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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参会单位： 

2022 年 6 月 16 日，由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郑州商品

交易所指导，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原料产业链分会、中国棉

花精英俱乐部主办的棉纺织精英高端论坛线上会议成功召

开，观看人次近三千人。为使大家更好了解会议内容，现将

会议纪要发给你们，如有建议和要求请与中棉行协联系。 

联系人：盖丽轩 

联系电话：010-85229415  

 

附件：棉纺织精英高端论坛会议纪要 

 

 

 

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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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棉纺织精英高端论坛会议纪要 

6 月 16 日，棉纺织精英高端论坛线上会议成功召开。此次

会议由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郑州商品交易所指导，中国棉纺织

行业协会原料产业链分会、中国棉花精英俱乐部主办，上海研客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承办，河南同舟棉业有限公司协办。会议

主题是“磨砺聚变 创赢未来--复杂形势下中国纺企如何破局？”，

来自全国各地的纺织同仁近三千人观看了此次会议。 

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原料产业链分会有关领导及棉纺织产

业链上下游的知名企业家和行业学者专家参加了此次会议并进

行发言，共同商讨棉纺织行业市场发展趋势，为中国棉纺织企业

的经营决策和未来发展提供建议和对策。 

会上，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副会长、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原

料产业链分会会长、河南同舟棉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魏刚民致辞。

魏会长表示，2022年上半年行业面临重重困难，下半年如何破局

是我们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本次会议的主题和意义所在。期待

演讲嘉宾和论坛嘉宾畅所欲言，分享干货，理性分析未来变量，

争取为大家带来高质量的视听盛宴。展望未来，我国棉纺织行业

面临的困难是暂时的，既不能过于悲观，也不能过于乐观。希望

棉纺织产业链能抱团取暖，共克时艰，共同为中国棉纺织行业的

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河南同舟棉业有限公司棉花研究员王思佳作了《2022 年棉



花市场形势分析》主题报告。报告指出新年度棉花消费预期走弱，

库销比上升。6 月份北半球纺织用棉处在青黄不接的阶段，新作

还在种植，市场主要消耗 21/22 年度的旧作。目前看棉花消费日

渐萎靡，分市场看，欧美终端消费仍在高位，还未见拐头；中国

终端消费毫无起色，下游利润亏损持续；东南亚纺织出口仍有韧

性，但环比恶化；印度市场棉价高位回落，市场订单惨淡。整体

看，全球棉花供应呈现外紧张内宽松，近紧张远宽松的格局，棉

花需求呈现外高涨内低迷，近高涨远萎靡的格局。 

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副秘书长、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原料产

