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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棉花生产每年能给中国棉农带来超过200 亿元的净收入 , 同时也给棉花收购、加工、运输、销售、进出口及国家财政带来可观的利
润和税收。通过研究中国棉花价格与产量、供需之间的联系 ,确定棉花价格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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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tton production provides over 20 billion yuan of for farmers every year i n China , and also provides consi derable profit for the cotton related
industries .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tton price and the production-demand situation every year was conducted inorder to si mu-
late the price chang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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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棉花价格变动的意义

棉花在中国己有上千年的种植历史 , 且商品化率很高 ,

目前中国95 % 以上棉花已进入流通领域。棉花产业链是一

条由棉花生产、加工、流通、进出口等环节紧密相连的产业组

织, 我国棉花产量和消费量均为世界第1 位, 全国31 个省市

自治区直辖市中有23 个生产棉花。棉花每年给中国棉农带

来超过200 亿元的净收入, 同时也给棉花收购、加工、运输、

销售、进出口及国家财政带来可观的利润和税收。对棉花产

业及其价格变化的研究, 关系到中国棉农、中间商、棉纺企业

等上亿人的直接利益, 对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意义重大[ 1] 。

长期以来 , 我国棉花流通领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

管理体制, 国家实行统一计划, 由供销部门进行统一收购、统

一价格、统一加工和统一经营, 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曾

对促进棉花生产, 保障棉纺工业生产和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 , 加入

WTO 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 , 计划体制越来越不能够适应经济

发展的需要。1985 年和1992 年国务院两次进行棉花流通体

制的改革, 但都没有成功。1994 年9 月, 国务院又发布棉花

工作文件 , 提出棉花流通“当前不放开经营, 不放开市场, 不

放开价格 , 继续实行国家统一定价, 由供销社统一经营”, 简

称三不放开原则。1996 年我国开始进行第三次棉花流通体

制的改革, 这次渐进式的改革比较成功, 在保证价格稳定的

基础上, 棉花价格实行浮动制。国务院于1999 至2001 年发

布棉花收购指导价格, 但由于缺乏市场研究及多种市场和信

息的支持, 效果很不理想。自2002 年起, 国务院决定全面开

放棉花市场, 价格由市场供求形成。中国棉花协会在 2002

年6 月正式发布“中国棉花价格指数”,2004 年6 月, 棉花期

货在郑州期货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 标志着我国棉花价格完

全进入了市场经济体制。

2  中国棉花供需对棉花价格的影响

供需状况是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本框架, 对我国棉

花产业来说也同样重要。我国棉花长期以来供需总量基本

平衡, 但每一年的产量和需求量相差巨大, 这将直接影响到

我国棉花的价格和播种面积[ 2] 。1999 年我国放开棉花收购

和销售市场 , 形成棉花市场价格, 大量的民营企业和个人参

与棉花中间交易, 我国的棉花价格开始有符合市场经济规律

的显著波动。2002 年开始, 中国棉花网根据国内120 家棉花

及棉纺织企业实际成交价格公布 CNCotton 棉花价格指数 ,

2004 年6 月1 日棉花期货在郑州期货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 ,

期货价格的出现开始引导棉花的现货价格[ 3] 。

2 .1 棉花产量对棉花价格的影响  解放初期, 我国仅用三

四年时间就使棉花产量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 图1) 。此后棉

花产量稳步增长,1959 年全国棉花产量接近200 万t , 改革开

放后我国棉花产量迅速提高,1984 年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都

达历史新高峰, 当年年产量为626 万t 。之后年产量一直比

较稳定, 在400 万t 左右徘徊, 由于2003 年国内棉花价格飞

涨, 种棉的比较利益上升,2004 年棉农种植意愿大增, 棉花产

量再次突破历史新高, 达到632 万t 。2005 年的棉花产量预

计将有所回落,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2005 年3 月估计该年度

棉花播种面积比上一年下降11 .5 % 左右。

图1 中国棉花年产量(1949～2004 年)

Fig .1 Annual cottonyieldin China during1949～2004

  使用 Eviews 软件进行 OLS 和 LS 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 ,

首先估计1950～2004 年我国棉花价格和棉花产量的关系:

