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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国际商品市场形势 

 

2018 年以来，世界经济总体延续向好态势，商品供需回暖，价格

水平总体稳定，一些品种持续上涨。但同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

家货币危机、主要经济体间贸易摩擦等新的风险因素凸显，对全球经

济运行和国际市场信心产生不利影响，大宗商品价格面临一定的下行

压力。 

 

一、2018 年以来国际商品市场表现 

2018 年以来，世界经济总体维持向好态势，商品需求稳步增长，

供需平衡继续改善，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在较高水平上运行。一季

度，世界银行能源类和非能源类商品价格指数比上年末分别上涨 4.0%

和 4.3%。自二季度开始，新兴市场货币大幅贬值、全球贸易摩擦愈

演愈烈，大宗商品市场波动加大。因金融属性和避险需求的差异，价

格走势出现分歧，能源产品价格加速攀升，金属价格平稳上涨，农产

品尤其是大豆价格开始下跌。世界银行初级产品价格分类指数显示，

6 月份，能源类和金属类价格指数分别较 3 月份上涨 12.1%和 3.0%，

但农产品价格指数由一季度的上涨 6.3%转为下跌 1.2%。进入三季度，

负面因素影响加深，大宗商品价格总体回落。9 月末，道琼斯商品指

数、CRB 指数和标普高盛商品指数较 2017 年同期分别上涨 4.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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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20.5%；但与年初相比，道琼斯商品指数微跌 0.3%，CRB 指数和

标普高盛商品指数分别仅上涨 1.1%和 10.6%。其中，能源产品权重

较高的标普高盛商品指数表现抢眼，反映了 2018 年能源产品突出表

现。 

 

 

 

图 1  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 

（世界银行初级产品价格指数，美元计价，2010=100）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大宗商品月度指数，2018 年 9 月 

 

分商品类别看，能源产品价格持续上涨。纽约原油期货和布伦特

原油价格在去年大幅上涨基础上，前三季度又上涨 22%。有色金属价

格普遍由上年的上涨转为回落，尤其是去年涨幅领先的锌、铅、铜大

幅回调，前三季度伦敦有色金属交易所结算价下跌幅度分别达到

22.9%、20.8%、13.1%。铁矿石价格在上年持续大幅下挫后，今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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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有所补涨。农产品市场受天气影响，供需出现波动，价格有涨有跌。

小麦价格受减产刺激，前三季度芝加哥交易所期货价格上涨达 20%。

油籽油料价格受增产预期和贸易收缩影响，出现不同程度下跌，其中

马来西亚市场棕榈油价格和芝加哥交易所豆油期货价格分别下跌

21.6%和 11.2%。 

 

图 2  2017 年及 2018 年前三季度主要大宗商品价格变动 

 

二、影响国际商品市场的主要因素 

当前，世界经济总体维持复苏态势，市场供需状况有所好转，大

宗商品生产成本抬升，均对价格形成支撑。但宏观环境风险正在集聚，

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全球供应链面临的不确定

性增多，将加大商品价格下行压力。 

全球经济冷热不均。2017 年全球经济明显回暖，2018 年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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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复苏态势，主要经济体景气指数处于荣枯线以上。但全球经济增

长差异不断扩大。美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长，9 月份，美联储会议将 2018

和 2019 年增长率预测分别由 2.8%和 2.4%上调至 3.1%和 2.5%。其他

发达经济体增速有所放缓。欧元区 PMI 指数自 2017 年 12 月起持续

回落，2018 年 8 月降至 54.6。日本 PMI 指数由 1 月份的 54.8 下降至

52.5。部分新兴经济体经济陷入困境。前三季度，土耳其里拉贬值 40%，

阿根廷比索汇率暴跌一半，印度卢比跌至纪录低点，南非兰特、俄罗

斯卢布和巴西雷亚尔跌幅都在 15-20%之间。新兴经济体是全球主要

大宗商品的生产、出口和需求增量的重要来源，其经济形势波动可能

对商品供需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图 3  全球主要经济体 PMI 数据显示出制造业扩张态势 

