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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要点

尿素期货将于 2019 年 8 月 9 日在郑州商品交易所上市交易。

尿素是由碳、氮、氧、氢组成的一种白色晶体，是最常用的氮

肥，也是最大的化肥品种。在工业上尿素用于生产脲醛树脂、三聚

氰胺等。

我国是世界上第一大尿素生产国和消费国。供应方面，2018
年全国尿素产能 8405 万吨，产量 5020 万吨，涉及尿素生产企业
123 家。需求方面，2018 年尿素总需求量 5087 万吨，其中农业领

域 3001 万吨，占总需求量的 59%；工业领域 2086 万吨，占总需求
量的 41%。

近 10 年尿素价格波动剧烈。市场最高价为 2012 年 5 月 11 日

的 2450 元/吨，最低价为 2016 年 8 月 15 日的 1100 元/吨，平均价
为 1756 元/吨。面对剧烈波动的市场，市场交易者需要对冲现货价

格波动的有效工具。

尿素期货上市后，可以为尿素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等相关经营主
体提供发现价格和规避风险的手段和工具，稳定企业盈利水平，促

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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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尿素简介

1.1 尿素基本情况

尿素是由碳、氮、氧、氢组成的一种白色晶体，是目前含氮量最高的氮肥。作为一种中性肥料，
尿素适用于各种土壤和植物。它易保存，使用方便，对土壤的破坏作用小，是目前使用量较大的一

种化学氮肥。工业上使用煤炭或天然气在一定条件下合成尿素。

1.2 尿素的性质

尿素物理性质：无色或白色针状或棒状结晶体，工业或农业品为白色略带微红色固体颗粒。含
氮量约为 46.67%。沸点：196.6°C /标准大气压。折射率：n20/D 1.40。闪点：72.7°C。密度：
1.335。熔点：132.7℃。水溶性：1080 g/L (20℃)。溶解性：溶于水、甲醇、甲醛、乙醇和液氨，

微溶于乙醚、氯仿和苯。

尿素化学性质：可与酸作用生成盐。有水解作用。在高温下可进行缩合反应，生成缩二脲、缩

三脲和三聚氰酸。加热至 160℃分解，产生氨气同时变为异氰酸。尿素在酸、碱、酶作用下（酸、
碱需加热）能水解生成氨和二氧化碳。尿素对热不稳定，加热至 150~160℃将脱氨成缩二脲。硫酸
铜和缩二脲反应呈紫色，可用来鉴定尿素。若迅速加热尿素将脱氨再聚合成六元环化合物三聚氰酸。

在氨水等碱性催化剂作用下尿素能与甲醛反应，缩聚成脲醛树脂。

1.3 尿素的分类

按颗粒大小尿素分为大颗粒尿素与小颗粒尿素。尿素产品标准（GB/T2440-2017）中，对于尿

素粒径范围的规定共有 4 个，分别为：0.85-2.80 毫米，1.18-3.35 毫米，2.00-4.75 毫米，4.00-8.00
毫米。目前消费者常见的小颗粒尿素粒径约为 1.5 毫米左右，大颗粒尿素一般为 2.00-4.75 毫米，

此外还有 7毫米以上的尿素丸。

表 1：大颗粒尿素与小颗粒尿素的区别

项目 小颗粒（塔式喷淋） 大颗粒（Hydro 流化床）

产品形状 球形 接近球形

缩二脲含量% 0.8～1.0 0.8～1.0

平均粒径 mm 1.7 2.5

含水量% 0.3 0.2

图 1：尿素成品展示

资料来源：郑州商品交易所、国泰君安期货产业服务研究所



静态强度 N/粒 10～13 30～35

大块 不产生 产生

筛分 不要求 要求

资料来源：郑州商品交易所、国泰君安期货产业服务研究所

按质量品级尿素分为优等品和合格品。分类依据是尿素国家标准 GB/T2440-2017 中的指标，包
括总氮(N)含量、缩二脲含量、水份含量等。当前市场上常见的农业用优等品尿素氮含量﹥46%，合

