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有色金属期货软件(有色金属期货交易网)

财联社2月13日讯（编辑 陈侃迪）近日，中证商品指数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中国国际
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中证中金公司商品期货综合指数”，该指数为跨交易所
综合商品期货超额收益指数，共覆盖了贵金属、能源化工、工业金属、农产品四大
板块的商品。

此前，南华期货也发布过综合性的商品指数，为“南华商品指数”，该指数自2004
年6月7开始上线，属于收益率类指数，期货交易软件文华财经也发布过类似的文华
商品指数。

目前国内商品指数发布共有三大类，一类是属于交易所编制，如上期所、大商所、
郑商所构建的商品指数，但由于各家交易所指数只能编制仅属于自家挂牌的品种，
故种类较为单一，第二类是由三方研究机构发布的，此次的中证中金公司商品期货
综合指数便是此类，第三类则由期货公司或证券公司发布，如南华商品指数。

根据资料显示，此次指数的编制方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8月，是由沪深
证券交易所共同出资成立的金融市场指数提供商。另一家则是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简称中金公司，成立于1995年，是中国内地第一家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
目前中央汇金为其第一大股东。

单品种权重不高于25%，原油占比16%最大

商品指数的设计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除作为一种投资工具外，还能作为行业动态前
景的先行指标，甚至为宏观经济调控提供预警信号。此次发布的商品综合指数可较
直观的反映国内商品期货品种的整体动向，也可作为投资者评价收益的基准。

根据资料显示，该指数目前权重分配最大的品种为能源交易所的SC中质含硫原油，
占比16%，其次为大商所的LH生猪期货，占比13.65%，第三为大商所的i铁矿石，
占比8.84%。

数据来源：中证商品指数有限责任公司 财联社整理

指数基期为2015年6月30日，基点为1000点，指数的样本空间由同时满足以下四
大条件的商品期货品种组成，一是在中国内地期货交易所上市交易；二是上市时间
满三个月；三是近一年内存续合约的单边日均持仓金额不低于50亿元；四是过去一
年没有出现标准合约重大修改或相关实施细则影响可投资性等特殊事件。

在选样方法上，编制方将样本空间内的商品期货品种划分为贵金属、能源化工、工
业金属、农产品四个类别，并选取每个类别中过去三年平均现货消费金额最大的品
种（也称“基石品种”），随后按流动性排名从高到低依次选取商品期货品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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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满30个品种为限（含基石品种），对于该30个商品期货品种，按过去三年平均现
货消费金额从高到低排名依次选取，以选满20个品种为限，以上20种商品期货品种
组成指数样本。

权重方面，限制单类别权重不高于45%，不低于5%，当某个类别权重高于单类别
上限时，降低其比例为45%，低于下限时，提升其比例为5%。同时也限制单品种
权重不高于25%，不低于1%，单个品种权重高于上限时降低其比例为25%，低于
下限时提升比例为1%。权重调整为每年一次，于每年6月第6个交易日进行成份选
取与权重分配，并于每年7月第1个交易日调整生效。

对我国宏观经济预测具有特殊意义

对于此次指数的上线，方正中期期货分析师尹心表示，商品指数是成熟金融市场重
要的组成部分，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前行指标，也是价格指数的重要补充，在经济研
究和投资决策中通常扮演着关键角色。由于我国商品期货市场起步晚，相较于海外
市场中比较成熟的路透CRB、标普SPCI、高盛GSCI等指数，目前尚无威权的、广泛
被市场接受的国内商品指数。近年来，由于中外经济周期的错位，相同商品的内外
盘期货市场时常会表现出巨大的差异，使得海外商品指数对我国各部门的参考意义
进一步减弱。在这样的背景下，中金公司和中证商品指数公司针对我国商品期货市
场联合编制的“中证中金公司商品期货综合指数”就更具理论意义与现实紧迫性。
该指数涵盖贵金属、能化、工业金属、农产品等四大门类，并且根据品种现货的消
费额确定权重，兼顾了市场代表性和流动性，弥补了我国商品指数细分领域的空缺
，以期成为各细分市场的权威指标。在此之际，希望“中证中金商品指数”能够顺
利稳健并长久地运行下去，更好地承担服务国家各经济部门的宏观决策和风险管理
的重要使命。

中信期货分析师张文则表示，中证中金公司商品期货综合指数对于我国宏观经济预
测具有特殊意义。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越来越受到宏观经济预期影响，但商品价格同
样也是通胀、经济景气状况的领先指标。08年欧洲央行曾直接将铜价作为通胀的预
测指标。中证中金商品指数的诞生，有利于我们得到更加量化的通胀预期和工业需
求指标，将有利于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的决策部署。此外，国内商品期货指数化
也使得海外能够得到可以量化表征中国经济状况的高频指标，有利于吸引海外资本
投资国内资本市场，为未来我国资本项目开放奠定基础，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本文源自财联社 陈侃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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