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商品交易所 
郑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郑商所）成立于 1990 年 10 月 12 日，是我国第一家期货市

场试点单位，由远期现货交易起步，于 1993 年 5 月 28 日推出标准化期货合约交易，1998
年 8 月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三家期货交易所之一，归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垂直领导。郑

商所是为期货合约集中竞价交易提供场所、设施及相关服务，履行《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和

《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规定的职能，按照章程和交易规则实行自律管理的法人。 
 
上市品种 

目前，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郑商所上市交易的期货合约有小麦、棉花、白

糖、精对苯二甲酸（PTA）、菜籽油、早籼稻等。 
 
期货市场及功能 

期货市场是进行标准化合约买卖的市场。期货市场一般由期货交易所、期货经纪公司、

期货结算机构和期货交易者四部分组成。 
基本功能：发现价格、规避风险、  风险投资、 资源配置 
 
优质强筋小麦期货合约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2003 年 3 月 28 日优质强筋小麦（简称强麦）期货合约在郑商所上

市交易。 
交易单位 10吨/手 

报价单位 元(人民币)/吨 

小变动价位 1元/吨 

每日价格 大波动限制 不超过上一交易日结算价±3% 

合约交割月份 1、3、5、7、9、11月 

交易时间 每周一至周五 上午  9：00-11：30 下午 1：30-3：00  

后交易日 合约交割月份的倒数第七个交易日 

交割日期 合约交割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和 后交易日 

交割品级 标准交割品：符合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交易用优质强筋小麦

标准（Q/ZSJ001-2003）二等优质强筋小麦替代品及升贴水见

《郑州商品交易所交割细则》。 

交割地点 交易所指定交割仓库 

交易保证金 合约价值的5% 

交易手续费 2元/手（含风险准备金） 

交割方式 实物交割 

交易代码 WS 

上市交易所 郑州商品交易所 

 



 

 
硬麦合约  

2008 年 2 月 29 日，根据新的小麦国家标准--GB1351-2008，硬白小麦期货合约(以下简

称硬麦)进行了修订, 并自 2009 年 1 月合约开始实施。 
交易单位 10吨/手 

报价单位 元(人民币)/吨 

小变动价位 1元/吨 

每日价格 大波动限制 不超过上一交易日结算价±3% 

合约交割月份 1、3、5、7、9、11月 

交易时间 上午  9：00-11：30 下午 1：30-3：00  

后交易日 合约交割月份的倒数第七个交易日 

交割日期 合约交割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和 后交易日 

交割品级 基准交割品：三等硬白小麦符合GB1351-2008《小麦》替代品

及升贴水见《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交割细则》。 

交割地点 交易所指定交割仓库 

交易保证金 合约价值的5% 

交易手续费 2元/手（含风险准备金） 

交割方式 实物交割 

交易代码 NT 

上市交易所 郑州商品交易所 

 
 
强麦期货交割标准 



 

 
注： 
1、一等优质强筋小麦升 
水 30 元/吨； 
2、同等级优质强筋小麦 
的不完善粒大于 6.0%小 
于 10.0%（其中，霉变粒 
小于等于 2.0%）贴水 10 元/吨。 

 
注：强麦主要用做面包以及其他食品的配麦使用 
硬麦期货交割标准 

基准交割品：符合 GB1351-2008《小麦》的三等硬白小麦。 
交割硬麦入库时的降落数值应在 260-420S 之间。 

  注：替代品及升贴水： 
  1、不完善粒≤8.0%（其中，生芽粒小于等于 2.0%，生霉粒小于等于 2.0%），其他指标

符合 GB 1351-2008 的二等以上硬白小麦可替代交割，不升水。 
  2、水分超 12.5%，但在 13.0%以内的，交割仓库应接收，每超 0.1%扣量 0.2%; 
3、杂质超 1.0%，但在 1.2%以内的，交割仓库应接收，每超 0.1%扣量 0.2%。 
小麦交割仓库分布 



 

 

