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棉花市场疲软，价格下行压力较大 

翟雪玲 原瑞玲 冷博峰1 

2022 年以来，我国棉花市场低迷，棉花消费持续不振，价格不

断走低。相比国内，受俄乌冲突影响，国际棉花价格不断走高。展望

后市，由于 2022/23 年度国内棉花种植面积增加，棉花供应充足，消

费难有大幅提振，预计棉花价格仍有下行压力。 

一、2022 年以来国内外棉花市场状况 

1.国内棉花市场低迷棉花价格走低。2022 年以来，我国棉花市

场一改上年供销两旺格局，棉花市场疲软，消费持续不振，棉花价格

走低。据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监测，截止 2022 年 5 月 19 日，全国

累计加工皮棉 580.1万吨，累计销售皮棉 302.9万吨，销售率 52.2%，

同比下降 44.6 个百分点，较过去四年均值下降 29.6 个百分点。其中

新疆棉销售 259.5 万吨，销售率 49.3%，同比下降 47.7 个百分点，

较过去四年均值下降 31.9 个百分点。国内棉花价格不断下降。2022

年 1-5 月，国内标准级棉花 3128B级棉花月均价每吨从最高的 22840

元下跌到 22122元，降 3.2%。郑棉期货主力合约月结算价每吨从 21600

元下跌到 20450元，跌 5.3%。 

2、国际棉花价格不断上涨。2022 年以来，在全球消费有所恢复、

俄乌冲突带动原油及大宗农产品价格高涨的情况下，国际棉花价格不

断上涨。2022 年 1-5 月 Cotlook A 指数月均价每磅从 132.13 美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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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到 163.75 美分，涨 23.9%。美棉、印度棉销售情况较好。据美国

棉花国际协会统计，截至 2022 年 4 月 14 日，2021/22年度美棉累计

签约 325.9 万吨，超出美国农业部预测年度出口量 4.8万吨，销售进

度达 101.5%。印度国内棉花消费较好，供应压力较大，带动国内价

格上涨。为缓解国内棉花供给压力，印度财政部宣布 4 月 14 日起至

9 月 30 日对棉花进口实行关税豁免。国际国内棉花市场出现冰火两

重天的现象。目前，无论是裸价、1%关税下还是滑准税下，国际棉花

价格都要高于国内。以2022年5月份月均价看，国内标准级棉花3128B

级价格每吨低于国际 Cotlook A 指数 981 元，1%关税下，国内棉花

价格每吨低于国际 3112 元，滑准税下国内棉花价格每吨低于国际

3169元。这是继 2011 年以来第二次出现国内价格低于国际价格的状

况。 

二、当前国内棉花市场持续低迷的主要原因 

2022 年以来国内纺织品服装终端消费低迷，棉花供应链受阻、

企业压力资金较大等是当前国内棉花市场低迷的主要原因。 

1.国内终端纺织品消费低迷。2022 年 2 月份以来，国内疫情散

发频发、棉花产业链供应链遭遇卡点堵点，对社会运行和经济生活造

成了较大冲击，国内市场预期转弱等阶段性下行压力明显加大。根据

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 年 3、4、5 月全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分

别为 49.5、47.4 和 49.6，均低于荣枯线以下水平。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多地采取封控措施，居民出行和消费活动受到抑制，部分纺织

服装交易市场暂时关闭，内销市场出现 2021 年以来的首次下滑。据

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 年 3 月和 4 月份，国内限额以上服装鞋帽针

纺织品类零售额同比大幅下降 12.7%和 22.8%，创 2020年 4 月份以



来最大降幅。1-4 月份网上穿着类销售额也下降 1.7%。2022 年 1-4

月，我国纱产量累计 870.3 万吨，同比减 1.6%。根据中国纺织工业

联合会调查数据，2022 年一季度，纺织行业景气指数仅为 42.6，较

上年同期和 2021 年四季度分别回落 14.5 和 19.7 个百分点。终端消

费品下降削弱了对棉花的需求。 

2.订单外流市场预期偏悲观。据海关数据，2022 年 1-4 月我国

纺织品服装出口额累计 958.4 亿美元，同比增 8.6%，但纺织品服装

出口增速明显回落。2021 年下半年以来东南亚等海外纺织大国产业

链恢复，订单逐渐分流东南亚等国家。美国海关证实 2022 年 6 月 21

日，美国《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The 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将正式生效，对来自中国新疆地区的商品实施进口

禁令，对企业出口信心形成较大打击。根据对部分纺织企业调查，截

止目前 2022 年国内秋冬季订单和国际圣诞节、复活节订单都明显低

于预期，尤其高附加值的高支棉纱接单情况不理想。在这种状况下，

纺企担心成品积压挤占流动资金，普遍采取随用随买策略，减少原料

采购。据《中国棉花工业库存调查报告》数据，5 月初准备采购棉花

的企业占 52%，比近五年同期平均水平减少 17.7 个百分点。 

3.高成本压力下企业惜售心理较强。2021年 9月新棉上市以来，

国内棉花价格不断上涨且疫情影响下国际棉花供应链运行不畅，海运

费大幅上涨，进一步推高棉花价格。在这种状况下，2021 年棉花加

工企业普遍收购棉花成本较高。2022 年 2 月份以来国内棉花市场行

情由旺转弱，棉花价格不断走低，但由于高成本的压力，加工企业惜

售心理较强，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棉花销售。 

三、后期展望及建议 



国内市场：从供给看，本年度棉花销售缓慢，棉花市场供给资源

依旧充裕，棉花加工企业在还款压力下，销售动力增强。此外，据国

家棉花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全国棉花生产监测显示，2022

年度我国棉花播种面积同比增加 0.9%，棉区气候条件正常，棉花长

势较好。从需求看，由于疫情反复带来居民就业和收入预期变化，抑

制了消费需求，再加上国际贸易形势复杂，纺织企业接单状况一般及

终端消费信心偏弱，纺企补库以刚需为主，棉价上行动力不足，预计

短期国内棉价将震荡下行。 

国际市场：据美国农业部（USDA）5 月预计，2022/23 年度全球

棉花产量增加至 2635.8 万吨，消费减少至 2656 万吨，棉花供求总体

处于紧平衡状态。但受北半球新棉生长季节天气炒作等因素影响，全

球棉花市场运行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预计短期国际棉价仍将高位震荡。 

建议持续加强对国际、国内棉花市场全产业链监测，密切关注地

缘政治冲突、各国经贸政策变化以及极端气候等因素对棉价的影响。

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在对我国棉花供求形势科学预判的基础上制定收

储预案，提振市场信心。严格落实 4月份国家出台的稳外贸稳外资政

策，对运行困难的内销纺织企业在企业所得税、社保、用水、用电等

方面为企业切实减负，提供优惠贷款政策，引导国内棉花消费市场预

期复苏，维护棉花市场的健康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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