Pt = - 1 564 .41 + 21 .13 Yt , r2 = 0 .545 3 ( 1)

式中, Pt 为当年棉花价格, Yt 为当年产量, 虽能进行拟合, 但

r 2 不高, 拟合误差也很大。这是因为我国计划经济时代政府

的棉花收购价格是根据上一年度的数据制定的, 而不是根据

本年度的数据, 故应适当调整参数。

对1950 ～2004 年我国棉花价格和上一年的产量( 即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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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后值) 及价格建立双变量模型:

Pt = - 221 .94 + 3 .04 Yt - 1 + 0 .91 Pt - 1 , r2 = 0 .883 5 ( 2)

式中 , Yt - 1 为上一年的棉花产量, Pt - 1 为上一年的棉花价格 ,

r 2 与式( 1) 相比, 相对拟合得更精确。但上述两式产量前的

系数都为正数, 这不符合经济学供给大、价格跌的原理。

1996 年我国开始进行第三次棉花流通体制的改革 , 棉花

价格实行浮动制, 价格形成机制产生了本质的变化。将1950

～1995 年数据进行分析, 建立棉花价格与上一年的产量( 即

一阶滞后值) 和价格的双变量模型:

Pt = - 334 .58 - 2 .75 Yt - 1 + 1 .45 Pt - 1 , r2 = 0 .956 5 ( 3)

由此看出 ,r2 拟和优度较高, 且各系数的显著性高 , 方程

的显著性也很好。而且产量与价格成反向变动, 符合西方经

济学中供给与价格负相关的关系。Pt - 1 之前的系数为正, 可

理解为在价格升高的情况下, 人们预期价格将继续上升, 而

市场会实现预期的 , 从而实现了 Pt 与 Pt - 1 的正相关关系。

2 .2  棉花消费量对棉花价格的影响  棉花的生产是有周期

性的, 一旦丰收, 其产量( 供给量) 基本不受棉花价格的影响 ,

供给曲线接近是一条垂直线, 只能靠出口或储存来消耗多余

的产量。为此, 依据微观经济学理论, 棉花的需求价格弹性

远远小于l , 具有非常显著的农产品的特征。

我国加入 WTO, 外国对我国服装出口配额的逐步取消 ,

使棉花消费量突飞猛进,2003 年突破700 万t 大关,2005 年我

国棉花的消费量达800 万t 。2006 年我国纺织业生产和出口

继续快速增长, 棉花消费量为1 012 万t 。

  从总体趋势来分析( 图2) , 我国棉花价格除了20 世纪90

年代中期的3 年大幅上涨和棉花消费量总体走势有所出入

外,50 多年来棉花价格走势和消费量的增长基本一致, 具有

较强的线性关系。现对1950 年到2004 年我国棉花价格和当

年国内棉花消费量构建模型, 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分析 :

图2 中国棉花年消费量

Fig.2 Annual cottonconsumptionin China

Pt = - 1 374 .51 + 20 .84 Ct , r2 = 0 .710 2  D. W. = 0 .433 ( 4)

式中, Pt 表示当年的棉花价格, Ct 表示当年的棉花产量, 两

个 P 检验值都小于0 .05 , F 检验为接近130 , 均在5 % 的临界

控制值以内, 表明统计显著。这说明我国的棉花消费量对其

价格有显著的拉动作用, 棉花消费量平均每增加1 万t , 棉价

会上升20 .84 元。但判定系数不高, 只有0 .71 , 说明上述模型

只能以71 % 的比例反映棉花价格的变动因素, 仅棉花消费量

这一个因素不能全部解释棉花价格的变动因素。

2 .3  棉花产量和消费量对棉花价格的综合影响 价格是供

给和需求双方力量决定的结果, 平稳的供给和平稳的需求才

能产生平稳的价格。农产品价格( 包括棉花) 的产生具有强

烈的时间性特征, 供给和需求在时间上的不对称导致价格剧

烈波动[ 4] 。以上分析了中国棉花产量和消费量分别对价格

的影响, 现在把这两个因素综合起来考虑, 建立比较完整的

模型。使用Eviews 软件可计算出解放后到2004 年我国棉花

年均价格和年产量的相关系数为0 .738 4 , 棉花年均价格和年

消费量的相关系数为0 .842 7 , 都有较强的相关性。

对1950 ～2004 年我国当年棉花价格对上一年的产量、当

年消费量和上一年价格建立模型 :

