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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收储政策直接影响到下游的纺织
企业。“国内的棉花基本只能买中储棉的。
虽然中储棉抛储价格每吨 19000 元比收
储价便宜，但是仍然比国外每吨高出 5000
元左右。巨大差价让企业难以承受。”中国
棉花协会秘书长高芳说。

据了解，进口棉花需要配额，否则就要
交纳滑准税，而且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拿
到配额。

“我国的棉纺织企业很大部分市场在
国外，内外棉高差价让企业承受这么大的
原料成本，怎么和国外企业竞争？纺织企
业就怕高差价。”湖南银太纺织集团董事长
黄维新说。银太纺织集团有自己的纺纱

厂，但是近几年他们不得不去购买巴基斯
坦、印度等地的棉纱。“人家的棉纱 12000
元一吨，我们的棉花 19000 元一吨，进口
棉纱比我们本国的棉花还便宜。棉纱进口
不受限制，产业链条严重倒挂，直接冲击棉
纺企业。”黄维新说。

湖南一些小纺织厂依靠紧邻的广东市
场“自救”。他们只能收到一些品质较差不
能入储的棉花，但这种棉花可以纺成竹节
纱做牛仔裤。多数小企业先做一部分样品
到广东市场，卖得好，厂子马上加紧生产。
他们往往反应灵敏，因此能坚强地存活。

湖南华昌纺织集团因为依托合作社，
企业产业链比较完整，利于消化某些环节

的成本，另外，企业依靠做国际贸易，外棉
内棉套期保值等方法来克服困难。

资金问题是让张燕和许多棉企头疼的
问题。“这个行业越困难银行越不支持。有
些小纺织厂很难贷到钱，他们有心升级设备
淘汰落后产能，但是缺少资金。”张燕说。

山东恒丰集团是在棉花市场不景气的
背景下发展比较好的企业。他们避开纯棉
制品，运用高科技研发出新型纤维。“现在
新型纤维在市场很受欢迎，有些纤维表现
出比棉花更为优越的性能。”恒丰企业负责
人说，现在恒丰只有 20%至 30%用棉量，
而且大多是品种好的澳棉，棉制品主要面
向附加值高的高端市场。

我 国 每 年 约 有 5000 多 万 农 村 劳 动
力直接参与棉花生产。我国是棉花生产和
消费第一大国。我国的棉花产业对国内国
际都是一个沉甸甸的产业，需要更多的支
持，更细化的措施帮助其尽快走出困境。