数据来源：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国际货币环境收紧。基于对美国经济的乐观预期，2018 年以来，

美联储已加息三次，联邦基金利率达到 2.25%，市场预计年末还将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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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一次，2019 年再加息三次。美联储的利率走向将带动其他经济体

被动紧缩货币政策。欧洲央行在 9 月利率决议中重申，2019 年夏天

之前将保持利率不变，同时逐步缩减 QE 规模。路透社预计，各国央

行 2019 年计划从市场撤出的资金规模将超过注资规模，这种情况自

2011 年以来首次出现，表明全球货币宽松周期进入拐点。资金成本

抬升不可避免，将给商品价格带来下行压力。此外，强势美元对以美

元计价的商品价格直接产生抑制作用。 

贸易形势持续紧张。美国对多个贸易伙伴挑起经贸摩擦，全球贸

易形势紧张加剧，扰乱全球供应链，严重影响市场信心，削弱全球贸

易动力。中美两大经济体供应链紧密相连，中美经贸摩擦将给世界经

济贸易带来破坏性影响，进而影响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供求。据世界贸

易组织发布的“全球贸易景气指数”，预计 2018 年三季度全球贸易增

速将连续第三个季度放缓。 

成本因素作用增强。过去几年，随着全球大宗商品行业去产能压

缩产出，大宗商品市场由供应过剩转向供需基本平衡。成本在价格形

成中的作用明显增大，特别是能矿产品边际生产成本提高，对价格的

支撑力度越来越大。页岩油是近年原油市场供应的最大增量来源，但

技术进步压缩成本的空间越来越有限，同时美联储加息提高了资金成

本，页岩油生产成本开始上升。随着需求增加，高成本、低品位金属

矿开始进入市场，进一步支撑价格水平。 

 

三、主要商品市场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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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018 年全年及 2019 年，世界经济虽延续复苏向好态势，但

一系列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将增加大宗商品市场波动风险。2018 年商

品价格有望继续维持较高水平，但 2019 年价格下行压力可能趋于加

大。 

 

   表 1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动    （美元计价，年率，%）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制成品 -3.0 -0.5 -2.3 -5.2 1.7 2.5 1.6 

石油 -0.9 -7.5 -47.2 -15.7 23.3 31.4 -0.9 

非燃料初级产品 -1.5 -3.9 -17.6 -1.5 6.8 2.7 -0.7 

食品 0.4 -4.1 -17.4 2.7 2.2 2.3 1.7 

饮料 -11.9 20.7 -3.1 -5.0 -9.3 -5.7 -2.7 

工业用农产品 1.6 2.0 -13.5 -5.7 2.3 1.5 -1.5 

金属 -4.3 -10.1 -23.0 -5.4 22.2 5.3 -3.6 

注：1. 制成品：占发达国家货物出口 83%的制成品的出口单位价值；石油：英

国布伦特原油、迪拜原油及西德克萨斯原油的平均价格；非燃料初级产品：以

2002-2004 年在世界初级产品出口贸易中的比重为权数。 

2. 2018 年和 2019 年数据为预测值。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8 年 10 月，附表 A9。 

 

粮农产品  2018 年以来，农产品各品种之间走势差异较大。粮食

价格普遍上涨，肉类价格较为平稳，其他商品价格下降。8 月份，联

合国粮农组织编制的食品价格综合指数同比下跌 5.4%，其中，谷物

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0%，肉、奶、油、糖价格指数分别下跌 4.6%、

10.7%、16%和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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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2002-2004=100 

图 4 国际市场食品价格普遍下行 

 

谷物价格年内有望保持坚挺。受不利天气影响，国际机构近期下

调今年世界粮食产量预估。9 月份，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预计，2018

年谷物产量 25.87 亿吨，为三年来最低点。小麦减产最为明显，预计

产量 7.22 亿吨，为 5 年来最低水平。大米产量虽创新高，达到 5.12

吨，但也难以弥补其他谷物产量的下降。同时，受饲料需求带动，谷

物消费继续保持增长。全球库存 6 年来将首次下降，库存消费比也随

之降至 27.3%，比上年度下降 3.2 个百分点。供需不平衡将推升谷物

价格，同时向饲料和其他种植养殖业传导，肉、奶、油等食品价格均

有上涨空间，形成新的通货膨胀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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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世界粮食供应过剩有所缓解 

