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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观点

品种 主要逻辑 策略建议 风险提示

棉花

1、上游：截至3月10日，全国累计交售籽棉折皮棉579.0万吨，同比
减少15.0万吨，其中新疆交售526.2万吨；累计加工皮棉576.7万吨，
同比减少15.9万吨，其中新疆加工525.9万吨，同比增加0.9万吨，
较过去四年均值增加20.0万吨；累计销售皮棉237.9万吨，同比减少
218.3万吨，较过去四年均值减少120.3万吨，其中新疆销售203.0万
吨，同比减少197.5万吨，较过去四年均值减少90.1万吨。2、中游：
期货仓单库存开始缓慢下降，新棉预报开始减缓。截至03月11日，
郑商所棉花仓单数量（含有效预报）为18738张，折合74.9万吨棉花。
3、下游：国内纺织市场普遍反馈订单减少，部分企业减少开机率，
纯棉纱降价抛售。进口纱外盘价格大跌后转稳，但成交气氛依旧偏
弱；常规外纱均价高于国产纱37元/吨。下游坯布工厂订单严重不足，
仍有降价抛货现象。涤纶短纤价格跟随原油价格波动上涨。4、整体
逻辑：纺织企业年后集中补库的炒作基本已无可能，下一步市场的
主体焦点将逐步转向2022年实播面积及天气的炒作；另一个焦点在
纺织企业订单恢复情况。随着俄乌争端局势的恶化，国际形式复杂
多变，各种不可预测事件发生概率增加，地缘政治问题将暂时主导
市场情绪的变化。

自然人投资者
可以选择短线
空单操作，法
人投资者应及
时把握盘面回
调的机会，寻
找低点建立期
货库存。因盘
面转折较快，
持有的持仓切
莫太过坚决，
做好止盈止损
线的预防。

1、变异毒株
的持续影响；
2、国内外宏
观政策变化；
3、天气因素
影响；
4、国内外外
交政策的变
化；
5、种植面积
的炒作。
6、俄乌战争
所造成的不
可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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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行情回顾



本周，海外金融市场动荡加剧，西方与俄相
互制裁进一步升级，棉花下游订单更趋谨慎，
国内棉价下跌后出现技术反弹，周后期涨势
收敛。2022年3月7-11日，代表内地标准级皮
棉市场价格的国家棉花价格B指数均价为
22303元/吨，较前周上涨77元/吨，涨幅0.3%。
郑州商品交易所棉花期货主力合约结算均价
21309元/吨，较前周上涨259元/吨，涨幅
1.2%。

数据来源：中原期货研究所

周度行情回顾



数据来源：Wind

国内数据（一）

郑棉主力价格和持仓量 棉花仓单（张）

棉花基差 新疆棉籽价：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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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仓量:棉花 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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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单+有效预报

仓单数量:一号棉花 仓单:有效预报:一号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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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价:平均价:棉籽



数据来源：Wind

国内数据（二）

国内商业库存 国内工业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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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棉花月度进口

进口数量:棉花:当月值 进口数量:棉花:当月值: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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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库存:棉花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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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国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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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关于2022年第一批棉花关税配
额外优惠关税税率进口配额申
请有关事项的公告



为保障纺织企业用棉需要，经研究决定，近期发放2022年第一批棉花关税配额外优惠关税税率进口
配额（以下简称棉花进口滑准税配额）。现将配额数量、申请条件等有关事项公布如下：
一、配额数量
本次发放棉花进口滑准税配额数量为40万吨，全部为非国营贸易配额，限定用于加工贸易方式进
口。

二、申请条件

2022年3月1日前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纳税记录和诚信情况；没有
违反《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管理暂行办法》的行为。

在具备上述条件的前提下，申请企业还必须符合以下所列条件之一：

（一）纺纱设备（自有）5万锭及以上的棉纺企业；

（二）全棉水刺非织造布年产能（自有）8000吨及以上的企业（水刺机设备幅宽小于或等于3米的
生产线产能认定为2000吨，幅宽大于3米的生产线产能认定为4000吨）。