 

小麦期货主要制度介绍 
（1）保证金制度 

强麦期货合约的保证金比例为合约价值的 5%。交易保证金实行分级管理，随着期货合

约交割期的临近和持仓量的增加，交易所将逐步提高交易保证金。 



 

小麦期货合约保证金收取标准 

 

（2）限仓制度 

 
注意：以上持仓限额只是投机持仓限额，经交易所批准的套期保值不受此限制，一般月份

套利持仓不受限制。 

（3）涨跌停板是指期货合约允许的每日交易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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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期货合约每日价格涨跌停板幅度为前上一交易日结算价±3%。   

（4）期货转现货期货合约自上市之日起到该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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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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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交易所在审批日的 15 时之后，按买卖双方达成的平仓价格平仓。 

（5）质量检验制度。强麦入库质量检验由交易所组织实施。强麦降落数值、稳定时间、拉

伸面积和湿面筋指标由质检机构检验，其它质量指标由交割仓库或质检机构检验，硬麦入库

质量检验由交割仓库组织实施，交易所进行抽查。 

（6）小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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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交割流程图 



 

 

小麦供需情况 
小麦供需情况 (单位：千吨) 

 
数据来源：中国汇易网 

中国优质小麦种植面积从 98/99 年度的 180 万公顷增加到了 08/09 年度的 1600 万公顷，

产量从 620 万吨增加到了 7100 万吨；但受中国土地制度决定的种植模式限制，优质小麦生

产中品种出现退化，收储过程中不能单收单储，使得小麦品质不能保证。流通中达到国家优

质专用小麦标准的小麦远远小于这个数量，但已基本能满足国内需求。 



 

 
小麦期货运行情况 

郑商所于 2003 年 3 月 28 日推出优质强筋小麦期货合约，市场运行平稳，持仓量、交

易量稳步增长，市场功能不断发挥。2008 年 2 月 29 日，硬麦合约根据新国标进行了修订，

修订后的硬麦合约成交及持仓不断扩大，为投资者提供了另一个小麦投资及套保的工具。 
2008 年小麦期货市场平稳运行，交易活跃。全年优质强筋小麦期货共成交

合约 5501.86 万手,成交金额 11407.47 亿元， 高日成交量 79.71 万手， 高日

持仓量 34.26 万手;硬白小麦全年共成交合约 32.86 万手,成交金额 59.61 亿元。

2008 年小麦期货功能进一步发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中央电视

台、《期货日报》等多家媒体进行报道，延津模式、藁城模式、白马湖模式交相

辉映，小麦期货功能发挥日益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小麦期货价格成为现货经营、

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参考依据。 

 



 

小麦期货市场的作用 
 (1)小麦期货价格具有预期指导作用，为国家宏观调控提供合理有效的价格依据；引导

小麦单种、单收和单储，增强国际竞争力；可体现优质优价，引导小麦种植结构调整；提高

订单农业的履约率；扩大订单农业的数量和规模； 
 (2)现货生产经营企业可以参加小麦期货市场套期保值；可以规避价格风险，锁定成本，

实现企业稳定运行的目标；能够为生产、加工、经营企业在销售、购买和定价策略中提供灵

活性；可以提高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可以节省储存费用、保险费和损耗；可增加厂商的借

款能力和信誉。 
 

小麦期货投资机会 
 （1）两个小麦合约为相关企业套保提供了风险管理及套利的工具； 
 （2）小麦价格波动较大，为投资者提供了较大的利润空间； 
 （3）不确定因素多，投资收益机会层出不穷； 
 （4）合约设计科学，适合于不同的投资者进行投资。 

影响小麦期货价格的主要因素 
 （1）现货供求关系；          （2）天气及病虫害； 
 （3）农民心理；            （4）宏观经济形势及国家政策； 
 （5）国际市场联动性；         （6）小麦质量和仓单数量； 
 （7）投资者心理预期；         （8）小麦生产周期性和季节性； 
 （9）交通运输条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