难 解 的 棉 花“ 结 ”
本报记者 杜 芳 瞿长福

《2013 年度棉花临时收储预案》已经

出台，规定预案执行期间如果棉花市场价

格连续 5 个工作日低于临时收储价，国家

将 启 动 收 储 预 案 ，由 中 储 棉 按 照 每 吨

20400元的价格对棉花敞开收储。

临时收储政策是为应对国际市场棉价

出现的大幅涨跌出台的，对保护我国棉花产

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棉花临

时收储量连年上升，棉花交易似乎越来越显

得有些单一，对产业上下游都产生了一定的

影响，引起行业内关于这项政策的讨论。

业内有观点认为，临时收储政策本为

保护棉农利益，调动农民种植棉花的积极

性，但近年来，农民种植棉花的意愿不仅没

有很大提升，棉花种植面积反而逐年缩减。

国际国内棉花市场的较大差价，加大了国

内棉纺织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了棉纺织

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特别是很多

中小棉纺织企业的日子更难过。于是认为

临时收储政策惠农效果不明显，又影响了

棉纺织企业的发展，需要大改动。

上述观点在市场上具有一定代表性，需

要细细加以分析。从种植的比较效益上看，

种植棉花比粮食等作物更费工费时，随着劳

动力成本上涨，种植棉花的成本逐年增加，

挤压了棉农的收益空间。如果没有临时收储

政策托底，给予棉农稳定的市场预期，棉改

粮、棉改果树等现象可能会更加严重。棉花

临时收储政策执行后，农民种棉积极性得到

保护。临时收储政策对于最大限度地稳定棉

花种植面积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临时收储政策也对国

内棉花产业发挥着保护作用。有关专家表

示，一旦取消收储放开国内市场，国际低价

棉花大量涌入，棉花可能面临中国大豆的

窘境，整个产业都会受到冲击。如果棉花种

植面积因此而大幅萎缩，将很难再恢复。因

此临时收储政策为整个产业撑起保护伞。

当前，棉纺织企业承受着国内外棉花

价差较大带来的压力，如果在目前国际市

场不景气的情况下较大幅度地调整临时收

储政策，棉花价格有可能产生巨大波动，棉

纺织企业将面对一个不稳定的市场，承受

的风险和压力或许更大。

事实上，保护我国的棉花产业，客观上

也对稳定国际市场有着积极作用，因为我

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产国和消费国，

中国棉花产业能在相关政策作用下稳定发

展，对世界棉花产业有积极意义。

目前，中国的棉花产业发展正处于特

殊的时期。种植、加工、纺织各个环节都出

现成本上涨的压力；市场上的竞争并未完

全淘汰落后产能，小皮辊机、小纺织厂仍然

有其市场，提升产业品质、优化产业结构还

很困难，棉花产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还

较弱；不同于某些国家的农业结构，我国在

棉花种植环节目前还不可能实行高额补

贴。在此背景下，有必要继续实施棉花临时

收储政策，而且也是适宜的。

当然，棉花临时收储政策并不是应对

各种情况的万能之策。在保护棉花产业的

前提下，应该对不完善的地方适当调整。在

发挥棉花临时收储政策积极作用的同时，

应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例

如，可选择适当时机通过发放进口配额或

者抛储等方式“盘活”市场，推动国内棉花

产业健康发展，也可为下游棉纺织企业减

轻一部分压力。

临时收储 为棉花产业撑起保护伞
杜 芳

7 月底，最后一轮国家储备棉

竞拍就要结束，8 月份开始进入棉

花收获季节。棉农盼着今年的棉

花能有个好价钱，流通企业希望在

竞争中收到更多的棉花，棉纺企业

依旧纠结怎样平衡国内外较大的

棉花差价。

我国棉花市场是由棉农、收购

商、中储棉公司和纺织企业等组成

的利益共同体，他们均希望在竞争

激烈的市场中占据有利位置。

2011 年，国家正式实施了棉花临时收
储政策，由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负责敞开
收储棉花。这一政策出台既是为了稳定国
内棉花生产者、经营者和用棉企业的市场预
期，也是为了保护棉农利益，保证市场供应。

2011 年中储棉以每吨 19800 元的价
格收储全国 40%的棉花产量，去年收储价
格为每吨 20400 元，几乎 90%的棉花由中
储棉收储。

今年中储棉的收购价格仍保持每吨
20400 元的价位，大幅高于国际市场的棉
花价格。“棉花贸易很难做了，只能收购入
储。”银华棉麻产业集团股份公司以棉花贸
易为主，但是现在他们已经连续几年将棉

花卖给国家。本为托市救火的棉花临时收
储政策由于国际市场不景气连续施行下
去，变得有些“常规化”。

临时收储给棉农吃了定心丸，但实际
中，棉农并没有能按照收储给出的籽棉参
考价卖出棉花。“我们不能直接将棉花交给
中储棉，中间还有棉花企业、棉贩子、轧花
厂等环节。他们不可能按照参考价收购，
一般每斤4.2元的参考价只能卖到3.8元至
4元。”湖南省安乡县黄湖村村民孙波说。

按照规定，中储棉只收购有 400 型设
备企业的棉花，小商贩收上来的棉花还需
交给这些企业。“因此，大企业收购棉花的
价格高，我们的收购价格就要低一些，日子

不好过。”棉花收购商熊树安说。
那么，是不是拥有 400 型设备的企业

日子好一些，事实上也不是。“我们的加工
能力是 5000 吨，因为收购量不足，去年只
加工了 2000 吨皮棉，亏了几十万。”湖南
恒生棉业总经理潘文清说。

与产能相比，收购量不足是 400 型企
业面临的主要难题。安乡县籽棉总产量大
约在 180 万担至 220 万担之间，折皮棉只
有 34000 吨至 40000 吨。安乡县自产的
籽棉还不够安乡已有 9 家 400 型企业消
化。何况安乡目前还有 200 型企业近 30
家，皮辊棉加工企业 60 多家，总产能在 15
万吨皮棉以上。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棉花收购企业
出现了掺杂卖棉的现象。中储棉收购 4 级
以上的棉花，但为了尽可能多交储，企业将
收来的级别不等棉花掺起来，如将 3 级棉
花和 5级棉花掺杂，按照 4级棉交储。

