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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会区粮油市场价格情况表
2023 年 2 月 20 日

单位：元/公斤、罐

备注：本期大米价格以监测点同一档次均价上报

单 价 本 期
与上期比

（%）

与去年同期比

（%）

收

购

价

优

质

谷

上 优 元/公斤 4.40 0.00 11.36

中 优 元/公斤 4.10 0.00 9.76

常 规 元/公斤 3.30 0.00 -9.09

批

发

价

优

质

米

高 档 元/公斤 7.16 0.00 0.00

中 档 元/公斤 6.42 0.00 0.31

低 档 元/公斤 5.40 0.00 0.00

早籼三级米 元/公斤 4.09 -2.69 -2.69

精面粉（白菊牌） 元/公斤 4.59 0.22 2.40

零

售

价

优

质

米

高 档 元/公斤 7.54 0.00 1.99

中 档 元/公斤 6.60 0.00 0.00

低 档 元/公斤 5.80 0.00 0.00

早籼三级米 元/公斤 4.70 0.00 2.13

精面粉(香满园) 元/公斤 5.69 -1.05 1.93

花生油（鲁花牌） 元/公斤 32.55 0.15 2.30

调和油（鲁花牌） 元/公斤 15.90 0.00 13.21

项目 品 种 与 价 格

时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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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本月粮油行情分析
节后随着各行各业有序复苏，社会面人员流动加快，尤

其学生开学、务工人员返岗，粮油需求呈现回暖态势。当前

市场粮油供应充足，粮油批发、零售价格总体稳定，市民购

买心态平稳。

收购行情：春节过后，我区农民手中可供出售余粮不多，

收购行为甚少。不同品种间价格走势同比呈现分化，优质优价

特征趋势明显。当前本地优质品种象牙粘收购价 210～220 元/

担，香谷收购价 195～205 元/担，丝苗收购价在 155～165 元/

担左右，基本与上期持平。预计我区后期晚稻收购价格持续

稳定运行。

批发行情：当前我区大米加工企业复工复产，本地稻米购

销逐步恢复，总体供需趋宽松，价格相对趋稳，批发价格基本

与上期持平。优质小农占米批发价 7.16 元/公斤；中档优质米

批发价 6.42 元/公斤；普通优质米批发价 5.40 元/公斤；早

籼三级米 4.09 元/公斤；白菊牌牌面粉批发价在 4.59 元/公

斤。预计我区后期粮油市场批发价仍将持续平稳运行。

零售行情：节后各家庭以消化节前存粮为主，加上开学、

开工和天气不利保管等因素，家庭的粮油采购意愿较低。5L

罐装鲁花一级花生油零售 162.75 元/罐；5L 罐装鲁花一级调

和油 79.5 元/罐；优质小农占米零售价 7.54 元/公斤；中档

优质米零售价 6.60 元/公斤；普通优质米零售价 5.80 元/公

斤；早籼三级米零售价 4.70 元/公斤，与上期相比持平。预

计我区后期粮油零售市场价总体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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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会区优质稻米市场价格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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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南 成 交 简 讯

一、2 月 1 日佛山市南海区粮油储备有限公司委托销售

2022 年入库一级丰两优米 1925 吨，成交 1925 吨，成交率

100%。起拍价 3660 元，成交价 3680-3700 元。

二、2 月 3 日鹤山市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委托销售 2021

年入库三等早籼稻（长粒早优）6000 吨，成交 6000 吨，成

交率 100%。起拍价 2680 元，成交价 2740 元。

三、2 月 3 日湛江市麻章粮食储备库委托销售 2021 年产

三级早籼稻珍桂 960.13 吨，成交 960.13 吨，成交率 100%。

起拍价 3060 元，成交价 3130-3170 元。

四、2 月 6 日茂名市电白区粮食收储有限公司委托销售

2020 年入库三级早籼稻 1513.18 吨，成交 1513.18 吨，成交

率 100%。起拍价 2800 元，成交价 3060 元。

五、2 月 7 日佛山市顺德区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委托销

售 2020 年入库三级早籼稻（圆身短粒型）3991 吨，成交 3991

吨，成交率 100%。起拍价 2920 元，成交价 2990-3010 元。

六、2 月 13 日湛江市东海粮食储备库委托销售 2022 年

产早籼稻(大粒谷)677.72 吨，成交 677.72 吨，成交率 100%。

起拍价 2700 元，成交价 2870-2890 元。

七、2 月 10 日佛山市食品物资集团有限公司委托销售

2020 年入库白麦 5480 吨，成交率 100%，起拍价 3200 元，

成交价3270-3280元；2020年入库红麦5419吨，成交率100%，

起拍价 3180 元，成交价 32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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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外主要粮油市场价格
2023 年 2 月 20 日 单位：元/公斤

