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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青松

“这是我连续第五年到新疆摘棉
花了。”日前，50多岁的拾花工老张
操着一口浓重的河南口音对《中国企
业报》记者说，今年新疆棉花大丰收，
他又该在棉花地里忙活两个月左右
了。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中国棉协

了解到，今年全国棉花大丰收，预计
全国棉花总产量将达 738万吨，较上
年增长 10.9%。

按常理说，棉花丰收对棉农、棉
企以及纺织企业都是利好消息，然而
在记者调查棉花产业链条的过程中，
却发现各种浓厚的观望情绪弥漫。
“观望”成为上游棉农、中游棉企以及
下游纺织企业的关键词。
“观望”背后呈现这样的事实：一

方面，由于植棉成本攀升，棉农对棉
价期望值较高，再加有国家临时收储
政策托底，惜售心理严重；而棉企由
于下游需求不旺，加上上半年棉价
“过山车”，收购谨慎；同时，内销市场
不振，外围经济低迷，纺企外贸订单
减少，为缓解资金紧张和降低后市风
险，纺企大都采取随用随买的购棉策
略。

棉花丰收
难破产业链观望僵局

作为棉花下游产品，由于上半年
棉花价格大涨大跌，大量位于行业低
端的中小纺织企业受到很大影响。

据了解，江浙一带大约 1/3的小
型纺织企业因抗风险能力弱而处于
停工或半停工状态。位于黄河之滨的
山东滨州被誉为“中国棉纺织之都”。
目前滨州当地的多家中小型棉纺企
业经营困难，多家企业停产，甚至少
数企业破产倒闭。

中小纺织企业停产消息不断传
出，大型棉纺企业也面临开工不足。
“企业开工不足目前太平常了，

规模大的棉纺企业情况也好不到哪
里去，好多都是在勉强支撑。”滨洲当
地一位纺织企业的负责人对记者表
示，“目前行业最大的魏桥纺织开机
率约为 8成，凤竹纺织接近 7成，华芳
纺织约为 5成。”

这位负责人还表示，今年纺织企
业观望情绪太浓，订单不足。旺季还

不如往年淡季，纺织企业也很无奈。
一位纺织行业人士称，当前纺织

业的困难程度，比 2008 年金融危机
时还要严重。在过去的一个棉花年
度，棉价从开秤之初的 18000元 /吨左
右暴涨至历史高点 31288元 /吨，又回
落至 25000元/吨以下。暴涨暴跌使纺
织业步履维艰，甚至出现企业负责人
跑路、自杀等现象。

中国棉花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
长高芳指出，棉价大幅波动导致纺织
企业难以确定成本，大单、长单锐减，
原料库存保持低位，棉花采购量有限，
成交清淡，商品棉周转速度缓慢。

中投顾问轻工业研究员朱庆骅
对记者表示，2011年上半年我国规模
以 上 纺 纱 企 业 累 计 完 成 纱 产 量
1341.3 万吨，同比增长 11.14%；规模
以上织造企业累计完成布产量 283.4
亿米，同比增长 15.36%，1—5 月棉纺
织行业利润率 5.26%，较一季度略有

下降，其中四五两个月平均利润率仅
4.90%，平均产销率下降至 97.90%，达
到 2009年四季度以来最低水平。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2011年度
纺织行业面临的问题十分复杂，国际
经济形势总体低迷，国内通胀，劳动
力、原材料等各类成本价格上涨，大
大挤压了企业利润空间。

据金石期货调研显示，今年全国
植棉平均成本为 1632.32 元/亩，增幅
达 14.18%。而棉花占纺织企业的成本
权重最大，占比达 60%—80豫。

另外，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等诸
多因素削弱了纺织企业国际竞争力。
由于我国纺织产品 70%依赖国际市
场，而优势更明显的东南亚各国发展
加速，30%以上附加值较低的中低端
订单开始向这些国家转移，纺织企业
出口形势严峻。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副会长高勇
认为，短时间内纺织行业出现转机不

现实，关键是我国纺织工业和国际市
场联系密切，而发达国家尚未走出经
济低迷。国内正处于经济调整中，货
币政策还在继续紧缩。

还有业内人士表示，如果棉价企
稳，预计到今年年底，在国内需求拉
动、国际经济形势逐步好转的大环
境下，随着下游服装市场需求增加，
处于困境中的纺织企业才会迎来转
机。
“棉价‘过山车’使纺织企业承担

