豆减产的新闻，担心美豆供给受限。此外下游食品价格不

断下跌，企业面临成本增高、收入下修的两端双杀的可能压

力。 

受邀线上参加线上会议后，清楚了解到美豆供给正常、

巴西大豆播种顺利，遂采推动合理库存政策、随采随购，避

免在春节高出货季节拥有高库存。这样的做法，不仅让企业

节约采购成本，同时大幅减缓资金调度的压力。此项服务受

到了企业客户的欢迎，特别是在春节前高出货季之前，在原

物料采购、库存与风险管理中起到了明显降本增效作用。 

2. B 企业 

位于山西省粮食加工企业，注册资本金为 300 万元，主

要是以大商所大豆期货点价模式进行采购。在十月份看到拉

尼娜天气相关新闻后，担心大豆供给不足、价格会不断攀高。

在参加大商所支持、南华期货主办的线上会议后，同时参加

山西省地方县市协会的年度会议，对于大豆供应有即时的了

解，进而避免在 2021 年 11 月初豆一期货最高价附近点价购

买。至 2022 年 1 月 12 日为止，豆一期货主力合约已经到波

动低点，下跌超过 700 元、跌幅超过 11%，价格反应供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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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B 企业在 2021 年 11 月初采取稳健采购做法、避免跟

随新闻炒作而增加库存，至少让企业降低当时至少 5%的采购

成本，对于稳定中小企业收益有重大助益。 

三、项目总结 

本项目针对客户性质(中小企业、农产品加工)，依托南

华期货的优势(卫星数据分析能力、二十五年风险管理专业)，

提出服务方案，以线上、线下会议方式，解决农产品行业信

息落差、辅助企业科学定价。 

 

 

 

 

 

 

 

 

 

 

南华期货提供服务方案示意图 

 

对于这些大豆进口的中国企业而言，提前有效预判美国

与巴西的大豆生长情况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有效掌握可能的

大豆产量，作为采购数量、采购期、点价、采购来源转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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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参考依据。 

 本项目贡献至少有两点: 第一是及时提供正确的大豆生

产情况，缩短信息时间差、让国内政策制定机关与贸易商做

好采购决策。2021 年第四季是关键时刻, 原因有三: 企业

面临大豆价格高涨与下游价格下跌的双向挤压压力、美国农

业部习惯在大豆收成时操弄价格、春节前的食品行业备货旺

季。本案例在关键时刻提供正确信息，确实有效帮助相关企

业节约成本。 

第二是卫星数据确实有效协助大豆贸易商避免在高价采

购或点价，节约成本。企业在获得南华期货提供的分析后, 

在采购来源、采购数量、库存数量、采购价格等做适当规划

与安排。这对企业可以节省两个成本，包括采购成本、库存

的资金积压成本。 

本项目的亮点在于运用特色的卫星数据来提供第一手信

息，打破国外单位对于农产品生产与运送信息的扭曲解释，

且服务对象多、可持续。在大豆九成进口、大国激烈竞争与

贸易摩擦之际，通过信息研判与宣讲、协助中小企业做好采

购点价与风险管理的服务模式，让国内买家面对国际卖家时，

拥有明确的佐证、杜绝价格哄抬、进行科学定价。南华期货

运用自身数据分析专长与农产品专业知识，提供准确信息与

风险管理观念给企业，避免高价购买原物料而有效节约采购

成本、避免大量屯货而降低资金积压的财务成本，证明这是

对中小型农粮生产企业的有效服务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