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我国棉花产业分析及后期趋势展望 

翟雪玲1 原瑞玲 

2016 年我国棉花面积、产量双下降，但由于有较大规模库存，棉花供给较

为充足，但较上年度宽松程度明显收窄。棉花进口受政策影响大幅下滑。国内外

市场棉花需求整体变化不大，纺织品服装出口额同比下滑。受供需形势变化影响，

国内外棉花价格走出低谷，出现恢复性上涨，国内外棉花价差回归正常。 

一、国内棉花市场供求形势 

1．面积、产量双下降，但供给较为充足 

2016 年我国棉花播种面积预计为 3100 千公顷，比上年度调减 167 千公顷。

2016 年西北内陆棉区天气正常，温度适宜，棉花长势明显好于上年，尤其新疆

南疆地区。棉花质量明显好于上年（长江流域除外）。2016 年棉花单产每公顷 1523

公斤，比上年度提高 13 公斤。棉花产量为 472 万吨，比上年度减产 21 万吨。 

尽管国内棉花产量下降，但由于有较大规模库存，棉花供给较为充足。2016

年 5 月，为缓解市场棉花需求，国家正式出台储备棉出库计划。截至 9 月 30 日，

储备棉轮出累计成交 265.9 万吨，其中进口棉 29.6 万吨，成交率 98.2%，国产棉

236.3 万吨，成交率 87.5%。 

2．棉花消费变化不大 

一是国内消费总体平淡但略有起色。2016 年以来国内棉花市场变化不大，

纺织品服装消费较为低迷，纺织服装品出口同比下降，纺织企业产成品库存较高，

去库存压力较大。据国家统计局统计， 2016 年 1-11 月份，我国累计纺纱量 3861.1

万吨，同比增 6.2%。从国内看，前半年纺织服装零售持续低迷，10 月份以后有

所好转，但效果不明显，我国纺织服装内销依旧不景气。 

二是纺纱量增加，纱线价格上涨明显。据国家统计局统计， 2016 年 1-11

月份，我国累计纺纱量 3861.1 万吨，同比增 6.2%。实行目标价格改革政策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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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棉花价格联动性大大增强，进口棉纱优势下降，棉纱进口规模下降，棉纱

生产能力回流国内。2016 年 1-11 月，我国纱线进口 177 万吨，预计全年约 200

万吨，较上年下降 14.7%。由于后期棉花价格涨幅较大，棉纱价格也出现了较明

显的上涨，但棉纱价格上涨幅度小于棉花价格上涨幅度。这表明，棉纱价格上涨

很大程度上是原料价格的推动而不是需求的拉动。1-12 月，32 支纯棉普梳纱线

月均价每吨从 19192 元上涨到 23189 元，上涨 20.8%。1-12 月，32 支纯棉普梳

纱线均价每吨 24313 元，同比涨 19.0%。 

三是纺织品服装出口萎缩。2016 年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持续出现同比负增

长。据海关数据显示，2016 年 1-11 月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累计 2441.8 亿美元，

同比减 5.0%。 

根据国内消费和出口消费状况，预计 2016年我国棉花消费规模为 754万吨，

与上年基本持平。消费结构变化不大，仍然以纺织工业用棉为主。 

3．棉花进口规模大幅下降。2016 年，我国棉花进口规模大幅下降。2016

年 1-11 月，我国累计进口棉花 75.1 万吨，同比减 41.6%。预计全年进口量在 100

万吨以内。美国、澳大利亚、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和巴西是主要的棉花进口国，

进口量分别占进口总量的 29%、27.4%、12.3%、7.7%和 9.3%。棉花进口规模大

幅下降的原因如下：一是国内棉花价差大幅缩小。二是滑准税进口配额收紧。由

于国内棉花库存规模较大，棉花去库存压力较大，我国收紧了滑准税配额发放，

只发放了 1%以内的进口配额。 



 

图 1  2012-2016 年我国棉花月度进口图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 

4．棉花价格恢复性上涨。由于 2016 年国内棉花产量下降，棉花进口规模收

紧，棉花价格理顺后棉花需求变化不大，棉花价格开始走出低谷，出现恢复性上

涨。2016 年 1-12 月，国内 3128B 级棉花月均价格每吨从 11760 元上涨到 15893

元，上涨 35.1%。从月度变化看， 1 季度，国内棉花市场依旧低迷，棉花价格继

续下降。2 季度以后，由于国内棉花减产预期增强，棉花进口收紧，棉花消费略

有恢复，市场上棉花流通较为紧张，棉花价格开始走出低谷出现反弹。5 月份以

后，国家储备棉开始投放，但由于日投放数量有限、出库速度较慢等原因，国内

棉花价格出现了较快上涨。籽棉价格也同样出现上涨。2016 年 9-12 月，全国 3

级籽棉月均价平均每斤 3.6 元，同比上涨 21.6%。 

5．国内外棉花价差扩大。我国实行棉花目标价格补贴试点政策后，国内棉

花价格大幅下滑，国内外棉花价差快速缩小。但后期，由于国内棉花价格涨幅大

大快于国际棉价，国内外棉花价差又呈扩大趋势。2016 年 1-6 月份，1%关税下

国际棉花价格与国内棉花价格价差在-57-800 元之间，滑准税下国际棉花价格一

直高于国内棉价；2016 年 7-12 月，1%关税下国际棉花价格与国内棉花价格价差

在 700-2000 元之间，滑准税下国际棉花价格又开始低于国内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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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3-2016 年国内外棉花价格走势图 