格品﹥45%。

表 2：优等品和合格品尿素

项目
工业用 农业用

优等品 合格品 优等品 合格品

总氮（总湿基计） ≥ 46.4 46 46 45

缩二脲 ≤ 0.5 1 0.9 1.5

水分 ≤ 0.3 0.7 0.5 1

碱度（以 NH3 计） ≤ 0.0005 0.001

铁（以 Fe 计） ≤ 0.01 0.03

硫酸盐（以 SO4 计） ≤ 0.005 0.02

水不溶物 ≤ 0.005 0.04

亚甲基二脲（HCHO 计） ≤ 0.6 0.6

粒度(d）

0.85mm-2.80mm ≥ 93 90

1.18mm-3.35mm ≥

2.00mm-4.75mm ≥

4.00mm-8.00mm ≥

资料来源：郑州商品交易所、国泰君安期货产业服务研究所

按用途尿素分为农业用尿素和工业用尿素。其中农业上又分为直接施用和加工复合肥两种；工
业上主要用途是作为高聚物合成材料的原料，例如作为脲醛树脂和三聚氰胺-甲醛树脂的原料，最
终用作塑料、喷漆、粘合剂等。

1.4 尿素的生产工艺

尿素的主要生产原料为煤和天然气。由于我国资源分布呈现“富煤贫油少气”的特点，因此我
国尿素的生产原料以煤为主，天然气为辅。其中煤头尿素占总产能的 71.83％，气头尿素占 24.21％，

剩余部分则由其他原料生产。其原理是通过原料煤或天然气产生水煤气（CO 和 H 2 ），通过装置转

化 CO 生成 CO 2 ，余下 H 2 与 N 2 反应合成氨，最后用氨气和 CO 2 在一定条件下合成尿素。以煤制尿

素为例,主要的化学反应有：① C+H 2 O(g)→CO+H 2 ；② CO+H 2 O(g)→H 2 +CO 2 ；③ N 2 +3H 2 →2NH 3；④

2NH 3 +CO 2 →CO(NH 2 ) 2 +H 2 O。尿素的生产工艺主要有水溶液全循环法，日本东洋改良“C”法，二氧

化碳汽提法和氨汽提法工艺。由于水溶液全循环法和改良“C”法在能耗和氨耗方面相对较高，二

氧化碳汽提法和氨汽提法工艺成熟，单耗、能耗更低，因此目前的尿素装置大都使用二氧化碳汽提
法和氨汽提法。主要的工艺流程如图 2所示：



2.国内尿素供应情况

2.1 尿素总产能

近 10 年国内尿素产能先扩张后收缩。2008 年-2015 年，国内尿素产能从 5500 万吨增加至 9016

万吨，增幅高达 64%。2016 年开始尿素产能下降至 2018 年的 8405 万吨，下降幅度达到 7%。从以上

情况可以看出，以 2015 年为分水岭，尿素行业经历了产能先扩张后收缩的阶段。究其原因，在 2016
年之前，得益于原料煤炭价格持续走低，煤头尿素经济性较高，相应的产能增长较快。2015 年仅内

蒙古、新疆投产的煤头尿素装置的产能就超过 500 万吨。2016 年随着煤炭价格的提升以及国家供给
侧改革、煤改气等政策影响，部分成本较高，环保不达标的尿素工厂被淘汰，尿素产能开始下滑。

2.2 各地区尿素产能

尿素产能遍布全国，主要集中于华北、西北、华中和华东。华北地区是我国尿素消费主力区域，

图 2：尿素工艺流程图

资料来源：郑州商品交易所、国泰君安期货产业服务研究所

图 3：尿素产能情况（2008-2018）

资料来源：郑州商品交易所、国泰君安期货产业服务研究所



同时区域内尿素生产原料相对丰富，也是尿素主要产区。2017 年华北地区尿素总产能约为 2240 万

吨，占全国总产能的 29%,其中山东总产能 1005 万吨，占华北地区的 44%，占全国总产能的 13%。西
北地区凭借丰富的原料资源优势，新增尿素产能不断释放，2017 年西北尿素总产能达 1313 万吨，