河 北 成 安 县 大 堤 西 村 总 耕 地 面 积
8500亩，其中 4000多亩都种棉花。6月麦
收后，周围村镇的年轻劳动力已外出打工，
而大堤西村的棉农依旧守在田间地头。

大堤西村的棉农张义民在田里掐着早
蕾，“这些早蕾形不成优质花，今天结俩，明
天长三朵，所以天天都得来掐。不然后期
一亩地能差 500个棉铃，少收 5斤籽棉”。

整枝等棉田管理几乎贯穿了棉花的整
个生长季，从4月底到11月，棉农几乎每天
都要到地里劳作。棉花还是公认的“药罐
子”，“工砣子”。盲蝽象、棉铃虫、红蜘蛛等

病虫害多，七八天就要打一遍药，一旦治不
及时就有减产风险。棉花收获时节，是棉
农最忙的时候。一亩地需要 25 个工，即使
一个年迈的雇工每天也要80元至100元的
工钱，人工成本几乎占到了种棉成本的
60%，是粮食用工成本的3倍至4倍。

费工费时，加上劳动力成本上涨，许多
棉农渐渐不愿意种棉了，原来和大堤西村
类似的商城镇、长巷乡、辛义乡现在已经基
本上不种棉花，而改种了粮食等作物。张
义民说，“种粮食全程机械化，省时省力，农
闲时还能出去打工，而且近年来国家对粮

食补贴提高，农村棉改粮的越来越多”。
近年来，我国的棉花种植面积连年下

滑，2007 年种植面积 8889 万亩，今年下滑
到 6678 万亩，除了新疆，棉花种植面积超
过 1000 万亩的省份已经没有了，与 2008
年相比，黄河流域棉花种植面积下降 38%，
总产下降 36%，长江流域棉花种植面积下
降 24%，总产下降 19%。

湖南省华容县银华润农棉花专业合作
社依托企业投入大量资金改善当地棉田的
基础设施，有效带动了农户种植棉花的积
极性，但是合作社负责人张燕对未来棉花
种植存在忧虑，现在 60 多岁的农民在棉花
种植队伍里都算是“年轻人”，10 年后这些
人渐渐退出后，谁来种棉花？如果不解决
棉花种植成本过高的问题，不解决机械化
的问题，棉花种植面积可能还会缩减。

棉花种植：进入高成本时代

内外差价：纺企承受压力加大

临时收储：政策下的稳定市场

巴塘县地处四川省西北边陲的金沙江上游，地少山
多，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发展滞后。过去，当地群众的收入
来源主要依靠种植苹果、梨、杏等作物，增收比较困难。

去年，在多次实地察看巴塘县土质后，双流县对口支
援工作指挥部副指挥长徐尚成提出了调整种植结构，发展
草莓产业的思路。

在双流县农发局的指导下，巴塘县在夏邛镇建成面
积 1.5 亩的草莓种植示范点。今年示范点大棚内草莓长
势良好，莓果色鲜味美，旺季的时候每天能外卖鲜果 20
多斤，每斤价格在 20元至 30元之间。

“巴塘不是没有条件，要敢于创新，创新要用事实说
话。”双流县对口支援工作指挥部指挥长罗勇说，他们有
的是耐心，要把发展的种子种进巴塘人的心田。

四川省甘孜州州委书记胡昌生说，“要利用巴塘得天
独厚的气候环境，把其他地方的优良品种引进到巴塘，大
力发展特色农业和高端农业。搞好现代农业首先要转变
观念，转变干部的观念，转变种养殖户的观念”。

在广大援建人员的努力下，一个个由双流援建的项
目在巴塘“开花结果”。

去年 12 月，在巴塘苏哇龙乡，双流第一个落地动工
的援建项目——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项目正式投入
使用。这是巴塘乃至甘孜州第一个劳动保障公共服务基
层平台。

今年 3 月，双流县对口援助巴塘县“格桑梅朵校园饮
水安全工程”在巴塘县莫多乡中心校启动。针对巴塘县
乡村学校师生饮水困难的实际，双流援建指挥部在深入
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将重点区域饮水工程项目列为 2013
年重点援建内容之一，率先在莫多、德达、波戈溪等 3 所
学校启动实施“格桑梅朵校园饮水安全工程”，旨在解决
乡村学校饮水安全问题。