注：国内价格为中国棉花价格指数（CC Index）3128B 级棉花销售价格，国际价格为进

口棉价格指数（FC Index） M 级棉花到岸税后价（滑准税下）。 

二、国际棉花市场特点 

1．面积下降产量略增 

2016 年国际棉花面积持续下滑，为近五年的最低点。单产增加，总产小幅

上涨。据美国农业部（USDA）2016 年 12 月预测，2016 年度全球棉花收获面积

为 2949 万公顷，同比减 3.5%，比 2012/13 年度减少 14.3%，棉花总产量为 2249

万吨，同比增 7.0%，棉花单产为 762.4 公斤/公顷，同比增 10.9%。印度、中国

和美国是位列世界前 3 的棉花生产国，2016 年度 3 个国家的棉花收获面积和产

量分别占世界的 59%和 62.1%。2016 年度美国棉花面积和单产均增加，产量同

比增 25.4%，至 352 万吨。印度棉花收获面积同比减少 10.1%，但由于单产提高，

棉花产量增加至 588 万吨，同比增加 2.3%。中国棉花受目标价格补贴试点政策

实行、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棉花生产持续大幅下滑，产量同比减 4.5%，

至 457 万吨，比 2014 年减少 30%。澳大利亚棉花产量增幅较大，同比增 53.8%，

至 87 万吨，巴基斯坦和巴西棉花产量增加，乌兹别克斯坦棉花产量小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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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2/13 年以来世界棉花面积和产量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USDA 

 

图 4  2014/15 年度以来世界棉花主产国产量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USDA 

2．国际棉价波动走高 

2016 年，国际棉花价格在经历了一年多的低谷徘徊后逐渐走出低谷，呈现

波动走高态势，尤其在 3 月份以后，国际棉花价格回暖态势明显。2016 年 1-12

月，Cotlook A 指数月均价每磅从 68.75 美分上涨至 79.65 美分，上涨 15.9%。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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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Cotlook A 指数年均价 74.23 美分，同比上涨 5.5%。但月度间变化不一。1-3

月，受供需基本面宽松、大宗商品价格整体低迷、中国需求减弱及储备棉投放传

闻等因素影响，国际棉价持续震荡下行，Cotlook A 指数（相当于国内 3128B 级

棉花）月均价从每磅 68.75 美分下跌至 65.46 美分，降幅为 5%。4 月开始受美棉

出口形势较好，美元走弱等因素影响，国际棉价止跌反弹，连续 5 个月上涨， 8

月 Cotlook A 指数月均价上涨至每磅 80.26 美分，与 3 月相比上涨了 22.6%。9 月，

受中国延长储备棉投放时间，新棉陆续上市，全球经济形势无明显改观等因素影

响，国际棉花价格承压较大，棉花价格小幅回落，后期由于美棉出口利好支撑、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上涨、中国棉价持续上涨、印度新货币政策导致印度棉供

应短期偏紧，出口延迟等多重因素影响，国际棉价震荡加剧，小幅上涨。 

3．全球棉花消费保持稳定 

2016 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在低位徘徊，美联储进入了“加息”周期，

全球宏观经济形势较为严峻，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面临货币贬值、资本外流、

债务负担加重等多种问题，欧元区经济虽然有所好转但尚未走出泥潭。因此，在

这种宏观经济影响下，全球棉花消费仍然没有大的起色。据美国农业部（USDA）

2016 年 12 月预测，2015/16 年度，全球棉花量为 2423 万吨，与上年度基本持平。

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孟加拉、越南是世界主要的棉花消费国。其中，

中国、土耳其、孟加拉、越南棉花消费量同比增加，分别为 762 万吨、145 万吨、

133 万吨和 96 万吨，印度和巴基斯坦棉花消费量略有下降，分别为 528 万吨和

224 万吨。中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大棉花消费国，2015/16 年度消费量占全球棉花

消费的 31.4%。 



 

图 5  2012 年以来国际棉花价格 Cotlook A 指数 

数据来源：中国棉花信息网 

 