Pt = - 323 .74 + 7 .45 Ct - 2 .24 Yt - 1 + 0 .78 Pt - 1 ,

r 2 = 0 .898 3  D. W. = 2 .158 ( 5)

式中, Pt 和 Ct 是当年的价格和消费量, Yt - 1 和 Pt - 1 分别是上

一年的消费量和价格 ,r2 = 0 .898 3 , 判定系数还是较高的, 但

是 P 值检验系数过高, 有些不显著, 说明该模型还有一些缺

陷。公式中有个与上述产量对价格的影响的明显区别 : 单个

产量对价格的影响系数为正( 3 .07) , 而公式4 综合模型中产

量对价格的影响系数变为负( - 2 .24) 。系数为负, 较符合西

方经济学的理论, 即产量过高大于需求的话, 会影响价格, 使

其下降。就单个年份数据进行分析 , 在1950 ～2003 年的54

年中, 有31 年产量大于消费量, 其中第2 年棉花价格下降的

有10 年 , 不变的有8 年, 上升的有13 年, 价格下降的幅度比

上升的幅度要大。特别是在近几年棉花价格市场化后 , 棉花

产量大于消费量时, 第2 年的价格都是呈大幅下降状态。这

说明我国棉花价格还是比较符合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规律的。

特别是20 世纪90 年代以后 , 大多数年份出现棉花供给大于

需求后第2 年价格都下降, 需求大于供给后的第2 年价格均

上涨, 这也验证了棉花的产量基本上不受棉花价格的影响 ,

棉花的需求价格弹性系数远远小于1 的特点。

如果对数据取对数进行拟合, 也可取得较好的效果。用

1950～2004 年棉花价格的对数和上一年产量、当年消费量和

上一年价格的对数建立一阶滞后模型:

Log Pt = 0 . 193 + 0 . 248Log Ct - 0 . 104Log Yt - 1 + 0 .883

Log P t - 1 ,r 2 = 0 .963 3  D. W. = 2 .301 ( 6)

式中,Log Pt 和Log Ct 是当年棉花价格和当年棉花消费量的

自然对数 ,Log Yt - 1 和Log Pt - 1 分别是上一年棉花产量和棉花

价格的自然对数, 判定系数达0 .963 0 , 意味着模型中3 个因

素能以96 .33 % 的比例解释棉花价格的变动, 而且 F 检验值

较高( 显著) , 但有两个 P 值检验值也较高( 不显著) 。

再对1950 ～1995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 拟合度仍很高 , 变

量CT 的 P = 0 .992 4 , 说明变量 CT 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 与

被解释变量没有线性相关关系。假如考虑价格是年前制定

的, 用CT( - 1) 做变量来制定模型作回归分析:CT( - 1) 仍不

能通过检验。所以可认为, 在1950～1995 年棉花消费量与价

格不存在线性相关关系。

3  中国棉花进出口对棉花价格的影响[ 5]

3 .1  棉花进出口历史与现状分析  1978 年以来 , 中国棉花

进出口经历了一个波动起伏的发展过程, 曾在极不稳定的净

出口国与净进口国间徘徊。但最近10 年的数据表明, 我国

已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棉花净进口国,2004 年的棉花进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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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181 万t , 为当年国内棉花产量的28 .6 %( 图3) 。