数据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谷物供需简报，2018 年 9 月 

 

大豆市场深受中美经贸摩擦影响。美国大豆单产提高，产量及库

存大幅增加，而下游需求不确定性上升，供需预期失衡。自 5 月以来，

纽约大豆价格呈明显下跌走势。受经贸摩擦影响，下一年度不同作物

间种植面积可能发生较大调整，引发新一轮价格波动和市场格局重构。 

全球棉花市场供需状况大为改善。美国农业部预计，2018 年全球

棉花供应较 2017 年小幅下调，消费较 2017 年增长 4%，库存消费比

连续 4 年下降，至 60.4%，为 8 年来最低点，将支撑国际棉花价格继

续上行。 

石油  经济复苏带动石油需求迅猛增加，而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加

剧、减产协议超额履行、后期增产不及预期，在这些因素综合影响下，

国际原油市场供需再次趋向紧平衡，2018 年前三季度，国际油价出

现较大幅度上涨。9 月下旬，布伦特油价盘中触及 2014 年 11 月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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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点。展望后期，国际油价涨势可能趋于温和。 

 

 

图 6 世界石油供需再度趋紧 

数据来源：国际能源署，石油市场报告，2018 年 9 月 

 

需求方面，因担心全球经济面临下行风险，相关机构已下调对2019

年的需求预测。国际能源署 9 月份供需报告预测，2018 年和 2019 年

世界石油需求继续上升，日增量分别为 140 万桶和 150 万桶，但同时

也表示对明年市场形势存在担忧，这一预测存在下调可能。供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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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页岩油投产井数基本持平，意味着页岩油投资和增产后劲不足。

美国能源信息署预计，2018 年美国石油平均日产量 1066 万桶，比上

年增长 14%，2019 年为 1150 万桶，增速将放慢至 7.5%。综合考虑供

需两方面因素，油价可能在目前较高水平上波动。 

 

 

图 7 美国石油生产增速放缓 

数据来源：美国贝克休斯公司，石油钻井统计，2018 年 9 月； 

美国能源信息署，美国石油产量，2018 年 9 月 

 

有色金属  过去几年，金属价格持续低迷打击了矿业领域投资热

情，不少投资计划被取消或延后，导致供应量难以迅速提高以满足需

求增加，预计未来 3-5 年有色金属市场整体将趋于短缺状态。加上资

源国矿业和环保政策普遍收紧，增加生产成本，以及极端天气频发影

响矿业生产，有色金属价格总体将呈上行态势。但有色金属市场对宏

观经济和政策走向敏感，重要经济体贸易政策、产业政策都可能导致

市场出现较大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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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品种看，国际铜业研究集团（ICSG）预计 2018 年世界铜矿产

量增长 3%，2019 年将保持不变。全球铜消费持续增长，预计中国 2018

年和 2019 年分别增长 3.5%和 2.5%，其他地区需求增速分别为 2.5%

和 1.9%。在此形势下，铜价将震荡上行。电解铝产能依然过剩，但

汽车轻量化发展等因素提振了铝需求，铝价有望回稳上行。铅在工业

领域应用广泛，如铅酸蓄电池占据全球电池市场 75%的份额，需求稳

定，价格下跌空间有限。 

钢铁  近两年来，全球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形势得到有效改善。2018

年 7 月，全球 64 个主产国的粗钢产能利用率达到 77.5%，比 2017 年

同期提高 3.8 个百分点。其中，中国去产能行动取得显著成效，为世

界钢铁业复苏做出了重大贡献。2016-2017 年，中国累计化解钢铁过

剩产能约 1.2 亿吨，2018 年将继续削减 3000 万吨粗钢产能。此外，

伴随世界经济复苏，国际需求转暖，全球钢铁市场明显改善，国际钢

材价格在 2017 年上涨的基础上进一步上行。9 月下旬，英国商品研

究局（CRU）钢材价格综合指数达到 2011 年来的高点，同比上涨 11%，

其中北美、欧洲和亚洲分别上涨 13.1%、1.7%和 9.4%。当前钢价上

涨是供需关系好转、产能利用率提升条件下的价格回归，钢价能否进

一步上涨取决于世界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全球维护去产能成果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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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U 国际钢材价格指数） 

