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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直接供应棉纺工业为主。棉农自用部分一般局限于絮棉，

用量较为稳定，因而，棉花的商品率很高，棉纺工业的发展

状况构成了棉花需求的基本格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

我国沿海城市建立起发达的棉纺加工业，我国棉花主销区位

于沿海及中心城市，如京、津、沪、广东等地。近几年，国

家为了调整产业结构，实施“东锭西移”战略，棉花的消费

区逐渐向主产区转移。 目前，我国拥有纱锭4200万枚，从事

棉纺工业的工人800万，年完成纺纱2700万件左右，约需原

棉400万吨，加上军需民用，全年需要棉花500多万吨(见表十

二)。 二、棉花历史价格回顾 1999年以前，我国棉花市场没有

放开，生产和价格都由国家控制，其流通体制及棉花价格的

基本特征可概括为：收购环节实行合同定购，由供销社统一

收购；在销售环节，由国家计划分配，供销社统一经营，不

放开棉花市场。所以，多年来我国棉花价格不是市场竞争形

成的，而是由政府根据国内棉花的供需状况来确定棉价(见图

三)。 这种购销体制及棉花价格形成的最突出的特点是，不能

及时适应动态的市场行情，少则一年，多则几年价格不动。

当棉花供不应求时，国家往往不能及时提高价格（如1992

、1993年），当棉花供过于求时，价格也不能及时下调（

如1996、1997年），“卖棉难’与“买棉难”交替出现，供

不应求时收购环节抬级抬价，供过于求时压级压价，棉农面

临的价格风险较大。 建国以来，我国棉花价格变化大致可分



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77年，价格稳定期。

国民经济实行高度计划管理，全国棉花统购统销，价格相对

稳定在1800元/吨上下。 第二阶段：1978－1988年，调整期。

国家先后8次调整棉花收购价格，其中5次上调，3次下调，但

调整幅度都不大。这也是我国棉花生产发展较快的时期

，1984年棉花产量为625.8万吨，为迄今为止棉花产量最高的

年份。 第三阶段：1989－1998年，价格上涨期。国家先后7次

上调棉花收购价格，仅1994年就调整3次，累计调价幅度

达130.3％，期间棉花播种面积呈下降趋势。因为国家制定棉

花收购价格的主要依据是粮棉比价关系，由于粮食价格长期

偏低，导致棉花收购价格也偏低，而种棉花投入多，风险大

，劳动强度大，费工费时，不如种植其他经济作物及水果、

蔬菜划算，因此种棉积极性不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