（近期行情，仅供参考。）

品种 地区 品 名 等 级 价 格 价格类型

稻米

江西

早籼谷 中等 2.62 收购价

中晚籼谷 中等 2.70 收购价

早籼米 一级 4.00 批发价

中晚籼米 三级 3.81 批发价

安徽

早籼谷 中等 2.66 收购价

中晚籼谷 中等 2.66 收购价

早籼米 二级 3.80 批发价

中晚籼米 一级 4.17 批发价

湖南

早籼谷 中等 2.74 收购价

中晚籼谷 中等 2.76 收购价

早籼米 一级 3.80 批发价

中晚籼米 一级 3.88 批发价

湖北

早籼谷 中等 2.70 收购价

中晚籼谷 中等 2.74 汽车板价

早籼米 三级 3.81 批发价

中晚籼米 一级 4.05 批发价

玉米

长春 玉米 中等 2.69 入厂价

天津 玉米 二等 2.88 入厂价

临济 玉米 二等 2.89 入厂价

小麦
济南 白小麦 二等 3.20 入厂价

郑州 白小麦 中等 3.21 入厂价

面粉
北京 面粉 特一 3.70 出厂价

徐州 面粉 特一 3.62 出厂价

豆油
福州 豆油 一级 9.67 贸易商

广州 豆油 一级 9.59 贸易商

大豆

厦门站 大豆 东北豆 6.15 非转净粮

哈尔滨站 大豆 地产 5.48 油厂毛粮

日照港 大豆 进口 5.36 分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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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 食 要 闻

2022 广东进口粮食增长 25.9%

2022 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在省委、省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广东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外贸进

出口顶住多重超预期因素的冲击，规模再上新台阶，质量稳

步提升。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2022 年，广东进口农产

品 2143.6 亿元，增长 13.3%，其中，水产品增长 41.5%、粮

食增长 25.9%。

中国 220 吨小麦将运抵叙利亚

土耳其、叙利亚地震救援正在进行。2 月 9 日，外交部

发言人毛宁介绍中方援助情况：除了此前公布的援助外，中

方加快落实对叙利亚的粮食援助项目，其中 220 吨小麦正在

运抵的途中，余下的 3000 余吨大米和小麦将于近期分两批

发运。

米糠将重回餐桌

近日，国家卫健委表示，将积极支持开展米糠营养价值

研究和有关标准修订。这意味着米糠、麦麸有望重回百姓餐

桌。米糠重回餐桌主要针对发展米糠产业,挖掘米糠营养价

值,有利于促进粮食减损增效和国民营养健康。目前,米糠主

要用于生产饲料,作为食品原料主要用于生产米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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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粮油市场行情分析

一、中晚籼稻价格稳

春节后企业大多在农历初八至元宵节期间陆续开工，市

场购销正缓慢有序恢复，当前下游需求尚未回温，市场主体

多持观望态度。由于 2022 年中晚籼稻减产受损，南方中晚

籼稻优质粮源供应偏紧，已经出现零星上涨迹象。在 2022

年产稻谷质量、产量均有所下降而稻价同比提高的情况下，

市场主体普遍对 2023 年政策性稻谷拍卖多有关注，届时可

能对中晚籼稻价格有所影响。

二、米价行情短期上涨

春节后，由于多地疫情已“达峰”或“过峰”，预期节

后务工人员等正常回流，餐饮和旅游业也将逐渐复苏，食堂、

在外餐饮等集中消费需求将有所增加，或出现“小阳春”行

情。春节过后，销区市场大米购销保持平稳，价格以稳为主，

部分地区由于经销商节前为降低后市风险，备货保持低位，

随着节后备货需求增加，价格小幅上升。

三、麦价后期有望维持高位

春节长假过后，国内小麦现货市场购销正在恢复之中。

一些面粉厂家陆续开工生产，但以消化节前库存为主，部分

企业库存不足，小幅提价吸引粮源，市场价格稳中有涨，节

后小麦市场迎来“开门红”。随着各行各业有序复苏，社会

面人员流动加快，尤其学生开学、务工人员返岗，面粉集团

性消费将会增加，小麦市场需求亦会跟随上升。加之各级储

备小麦轮换积极、政策小麦拍卖投入持续，在供应宽松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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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下，后市小麦价格上涨动力不足，预计维持高位震荡，“开

门红”的麦市行情或难持久。

四、玉米价格短期阶段性下跌。

春节后，受需求进入淡季、潮粮上市增加及饲料稻拍卖

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国内玉米现货市场出现稳中调整的局

面，且从后期需求韧性、替代品及库存结构方面来看，本轮

玉米下跌不具备形成趋势的条件。过去几年，各环节的库存

调整均对玉米行情的波动形成了比较大的助推作用。根据不

同机构调研情况，东北、华北农户手中余粮尚接近一半，这

无疑加大节后售粮压力。但考虑到种植成本的上升、存储条

件的改善，集中上量的可能性较小。替代来看，2022/2023

年度以来国内小麦在大部分时间都不具备替代玉米的优势，

预计整个年度小麦替代量将进一步减少。2022/2023 年度由

于欧洲、美国及南美等粮食产区先后出现不同程度的高温干

旱等恶劣天气，叠加俄乌冲突对乌克兰粮食生产的干扰，全

球谷物整体供应水平较上年进一步减少，这将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进口谷物补充国内缺口的潜力。

信息员：黄瑞华，黄玮莛 签发人：何文钊

主送：市发改局，区政府

抄送：本局各领导，法规股、价格股，银湖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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