4．全球棉花贸易规模小幅下降 

2016 年，由于中国收紧滑准税配额，中国棉花进口量大幅下滑，导致 2016

年全球棉花贸易规模下降。据 USDA 数据，2015/16 年度全球棉花出口 765 万吨，

同比降 0.5%，进口 768.1 万吨，同比降 1.2%。美国、印度、巴西、澳大利亚和

乌兹别克斯坦是世界主要棉花出口国，其出口量占世界出口总量的 70%左右。

2015/16 年度 5 个棉花出口大国除美国出口量减少 18.6%外，印度、巴西、澳大

利亚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出口量分别增加 37.3%、18.7%、10.3%和 2.1%。孟加拉、

越南、中国、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主要棉花进口国，其进口量占世界进口

总量的比重接近 70%。2015/16 年度中国棉花进口从上年度的 180.4 万吨下降至

95.9 万吨，同比减 46.8%，印度尼西亚的棉花进口同比下降 10.3%，孟加拉和土

耳其棉花进口有所增加，进口增幅均为 14.8%。 

表 1  2015/16-2016 年度棉花主要出口国棉花出口情况 

国别 
2015/16 2016 同比变化 

（万吨） （万吨） （%） 

世界 765.0 766.5 0.20 

美国 199.3 261.3 31.1 

印度 125.5 91.4 -27.2 

巴西 62.1 84.9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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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93.9 63.1 -32.8 

乌兹别克斯坦 54.4 47.9 -12.0 

数据来源：USDA 

 

表 2  2015/16-2016 年度棉花主要进口国棉花出口情况 

国别 
2015/16 2016 同比变化 

（万吨） （万吨） （%） 

世界 768.1 766.5 -0.2 

孟加拉 135.0 137.2 1.6 

越南 98.0 104.5 6.6 

中国 95.9 98.0 2.2 

土耳其 91.8 80.6 -12.2 

印度尼西亚 65.3 63.1 -3.4 

数据来源：USDA 

 

5．国际棉花库存明显下降 

2015/16 年度，由于全球棉花产量连续三个年度下降，而棉花消费量略微恢

复，因此全球棉花去库存速度加快。据 USDA 数据，2015/16 年度，全球棉花期

末库存为 2108 万吨，较上年度下降 13.3%，库存消费比从上年度的 100.22%下

降到 86.99%。其中，中国的棉花库存占到了全球棉花库存的一半以上，中国的

棉花库存消费比为 166.1%，中国以外地区的棉花库存消费比为 50.61%。 

三、2017 年我国棉花产业发展趋势展望 

1．生产规模略有恢复。展望 2007 年，全国棉花播种面积有可能稳中略升。

主要原因如下：一是棉花价格有所恢复。2016 年，国内外棉花价格都走出低谷

出现恢复。国内 3 级籽棉价格每斤 3.5-3.7 元之间，较上年提高 20%左右；二是

棉花比较效益提高。2016 年我国农产品市场价格调控政策发生了大的变化，玉

米退出了临时收储政策，改成市场化收购加定额补贴，而且只对主产区实行。油

菜取消了临时收储政策，目前尚没有明确的支持政策。这些政策实行以来，2016

年玉米、油菜籽价格都在下行，种植效益下降。比较玉米、油菜等，棉花种植效

益较高。这有可能会刺激农户的种植积极性。 

2．棉花价格弱势震荡。2017 年，国内棉花价格大幅波动可能性不大，很可

能呈弱势震荡格局。一是从供给角度看，2016 年度国内棉花产量继续下降，进



口规模受限，国内棉花供给量在 600 万吨左右，小于国内棉花需求量。但国内尚

有较大规模库存，且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明确了下年度棉花抛储政策，明确表示，

如果市场有需求将加大棉花抛储规模。因此，从供给角度看，2017 年国内棉花

供给较为充足，不具备支撑棉花价格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但是从市场需求角度看，

新年度国内棉花质量较好，尽管国储棉数量有保证，但国储棉质量难以满足市场

需求，在进口棉规模受限的情况下，新棉仍然普遍受市场欢迎，从而支撑国内棉

花价格。综上分析，2017 年国内棉花价格很可能呈弱势震荡格局，大幅波动可

能性不大。 

3．棉花消费规模变动不大。2017 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复苏乏力，仍然维

持在较低水平，棉花消费量大幅增长可能性不大。从国内看，国内经济正处于转

型升级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结构转型压力加大，带动棉花消费增长动力不

足。综合分析，2017 年我国棉花消费仍将维持目前水平，总规模变化不大。 

4．棉花进口继续保持低位。2016 年由于过高的库存我国收紧了滑准税配额

发放，只发放了 1%以内的进口配额。2017 年我国棉花库存规模仍然较高，仍将

处在去库存的背景下，因此对于棉花进口政策将继续收紧棉花滑准税配额，预计

棉花进口量将保持在 100 万吨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