罗勇介绍，今年在 3 所学校实施的“格桑梅朵校园饮
水安全工程”预计投资 120 万元，主要修建沉砂池、输水
管道、蓄水池等工程设施，重点解决水源缺乏、水质较差、
输水不畅等问题，工程竣工后将结束 3 所学校 600 余师
生饮水难和饮水不安全的历史。

真情铺就发展路
——四川双流对口支援巴塘侧记

本报通讯员 杨显云

本版编辑 李 亮

在江苏省兴化市周奋乡时堡村淡水鱼养殖户赵成粉
家的鱼塘里，几名电力抢修工人正对 47 个增氧泵逐一进
行检查。

“一下子就检查出了 3 处漏电隐患，后果不堪设想。”
赵成粉告诉记者，每年的七、八、九月是水产养殖最为关
键的时候，如果在需要供氧的时候停上 1 小时电，增氧
机、喂料机转动不起来，不说赚钱，一年的心血都有可能
赔进去。“现在供电部门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我很放心。”

进入 7 月以来，兴化市气温持续攀升，水产养殖用电
量随之激增。为了让水产养殖户用电无忧，兴化供电公司
一方面建立了养殖户档案，按水产养殖项目进行登记造
册，对养殖面积、数量、地理位置等都统计归档，充分掌握
完整的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与养殖户签订服务承诺书，
承诺内容包括到达现场的时限、客户的整改需求等。

近年来，兴化供电公司将为水产养殖提供优质服务作
为工作的重点，先后组织35个农村供电所的1100多名职
工，深入开展党员“微服务”活动，活动以 2至 3人为一组，
对辖区内的养殖场进行不间断巡查，一旦发现问题立即进
行处理。

兴化市供电公司副经理王力说，兴化电网负荷可能
进一步攀升，供电公司将进一步细化各类应急预案，加强
对农村水产养殖户用电的特巡和夜巡工作，保障水产养
殖户用电安全。

江苏兴化：

确 保 水 产 养 殖 用 电
本报记者 吉蕾蕾 通讯员 申祝存

近日，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铁涌镇石桥村的稻田里，
记者发现一些长圆形的灯笼和日光灯有序分布。惠东县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黄日光说，“那些长圆形的小灯
笼实际上是昆虫性诱灯，那些日光灯则是农用光谱杀虫
灯，它们可都是防治水稻害虫的‘能手’”。

黄日光说，长期依赖化学农药防治虫害会导致害
虫抗药性上升、有益生物减少、害虫更猖獗等问题，
持续有效控制虫害要发展绿色防控，推广应用生态调
控、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技术。基于此，他们在铁
涌镇石桥村和大村村建立了面积达 2000 亩的水稻病
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区，以此辐射带动更多农民应用绿
色防控技术。

黄日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说，去年水稻病虫害
绿色防控示范区诱杀害虫 200 多公斤，害虫密度比对照
田减少 40%至 50%；水稻平均亩产达 452公斤，比对照田
增加 42 公斤；示范区农田比对照田少喷 2 次药，农药使
用量减少 50%，平均每亩节约农药费 56元。

惠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李惠陵介绍，近年
来，惠州大力推广应用引诱剂、杀虫灯、诱虫板等物理防
治措施和以虫治虫、以菌治虫、养鸭治虫等生物防治措
施，既有效抵御了农作物病虫害风险，又极大地提高了农
民种植效益。目前，惠州已建立 10 个农作物绿色综合防
治示范区，涉及水稻、蔬菜、果树、甜玉米等作物，示范区
面积达 5万余亩。

广东惠州：

绿 色 防 控 助 农 增 效
本报记者 张建军 通讯员 刘 君

我国棉花产业透析我国棉花产业透析 上

湖南省南县华阁镇共 10 万亩耕地就

有约 8 万亩种棉花，当地农民依靠种棉获

益，棉花种植面积基本稳定。图为 7 月 21

日，当地农民在棉花地里整枝，棉花长势喜

人。 本报记者 杜 芳摄

山东恒丰集团研发新型纤维产品替代

纯棉制品，抵御棉花市场不景气对企业的冲

击。图为7月19日，纺织工人王金芬正在恒

丰集团生产车间工作。

本报记者 杜 芳摄

7 月 16 日，河北邯郸腾龙棉业纺织股

份有限公司外，一辆装满棉花的卡车正在

等待卸货。 本报记者 杜 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