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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旨在比较我国和全球棉花大国、强国的单产、品质、生产成本、人均棉花占有量和相关重

要技术等，为加快建设棉花强国提供背景参考值。以我国和全球棉花生产大国、强国的棉花单产、品质、

生产成本等系统数据为材料，采用对比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结果指出，我国是全球棉花生产大国中单产最

高的国家，但有被巴西超越的可能。棉花品质位于全球中等偏上水平，明显差于美国和澳大利亚，国产高

品质原棉短缺率高达 58.5%。最近 20 年（2000—2019 年）我国棉花表观人均占有量平均值 4.51kg/年，仅

为同期美国的 37.6%。生产成本是全球最高的国家之一。对标棉花强国提出国产棉花表观占有量不低于

4.2kg/人·年，底线面积 333.3 万 hm2和底线产量 600 万 t 作为建设棉花强国的基础性性指标。研究提出建

设棉花强国要走适度规模、质量兴棉和绿色兴棉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之路，进一步阐述优化全国棉区布局，

自立自强发展高品质棉花生产，实现资源节约和高效利用的途径、方法、措施，具有重要学术和决策参考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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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向全党、全国发出了推进乡村振兴

和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号召[1]，本文旨在对标棉花

强国研究分析我国棉花的优势和差距在哪里？探

究解答“棉花产品稳定发展和保持合理自给水平[2]”。

通过研究提出建设棉花强国要走适度规模、质量兴

棉和绿色兴棉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之路[3]，为加快

建设棉花强国提供决策参考，具有意义。 

1  材料和方法 

本研究以 ICAC（国际棉花咨询委员会）[4,5]、

USDA（美国农业部）[4,6]和中国国家统计局[7,8,9]等

棉花系统数据为研究材料，全面梳理全球棉花强国

和大国的棉花单产水平、品质、生产成本、若干高

新技术和专一采棉机械装备、生产成本等可比指标，

对比分析中美棉花人均表观占有量、居民人均纺织

品表观消费量等，进一步分析提出我国棉花走适度

规模、质量兴棉和绿色兴棉的内涵。 

2  结果与分析 

2.1  中美棉花表观占有量和居民纺织品表观消费量 

                                

 

项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大科技专项—干旱绿洲现代农业高效用水关键技术研究（2022A02003）、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专项，

土壤处理除草剂二元混用对棉花安全性的联合作用及机理研究（1610162021034）、棉花生物育种及产业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自主课题

（NERC010111）。 

第一作者简介：毛树春，男，1956 年生，湖北黄梅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棉花栽培与耕作学、长势监测和发展战略。通信地址：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黄河大道 38 号中棉所，电话 0372-2562216，maosc@163.com。 

通讯作者简介：1.马小艳，女，1981 年生，河南焦作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棉花绿色增产增效生产技术。通信地址：河南省安阳市

文峰区黄河大道 38 号中棉所，电话 0372-2562263，maxy_caas@126.com。2.田立文，男，1965 年生，安徽肥东县人，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棉花栽

培与耕作学。通信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南昌路 403 号新疆农科院，电话 0991-4503116，1365400936@qq.com。3.王占彪，男，1986 年生，河北巨

鹿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棉花栽培与耕作学。通信地址：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黄河大道 38 号中棉所，电话 0372-256293，

wang_zhanbiao@126.com。 



毛树春等：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棉花强国的思考 

·135· 

美国是全球棉花生产大国和强国。据美国农业

部数据[6]，最近 20 年（2000—2019 年）美国棉花

收获面积平均值 431.0 万 hm2（播种面积平均值超

过 500 万 hm2，美国每年放弃管理面积超过 10%以

上），棉花平均产量 387.0 万 t，表观棉花占有量平

均值 12.0kg/人·年，高产年景表观占有量 15～16kg/

人·年。 

我国是全球棉花生产大国。据中国统计局数据

[6-8]，最近 20 年（2000—2019 年），全国棉花收获

面积平均值 440.6万 hm2，棉花平均产量 602.6万 t，

表观人均棉花占有量 4.51kg/年(高产年景表观人均

占有量 5.78kg/年)，仅为美国的 37.6%。然而，“十

三五”时期表观人均占有量 4.13kg/人·年，比 20

（2000—2019）年平均值下降 8.4%，比“十二五”