占全国总产能的 17%。西南地区天然气资源丰富，气头尿素较多，占全国总产能的 8%。此外华中、
华东、东北和华南地区尿素产能分别占全国总产能的 14%、23.4%、5%和 2.4%。

2.3 国内尿素行业产能集中度

国内尿素行业产能集中度较高。2017 年中国共有尿素生产企业 123 家，尿素产能在百万吨以上

的企业达到 22 家，产能总和为 3695 万吨，占总产能的 46.96%。产能在 50-100 万吨之间的中型企
业 39 家，产能总和 2574 万吨，占总产能的 32.71%。50 万吨以下小型企业 62 家，产能总和 3126

万吨，占总产能的 20.32%。以上可以看出国内尿素行业产能集中度较高。究其原因，由于近些年尿
素行业产能过剩，部分缺乏竞争力的尿素企业退出了尿素行业，因此留存下来的尿素企业呈现大型

化、集团化的态势。尿素行业现有的大型生产集团主要有晋煤集团、湖北宜化、阳煤集团、中石油、
中国兵器集团和云天化集团等。2017 年中国晋煤集团、湖北宜化、阳煤集团、中石油等前七大尿素

企业集团总产能近 3126 万吨，约占全国总产能的 38.12%。

表 3：2017 年尿素行业产能集中度情况

产能级别（万吨） 企业数量（家） 产能总和（万吨） 占总产能的比重

大于 100 22 3695 46.96%

图 4：2017 中国各区域尿素产能分布图

资料来源：郑州商品交易所、中国氮肥协会、国泰君安期货产业服务研究所

图 5：2017 年尿素行业产能集中度

资料来源：郑州商品交易所、中国氮肥协会、国泰君安期货产业服务研究所



大于等于 50 小于 100 39 2574 32.71%

小于 50 62 3126 20.32%

资料来源：郑州商品交易所、国泰君安期货产业服务研究所

3. 国内尿素需求情况

3.1 尿素总需求情况

我国尿素需求分为农业需求和工业需求。其中农业需求是指尿素作为氮肥直接对作物施用或者

制作复合肥，直接施用主要以玉米、水稻等大田作物为主。工业需求主要分为人造板、三聚氰胺、
烟气脱硝以及其他等。2017 年，随着粮食种植面积下降，尿素总消费量约 5527 万吨，同比下滑 3.03%；
其中农业领域消费 3965 万吨，同比减少 8.2%；工业领域消费约 1562 万吨，同比增长 13.2%。

3.2 尿素需求季节性

从 2017 年尿素需求的月度数据看，尿素需求呈现以下特点：1-4 月为传统的春耕季节，需求总
量为 1780 万吨，占全年总消费量的 32.20%；5-7 月为传统的用肥旺季，南北方大田作物用肥开始，

同时工业需求较为旺盛，需求总量约为 2400 万吨，占全年总消费量的 43.42%；8-12 月需求减少至
1347 万吨，占全年总消费量的 24.37%。由以上可知，全年尿素需求呈现中间高，两头低的特点。

图 6：2017 年尿素农业需求与工业需求占比 图 7：2017 年工业尿素需求具体情况

资料来源：郑州商品交易所、国泰君安期货产业服务研究所

图 8 ：尿素需求季节性

资料来源：郑州商品交易所、中国氮肥协会、国泰君安期货产业服务研究所



表 4：2017 年尿素需求淡旺季

月份 需求总量（万吨） 占总需求比重

1-4 月 1780 32.20%

5-7 月 2400 43.42%

8-12 月 1347 24.37%

资料来源：郑州商品交易所、国泰君安期货产业服务研究所

3.3 各地区尿素需求情况

从各地区情况看，农业直接施用尿素消费量排名前五的是：山东、河南、江苏、四川、安徽，
合计消费量占全国农业直接施用尿素消费量的 33.59%；复合肥用尿素消费量排名前五的是：山东、

