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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期货什么时候推出的(棉花期货交易时间)

近日召开的2021中国国际棉花会议传出好消息：纺织业回暖带动棉花消费增加。中
国棉花协会最新调查预测，2020/2021年度全国棉花消费量810万吨，较上年度上
调5.9%。“虽然西方一些国家干扰破坏了棉花产业和纺织服装产业的国际供应链，
但是我观察到中国棉产业链和世界的合作却更紧密。”美国国际棉花协会高级顾问
远海鹰告诉经济日报记者。

“中国棉花”闪亮的身后，“期货力量”功不可没。

期现货市场协同发展

棉花是重要的战略物资。2004年6月1日我国棉花期货上市，这是中国棉花发展史
上一个里程碑事件。“我国棉花期货刚推出的时候，交易量只是美国棉花期货的几
十分之一。但是如今，中国棉花期货的交易量已经是美棉数倍。”上海国际棉花交
易中心首席专家姬广坡这样回忆。

“期货上市之前，很多涉棉企业跟外商做进出口贸易时，外商都是参照美国的棉花
期货价格加上基差来跟我们谈，当时我们就觉得非常被动。同时2000年棉花价格放
开以后，收购价格一时非常乱，行业亟需一个定价引导工具。”中华棉花集团有限
公司总裁何锡玉告诉记者。

随着供需变化加剧，棉花价格波动加大，传统贸易无法规避价格下跌风险，市场经
营主体风险管理需求大幅提升。2004年，郑州商品交易所的棉花期货应运而生，拉
开了棉花期现货市场协同发展的大幕。

在2019年，棉花期货进入了活跃期，棉业全行业都认识到要用期货或者期权等金融
衍生品工具来规避价格风险。

“期货力量”服务棉业全产业链

中棉集团是棉花行业首家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也是国内最大的棉花贸易企
业之一。根据棉花收购加工与经营的季节性、节奏性等特点，中棉集团采取比例套
保、基差点价等经营策略，通过精细化操作，实现了“盈利有预期、规模有增长、
风险有控制”。2020年疫情期间，中棉集团通过期货市场套期保值，在稳产保供的
同时，实现经营规模逆势增长，棉花经营量同比增幅31.4%。

这是期货市场功能发挥良好的一个折射。近两年，在中国证监会组织的功能评估中
，棉花期货均位居农产品第一。新疆前十大涉棉企业全部参与期货交易。棉花期货
已成为国内棉花贸易的定价中心，期货价格成为现货贸易定价基础，基差点价在现
货贸易中成为主流。而横向比，郑商所棉花期货成交量在全球同类品种中位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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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了较大国际影响力。

“棉花产业链可说是最长的产业链。”远海鹰介绍，棉业最突出的特征是产业链非
常长，涉及棉花种植、收购轧花、流通贸易、纱线加工、织布印染、服装成衣等诸
多环节。河南同舟棉业有限公司总裁黄红雨表示，实体企业就怕原料成本暴涨暴跌
，最希望棉价平稳。然而影响棉花价格的因素又非常庞杂，棉花价格波动大，这就
需要有高效的风险管理工具来规避风险。“需要合理有效的价格保障产业链平稳运
行和持续向后传导。”黄红雨说。

那么，期货市场如何服务棉花产业链稳定？中国中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鸣洪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期货市场的核心功能在于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这两点在棉
花市场上发挥得非常充分：一是期货价格已经成为指引涉棉各方安排生产经营活动
的重要风向标，二是运用期货工具进行套期保值成为现代棉企规避风险的制胜“法
宝”。

目前，我国涉及棉花的期货工具不仅有棉花期货，还有棉纱期货和棉花期权，实体
企业可选择的“工具箱”更加丰富。陈鸣洪表示，得益于期货市场的日益成熟，期
货工具不再仅限服务于企业，由于“保险+期货”等机制的引入，期货市场还在朝
着发挥更多宏观调控功能方向前行。

“期货是生产企业的稳压器，也是消费企业的风向标。”何锡玉告诉记者，棉花收
购企业、贸易企业，靠期货来规避风险，稳定经营，而期货价格的涨涨跌跌，是纺
织厂采购必看的指标。“期货的作用进一步发挥，还会成为生产企业转型发展的‘
助推器’，消费企业抢占市场的‘压舱石’。”何锡玉表示，这就需要产业链上的
实体企业进一步做好产融结合。

因势利导做好市场调控

受全球棉花供需偏紧、下游需求持续回暖等因素影响，2021年，我国棉花期货价格
总体呈现小幅上涨走势。有关数据表明，今年棉花期货价格波动率13.85%，而同
期黑色品种的波动率是34.54%，有色品种的波动率是20.42%。

大型棉企不必说，中小型企业也开始深化期货市场的应用，学会了期现“两条腿”
走路，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其相对成熟的运作模式是通过仓单质押融资方式获得
籽棉收购资金，并委托大型贸易商、风险管理子公司进行套期保值锁定利润、规避
风险，再以基差贸易、含权交易等多种依托棉花期货、期权衍生的贸易模式销售棉
花。据了解，仅中信期货新疆分公司在2019年就通过类似方式服务了上百家现货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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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纺织企业融资需求巨大，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仓单融资作为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的重要途径，利用场内仓单折抵和充抵保证金、场外仓单质押式回购、商业银行仓
单质押贷款等多种融资方式进行融资。2020年，郑商所场外平台棉花期货仓单贸易
量达118.98万吨，成交金额超147.80亿元，为棉花产业客户提供资金66亿元。

一直以来，中国棉业呼吁打造与我国棉花市场规模相匹配的国际贸易定价议价能力
。当前，在不断提高场内市场运行质量的基础上，郑商所推出场外综合业务平台，
建立了品种丰富、工具齐全的国际纺织产品衍生品交易中心。郑商所相关部门负责
人告诉记者，郑商所将进一步精细服务中国棉业，打造棉花期货品牌形象。同时加
强银期互通，积极引导银行与涉棉企业对接，降低涉棉企业融资成本，拓宽融资渠
道。下一步，还将探索棉花期货国际化发展。

针对大宗商品价格过快上涨问题，宏观调控正在综合施策。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总
工程师叶戬春表示，纺织企业希望棉花价格相对稳定，在稳定的基础上的“慢牛”
对整个纺织产业最有利，最忌讳价格大起大落。

棉花是一种特殊的大宗商品，是季节性生产的农副产品。收购后，棉花纤维又转换
为工业原料，保障工业持续化生产。棉贱会伤农，影响农民种植积极性。纺织行业
又是我国产业的一张“名片”，出口创汇大户。对中国纺织业而言，做好棉花价格
风险管理尤为重要。

何锡玉表示，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要分类看待。棉花价格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去
运行，“既能够激发棉农的种棉积极性，满足纺织企业的生产需求，又能够让纺织
企业在国际上有竞争力，那么这个价格就是合适的。”他表示，今年二三月份，美
国棉花期货价格创了历史新高。目前，我国棉花期货价格与美棉价格处于相持阶段
。“中国棉花未来一定会向高端方向发展。而期货金融衍生品工具的应用，也还任
重道远。”专家表示。（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祝惠春)

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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