了更多的风险，纺织企业不敢贸然囤
棉，也不敢接大订单，大多采取观望
态度，而纺织企业对下游服装商没有
足够的议价能力，即使棉价下跌处于
较低水平，下游服装商会相应地进行
压价，挤压纺企的利润空间。”朱庆骅
对记者表示，纺企还要承当消化前期
高棉价库存的压力，因此，棉花丰收
与否对纺织企业来说影响并非直接，
关键是其棉价波动情况。

往年的 9月中下旬，山东东营一
家规模不小的棉企至少可以接十几
车皮大单。但进入 2011年新一个棉花
收购年度已一个月，这家棉企不仅收
购不畅，以零星收购为主，而且销售
也十分不顺，都是以前的老客户随买
随用。

企业负责人王经理告诉记者，他目
前感受最深的是市场观望情绪浓厚。

王经理进一步介绍说，由于去年
棉价大涨，不少棉农尝到甜头，所以
对今年棉价期望值普遍较高，再加上
劳动力价格和生产资料普涨，种植成
本提高，棉农惜售心理严重，收购市
场较为冷清。

说起今年上半年的棉花行情，这
位棉企负责人还心有余悸。王经理
说，由于棉花供需情况、资金炒作等
多种因素影响，2010年度（2010 年 9
月—2011年 8月）国内棉花价格暴涨
暴跌，带来了整个棉花产业链的阵
痛，造成今年产业链各方谨慎观望。

中投顾问轻工业研究员朱庆骅
对记者表示，从去年 4月开始，棉价一
路上扬，今年春节后棉花开始大幅上

涨，到今年 2月份棉价已触摸到了每
吨 3.487 万元的顶点，3 月回升至
31228元/吨，然后棉价再次下跌。5个
月累计下跌超过每吨 12000元，跌幅
达 39%。目前价格已跌破 19800元 /吨
的新年度临时收储价格，当前 3级皮
棉市价 19500元左右，一般成交的在
18000元左右，弱三级以下很难卖，籽
棉基本在 3.7元左右。

朱庆骅指出，棉农对今年棉价有
较高的心理期待，不少棉农表示低于
4.5元/斤不卖，惜售心理严重，多持观
望态度。而相对于高棉价，纺织企业
更为担心的是棉价大幅波动，这将对
其需求行为产生很大影响。

东方艾格分析师熊宽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认为，去年棉农得到实惠，
种植面积大幅提高，种植意向强烈，
但棉花丰收棉农惜售心理较重，而棉
企采购意向也不强，压低价格，棉花
交易市场以平稳为主。“这种僵持状
况会持续一到两个月，相信国庆节后
随着国外对下游纺织服装订单增多，
再加上内需逐渐加强、美国经济逐步
复苏等因素，棉花价格会涨上去。”

就目前棉花市场的收购价格，熊
宽认为，“农民收益还可以，棉企的效
益也应在 3%—4%。”

记者对山东、河北、安徽等地棉
企调查发现，“行情无法判断，走一步
看一步”成为大多数棉企负责人说得
最多的话。

山东菏泽市巨野谢集工业园锦
源棉业三十九厂谢经理告诉记者，目
前棉价掉得厉害。
“今年河北棉花丰收，但价格不

是很好，三级、四级籽棉 4.1 元或 4.2
元/斤。”河北邯郸市腾达棉花公司常
经理说。

山东东营一家棉花公司经理刘
江波告诉记者：籽棉 4.3元/斤，而去年
一开始就是 5元/斤。

而位于安徽无为棉产区的一家
棉花公司经理吕建向记者表示，四级
籽棉价格 4.2元/斤。

记者从中棉协相关负责人处了
解到，今年我国棉花产量增产，但需
求并未同步增长，这是对棉花价格上
涨最大的压制。新年度棉花需求仍维
持在 1000 万吨，与上年度持平，国际

上 2011年度大多数主产棉国棉花丰
收，供给略大于需求，棉价存在一定
下行压力。

新疆西部银力棉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朱耘表示，从当前棉花购销形势
及纺企经营情况看，棉花如上年度攀
至 3万多元/吨的概率较小。但在植棉
成本提高和国家收储价格支撑下，棉
价难再次大幅下探。未来随着各方走
稳，棉价会保持在 2.2 万—2.3 万元 /
吨。

熊宽对记者表达了同一观点，
“自 8月 16日国家公布储备棉制度以
来，19800元/吨的价格会使棉价平稳，
上升空间有限。今年棉花大丰收，不
会像去年那样大涨大跌。”但他认为，
“未来 2个月最多达到 21000元/吨。”

不过也有行业人士对未来棉价
企稳持有保留意见。一位长期关注我
国棉价的专家在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表达了担忧。他认为，从
目前来看棉价平稳运行的因素占主
导地位，如果一旦炒作资金重点关注
棉花市场再加上游资助推，不排除棉
价大幅上涨的可能。