河南、湖北、安徽、河北，合计消费量占全国复合肥用尿素消费量的 45.12%；总的来看，农业用尿
素消费量排名前五的是：山东、河南、江苏、湖北、安徽，合计消费量占全国农业用尿素消费量的

32.14%。算上工业需求，尿素消费总量排名前五的是：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合计消费
量占全国尿素消费量的 35.46%。由此可知，产粮大省如山东、河南、江苏、湖北、安徽等地用肥量

较为可观，同时也是重要的复合肥、人造板和三聚氰胺产区，因此尿素消耗量位居全国前列。

表 5：2017 年各地区尿素需求情况 （单位：万吨）

省份 农业施用 复合肥 人造板 三聚氰胺 需求总量

山东 245 140 135 65.22 585.22

河南 223 105 67 74.4 469.4

江苏 220 46 97 11.4 374.4

湖北 145 96 32 13.8 286.8

四川 183 32 26 78.65 317.35

图 9： 2017 年各地区农业尿素需求 图 10： 2017 年各地区复合肥尿素需求

资料来源：郑州商品交易所、国泰君安期货产业服务研究所

图 11： 2017 年各地区人造板尿素需求 图 12： 2017 年各地区三聚氰胺尿素需求

资料来源：郑州商品交易所、国泰君安期货产业服务研究所



安徽 177 58 35 26.4 296.4

河北 152 56 31 23.6 258.05

湖南 145 23 32 0 200

新疆 145 13 2 23.4 183.4

广西 111 8 70 0 189

吉林 115 45 22 0 182

广东 110 25 38 0 173

黑龙江 129 31 13 0 173

江西 116 29 23 0 168

内蒙古 138 22 8 0 168

云南 120 30 9 0 159

辽宁 112 28 12 0 152

重庆 99 26 2 7.8 134.8

浙江 110 15 12 0 137

贵州 105 19 9 0 133

天津 87 20 17 0 124

福建 42 27 33 0 102

陕西 84 12 3 0 99

山西 65 7 2 11.1 85.1

甘肃 67 6 0 0 73

海南 53 16 2 0 71

宁夏 27 5 1 0 33

青海 8 2 0 0 10

西藏 7 0 0 0 7

总计 3340 942 733 335.77 5343.92

资料来源：郑州商品交易所、国泰君安期货产业服务研究所

4 尿素进出口

4.1 尿素出口

2009 年-2018 年，我国尿素出口先增加后减少。2009 年随着国内尿素装置不断投产，国内尿素

供应呈现宽松格局，内贸竞争压力开始增加，出口成为缓解供货压力的重要方式，从 2009 年开始
中国尿素出口量呈现增加趋势，一直到 2015 年中国尿素出口总量达到 1375 万吨，创历史新高。2016
年起，尿素出口形势改变，国内尿素出口量开始呈现下降趋势。究其原因：一是随着国际尿素新产

能的投放，国际尿素供过于求的格局愈加凸显，因此对中国的尿素需求相应减少。二是出口价格不
理想。我国尿素生产成本一直高于国际水平，出口价格在国际上并不占优势。三是在供给侧改革下，

不符合环保要求，生产成本较高的尿素企业被淘汰，因此近几年国内尿素供应减少，价格回升。国
内价格相比出口价格更有吸引力。从对出口的国家情况看，近几年中国尿素主要的出口目的国为印

度、韩国、孟加拉国、美国和墨西哥等国家。2018 年中国总出口量 244 万吨，其中出口印度 66 万
吨，韩国 40.71 万吨，孟加拉国 23.83 万吨，分别占总出口的比重为 27%、17%和 9.7%。



4.2 尿素进口

2009 年-2018 年，我国尿素进口量一直保持低位，近几年有所回升。2009 年我国尿素进口量仅

为 4 万吨，2015 年达到最低点 7500 吨。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 2009 年至 2015 年中国的
尿素工业有了飞速发展，尿素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国内尿素产量完全能够满足需求，因此尿素进
口量连年减少。2016 年开始尿素进口量开始增加，2017 年尿素进口量增长至 11.48 万吨。究其原