（2011—2015 年）时期平均值下降 11.4%（表 1）。

表 1  2000—2022年全国人均原棉占有量
[7、8、9、10] 

项目 
棉花产量 

（万 t） 

棉花播种面积 

（万 hm2） 

全国大陆人口 

（万人） 

居民表观棉花占有量 

（kg/人·年） 

棉花单产（kg/hm2） 

全国 新疆 

20（2000—2019）年平均值 602.6 440.6 133699.6 4.51 1398 1766 

元年代（2000—2009）平均值 601.6 496.8 130263.3 4.61 1208 1596 

十年代（2010—2019）平均值 603.7 384.5 137137.0 4.41 1588 1936 

“十二五”时期（2011—2015 年）平均值 632.3 419.9 136091.0 4.66 1535 1954 

“十三五”时期（2016—2020 年）平均值 578.0 325.1 140000.7 4.13 1778 2026 

2020 年 591.0 317.0 141178.0 4.19 1865 2063 

2021 年 573.1 302.8 141260.0 4.06 1893 2046 

2022 年 597.9 300.0 141175.0 4.16 1992 2159 

注：数据据国家统计局。2022 年全国棉花实际总产量高于统计水平，市场估计 690 万 t，按此测算人均棉花占有量为 4.89kg/人。 

2.2  中美居民纺织品表观消费量 

美国居民纺织品表观消费量 41.5kg/人 ·年

（2005 年）[4]，2019 年表观纺织品消费额 1366.7

美元/人·年（约合 9566.9 元人民币）。 

2017年，我国居民人均表观纺织品消费量

20.0kg/年，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消费水平[4]。2019

年，我国居民人均表观纺织品消费额1338.1元/年，

仅为美国同年的14.9%[11]。在国内，农村居民仅为

城镇居民的38.9%。在扩大内需加快构建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的背景下，预计2030年我国居民人均纺织品消费

量将达到30kg/年，表观人均纺织品消费额2000元/

年，可见纺织品服装消费增长的潜力巨大，特别是

在农村。 

2.3  全球棉花大国、强国单产水平 

单产是产区种植环境、气候变化、农业基础设

施、生产投入和科技进步等的综合体现。据 ICAC  

2023 年 4 月数据 [5]，最近 22 个（2000/2001— 

2021/2022）年度全球棉花大国棉花单产平均值，按

高 低 排 序 ， 澳 大 利 亚 1960.0kg/hm2 ， 巴 西

1439.1kg/hm2 ， 中 国 1418.50kg/hm2 ， 美 国

905.4kg/hm2 ， 全 球 749.4kg/hm2 ， 巴 基 斯 坦

663.7kg/hm2，印度 468.5kg/hm2，中国高于全球单

产水平的 89.3%、高于美国的 58.7%、高于巴基斯

坦的 113.7%、高于印度的 202.8%，与巴西的相当

（低 1.4%），低于澳大利亚的 27.6%（图 1）。 

总体上，我国棉花单产水平位居全球产棉大国

的首位，证实棉花单产最具全球竞争力。这主要归

功于国家对棉花的政策支持、增加生产投入、加大

科技和人民的勤劳[10]。 

高产大量节省耕地面积[10]。1984 年全国棉花产

量 625.8 万 t，当时棉花播种面积 692.3 万 hm2，相

当于每 66.7 万 hm2（1000 万亩）棉田面积生产皮棉

60 万 t。2022 年全国棉花产量 597.7 万 t，播种面积

300.0 万 hm2，相当于每 66.7 万 hm2 生产皮棉 199.2

万 t。与 1984 年相比，2022 年节省耕地面积 56.7%

（节省耕地面积 5888.0 万亩），这主要归功于单产

的 大幅 度提 高。与 1984 年全 国棉花 单产

904.0kg/hm2 相比，2022 年单产增长了 120.4%。棉

花的高产更加符合我国人多地少这一特殊国情，更

是棉花竞争力的基础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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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最近 22 年全球和大国的棉花