上述来自河南商丘的摘花工老
张告诉记者，他是 9月中旬从老家来
新疆的，“报酬还不错，每公斤 1.7元，
包吃包住，来回路费还给报销。”

老张只是几十万入疆摘花大军
中的普通一员。

据了解，每年 9月棉花成熟时，
都有六七十万摘花大军从全国各地
来到新疆采棉。最热闹的时候，每天
都有几趟专列抵达新疆，坊间称为
“入疆淘金”。这些主要来自河南、青
海、四川、陕西等地浩浩荡荡的拾花
工大军，直到 11月中下旬棉花采摘
完毕才会满意地踏上返乡之路。

老张的“东家”是同样来自河南
商丘的李强。5年前，李强一家就来到

位于新疆昌吉呼图壁县农六师 111
团承包了 300多亩的棉花地。

李强向记者介绍，今年棉花的长
势非常好，但招拾花工十分困难。没
办法，他只好托亲戚从老家带了十几
个人赶紧过来帮工。
“今年我家种植的棉花，由于在

科学种田上下了些功夫，再加上气候
好，风调雨顺，每亩单产可以达到 350
公斤以上，比以往年份都要好。”李强
介绍说，“摘花工们干劲都很大，每天
都能摘 100多公斤呢！”

资料显示，我国适宜种植棉花区
域广阔，全国划分为三大棉区：长江
中下游棉区（包括湖北、安徽、湖南等
地）、黄河中下游棉区（包括河南、河

北、山东等地）和西北内陆棉区（包括
新疆和甘肃等地）。

中投顾问轻工业研究员朱庆骅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2011年全国棉
花播种面积达 8100万亩，比上年增长
5.2%。从棉花长势来看，今年是个棉花
丰收年，倘若后期天气保持正常状态，
预计今年全国棉花总产量将达 738万
吨，同口径比较，较上年增长 10.9%。

据中国棉花协会常务副会长兼
秘书长高芳介绍，受 2010年度高棉
价和高收益吸引，2011年度棉农积极
性大大提高，因此全国植棉面积有所
增加。

中国棉花协会监测信息显示，
2011年全国棉花播种以来，全国气候

较适宜，预计单产高于上年，趋势为
丰年。其中黄河流域和新疆棉区棉花
长势良好，长江流域气候条件稍差，
部分棉区单产有所下降。

在我国主产棉区域中，新疆几乎
占我国棉花总产量的“半壁江山”。中
国棉花协会预测，2011年新疆棉花种
植面积 2384 万亩，同比增长 12.5豫 ,
棉花总产量将达到 342.5万吨，较上
年增长 17.4%。位于黄河中下游产棉
区的山东，全省种植面积约为 1165
万亩，比去年增长 4%，预计今年棉花
产量可达 86万吨以上，比去年增长
22%。而位于长江中下游产棉区的湖
北，2011年全省种植面积较上年增加
14.2%，为 821万亩。

丰收的棉花
受 2010年度高棉价和高收益吸引，2011年度棉农积极性大大提高，
全国植棉面积有所增加。

僵持的棉价
国内棉花价格暴涨暴跌，带来了整个棉花产业链的阵痛，造成今年
产业链各方谨慎观望。

无奈的纺企
棉价“过山车”使纺织企业承担了更多的风险，纺织企业不敢贸然囤棉，
也不敢接大订单。

美国加州众议院清洁能源委员会主席 Bob Wieckowski
率领加州经贸代表团于上月参加了由国内知名 PE 机构融
源资本在北京举办的绿色产业研讨会，会议就当今绿色产
业的最新发展趋势和国际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广泛交
流。

作为加州资深政治家，Wieckowski 先生在多年的政治
生涯中，在鼓励清洁能源应用、推广清洁技术方面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作为州立法者和清洁能源委员会主席，他主
持通过了多项立法，旨在鼓励加州企业投资于清洁技术的
研发和推广。

会后，记者对 Bob Wieckowski 做了独家采访。
《中国企业报》：请介绍一下加州绿色产业的发展及公

共政策支持情况。
Wieckowski：作为全球第八大经济体的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其经济总量占到全美 15%以上，人均 GDP 达 5 万美元，
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绩，与大力发展绿色产业不无关系，
加州的信息科学、生物技术、农业科学、通信、新能源及洁
净能源等在该州 GDP 中占有绝对比例。