因，在近些年尿素行业去产能的情况下，尿素进口回升源于国内尿素供应出现缺口，需要进口来补

充国内供应缺口。从进口来源国看，2018 年荷兰、美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都有进口记录，但进口
量非常少。

5.国内尿素贸易现状

5.1 尿素行业的销售模式

我国尿素行业销售模式主要有直销、代理销售两种。直销方式主要针对工业用户，代理销售主
要面向农业用户。代理销售具体过程为尿素生产企业将产品批发给贸易商，贸易商再进行二次销售

给地方的经销商、农资超市和农民等终端用户。近年来，在尿素行情日趋低迷的情况下，越来越多
的生产企业开始延伸直营渠道。目前在尿素工厂周边 300 公里以内，尿素生产企业可直接销售配送

至乡镇级别的农资超市，缩减中间贸易环节，节省流通成本。一般来说，工业用户、大型贸易商、

长期合作客户单次采购量大多在 1000 吨以上，其大批量采购或长期合作关系使其具备价格采购优
势。

图 13：尿素出口量（2009-2018 ） 图 14：尿素进口量（2009-2018）

资料来源：郑州商品交易所、国泰君安期货产业服务研究所

图 15： 中国尿素出口目的国（2009-2018 ） 图 16：中国尿素进口来源国（2009-2018 ）

资料来源：郑州商品交易所、国泰君安期货产业服务研究所



结算方式方面，尿素企业根据经营销售情况、需求时段的不同采取不同的结算方式，例如执行
买断、保底销售、联储联销等。买断即生产企业和贸易商按照所定合同价格，一次性结清所有费用；

保底销售则是企业为刺激采购并保证采购商利益而采取的促销手段，即在某阶段时间内保证采购方
一定利润，根据采购商最终销售价格，从货款中再次结算返还；而联储联销则是企业在消费淡季时

先把货物发送至采购商（支付部分费用）处储备，采购商根据市场行情逐步销售或使用，并按照货
物销售时的市场价格进行结算，收取货款。一般情况下，生产企业大多采取一次买断的结算方式，

先款后货，仅在销售低迷时期会采取保底销售或联储联销等方式。

5.2 尿素包装与仓储

尿素使用塑料编织袋(内袋为聚乙烯薄膜袋)和复合塑料编织袋包装。每袋净重 25±0.1，40±
0.2 或 50±0.2kg。每批产品袋平均净重要达到 25，40 或 50kg。尿素的包装袋上应清楚注明：生产

厂名称、产品名称、商标、产品净重及标准编号。新标准要求农用尿素应在包装容器上标明警示语。
尿素应贮存于场地平整、阴凉、通风干燥的仓库内，包装件应堆放整齐，堆置高度应小于 7m。

5.3 国内尿素主要流向与运输方式

国内尿素的主要流向为从西到东，从北到南。2017 年，山西、内蒙古、新疆等主产区为主要调
出地,其中山西省因为供应充足而需求量极其有限，调出量约为 758 万吨居国内之最；山东省产销

量较大，调出量少于山西，调出量为 570 万吨位居第二；新疆供需情况与山西类似，需求较少，其
调出量 308 万吨，位居第三。从调入地来看，调入量较大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北、华中、华东以及

华南部分地区，其中广东因为工业需求旺盛，当地无尿素生产企业，调入量位居第一。东北地区也
为纯调入地区，吉林因为旺盛的工农业需求，调入量近 167 万吨居全国第二，东北第一。近年湖南

省受尿素企业长期停车或者检修影响，调入量高居国内第三位。运输方式方面，据调查中国 123 家
尿素企业中，汽车运输（简称“汽运”）为主要的运输方式，其所占比例超 54%；铁路运输（简称
“火运”）比例次之，约 39%；水路运输（简称“水运”）方式仅在南方部分企业采用，约占 7%。