单产增长速率在加快。按年均增长率排序，中国

2.65%，印度 2.13%，巴西 1.85%，美国 1.24%，澳

大利亚 1.18%，全球 1.11%，巴基斯坦-0.16%。其

中巴西单产正在赶超我国，美国也高度重视提高单

产水平，最近增长速率明显快于前 20 年[4]，澳大利

亚本身单产很高仍呈现较快增长，印度单产的快速

增长主要取决于科技进步，其中 2020 年以后引进

推广种植美国转基因抗虫棉是最主要的推动力[4]。

大国之中巴基斯坦的负增长与生产投入不足、科技

支撑能力弱等有紧密有关[4]。

图 1  2000/2001—2021/2022 年度以来全球和主要产棉国家棉花单产水平比较 

（数据据 ICAC数据库 2023年 4月） 

2.4  全球棉花强国、大国原棉品质比较 

原棉是经过轧花加工、按规定包装、公检和纺

织使用的棉花。原棉品质是品种的遗传品质、生产

品质和加工品质的综合结果。原棉品质的好坏是评

价全球棉花竞争力又一重要核心指标。 

美国是全球棉花品质强国。该国棉花品质优良，

品质类型齐全，既有高品质棉花也有中低端品质棉花，

可以选择的品质类型多，品种中则以“爱字棉”的品质

最好，其它品种的品质一般，其中反映棉花生产品质

的纤维清洁度高和一致性好，机采籽棉的叶屑杂质含

量极低，几乎与我国手采籽棉相当，轧花加工除杂对

品质的损害较小，可纺织性能优良[4,11]。 

澳大利亚也是全球棉花品质强国。按面积在全

球属于棉花生产的中等国家，但却是高品质棉花生

产强国。棉花品质位于全球排第一方阵，其中高品

质棉花优于美国[4,11]。最显著特点是遗传品质的纤

维长度、强度和细度指标相协调，纤维长度和强度 

“双三零”，商品棉品质大多为 “双二九”上下，纤维

清洁度和一致性更优，适纺高品质棉纱线，因清洁

度高特别适合纺漂白棉纱。最大特点是品种布局科

学，全国常年种植棉花品种仅 2 个，正所谓“一主

一辅”布局，机采籽棉叶屑杂质含量低于我国手采

棉，轧花加工除杂对品质补造成负面影响。因品质

优，价格高，高于我国进口原棉平均价格的 15.0%

上下[11]。 

我国原棉品质却位于全球中等偏上水平[3,4,10]，

呈现“大而不强”状态，与生产大国地位不相称。据

毛树春（2021）等研究[3,10]，2016—2018 年，新疆

公检原棉产量分别为 363.5 万 t、462.3 万 t 和 501.9

万 t，这 3 年达到高品质产量分别为 85.3 万、94 万

和 175.1 万 t，且集中度低，理论上可供给高品质产

量平均值为 118.1 万 t；这 3 年短缺量分别为 193.5

万、191 万和 112.7 万 t，短缺率分别为 69.4%、67.0%

和 39.2%，平均短缺量 167.7 万 t，平均短缺率高达

58.5%。这一短短缺尚没有考虑异性纤维的含量。

有两个突出问题：一是生产品质的纤维清洁度和一

致性差，加上价格高性价比差，中低端品质长期处

于供大于求状态。二是品种的遗传品质长度、细度

和强度指标的协调性差，长江流域棉区、黄河流域

棉区和以及西北内陆棉区南疆亚区的马克隆值明

显偏高。三是机采籽棉因杂质含量极高至允许至地

方标准含量的 12%，需要经过轧花加工反复除杂清

理至原棉标准的 2.5%，对品质的损伤大。据调查和

测试结果[10,12]，生产实际中新疆机采棉含杂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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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7.0%之间，通常长度损失 1.0～1.5mm，断

