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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棉花生产进入新发展阶段后必须转向高质

量发展，这不仅是适应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也

是应对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的需要。中国棉花生产高质量

发展意味着棉花必须朝向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必须是以创新

驱动的高效率发展，必须是资源节约、生态友好的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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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根本要求。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质量兴农

战略，突出农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和品牌化，

全面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

棉花消费国和进口国，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二大棉花

生产国。统计资料显示，2020年，中国棉花种植面

积为 316.99 万 hm2，约占世界棉花种植面积的

10.0%，中国棉花总产量 591.0万 t，约占世界棉花总

产量的 23.7%。棉花产业不仅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

中占据重要地位，同时也对全球棉花市场具有重要

影响[1]。棉花生产是棉花产业之根基，事关棉花产

业发展大局。自 1998年中国棉花流通体制改革以

来，中国棉花生产取得了长足发展，比较优势得到

发挥，生产布局进一步优化。但中国棉花生产在取

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发展质量不优、竞争

力不强、全要素生产率不高等问题，严重制约着棉

花生产高质量发展[2-3]。
随着“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提出，“中国棉业高

质量发展”这一命题也应运而生。2018年 3月由全

国棉花交易市场主办、中国棉花信息网承办的 2018

年 CNCE棉业发展年会围绕党的十九大和 2018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首度提出了这一命题。

2018年 6月由中国棉花协会主办的中国棉业发展高

峰论坛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召开。“高质量与可持

续”是其中的重要议题之一。

中国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当前和未来

一段时间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但就棉花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内涵尚未形成统一共识。早在 2016年，我国

著名棉花遗传育种专家喻树迅院士根据现代农业

发展提出棉花生产新理念——“快乐植棉”。喻树

迅[4]等认为在当前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的形势下，

棉花生产方式必须向“快乐植棉”的方向转变，以确

保棉花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并阐述了“快乐植棉”的

基本内涵，即：全程实现机械化生产，降低劳动强

度，百姓愉快植棉；以高科技提高产量，降低生产成

本，提高植棉收益，使百姓心里高兴，乐意植棉。戴

公兴[4]认为推进中国棉业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当前的

形势要求、发展所需和历史选择，既是中国棉花协

会的使命，也是所有棉业同仁的责任。程国强[5]认
为中国棉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包括高质量的棉花

供给、高质量的棉花产业体系、高质量的棉花资源

配置、高质量的棉花绿色化和高质量的棉花竞争

力。毛树春[6]等认为，农业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

棉花品质要实现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推动棉花

产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尹坚[7]认为推动棉花及

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

系。李雪源[2]等认为，中国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需

把握 3方面的内涵：一是微观层次，即棉花生产者要

提高棉花质量以满足高质量消费的质量需求；二是

宏观层次，即强调棉花产业经济贡献要由资源比拼

型向高附加值的商品经济型转变，以五大发展理念

作为宏观层次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三是能够满足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能够脱贫致富和带动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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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大局。从广义的棉花产业来看，棉花生产高质量

发展，是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对种植环节的要求，

是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以

上研究，本文认为中国棉花生产高质量发展的内

涵主要体现在产品优质、创新驱动、绿色发展 3个
方面。第一，棉花生产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棉花必

须朝向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即在棉花基本数量得

到满足的基础上，棉花的质量能够满足高质量消

费的市场需求。第二，棉花生产高质量发展必须

是以创新驱动的高效率发展，从投入产出的角度

看，经济效益要不断增加，全要素生产率要不断提

高。第三，棉花生产高质量发展必须是资源节约、

生态友好的绿色发展，是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

的生态可持续发展。

1 棉花生产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棉花产品必须朝向

高附加值方向发展

在棉花基本数量得到满足的基础上，棉花产品

的质量应能够满足高质量消费的市场需求。棉花

是纺织企业的主要原料。在经济发展初期，市场需

求比较旺盛，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市场特征主要

为卖方市场，短缺经济特征明显。随着经济的发

展，市场供给能力大幅提升，处于物质丰富的状态，

消费需求逐步向个性化和品质化转变，市场也转向

买方市场，棉花质量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在这一背

景下，我国棉花产业呈现出“高等级棉短缺”，“低等

级棉过剩”的结构性新问题[8]。从近年来我国棉花

的质量来看，普遍表现为棉花一致性差、异性纤维

含量高，高等级棉花不足，难以满足纺织企业需求。

一些中低端棉纺织品注定要退出市场，原棉和纺织

品的需求将从中低端转向中高端发展，这是大势所

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新时

代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我国棉花生

产高质量发展应顺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成为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助推器。高质