数据来源：中国棉花网

2022年第一批棉花关税配额外优惠关税税率进口配额申请事项的公告



本周，伦敦镍期货风波向期货市场敲响“警钟”，市场避险情绪进一步升温，叠加俄乌局势及
相关制裁持续升级抑制消费，国际棉价震荡走弱。2022年3月7-11日，美国洲际交易所棉花期货
（ICE）主力合约结算均价为纽约棉花期货主力合约结算价117.31美分/磅，较前周下跌2.02美分/
磅，跌幅1.7%；代表进口棉中国主港到岸均价的国际棉花指数（M）均价133.01美分/磅，较前周下
跌2.64美分/磅，跌幅1.9%，折人民币进口成本20486元/吨（按1%关税计算，含港杂和运费），较
前周下跌418元/吨，跌幅2.0%，国际棉价比国内棉价低1803元/吨，价差较前周扩大481元/吨。

数据来源：中国棉花网

国外市场：国际棉价盘整后回落



03 供需分析



据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对 14 省区 46 县市 900 户农户调查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3 月
10 日，全国新棉采摘已经结束；全国交售率为 99.8%，同比持平，较过去四年均值提高 0.9 个百
分点，其中新疆交售已基本结束。

另据对 60 家大中型棉花加工企业的调查，截至 3 月 10 日，全国加工率为 99.6%，同比下
降 0.2 个百分点，较过去四年均值提高 1.1 个百分点，其中新疆加工 99.9%，同比下降 0.1 个
百分点，较过去四年均值持平；全国销售率为 41.1%，同比下降 35.7个百分点，较过去四年均值
下降 19.3 个百分点，其中新疆销售38.6%，同比下降 37.7 个百分点，较过去四年均值下降 19.1 
个百分点。

按照国内棉花预计产量 580.1 万吨（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2021 年 12 月份预测）测算，截
至 3 月 10 日，全国累计交售籽棉折皮棉 579.0 万吨，同比减少 15.0 万吨，较过去四年均值减
少 14.1万吨，其中新疆交售 526.2 万吨；累计加工皮棉 576.7 万吨，同比减少 15.9 万吨，较
过去四年均值减少 7.5 万吨，其中新疆加工525.9 万吨，同比增加 0.9 万吨，较过去四年均值增
加 20.0 万吨；累计销售皮棉 237.9 万吨，同比减少 218.3 万吨，较过去四年均值减少 120.3 
万吨，其中新疆销售 203.0 万吨，同比减少 197.5万吨，较过去四年均值减少 90.1 万吨。

数据来源：中国棉花网

上游：全国加工皮棉超过576万吨



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5.5%左右，强调需要付出艰苦努力才能实现。
国内棉花市场方面，新棉销售依旧缓慢，据国家棉花监测系统数据，截至3月10日，全国皮棉

销售237.9万吨，同比减少218.3万吨，按本年度全国产量580.1万吨测算，国内加工企业环节有340
万吨左右新棉待售。下游需求明显低于节前各方预期，棉纱降价抛售，甚至贸易商出货价格普遍低
于工厂价格。坯布、家纺市场惨淡，询价后实际下单寥寥无几，近期也有很多厂家出动跑市场；受
贸易制裁和物流风险影响，外贸企业接出口单也很谨慎。短期内，国内纺织市场需求持续萎缩，恢
复尚不明朗，国内棉价继续上涨动力明显不足。

数据来源：中国棉花网

中游：国内纺织市场需求持续萎缩 恢复尚不明朗



中游：疫情卷土重来 棉企担忧不断升温

近日，国内疫情多点散发，各地区加大防控措施，坚持“动态清零”，对部分棉纺企业生产、
运输、销售及部分轻纺市场贸易商营业造成一定影响。继东莞大朗羊毛交易中心、杭州四季青服装
街区等暂停休市后，3月8日湖州织里童装城、织里国际轻纺城也发布公告无限期闭市。河南、山
东、河北等地一些中小棉纺企业反馈，随着疫情防控升级，不仅棉花采购、运输受到一定影响，而
且广东、江浙、山东等地沿海地区织布企业和棉纱贸易商询价、采购、发货也较2月中下旬减缓，
在棉纱累库存逐渐不断加重、流动资金趋紧的前提下，阶段性减停产的预期增强。

从调查来看，进入3月上旬，国内棉纺企业棉花等原料采购仍未现多少起色，补库期再次向后
推迟，与大中型用棉企业工业库存稳中略降相比，小纱厂、小织布企业则坚持依单采购、随用随买
的原则，尽可能将棉花棉纱库存降至低位，规避风险。3月9-10日，疆内监管库“双28”（或单
29）机采棉公重报价集中在22650-22750元/吨，“双29”机采棉公重报价22780-22900元/吨，报价
相对稳定，并未随郑棉主力CF2205合约的宽幅调整而剧烈波动。