裂比强度平均损失 1.4cN/tex。 

巴西棉花品质次于全球第一方阵。纤维长度、

强度和细度较好，气候环境、品种布局有利高品质

棉花生产，但清洁度、一致性和品质指标的稳定性

差[4,11]。  

印度、巴基斯坦棉花总体质量不高，清洁度、

一致性、加工品质和信誉度都存在问题，但价格便

宜，有性价比优势，这是我国选择进口的原因。但

印度有几个高品质陆地棉品种——S-6、MCU5 和

J34，以及陆地棉×海岛棉杂交种 DCH-32。因高品

质原棉的数量有限可采购能力差[4,11]。 

2.5  中美转 Bt 棉花 

棉花是全球领先的转基因应用作物[4]。美国转

外源基因抗虫棉进入第五代，新选育品种已全面取

代 20 世纪 80 年代第一代的抗除草剂和抗棉铃虫品

种，并兼具抗病和抗其他害虫，多价转基因包括抗

除草剂、抗虫、抗病、抗旱耐盐碱、优异农艺性状

和高品质性状育种和应用走在全球前列 [4,11]。 

我国棉花转外源基因领域原本落后于美国，经

过努力直到 2010 年代初才追赶上来[11]，但在最近

10 多年时间里，转外源 Bt 基因仍停留在第一代水

平上，与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大。在主产棉区，新疆

转 Bt 基因抗虫棉的历史遗留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

导致我国主产棉区抗虫棉应用落后。问题起源于

1997 年原农业部，但该文已于 2017 年被取消但问

题并没有得到解决[13]。 

2.6  采棉机和机采棉 

采棉机是农机领域的顶尖装备，也棉花专用唯

一的机械[10,11]。美国自 1850 年申请第一个采棉机发

明专利到 1970 年代的推广应用，经历了 120 年的

发展历程，包括采棉机的机械制造、动力配置、棉

摸机和加工清花设备，进入 21 世纪美国采棉机向

大型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发展，采棉机的可靠性、

稳定性和采收效率远远领先全球水平[3,4]。 

机采棉是现代农业顶尖技术，其形成发展是农

艺、农化和农机的深度融合过程，也是农业文明和

工业文明交融汇合的过程。农艺中的转外源基因抗

除草剂品种的选育和应用，抗风暴和高品质的品种

培育和推广，机采棉行距的标准配置；农化中的植

物生长调节剂、脱叶剂的发明、催熟剂的使用时间

和剂量等，是一个偏大的系统工程。其中最先进指

标为籽棉杂质含量相当于我国的手采棉。 

我国自 1990 年引进采棉机开展研究[3,10]，经历

引进—示范—国产采棉仿制—自主研制—应用，走

过了 30 多年历程。近几年新冠肺炎疫情加快机采

棉进程，2021 年新疆机采面积超过 80.0%[15]。然而，

适合高产国情棉情的机采棉农艺、农化和农机三者

融合的技术路线尚未形成，突出问题是机采籽棉叶

屑杂质含量高，现行地方标准机采籽棉杂质含量≤

12%，要把 12%叶屑杂质清理至原棉的 2.5%，前述

需要对籽棉、皮棉进行多次清理最终导致纤维品质

指标全面下降，可纺性能降低。 

2.7 在棉花生产效率 

每生产 1t 皮棉所需的人工工时（h），美国 1950

年代 640h，1970 年代 110h，1990 年代 1h[4]。按照

最新全国棉花生产成本调查数据推算 [3,4,14]，我国

2013 年 1754h，2021 年 337h，当前我国生产效率

大致相当于美国 60 年代中期水平，落后 60 年。这

里有两点情况需要说明：一是美国国土面积大，加

上农场规模越来越大，规模上中美无法比拟。二是

随着机采棉的推广应用，主产棉区的新疆棉花耕种

管收综合机械化率 90%[14]，已达到相当高水平。 

2.8  中美棉花种业 

美国棉花种业公司规模大，商业育种和供种覆

盖全球棉花领域，竞争优势明显。 

据 对 美 国 农 业 部 数 据 进 行 统 计 [15,16] ，

2017—2020 年，美国经营棉花种业公司只有 10 多

家，以岱字棉公司（Deltapine）、美棉公司（Americot）

和植物基因公司（Phytogen）为最大，这 3 家公司

经营品种合占全美市场份额的 80%以上。其中，岱

字棉公司经营品种占全美棉花播种面积的比例最

大达到 25.9%～40.0%，最大面积超过 200.0 万 hm2。

美棉公司经营品种占全美面积棉花播种的比例次

之为 22.8%～30.7%，最大面积 110.3 万 hm2；第三

为植物基因公司，占全美棉花播种面积比例为

14.4%～19.5%，最大面积 86.3 万 hm2。 

美国棉花优势品种的地位突出[15,16]。以 2020

年为例，由岱字棉公司经营的品种 DP 1646 B2XF

播种面积 103.6 万 hm2，占全美面积的 21.4%。由

美棉公司经营的品种 NG 5711 B3XF 播种面积 32.2

万 hm2，占全美面积的 6.6%。这些品种由什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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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育和经营，种植区域分布在什么州、什么县和哪

