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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棉花

3.1 棉花期货交易时间：

每周一至周五（北京时间 法定节假日除外）

上午 9：00-11：30

下午 13：30-15：00

3.2 棉花期货合约

3.3 棉花合约合约概述

棉花是离瓣双子叶植物，属锦葵目锦葵科木槿亚科棉属。喜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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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光、耐旱、忌渍，适宜于在疏松深厚土壤中种植。

棉花栽培历史悠久，约始于公元前 800 年。我国是世界上种植棉

花较早的国家之一，公元前三世纪，即战国时代，《尚书》、《后汉书》

中就有关于我国植棉和纺棉的记载。 在我国的棉花栽培历史上，

先后种植过四个栽培品种：海岛棉（长绒棉）、亚洲棉（粗绒棉）、陆

地棉（细绒棉）和草棉（粗绒棉）。在不同历史时期，我国的主要栽

培品种也不一样，亚洲棉引入历史最久，种植时间最长，同时栽培区

域较广；陆地棉引入我国的历史较短，但发展很快，十九世纪五十年

代即取代了亚洲棉。目前广大棉区所种植的棉花多为陆地棉种（细绒

棉），新疆还种植有少量海岛棉（长绒棉）。

（一）棉花品种特性

棉花原产于热带、亚热带地区，是一种多年生、短日照作物。经

长期人工选择和培育，逐渐北移到温带，演变为一年生作物。春季（或

初夏）播种，当年现蕾、开花、结实，完成生育周期，到冬季严寒来

临时，生命终止。在其生长发育过程中，只要有充足的温度、光照、

水肥条件等，就像多年生植物一样，可不断地长枝、长叶、现蕾、开

花、结铃，持续生长发育，具有无限生长性和较强的再生能力。在棉

花的一生中，温度对它的生长发育、产量及产品质量的形成影响很大。

除温度外，棉花对光照非常敏感，比较耐干旱，怕水涝。棉花生长历

经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春分到立冬 16 个节气（从四月中下旬

至十一月中旬左右），一生可以划分为播种期、苗期、蕾期、花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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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吐絮期 5个阶段。相对于其他农产品来讲，棉花生长期较长，受自

然因素的影响较大。

3.4 棉花期货交易风险管理办法:

3.4.1 棉花期货交易保证制度：

新品种期货合约上市当日，涨跌停板幅度为合约规定涨跌停板幅

度的 3 倍；新月份期货合约上市当日，涨跌停板幅度为合约规定涨跌

停板幅度的 2 倍。

某期货合约在某一交易日收盘前 5 分钟内出现只有停板价位的

买入(卖出)申报、没有停板价位的卖出(买入)申报,或者一有卖出(买

入)申报就成交、但未打开停板价位的情况，称为涨（跌）停板单方

无报价（以下简称单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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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棉花交割标准及交割费用

3.5.1 棉花交割标

一号棉交割单位：公定重量 20吨。

基准交割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棉花 细绒棉》

（GB1103－2007）

规定的 328B 级国产锯齿细绒白棉。

替代品及升贴水：

（一）符合 GB1103－2007 规定的国产锯齿细绒白棉一级升水

450 元/吨；二级升水 300 元/吨；四级贴水 600 元/吨；五级及以下

不得注册仓单；

（二）长度 28 毫米以上的国产锯齿细绒白棉可以替代交割，同

品级 30毫米及以上长度升水 100 元/吨，28 毫米以下不得注册仓单；

（三）马克隆值为 A级的国产锯齿细绒白棉可以替代交割，无升

贴水；马克隆值为 C 级的不得注册仓单；

（四）每批公定重量为 20±0.5 吨，且抽样总包数中含危害性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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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包数在 10%（含 10％，四舍五入）以内的棉花方可用于期货交割。

N 年产锯齿细绒白棉从 N+1 年 9 月合约（包括 9 月合约）交割

起，每交割月增加贴水 200 元/吨，即 9 月贴水 200 元/吨，11 月贴

水 400 元/吨；贴水随货款一并结算。 棉花包装及包装物应符合国家

有关棉花包装规定。

3.5.2 棉花交割费用

棉花的交割单位或一张仓单是 20吨，即 4 张合约为一个交割单

位。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配对日闭市后持仓如果不是 4 张合约的整

数倍，就进入交割违约。

3.6 影响棉花期货价格因素

供给。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A 前期库存量，它是构成总供给量的重要部分，前期库存量的多

少体现着前期供应量的紧张程度，供应短缺价格上涨，供应充裕价格

下降。

B 当期生产量。在充分研究棉花的播种面积，气候状况和生长条

件，生产成本以及国家的农业政策等因素的变动情况后，对当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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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一个较合理的预测。

C 进口量。实际进口量往往会因政治或经济的原因而发生变化。

因此，应尽可能及时了解和掌握国际形势，价格水平，进口政策和进

口量的变化。

另外，影响供给的一般因素还有：生产能力、生产商的总数、替

代品的相对生产成本、社会风俗习惯以及国家宏观政策等。

2、需求。通常有国内消费量、出口量及期未结存量三部分组成：

A 国内消费量。它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常数，受多种因素的影

响而变化。主要有：消费者购买力的变化，人口增长及结构的变化，

政府收入与就业政策等。

B 出口量。在产量一定的情况下，出口量的增加会减少国内市场

的供应量；反之，出口减少会增加国内市场供应量。

C 期末结存量。这是分析棉花价格变化趋势最重要的数据之一。

如果当年年底存货增加，则表示当年供应量大于需求量，价格就可能

会下跌；反之，则上升。

影响需求的因素还有：消费者的购买力，消费者偏好，代用品的

供求及价格，人口变动，商品结构变化及其它非价格因素等。

当然影响棉花价格的因素还有很多，如经济波动周期、金融货币

因素（利率、汇率）、政治因素、政策因素、自然因素、投机和心理

因素等，但这些因素最终都是通过供求影响价格的。



7


	 第三节  棉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