以华北地区为例，区域内汽运和火运都比较发达，汽运占全国汽车运输总量的 37.03%，火运占全国

铁路运输总量的 51.59%。

图 17：国内尿素贸易流向图

资料来源：郑州商品交易所、中国氮肥协会、国泰君安期货产业服务研究所



表 6：尿素运输方式情况

区域 汽运比例 火运比例 水运比例

东北 3.28% 8.32% 0.00%

西北 18.58% 20.10% 0.00%

华北 37.03% 51.59% 0.00%

华东 4.98% 2.43% 24.70%

华中 14.36% 8.73% 13.92%

华南 1.77% 0.61% 25.60%

西南 20.01% 8.22% 35.78%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资料来源：郑州商品交易所、中国氮肥协会、国泰君安期货产业服务研究所

6.尿素价格运行情况

6.1 尿素定价机制分析

中国尿素定价机制的形成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政府指导价阶段，第二阶段是市场自主
定价阶段。政府指导价的定价机制主要源于尿素的产品属性。由于化肥是支农产品，为了稳定粮食

生产，并考虑农民对化肥的承受能力，当化肥销售价格出现不太正常的波动时，国家一般会采取措
施来稳定化肥市场的价格。2009 年 1 月国家取消了限价政策，这意味着尿素行业逐步进入市场化定

价阶段。在市场定价机制下，中国尿素企业根据现货贸易需求又衍生出了更具体的定价方法，主要
有折扣定价、成本定价、差别定价和地区定价等。

6.2 尿素价格波动情况

近 10 年尿素价格波动剧烈，其最高价为 2012 年 5 月 11 日的 2450 元/吨，最低价为 2016 年 8

月 15 日的 1100 元/吨，平均价格 1756 元/吨。从历年尿素价格波动情况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 2009 年至 2010 年，尿素价格相对比较平稳，总体来说是在比较低的范围内运行，价格波动范

围较小。二是 2011 年至 2012 年，受原材料价格上涨，尿素价格保持在高位运行。三是 2013 年至
2016 年，受尿素行业产能过剩影响，尿素价格一路下行。四是 2017 年至今，国内尿素行业进入去

产能阶段，尿素价格大幅上扬。进一步探究，我们发现导致尿素价格波动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以下
几个方面：从供应端来讲，装置检修、环保因素或者成本原因都会引起尿素供应的变化，进而影响

价格。从需求端来讲，农业淡旺季会影响尿素需求，进而影响尿素价格。



图 18：2010 年-2019 年尿素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期货产业服务研究所



7. 尿素期货合约

7.1 尿素期货合约细则

表 7：尿素期货合约细则

交易品种 尿素

交易单位 20 吨/手

报价单位 元(人民币)/吨

最小变动价位 1 元/吨

每日价格波动限
制

上一交易日结算价±4%及《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交易风险控制管理办法》相关规
定

交易保证金 合约价值的 5%

合约交割月份 1-12 月

交易时间
每周一至周五（北京时间 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 9：00-11：30 下午 1：30-3：

00 以及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时间

最后交易日 合约交割月份的第 10 个交易日

最后交割日 合约交割月份的第 12 个交易日

交割品级 见《郑州商品交易所交割细则》

交割地点 交易所指定交割地点

交割方式 实物交割

交易代码 UR

上市交易所 郑州商品交易所
数据来源：郑州商品交易所、国泰君安期货产业服务研究所

7.2 交割细则

（一）交割方式：仓库+厂库

1.根据尿素现货储存习惯和贸易流通特点，将尿素期货交割方式设计为“仓库+厂库”。

2.厂库交割具有以下优点：第一，注册成本低；第二，减少入库环节，降低交割成本；第三，

降低卖方的货物储存风险；第四，厂库是期货交割的安全阀。

3．仓库交割可以弥补厂库的数量以及辐射范围有限的缺点，能为多种经营主体参与期货市场

提供方便，满足多元化的交割需求，尿素期货合约规则设计仍保留传统的仓库交割方式，为产业企
业参与期货交割业务提供便利。

（二）交割单位：20 吨

与交易单位一直，便于投资者理解和记忆，同时参考货车运货容量，符合现货实际，顺应发展

趋势。

（三）交割品级

基准交割品：尿素期货基准交割品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尿素》（GB/T2440－2017）
农业用优等品质量指标的中小颗粒尿素。