图 8 国际钢材价格稳定上升 

 

随着钢材市场供需好转，铁矿石价格自 2018 年二季度以来逐步回

稳。中国削减低端产能，治理环境污染，促使钢厂提高炼钢效率，客

观上提高了对澳大利亚和巴西高品位铁矿石的需求。前三季度，大连

商品交易所铁矿石价格上涨 2.8%，扭转了去年持续下挫的颓势。当

前，四大矿山前期投资的产能释放已近尾声，产量增幅开始放缓，预

计 2018 年全年增量为 3200 万吨左右，低于年初预期。展望 2018 年

全年及 2019 年，铁矿石市场供需将持续改善，随着优质矿和高成本

矿入市，铁矿石价格有望在当前水平上保持稳定甚至进一步上涨。 

机械设备  主要经济体基础建设投资扩张，制造业普遍增长，带

动机械设备市场强势复苏。英国工程机械咨询公司估计，2017 年全

球工程机械市场增长 27%，销量 89 万台，其中中国、印度等亚洲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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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市场发展最为强劲。据该公司预测，2018 年全球工程机械销量将

增长 6%，且今后几年有望保持温和增长，2022 年销售量将超过百万

台。自动化生产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加速，汽车、电气电子领域对工业

机器人的需求不断增长。目前，全球制造行业的工业机器人使用密度

已达到 74 台/万人。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预计，2018-2020 年，

工业机器人需求量年均增长 5%。其中，协作机器人发展更快，将引

领机器人市场的增长。日本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球的 52%，其中出口

占 75%，美国、中国、韩国及欧洲国家是主要出口目的地。 

新能源设备  能源行业市场调研机构 GTM Research 预计，2017

年至 2022 年间，全球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将达到 606 吉瓦。2018 年，

埃及、巴西、墨西哥新增规模都有望比上年增长一倍以上。欧洲新能

源市场适应政府补贴退出的形势，逐步实现了向市场供求主导的转型，

进入可持续增长阶段。印度政府提出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计划到

2022 年新增 175 吉瓦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以改变电力供应偏紧的

局面，市场前景可观。 

信息技术产品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激发了新的市场活力。市

场研究公司 IDC 数据显示，2018 年第二季度全球 PC（包括台式机、

笔记本和工作站主机）出货量总计约为 6227 万台，同比上涨 2.7%。

IDC 预计，2018 年智能手机出货量为 14.55 亿部，比去年略降 0.7%，

全年走势先抑后扬，下半年以后开始恢复增长，特别是 5.5 英寸及以

上大屏智能手机增长态势良好，2018 年占全部出货量的近 65%，到

2022 年将提升至 85%。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预测，2018 年

http://robot.ofweek.com/2013-09/ART-8321202-8420-287191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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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全球销售额将达到 627.3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同

比增长 10.8%。其中，中国将以 43.5%的增长率遥遥领先。 

汽车  今年以来，全球汽车市场总体向好，尤其是金砖国家增长

迅猛。1-8 月，印度、巴西、俄罗斯汽车销量增速都达到两位数。预

计 2018 年全年和 2019 年，全球汽车行业前景仍将保持稳定，但贸易

摩擦、利率上升、油价上涨等对汽车市场的影响不容忽视。同时，汽

车市场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英国商品研究局（CRU）预计，到 2035

年左右，全球汽车保有量将保持上升趋势，其中燃油汽车将在 2025

年左右到达顶峰，而各类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份额将不断提高。由于市

场前景看好，行业龙头企业纷纷扩大电动车投资，以图抢占先机。 

 

图 9 新兴市场汽车市场强劲增长 

数据来源：盖世汽车资讯、搜狐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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