量的棉花生产能够适应社会用棉需求和需求结构

的变化，形成以“中高端品质”为主的棉花生产格

局，满足人民高质量消费的需求[2]。
2 棉花生产高质量发展必须是以创新驱动的高效

率发展

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看，经济效益要不断增加，

全要素生产率要不断提高。坚持创新是引领棉花

生产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一直以来，中国棉花

生产主要依靠劳动力、物质等传统要素驱动，并形

成一定的比较优势。然而，比较优势是相对的，也

是动态变化的，当前中国棉花生产传统的低成本比

较优势已然消失。相反，在土地、水资源约束背景

下，伴随着棉花生产劳动用工成本的增加和农资价

格的上涨，中国棉花生产迈入了高成本时代。2000
—2018年，我国棉花平均总成本从 625.0元/667 m2

上涨到 2 275.2元/667 m2，年均上涨 7.4%；每 50 kg棉
花总成本从 385.4元上涨到 913.2元，年均上涨

4.9%。单位产量棉花成本的涨幅低于单位面积棉

花成本的涨幅，说明中国棉花单产提高较快，抵消

了一部分成本上涨。从成本要素构成来看，我国棉

花生产成本中人工成本所占比重最大，约占总成本

的 45% ~ 65%。由于棉花成本持续上升，棉花价格

大幅波动，我国棉花收益也呈现出不稳定的特征，

且在 2011年之后呈现持续下降态势。2000—2018
年，我国棉花均净利润从 214.2元/667 m2波动下降

到-460.9元/667 m2，2013年以后植棉收益连年亏

损。中国棉花生产传统比较优势正在逐步消失，内

部环境的变化，迫使棉花生产不得不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

长期以来，我国人多地少，农业生产规模普遍

偏小。小农分散经营在我国传统农业发展中发挥

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

确立和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分散经营的小

农生产越来越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对规模经济、产业

化经营的要求。由于棉花人工投入较多，相比其他

大田作物，专业化和组织化程度较低。目前新疆棉

区户均种植面积仅 3.33多 hm2，内地棉区户均种植

面积不足 0.33 hm2，分别相当于美国的 4.0% 和

0.5%。当前以种植大户、家庭农场、棉花生产合作

社等为代表的新型经营主体虽有所发展，但在整个

棉花生产中所占的比例很小。总体上看，除了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外，其他棉花主产区在专业化生产、

组织化经营以及社会化服务等方面严重滞后，机采

棉技术推广困难而缓慢。棉花的小生产与当前大

市场之间的矛盾日渐凸显。

综上所述，人口红利拐点出现使得劳动力低成

本优势逐渐消失，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也日益显

现，成为中国棉花生产高质量发展的瓶颈。而该瓶

颈的破解关键依靠技术创新和组织制度创新。通

过技术创新，培育优质棉花品种、推动棉花生产全

程机械化；通过组织制度创新，充分发挥市场配置

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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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棉花生产高质量发展需要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

驱动，以此降低棉花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益，培育

和发展中国棉花生产的核心竞争力。

3 棉花生产高质量发展必须是资源节约、生态友

好的绿色发展，是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生态可

持续发展

绿色是棉花生产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坚

持绿色发展，就要使绿色成为棉花生产的普遍形

态，重点解决当前棉花生产中面源污染问题，包括

农膜残留、过量使用化肥农药、不合理灌溉等[9-10]。
地膜覆盖技术是一项重要的科技成果，促进了中国

棉花生产的发展。地膜具有保温、保墒、抑制杂草

等作用，地膜覆盖技术的推广与应用提高了棉花产

量、品质和植棉效益。但随着地膜使用时间和使用

强度的增加，地膜污染问题日渐严重，尤其以新疆

棉区为甚。据统计，新疆棉田内的地膜残留量平均

达到了 330 kg/hm2，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4 ~ 5倍[11]。
残膜污染阻碍土壤自然水和毛管水的渗透，影响土

壤的吸湿性，极大地破坏了土壤结构，使其理化特

征发生很大变化。同时，残膜混入原棉中严重影响

了原棉品质，对纺织产品质量造成不良影响。据估

算，2012年，我国棉花生产中化学污染、灌溉水资源

浪费以及生物多样性损失等外部环境成本达 76.1
亿元[12]，接近当年棉花产值的 5.5%。棉花绿色发展

迫在眉睫。坚持绿色发展，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问题，不断提升棉花生态竞争力，不仅是棉花生

产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重要成果[2]。
4 结语

当前我国棉花生产正处于从保数量转向提质

增效的重要关口，处于从“有没有”“够不够”转向

“好不好”“优不优”的重要节点。必须深入贯彻落

实新发展理念，坚持质量第一和效率优先，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发展方式，转变增长动能，构

建现代化棉花生产体系。在促进数量平衡的同时，

要更加注重提质增效和科技创新，实现棉花生产高

质量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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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兵团上半年招商引资项目1 783个
总投资逾4 100亿元

2021年上半年，全兵团实施招商引资项目 1 783个，总投资 4 179.51亿元，形成实物量 464.27亿
元，同比增长 51.48%。近年来，新疆兵团充分发挥自身的组织和动员优势，积极打造良性循环的政

治生态，把招商引资当作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推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上半年，新疆兵团开发区预计招商引资形成实物量 222亿元，同比增长 90%。21个开发区开工在建

项目 626个，增速达 58.5%，开发区工业经济“主战场”作用凸显。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以来，新疆

兵团各师市共投入资金 80多亿元，用于开发区道路、管网、电力、标准化厂房、铁路专用线、海关监

管场所等基础设施建设。 （华夏经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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