替代品及升贴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尿素》（GB/T2440－2017）农业用合格品质

量指标的中小颗粒尿素可作为尿素期货的替代品进行交割。升贴水标准另行规定。

在满足上述质量等级的要求情况下，郑商所拟实行免检品牌制度，即符合条件的企业可申请免
检品牌。一方面是直接降低了客户的交割成本，另一方面期货市场交割的货物质量有所保证，且可

提升具备交割品牌资质的企业知名度，能够提高产业链企业的参与积极性。

（四）包装要求

尿素期货交割包装及标识要符合新版国标 GB/T2440-2017 相关要求，用符合 GB/T8569 规定的
材料进行包装，外袋为塑料编织袋、内袋为聚乙烯薄膜袋组成的双层袋或复合塑料编织袋。包装规
格为 50.0kg，每袋净含量允许范围为（50 ±0.5kg），每批产品平均每袋净含量不得低于 50.0kg。

尿素每袋包装上要标明生产企业名称、地址、产品名称、净含量、等级、粒径范围等内容。采用散
装或集装袋包装的货物不得参与交割。

（五）交割基准价

尿素交割基准价是在基准交割仓库出库时车板交货的含税价格，尿素基准交割地为山东、河南、

江苏、河北和安徽区域。

（六）交割地点

经研究决定，郑州商品交易所指定以下 22 家企业为尿素交割仓（厂）库:

指定尿素交割厂库共 12 家，分别为河南省中原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南晋开化工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河南晋煤天庆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省东光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河北正元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山

东晋煤明水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润银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昊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安

徽晋煤中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化化肥有限公司（贸易商厂库）。

指定尿素交割仓库共 10 家，分别为衡水市棉麻总公司、国投山东临沂路桥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青州中储物流有限公司、烟台市农业生产资料总公司、菏泽市粮油中转储备库、河南濮阳皇甫国家

粮食储备库、史丹利化肥宁陵有限公司、河南国储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河南万庄安阳物流园有限公
司、安徽辉隆集团农资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以上指定尿素期货交割仓（厂）库升贴水均为 0 元/吨，厂库仓单信用额度可根据市场情况进
行调整。自 2019 年 9 月 1 日起开展尿素期货交割业务。

（七）交割流程

沿用“三日交割法”，与郑商所大多数品种保持一致。



7.3 尿素期货标准仓单管理办法

(一）厂库仓单注册

尿素厂库最迟应在合约交割月最后交易日前三个交易日下午 3时前提交仓单注册申请。厂库申

请仓单注册时，必须提供交易所认可的银行履约保函、现金或交易所认可的其他支付保证方式。

(二）仓库仓单注册

仓库仓单注册主要包括交割预报、入库重量质量检验、注册等环节，主要流程与现有其他工业
品基本相同。具体如下：

1.尿素《入库通知单》有效期 40 天。

2.尿素入库重量、质量、包装及标志须符合期货交割标准。入库重量验收由仓库负责，采用过

地磅同时抽包检斤或单独抽包检斤的方式进行；入库尿素的采样、制样、质检由质检机构负责，按
有关国家标准执行，仓库应予协助，检验费用及相关仓库配合费用由货主承担。自完成采样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质检机构应当出具检验结果，并通知仓库。免检交割品牌生产厂家直接申请入库的，
货主向交易所和仓库提交指定生产厂家出具的符合交易所要求的产品质量责任承诺书及相关材料

的，入库尿素质量可以免检。

3.入库时尿素生产日期距最近仓单退出日的时间不得超过 150 个自然日。

4.尿素仓库仓单注册与现有品种相同，其中最迟注册申请时间为交割月最后交易日下午 3时。

(三）标准仓单非通用

第一，目前，期货市场上各参与主体普遍对非通用仓单比较支持和认可；第二，有利于卖方对

自有货物和货权的控制，避免出现仓单通用情况下，货物被其他仓单持有人提走，利于仓单作为有
价证券所涉及的“仓单融资、仓单租借、仓单串换、仓单回购转让”等各项功能的实现；第三，增