图3 我国棉花历年进出口量

Fig .3 Annual i mport and export of cotton

  改革开放初, 我国棉花产量不足, 需大量进口外棉维持

国内纺织业的基本生产, 直到1982 年棉花生产有一个质的飞

跃, 扭转了国内棉花供需矛盾。20 世纪80 年代, 我国棉花产

量增加, 在完全满足内需的情况下还大量出口 , 为我国创收

不少外汇[ 6] 。然而进入90 年代以后 , 我国外向型的纺织业

迅速发展, 对棉花的需求量大增 , 国内原棉紧缺, 我国开始持

续大量进口外国棉花 ,2004 年达到了顶峰。国家发改委有关

负责人2005 年4 月表示,2005 年我国纺织业仍将保持高速发

展,2005 ～2006 年我国进口大量外棉的状况不会有所改变。

3 .2  棉花进出口对国内棉花价格的影响  在1978 ～2004 年

期间, 我国有19 年是棉花净进口国, 剩下的8 年是棉花净出

口国, 棉花净出口国的局面仅在20 世纪80 年代末和90 年代

初出现过。27 年总共出口棉花479 .15 万t , 进口棉花1 194 .07

万t , 平均每年净进口26 .47 万t , 相当于过去27 年我国棉花

年平均总产量的6 .2 % , 但近几年进口棉花有明显上升趋势。

直接用我国棉花净出口量与当年国内棉花价格进行线

性拟和, r 2 = 0 .234 1 , 拟合优度很低。比较两个回归可发现 ,

上一年我国的棉花进出口对当年国内棉花价格的影响非常

小, 判定系数连0 .3 都不到, 而且各项检验都不显著。从现

实中来说 ,1996 年之前, 我国价格基本上是计划制定, 所以进

出口数量不能影响我国棉花的价格。

4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 可知1996 年我国棉花价格放开之前, 每

年的价格与前一年的棉花产量及价格存在线性相关的关系,

拟合方程为:

Pt = - 334 .58 - 2 .75 Yt - 1 + 1 .45 Pt - 1 ( 7)

而且得知价格与其需求、进出口等因素无关, 从而可分

析知道 , 过去我国的棉花价格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

尝试建立1996 ～2004 年价格与供需的关系时, 数据太

少, 很难进行拟合。价格放开后, 影响价格变化的主要因素

是需求变化和供给变化。当前供求情况变化影响当期价格

变化, 而当期价格变化影响到下一期的生产变化。由于棉花

需求弹性较小, 因此供给数量方面一个不大的变化, 就会引

起一个较大的价格变化。棉花价格在反映棉花供求关系方

面, 表现出了一种放大性。也就是说, 较大幅度的价格变化

所代表的供求关系失衡幅度并不一定很大 , 而是要小得多。

中国2001 年以来的棉花价格和棉花生产之间, 明显地表现出

这种特征。如果将进出口因素考虑在内, 这种放大性就更为

明显。如价格增高的年份, 就是国内生产减少的年份, 这时

进口增加而出口减少, 将进出口数量考虑在内 , 供给的变化

幅度就更加小于价格变动的幅度。

由于用棉企业的棉花需求弹性较低 , 因此 , 在供给前景

不确定时, 更趋向于多抢购棉花原料, 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短

缺时期的价格波动。在国内生产大体上可预测的情况下, 进

口数量的多少, 就起着重要的作用[ 7] 。按照中国加入世贸组

织的承诺, 棉花进口配额为89 .4 万t 。由于配额外的进口关

税为40 % , 基本排除了配额外进口的可能性。但今年中国主

动增加了棉花进口配额数量。由于配额的增加是一个很不

确定的因素, 至少随时都有可能增加, 因此, 中国市场棉花的

价格变化就更是一个很大的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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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补偿“十分满意”的占10 .00 % ,“满意”占20 .00 % ,“一般”

占40 .00 % ,“不满意”占23 .33 % ,“十分不满意”占6 .67 % 。

在调查问卷中 ,“高收入农民”问卷样本均值为2 .84 、标

准差0 .963 ,“低收入农民”问卷样本均值为3 .10、标准差

1 .125 。对两个样本分别进行相同方差假设和异同方差假

设并进行置信水平为5 % 的 T 检验, 得出均值相异值均为

0 .29 , 检验结果显示 , 两个样本均值相同。由此得出 , 两类

经济状况不同的群体 , 他们的满意度均值是没有显著区别

的, 因此对宅基地置换的经济补偿满意度并不受农民经济

状况的影响。

3  小结

该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 在正处于起始阶段的我国宅基

地置换工程中, 农民对宅基地置换工程的满意度并不受他

们经济状况的影响。对经济状况不同的农民进行明显差异

补偿的措施并不能提高农民参与宅基地置换工程的满意

度, 而相应的宅基地置换工程更应在工程方面增加改进措

施, 如提高置换补偿标准、增强政策透明性等 , 以此提高农

民参与宅基地置换工程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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