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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宗商品指数上涨的背景
1.1国际因素
首先是以美国为首的经济体出台众多经济刺激方案，大量

货币涌入经济市场，使得以美元为标的的各类资产价格进一步
上涨，从而市场上大宗商品行情不断上行。其次是国际环境和
自然环境导致的大宗商品原料减少，如受疫情及地区局势动荡
影响非洲、南美等全球新兴矿业国家勘探投入减少，美国寒潮
天气导致的原油供应减少等问题，共同导致国际的市场供求格
局发生变化，疫情得到缓解后的强势需求和供给不足的情况，
不断推高产品的市场价格。

1.2国内因素
在2020年全球疫情大暴发的情形下，我国通过对疫情有效

有力的管控和经济方面的调控，国内经济得到了超预期增长，
市场运行和商品进出口呈现出了良好的态势。根据海关总署发
布的数据，自 2020 年 6 月以来，我国出口已连续七个月增
长，且其中三个月出现 2 位数的高增速。[1]此外中国作为消
费大国，其需求的增加在后疫情时代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中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中国早已经成为全球大宗商品的第一大消费国。

2　大宗商品价格未来趋势
2.1实体经济和需求边际双重导向
从目前形势来看，2020年的疫情给全球各国的经济都形成了

重创，真正支撑大宗商品的实体经济其恢复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美联储虽然采取了1.9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但是这种刺激
方案也仅仅缓解了美国家庭和商业危机，而其货币投放带来的流
动性宽松引起的通胀，在实体经济未能恢复的情况下，并不能够
支撑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行。其次，正常的需求都是边际递减的，
边际递增的需求会把人导向毁灭，“渐渐就满足了”的现象将会逐
渐使得需求对象进行转移，也导向大宗商品的价格不会一直上行。

2.2我国政府积极政策导向
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上行已经给我国的企业造成了进口成本

增加等一系列压力，国内的生产链也受到了影响。因此，我国高
度重视此次大宗商品指数不断攀升，国务院重要会议上多次聚焦
此问题进行研究，4月9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
和企业家座谈会，参会专家和企业家认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
幅上涨带来企业成本上升压力很大，李克强总理指出，“加强原
材料等市场调节，缓解企业成本压力”。[2]可以看出，我国就大
宗商品价格带来的影响已经迅速开展实施相关措施，大宗商品价
格持续上涨的趋势不会一如既往不受控制。

3　企业在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过程中受到的影响
在大宗商品指数不断创历史新高时，企业的成本压力随之

不断增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原材料的价格不断攀升，部分
企业采取了提价的策略应对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但是轻易提价
也意味着同时率先失去市场，因此大部分企业只能将成本的压力
自行消化，维持原价或者减少订单，这些导致企业自身的利润空
间不断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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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此次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上涨也引发市场上不同
类型的企业、不同的行业之间拉大经营差距。如经营相关商品贸
易的企业在此次行情中，因其本身就是低毛利行业，因此在资金
方面就会出现运转不周的现象。而中小企业相对于大企业而言，
受制于其企业规模，在议价方面的发言权以及应变能力方面都尤
为不足，因此在此次行情中很难做到成功抵抗价格上涨的影响。

4　对企业的相关建议
4.1 化危机为机遇，大型企业加快技术创新和高端转型
大型企业作为拥有大型规模、资金雄厚和技术先进的优

势，为更好地应对此次风险，可利用其优势进行技术的进一步
技术上的创新，不断优化生产效率。还可利用其优势，通过
加速企业高端化、智能化、机械化转型，来缓冲原材料成本
上涨带来的不利影响。[3]此外，对于创新，企业需要舍得出资
金投入，只有创新才能推动进步，才能让企业的生产从本质上
得到升级，企业的才能拥有更大的生存空间。

4.2中小企业积极合理利用期货功能
期货市场的风险规避功能目前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和风

险管理的工具，所以中小型企业也应当积极合理地进行企业发展的
创新，度过此次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的风险。中小型企业需要积
极合理有效地使用期货的套期保值功能来进行风险的规避，通过期
货的套期保值功能，进行对原材料价格的提前商定，没有原材料的
企业也可以通过与供应商的沟通进行未来长单签订的措施。

4.3修复并完善企业的一体化管理
企业运营中的业务、风控和财务三条线，需要互相融合进行

一体化管理。在此次大宗商品风险中，多数公司的风险管理未能
及时预判和防范、资源配置未能及时梳理、资金流通周转不灵都
是导致企业负盈利的重要原因。因此，企业应当及时的梳理资源
配置情况和资金情况，同时构建完善的风控体系，关注市场走
势，对风险问题进行及时地发现、预判以及准备应对策略，并对
资源和资金进行系统化的梳理找出企业管理盲点，从而保障企业
安全地度过风险。

综上，针对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给企业带来的成本压力增
加、利润空间紧缩、行业经营差距分化等影响，加之疫情的持续，
企业在这场危机中更应该化被动为主动，大型企业加快技术创新
和高端转型，中小企业积极合理利用期货功能，同时修复并完善
企业的一体化管理，不断完善企业自身的防护盾，如此才能成为
这场风险中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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