业链分会秘书长徐潇源作了《2022 年棉纺织市场运行情况》的主

题报告。徐秘书长介绍了当前棉纺织行业概况、运行情况、面临

形势，以及对市场后期的展望、复工复产调研情况。总体来看，

棉纺织行业纺纱及织布装备逐步向自动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方向

发展。生产效率不断提升，纱、布产量基本稳定。2021年，棉纺

织行业迎来近十年最好年景，纱、布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10%和 6%

左右；棉纤维和非棉纤维用量分别较 2020年增长 17.5%和 21.4%，

差异化纤维应用更具竞争力。2022年 1-4 月，设备利用率下降，

纱产量处于负增长状态；销售量萎缩，同比降幅明显；内外棉价

差波动剧烈，5 月份以来平均倒挂 5200 元/吨左右。企业复工复

产方面，6 月 1 日调研显示明显有好转，产能利用率逐步提升，

56.5%的企业开台率在 90%以上，较 5 月 18 日调研增加 11.5 个

百分点。进入 5 月份之后，疫情防控逐见成效，企业复工复产，



物流陆续恢复，但当前经济存在收紧预期，且纺织行业处于传统

淡季，预计短期市场恢复程度有限，重点关注宏观政策和产业链

下游企业开停机情况。 

论坛环节主要围绕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及纺织消费变化、轧花

厂双结零压力下的囚徒困境、疫情后纺企复工复产进展及其面临

的困难、中国纺企如何应对疫情反复、高棉价与国际竞争以及企

业如何利用期货期权规避市场风险等议题进行讨论。 

棉花知名专家刘鑫表示，从宏观看全球流动性超预期紧缩，

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体现为滞涨，并逐步迈向衰退，棉花

作为终端的非必需品受打击比较大。同时全球债务风险若爆发，

将带来风险偏好的集中下行。棉花泥沙俱下，当经济由滞涨迈向

衰退时，大宗商品下跌将由金融属性驱动为主。若刨掉价格因素，

美国消费水平与疫情前持平，欧美消耗储蓄率，加大循环贷，美

居民储蓄率创十几年新低，消费驱动力趋弱。纱棉价差在过去一

段时间是萎缩的，棉纺消费看稳增长意义不大，下半年会看到欧

美的纺服消费显性下滑。若天气不发生大的变化，会看到全球棉

花库销比缓步抬升。 

新疆利华集团交易研究部总经理刘淼表示，囚徒困境，个人

理性抉择导致市场非理性的表现，今年面临的下游需求形势需要

对未来的经济、消费形势有一个清晰的判断。若对后市消费信心

不足，棉花价格下跌的幅度会大于月间价差基差变化的风险，会

面临追保的风险。经历了去年的亏损，高价和高成本是下游不能



承受的，前期经济形势偏暖的时候，由供给端驱动，在未来消费

逐步转差，全球经济氛围不是很理想的情况下，市场会不可避免

地把交易转向需求端，对未来需求的判断可能不太支持像去年这

样非理性的收购行为。 

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叶戬春指出，协

会 6 月 8 号召开了企业家的恳谈会，目前企业复工复产有了明显

好转，产能利用率逐步提升，56%的企业开工率在 90%以上，4 月

份以后出现了订单的明显下降，产品库存增加，主要经济指标下

降较快，预计 3 季度更加艰难，服装转内销可能加大，人民币贬

值利好出口，政府纾困措施也带来利好，RCEP 实施，与这些国家

的合作利于出口形势，棉花价格倒挂，凸显成本优势，终端纺织

品订单逐步转移到了南亚、东南亚，内需同比下降，银行信贷支

持不够。目前棉花价格处于高位，产业链传导不顺畅，疫情防控

下物流不畅，加上原油上涨等因素，原料成本受到影响，海运成

本处于高位，运输成本有所增加，电费为企业除了原料外的第二

大成本。 

黑牡丹纺织常务副总经理朱蓉萍表示，疫情期间物流是最困

难的，目前物流已基本恢复。抛开订单的影响，疫情的影响基本

消除了，因为订单的原因，很多纺织厂订单都是比较短缺的，整

个二季度情况不是太好。近期常州印染企业的业务全部是下滑的，

国内国外呈双降。国外消费下降，内销更加低迷，进口纱目前走

货困难，库存高企，订单不足是复工企业面临的最大困难。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宗物资采购部经理鹿秀丽表示，现

在企业面临的困难是关税、海运费、高棉价，出口美国市场关税

9.6%，另外还额外征收 7.5%的关税，价格竞争力会弱一些，运费

也大幅增加，虽然是买方承担，但最终算在终端产品的价格里，

影响比较大；欧盟国家的关税是 12%，但竞争对手印度是 9%，土

耳其、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出口 0 关税，运费比中国也低一些。

欧美国家的订单采购不是特别积极，一部分是船期不稳定，另一

部分是欧美国家本土消费下降，库存增加。日本市场之前是 7.4%

的关税，现在加入 RCEP 后降至 6.5%，竞争对手依然是 0 关税，

运费也有所增长。棉花一年时间涨了 65%，终端产品毛巾提了 12%，

不能覆盖高棉价带来的成本损失。综合算下来，中国市场能承受

18500 元/吨的棉花价格，欧洲市场能承受 19500 元/吨的棉花价

格。目前看日本市场 5 月份的订单也是增长的，欧美市场下降的

比较严重，电商销售也很难赚钱。 

河南同舟棉业有限公司总裁黄红雨表示，棉花每一次的大涨

大跌都会有一些企业出问题，如果没有预案去管理好企业，风险

是不可想象的。管理好风险，首先是对大势的判断，这是核心；

第二企业的定位，风险管理的各种措施要与企业相匹配；第三是

知行合一。我们要对市场有敬畏之心，在风控上要保持定力，操

作要专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