个农场、多大面积都由美国农业部一一统计在册。 

美国全国棉花区域化种植，品种科学化布局，

常年有种植面积超过 20%的“大品种”，优势品种的

面积大为高品质棉花生产和提高品质的一致性奠

定了良好基础，加上不采用地膜覆盖，无残膜混入，

籽棉叶屑和其他有害杂物杂质含量极低，加工品质

优良，这是美国棉花品质在全球排第一方阵主要原

因[4,15,16]。 

经过 20 年的市场化发展，我国棉花种业有很

大进步。然而，我国棉花种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种业规模、经营能力和市场份额仍处于较低水平上，

迄今仍没有一家棉花种业公司经营品种的市场份

额占比达到 10%（33.3 万 hm2）。我国棉花种业公

司有过“走出去”的尝试，但都没有规模，寿命短。 

2.9 全球棉花强国、大国棉花生产成本比较 

2.9.1 单位面积生产总成本 

自 1997/1998 到 2020/2021 的 23 个年度，ICAC

组织开展了 5 次全球棉花生产成本调查，该调查采

用统一表格并按各国的汇率统一转换成美元，获得

大量成本数据可资比较[4,17]（图 2）。 

关于棉花生产总成本的最高值。在过去 23 个

年度中，澳大利亚的最高值 4488 美元 /hm2

（2020/2021 年度），也是全球棉花生产总成本的

最高值。中国最高值 3765 美元/hm2（2015/2016 年

度），是全球棉花生产总成本的次高值。巴西最高

值 2435 美元/hm2（2015/2016 年度），美国最高值

2033 美元/hm2（2015/2016 年度），印度最高值（灌

溉棉田）1483 美元/hm2（2015/2016 年度），巴基

斯坦最高值 1488 美元/hm2（2015/2016 年度）。 

全球大国棉花总成本增长变化。过去 23 个年

度全球产棉大国单位面积棉花生产总成本都大幅

增长。与 1997/1998 年度相比，2020/21 年度，中国

上涨 262.7%，巴基斯坦上涨 160.7%、澳大利亚上

涨 154.7%、印度上涨 83.7%、巴西上涨 19.5%（基

础年度 2012/2013 年度）、美国上涨 6.4%。分析全

球产棉大国棉花生产总成上涨的原因有土地租金

的上涨、灌溉水费电费的增长、农业生产资料价格

的上涨和投入增加、人工费用的增长等。 

中国与澳大利亚是全球棉花生产最高生产成

本的几个国家之一。美国、巴西个别年度生产成本

也很高，巴基斯坦和印度个别年度生产成本也呈现

倍数的上涨，这与调查年度的气候异常旱涝灾害频

发、病虫害暴发危害导致单产大幅下降有紧密关系。 

中国单位面积棉花生产总成本。过去 23 个年

度平均值 2972.4 美元/hm2，整体上呈现波动且下降

趋势，最高值为 2015/16 年度的 3765.0 美元/hm2，

最低值为 1977/1998 年度的 1008.0 美元/hm2，最高

最低值相差 57.4%。 

美国单位面积棉花生产总成本。过去 23 个年

度平均值 1414.0 美元/hm2，整体上呈现典型抛物线

下降趋势，最高值为 2020/2021 年度的 2033.0 美元

/hm2，最低值为 1997/1998 年度的 992.0 美元/hm2，

最高最低值相差 104.9%。 

澳大利亚单位面积棉花生产总成本。过去 23

个年度平均值 2991.0 美元/hm2，整体上直线上涨趋

势，最高值为 2020/2021 年度的 4488.0 美元/hm2，

最低值为 1997/1998 年度的 1762.0 美元/hm2，最高

最低值相差 154.7%。 

巴西单位面积棉花生产总成本。过去 8 个

（2012/2013—2020/21）年度平均值 2025 美元/hm2，

整体上呈现上涨态势，最高值为 2018/19 年度的

1780 美元/hm2，最低值为 2012/2013 年度的 2435

美元/hm2，最高最低值相差 93.0%。 

印度单位面积棉花生产总成本。过去 23 个年

度平均值为 1029.0 美元/hm2，整体也呈现典型抛物

线下降趋势，最高值为 2015/2016 年度的 1483.0 美

元/hm2，最低值为 2015/2016年度的512.0美元/hm2，

最高最低值相差 189.6%。 

巴基斯坦单位面积棉花生产总成本。过去 23

个年度平均值 1139.0 美元/hm2，与印度相似也呈现

抛物线下降趋势，最高值为2014/2015年度的1448.0

美元/hm2，最低值为 1977/1998 年度的 354.0 美元

/hm2，最高最低值相差 3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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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全球产棉大国棉花生产总成本比较 