新疆某中型棉花加工企业表示，近期国内疫情复发、美国考虑调整对华贸易政策、俄乌冲突导
致棉纺织品服装出口不仅运费增长，而且接单困难及大宗商品持续上涨推高棉花棉纺织品生产成本
等，棉企担忧不断升温。另外，有企业反映，近期金融机构信贷催收力度有所加大，棉花加工企业
现金流趋紧。



期货仓单库存开始缓慢下降，新棉预报开始减缓。截至03月11日，郑商所棉花仓单数量（含有效预
报）为18738张，折合74.9万吨棉花。

数据来源：WIND

中游：期货仓单库存开始转向稳定，新棉预报开始减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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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农业部报告显示，2022年2月25日-3月3日，2021/22年度美国陆地棉净签约量为8.03万吨，
较前周增长2%，较前四周平均值增长51%。主要买主是中国（3.86万吨）、土耳其、巴基斯坦、越
南和印度尼西亚。印度和尼加拉瓜取消部分合同。

美国2022/23年度陆地棉净出口签约量为1.55万吨，主要买主是土耳其、巴基斯坦、中国
（1996吨）、墨西哥和哥伦比亚。

美国2021/22年度陆地棉装运量为7.29万吨，较前周减少9%，较前四周平均值减少1%，主要运
往中国（2.47万吨）、巴基斯坦、土耳其、越南和墨西哥。

2021/22年度美国皮马棉净签约量为159吨，较前周减少91%，较前四周平均值减少87%，主要买
主是意大利、印度尼西亚和印度。

美国2021/22年度皮马棉出口装运量为5103吨，较前周显著增长，较前四周平均值增长65%，创
本年度新高，主要目的地是印度、中国（839吨）、越南、秘鲁和巴基斯坦。

数据来源：中国棉花网

中游：美棉出口周报：陆地棉签约量增加 中国增加采购



据部分国际棉商、棉花出口商反馈，受近期国际小麦、玉米、大豆等粮食作物价格大幅上涨，
ICE棉花期货走势与原油等大宗商品走势背离，美国、印度等主产区2月份以来天气表现不给力等多
因素影响，2022年北半球棉花种植面积增长幅度或低于之前各机构、涉棉企业的预期。

从统计来看，本周一，5月份交割的芝加哥软红冬麦期货（SRW）跳涨7%至每蒲式耳12.94美元
（小麦期货上周涨幅超过40%，为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玉米期货价格上涨3美分至每蒲式
耳7.5725美元，涨幅0.4%（3月份已累计上涨9.6%，2022年迄今已累计上涨27.6%）；水稻、大豆、
花生等农产品也涨声不断，因此不仅美国、印度及中亚、西非等地农民种植意向“棉改粮”的比例
较1/2月份快速上升 ，而且新疆一些基本农户、合作社2022年扩大粮食种植面积的热情也逐渐高
涨。

另外，由于截止目前美国大部低温，西部、西南部棉区延续干旱、降水偏少、土壤墒情很差，
中南及东南棉区大范围降水形成内涝，因此对棉花春播的影响较大，弃耕率或高于前几年。部分外
商、机构判断，本年度美棉种植面积同比增幅或将明显低于USDA预测的13%；而印度北部旁遮普
邦、哈里亚纳邦等虫灾肆虐，农民深受困扰，对于2022年是否维持或扩大棉花种植面积犹豫不决，
但随着粮食及其它农作物价格大幅上涨，“弃棉种粮”的积极性明显恢复。

数据来源：中国棉花网

下游：粮价大涨 2022年全球植棉面积增长堪忧



下游：国内棉纱价格继续小幅下跌 外纱价格大幅下跌

本周，国内纺织市场普遍反馈订单减少，部分企业减少开机率，纯棉纱降价抛售。进口纱
外盘价格大跌后转稳，但成交气氛依旧偏弱；常规外纱均价高于国产纱37元/吨。下游坯布工
厂订单严重不足，仍有降价抛货现象。涤纶短纤价格跟随原油价格波动上涨。

数据来源：中国棉花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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