加了在配对交割时买方对货物的可选择性和确定性；第四，降低了发生集中到某一仓库或厂库提货
现象的可能。

(四）标准仓单有效期

尿素仓库仓单和厂库仓单有效期最长为 4 个月。具体规定为：每年 2 月、6 月、10 月第 12 个
交易日（不含该日）之前注册的厂库和仓库标准仓单，应在当月的第 15 个交易日（含该日）之前

全部注销。

（五）仓库仓单注销及提货

仓库仓单注销、提货流程与现有采用仓库交割的品种相同。尿素出库时，出现包装霉变、严重
污染，真结块的，交割仓库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出库数量发生损耗造成短少的，交割仓库应及时补

足。不能及时补足的，交割仓库按《提货通知单》开具之日前（含当日）尿素期货最近交割月最高
交割结算价核算短少商品价款，赔偿买方货主。

（六）厂库仓单注销及提货

厂库仓单注销、交收流程与现有采用厂库交割的品种相同。

1.尿素出库时，重量验收由提货人与厂库共同实施，以厂库检重为准，足量出库。质量验收以

出厂检验报告为准，不另行验收。



2.尿素交货时，厂库向货主提供符合交割标准的《产品质量证明书》，并在提货人监督下在货

物装运到买方运输工具前进行抽样，经双方确认后共同签封。样品一式三份。一份由货主保存，两
份由厂库保存，厂库应将样品保留至发货后 30 个日历日，作为发生质量争议时的处理依据。

7.4 尿素期货风险控制管理办法

（一）涨跌停板制度

尿素期货合约每日涨跌停板幅度为前一交易日结算价的±4%。

（二）保证金制度

尿素期货合约的交易保证金标准按照其合约上市交易的时间分期间依次管理，实行三段制，与

现有其他品种合约保持一致，即自合约挂牌至交割月前一月第 15 个日历日、交割月前一个月第 16

个日历日至交割月前一个月最后一个日历日、交割月期间，最低交易保证金分别为合约价值的 5%、
10%和 20%（见表 8）。

表 8：尿素期货合约交易保证金标准

品种 自合约挂牌交割月前一个月第15个日历
日

交割月前一个月第 16 个日历日至交割
月前一个月最后一个日历日

交割月

尿素 5% 10% 20%
数据来源：郑州商品交易所、国泰君安期货产业服务研究所

（三）限仓制度

1.尿素期货合约实施比例限仓，对期货公司会员不限仓，对非期货公司会员和客户的限仓规定

如下：自合约挂牌至交割月前一个月第 15 个日历日期间的交易日，当合约的单边持仓量大于或等
于一定规模时，非期货公司会员和客户按单边持仓量的 10%确定限仓数额；当合约的单边持仓量小

于一定规模时，非期货公司会员和客户按绝对量方式确定限仓数额。具体限仓标准见下：

表 9：自合约挂牌至交割月前一个月第 15 个日历日期间限仓标准 (单位：手)

品种 期货合约单边持仓量 非期货公司会员及客户最大单边持仓

尿素 单边持仓量＜10 万 10000

单边持仓量≥10 万 单边持仓量×10%
数据来源：郑州商品交易所、国泰君安期货产业服务研究所

（1）当合约的单边持仓量大于或等于一定规模时，非期货公司会员和客户按单边持仓量的 10%
确定限仓数额

（2）当合约的单边持仓量小于一定规模时，非期货公司会员和客户按绝对量 10000 手（20 万

吨）标准限仓

2.自交割月前一个月第 16 个日历日至交割月限仓标准见下表：

表 10：自交割月前一个月第 16 个日历日至交割月限仓标准(单位：手)

品种

非期货公司会员及客户最大单边持仓

交割月前一个月第 16 个日历日至交割月前一
个月最后一个日历日

交割月份

（自然人客户限仓为 0）

尿素 3000 1000
数据来源：郑州商品交易所、国泰君安期货产业服务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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