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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拉尼娜“气候是什么？

“拉尼娜”其实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表面温度与常年同期相比出现大范围偏冷，并且强

度和持续时间达到一定条件的现象。它常与“厄尔尼诺”现象交替出现，但发生频率要比厄尔尼诺

现象低。

那我们如何判断有没有进入“拉尼娜”现象呢？在业务监测标准上，关键海区的监测指数 NOII

如果低于-0.5℃且持续三个月以上，就可以定义为一次“拉尼娜”事件。从目前国家气候中心的监

测情况看，从今年 8 月份开始，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温度出现大面积偏冷，海温关键区的监测指

数是-0.6℃，已经超过了业务监测标准。9 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在持续变冷，从业务监

测标准来看，可以认定赤道中、东太平洋已经进入了“拉尼娜”状态。从另一个指数 SOI 来看，则

回到了正常区域内，这至少表明当前的“拉尼娜”强度较弱。

各地气象局也针对这一现象发表预测观点，美国气象局认为“拉尼娜”持续至今年冬季的概率

为 85%，持续至明年春季的概率为 60%；日本气象厅认为“拉尼娜”持续至明年 2 月份的概率为

90%，持续至明年 4 月份的概率为 70%。

今年 11 月至明年春季，“拉尼娜”现象出现时，气候又会有什么异常呢？对我国来说，将会

出现冷冬，热带气旋的数量也比正常年份多，容易出现"南旱北涝"现象。对世界各国来说，马来西

亚、印度尼西亚一带的赤道西岸、南美洲北部、非洲南部降雨偏多；非洲赤道地区、美国南部、南

美西岸则易出现干旱；非洲东南部、日本、阿拉斯加南部、加拿大西部和中部及巴西东南部气温偏

低，美国墨西哥湾气温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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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

图表 2：拉尼娜气候对全球温度及湿度变化

数据来源：NOAA



研究报告

管理风险 创造财富 3

请仔细阅读正文后的免责声明

2. 往年”拉尼娜“发生时豆类情况

对大豆来说，世界主要种植产区都极有可能会受到“拉尼娜”气候的影响，阿根廷东北部、巴

西东南部的天气会异常干燥。美国产区大豆产量已定，市场担忧的是 11 月-次年 2 月在南美巴西和

阿根廷种植的大豆是否会受到影响。

图表 3：往年”拉尼娜“发生时豆类情况

单产（吨/公顷）
CBOT 美豆涨跌幅 DCE 豆油涨跌幅 DCE 豆粕涨跌幅

巴西 阿根廷

1998 2.26 1.88 -19.96% - -

1999 2.40 2.29 -13.23% - -

2000 2.47 2.62 8.52% - -

2007 2.46 2.68 74.15% 53.76% 42.17%

2008 2.73 2.85 -17.09% -42.05% -27.34%

2010 2.73 2.27 33.81% 32.10% 13.91%

2011 2.85 2.62 -13.60% -14.55% -14.22%

2017 2.94 3.00 -4.64% -18.80% -1.50%

2018 3.22 3.08 -6.97% -5.15% -4.93%

数据来源：福能期货研究院

1998 年以来，“拉尼娜”现象共出现合计约 9 年时间。南美地区大豆种植是每年的 10-11 月，

次年 3-5 月收割，在“拉尼娜”发生年份中，美国大豆单产下降的有 1 个年份；巴西大豆单产下调

的有 3 个年份；阿根廷方面，阿根廷大豆单产下降的有 3 个年份。因此，“拉尼娜”年份美国大豆

减产的概率为 11%；巴西大豆减产的概率为 33%；阿根廷大豆减产的概率为 33%。

而在这 9 年中，CBOT 大豆整体趋势上涨的有 3 年；DCE 豆油期货上市后，6 年“拉尼娜”现

象中有 2 年上涨；豆粕期货上市后，6 年中有 2 年整体是上涨趋势的。

由此证明，“拉尼娜”现象的发生，和美国大豆异常减产并没有确定的关系，相对来说，巴西、

阿根廷受到影响的概率更大。美国的种植技术是三个国家中最先进的，受到“拉尼娜”的影响也是

最少的，得益于近年来种植技术的进步和品种的改良，“拉尼娜”现象和南美大豆减产情况、美豆

涨跌、大商所豆粕及豆油涨跌并没有必然关系。

3. 本次”拉尼娜“对豆类走势的影响

今年以来，市场各界对于年度内拉尼娜预期不断增强，各品种炒作题材频出，NOAA 也表示今

年很有可能会发生中等至高强度的拉尼娜事件，其强度将在今年 11 月-明年 1 月达到峰值。我国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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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中心也表示：“拉尼娜“状态会在今年冬季达到峰值，之后开始衰减。

今年 10 月开始，南美受到降雨量少的影响，今年大豆播种进度慢于常年 1 个月左右。近期，

南美洲降水势头回归，巴西大豆主产地区降水预期达到 80—100mm，有效缓解高温干燥天气带来

的土壤干旱和种植进度严重缓慢的局面。根据 AgRural 报告称，截至 11 月 5 日，巴西 2020/21

年度大豆播种进度为 56%，高于一周前的 42%，去年同期为 58%。虽然近期降雨量回升，种植进

度逐渐加快，但总体仍慢于往年。巴西农业公司发布消息称，为避免“拉尼娜“天气带来的影响，

部分原计划播种第二季玉米的地区已经计划播种大豆，预计大豆面积将有所增加，有效缓解了市场

对于大豆产量紧张的情绪。阿根廷大豆种植方面，由于天气原因，阿根廷大豆播种进度偏慢，目前

播种面积达到 70 万公顷，较常年水平落后约 4.6%。但本周阿根廷降水状况有望进一步改善，这将

提高大豆播种速度。

国际方面，美豆预计仍会因为强劲的出口预期保持高位，也给国内豆类产品走势提供了成本端

的支撑。国内方面，目前大豆高到港、高压榨，豆粕高库存、弱基差，对豆粕期货盘面形成一定压

制，但后续随着生猪存栏的不断恢复，豆粕需求将会增长，预计豆粕后期偏强震荡。豆油方面，截

至 11 月 10 日，国内豆油港口库存为 106.8 万吨，处于往年同期偏低位置，且第四季度是豆油消费

旺季，预计库存将会继续下降。目前豆油基差处于高位，且有收储预期，预计豆油涨势将会继续强

劲。

总体来说，今年市场宏观因素多变，新冠疫情、中美关系后续发展等，均会对大豆行业格局产

生改变。但“拉尼娜”带来的天气炒作预期仍在，国际方面之后更多应该关注南美干旱预期及中美

贸易协定的后续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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