（数据据 ICAC 2021 年 6月） 

2.9.2  大国、强国每千克皮棉成本比较 

进一步对23个年度每千克皮棉成本进行比较见

[4,17]，结果可，棉花各大国的波动都很大。其中 2.09

美元/kg 为中国最高值，也是全球最高值。1.98 美元

/kg 为美国的最高值，也是全球次高值。1.70 美元/kg

为印度的最高值，1.69美元/kg为澳大利亚的最高值，

1.34 美元/kg 为巴西的最高值，1.22 美元/kg 为巴基

斯坦的最高值，这与调查年度的单产高低、农业生

产资料价格和投入水平紧密相关（图 3）。 

中国。23 个年度每千克皮棉成本平均值 1.81

美元，整体上呈现开口向上的抛物线下降趋势，最

高值为 2018/2019 年度的 2.09 美元，与 1977/98 年

度最低值 0.89 美元，最高最低值相差 57.4%。 

美国。23 个年度每千克皮棉成本平均值 1.67

美元，整体上也呈现开口向上的抛物线下降趋势，

最高值为 2012/2013 年度的 1.98 美元，最低值为

2020/2021 年度的 1.35 美元，最高最低值相差 31.8%。 

澳大利亚。23 个年度每千克皮棉成本平均值

1.34 美元，整体上呈现较大波动，最高值为

2012/2013 年度的 1.56 美元，最低值为 2018/2019

年度的 0.95 美元，最高最低值相差 37.2%。 

巴西。8 个（2012/2013—2020/2021）年度每

千克皮棉成本平均值 1.06 美元，整体上呈现上涨

态势，最高值为 2018/19 年度的 1.34 美元，最低

值为 2012/2013 年度的 0.73 美元，最高最低值相

差 45.5%。 

印度。23 个年度每千克皮棉成本平均值为 1.22

美元，整体呈现上涨和波动态势，最高值为

2018/2019 年度的 1.70 美元，最低值为 2015/2016

年度的 0.77 美元，最高最低值相差 120.8%。 

巴基斯坦。23 个年度每千克皮棉成本平均值

0.92美元，与中国相似整体上呈现抛物线下降趋势，

最高值 2018/2019 年度的 1.22 美元，最低值

2017/2018 年度的 0.68 美元，最高最低值相差 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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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97/1998 年度以来全球棉花生产大国和强国每千克皮棉成本变化 

（数据据 ICAC 2021年 6月） 

3  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之路 

我国棉花走适度规模、质量兴棉和绿色兴棉的

新发展之路[3]，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

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加快建设农业/棉花强

国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有效解决棉花“大而不

强”的关键节点，意义深远重大。 

3.1  适度规模，优化布局，坚持底线，是保障棉花

量的合理增长和可持续生产的基础 

我国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保护

区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18]。本研究提出棉田

底线面积 333.3 万 hm2 和 600 万 t 的底线产量，人

均原棉表观占有量保持不低于 4.2kg/年水平作为建

设棉花强国的基础性指标（表 1）。“有饭吃有衣穿”

是建党建国的初衷和神圣使命，“吃好穿好”“吃得更

好穿得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是新时

代国民经济主要任务，要永远牢记。333.3 万 hm2

的棉田底线面积仅占 1.2 亿 hm2 耕地的 2.78%，处

于历史上棉粮面积的最低比例，宏观上我国根本不

存在粮棉争地问题，安排一定棉花面积不对粮食产

量产生影响[3,10]。拟增加棉花生产保护区面积 60.0

万 hm2，对原有省份保护区面积进行适当增减，还

要新增有优势的产棉省份，在内蒙古适宜产地培育

后备棉区等。 

3.2  质量兴棉，是自立自强，保障质的有效提升，

满足新需求，提高国产棉花竞争力的关键 

全面所述我国高品质原棉短缺率高达

58.5%[3]，强弱项、补高品质短板，立足国内生产，

满足新需求。主要途径加快国产棉花的转型升级

提质增效，努力实现农业农村部规划[19,20]“十四五”