之所以加州发展绿色产业走在全美各州前列，与其公
共政策支持密不可分。1978 年以来，加州制定了一系列节
能政策，提高建筑和电器的能效标准，并财政奖励节约能
源和使用再生能源的公共事业公司、商业公司和家庭，至
2003 年共节省电费约 560 亿美元，与同期美国其他各州相
比用电支出明显偏低，节电奖励政策既改变用电习惯，又
催生了一系列拥有技术和管理的新兴绿色企业。此外，硅
谷 IT 行业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成熟的 VC 投资运作模式
以及丰富多元化的人力资源及强大的服务配套体系辐射
并成功复制到各绿色产业中，孕育了伟大的具有创新精神
的企业，比如谷歌、苹果公司等。

据巴克莱资本最新统计，仅今年以来全球投资于绿色
产业的 45 笔私募股权投资中，就有 20 笔投资于加州的企
业，加州在绿色产业内的优势和迅猛的发展势头由此可见
一斑。

今年 8 月 10 日，苹果公司市值高达 3372 亿美元，超越
埃克森美孚市值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高出同期
美国政府运营现金余额 4 倍多。9 月 20 日，苹果公司股价
逆势大涨，收盘涨 2.78%，创下了 411.63 美元的历史最高
收盘价。按收盘价计算，苹果市值为 3816 亿美元，若将市
值换成 GDP，苹果将相当于全球第 30 大经济体，与澳大利
亚、阿根廷、南非相当，是名副其实的“富可敌国”。
《中国企业报》：加州政府面对经济衰退，为什么把绿

色产业作为信息技术产业之后又一个启动经济的引擎？
Wieckowski：虽然加州过去几年中也面临着平衡预算、

削减赤字、发展乏力的压力，但与美国其他州、与经济陷入
严重衰退的欧洲国家相比，加州仍然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和独有的经济活力。加州引以为傲的硅谷所代表的信息技
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仍然生机勃勃，发展迅猛；加州有
着全世界最优秀的教育科研机构，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顶
尖人才和最新技术；硅谷的成功为加州经济的发展创立了
自己独有的模式，即人才、科研成果和风险投资资金三者
完美结合，为新兴高科技企业破茧而出、发展壮大提供了
最好的土壤。正是基于这些独有优势，加州政府面对经济
衰退，前瞻性地把绿色产业作为信息技术产业之后又一个
启动经济的引擎，通过政府一系列立法加大推广绿色能
源、绿色科技的力度，同时通过税收、政府补贴等措施鼓励
企业投资于绿色产业的研发和应用，结合加州多年来累积
的技术、人才、风险投资资金的优势，复制信息产业的成功
模式。
《中国企业报》：中美两国之间在绿色产业方面有着怎

样的合作前景？
Wieckowski：我一直致力于促进中美两国之间绿色产业

的合作，相信双方在绿色发展领域有着非常强的互补性。
加州有着行业内最先进的技术、优秀的人才和已经得到过
证明的商业模式，而中国目前正在积极推进绿色转型发
展，有着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最大的市场和亟待解决
的绿色转型问题，双方在政府和企业层面都有着广阔的合
作前景。
《中国企业报》：中国国内目前面临能源紧张、环境污

染等问题，同时新经济市场的兴起等也为绿色产业发展提
供了契机，不仅国家层面，在地方政府层面也有着积极的
行动，比如国内知名 PE 机构融源资本和山西省政府合作
发起的“山西绿色发展产业基金”，就是要把绿色产业内的
资本、技术、人才和管理在全球范围内整合，推动山西省的
经济转型和绿色发展。在这方面你有什么建议？

Wieckowski：中国国内现阶段绿色产业方兴未艾，挑战
很大但机遇也很多，真正致力于绿色产业发展的投资机构
绝不应局限于资金的投入，更重要的是要为所投企业引入
先进的经营理念、技术和专业人才，帮助企业在创新能力
和发展模式上取得实质性突破。作为一家具有全球视野的
本土 PE 基金，融源资本要做中国绿色产业内真正的价值
投资者，不要追求 pre-IPO 项目的快进快出，也不要靠拼估
值、降标准来争抢项目资源，而是要将在对行业深入理解
和研究的基础上，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本、技术、人才和管
理，与中国企业实现有效对接，通过技术引进、并购整合、
跨境合作等多种方式，在投资的同时帮助绿色产业企业真
正发展壮大，成为全球的领先者。 同时，中国国内目前 PE
投资绿色产业表面上一片繁荣，但背后不乏浮躁和对眼前
利益的追求，缺少脚踏实地长期投入的准备。“山西绿色发
展产业基金”可以利用自身强大的全球化资源网络优势，
帮助山西当地企业实现与全球资源的成功对接，真正落实
一批绿色产业实体项目，将山西经济转型落到实处。

中美绿色产业
存互补性

———访美国加州清洁能源
委员会主席 Bob Wieckowski

特约记者 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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