时期高端品质原棉（清洁度高和一致性好，长度

28.5mm、强度 28.5cN/tex、马克隆值 3.7～4.6 相

一致的品质指标）占比达到 45.0%左右目标，一

是加快棉花品种培选、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

准化生产的步伐。对新疆机采棉而言，要以提高

早熟性为“纲”，大幅降低籽棉叶屑杂质含量是提

升机采棉品质的关键措施[3]。二是推进高品质棉花

带建设。包括新疆天山北坡适宜棉区、南疆巴音

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阿克苏地区，河北黑龙港地区，

黄河三角洲及环渤海湾地区，以及江汉平原、洞

庭湖鄱阳湖等沿江沿湖地区[20]，提高高品质生产

的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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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绿色兴棉，是根本改变农业/棉花主要依靠资

源消耗的粗放经营的良方，是落实党中央碳达峰碳

中和的最基本要求 

棉花生产需进一步推进减肥减药[21,22]，滴灌棉

田要减少过量的灌溉水和氮磷投入，强化新疆绿洲

棉田残膜的去存量减增量，切实解决新疆转基因抗

虫棉应用的历史遗留问题是减少农药施用的有效

措施。 

3.4  关注气候变化 

研究和应用棉花生产减缓气候变化及适应技

术措施，提升科技支持能力。 

4  对策和措施 

4.1  深化改革继续推动棉花转型升级 

品质由中低端转向中高端是大国棉花转向强

国棉花的必经之路，要树立自立自强、自主解决高

品质原棉短缺的国家意愿和志向，形成国家力量，

途径是深化改革继续推动转型升级。一靠政策支持

和强化引导。新一轮目标价格明确实施质量补贴[23]。

要认真总结近几年提质增效的经验，提炼出有效技

术方法和监管措施，狠抓落地[15]。二靠科技创新，

为棉花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支持，科技创新必须坚

持产业需求导向，面向棉花生产主战场。农艺、农

化和农机既要高层设计更要深度融合形成提质增

效的合力。其中修改品种品质指标、提高机采国家

行业标准引导培育高品质品种和高品质生产。培育

大的棉花种业公司，加权种子执法，打击种子经营

中的假冒和套牌行为。三靠国家部门和产区地方政

府领导。国家各部门的项目要贯通形成推进引导的

合力，生产、轧花加工、纺织多市场主体形成共识、

深度融合形成国家整体力量加强推进。 

4.2  不断降低生产成本 

4.2.1  机器替代和绿色技术显著降低成本 

籽棉手采的人工费用约 1875.0 美元/hm2，近几

年新冠肺炎疫情加快机械化采收进程，机采费用约

468.8 美元/hm2，机采比人工采收可节省采收费用

75.0%。综合来看，机器替代人工和绿色化技术降

低过量的肥水药投入，我国棉花生产成本预计将降

低 30%[15]，预计总成本将可能控制在 3000 美元/ 

hm2 上下，其中物化成本控制在 1875～2340 美元/ 

hm2 之间，竞争力将进一步显著提升。但必须牢记

绿色发展不能损害棉花高产水平，科技进步的着力

点是破解高产与优质的矛盾，协调两者的协调发展，

实现高产高品质，任何有损棉花高产技术措施都要

叫停 [3]。 

4.2.2   减少加工流通中间环节有利降低成本 

美国和澳大利亚没有独立的棉花加工流通环

节，加工厂为植棉者本身所有或委托协会等代加工，

只有加工成本没有利润之说。棉花产品实行期货销

售，流通成本很低。当下，全国棉花加工企业过剩，

加工厂与原料之间存在“僧多粥少”的尖锐矛盾，支

持兼并棉花轧花加工企业，限制加工厂的租赁，提

高加工企业从业人员的素质，推广机采棉“柔性”加

工减损保品质技术应用[3]，等是深化棉花深化流通

体制改革的一种新思路、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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