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积极应对困难  加快结构调整 

——朱北娜会长在四届四次理事会上的讲话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 

    大家下午好！ 

我代表理事会向与会代表汇报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 2012 年的工作，并将

2013 年的工作计划提请大会审议。主要从行业运行情况、协会重点工作、会员

情况等内容作介绍。 

一、2012 年行业运行总体情况 

2012 年面对国际需求不足、内外棉价差巨大和成本上升等诸多困难，棉纺

织企业谨慎经营，中棉行协通过产业预警、运行分析会、新技术推广活动等方式

与企业共同在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上努力工作，并针对企业的运行情况和原料收

放储等情况进行了广泛的调研，通过多种途径积极反应企业面临的困难和需求，

提交多份支持行业发展的政策建议。经全行业共同努力，行业技术提升、淘汰落

后装备的进展明显加快，总体运行平稳。特别是一些优秀企业根据市场形势，迅

速调整了产品结构和经营模式，在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各项成本等方面进行突

破，推动了整个行业的持续发展。 

二、2012 年市场行情的主要特点 

（一）棉花原料消耗减少，纱产量同比下降 

2012 年受需求减弱、内外棉价差持续过大影响，企业经营受阻，有不同程

度的关停限产情况，棉花原料消耗减少，纱产量同比下降。 

下面有一组数据向大家汇报:发改委电视电话会公布 2011/2012 年棉花消耗

900万吨，比上年减少 10%；中国化纤协会公布化纤短纤维消耗 1170万吨，比上

年增加 8.3%。本协会跟踪重点企业的纱线产量同比减少 2.36%，布产量同比减少

1.2%；海关数据显示，进口棉纱线 153万吨，净进口 108万吨；去年理事会协会

公布的 2011年纱产量是 2050万吨，综上所述，2012年全社会纱产量 1950 万吨，

同比减少 5%，主要是纯棉纱产量下降较多，化纤短纤纱线同比略有增长，增长

率为 2%；预计全社会布产量约 812亿米，同比减少 3%。 

（二）内外棉价差持续较大，化纤短纤价格呈下跌趋势 



受收储政策托市，国内棉价小幅波动，弱势下行 5%左右；国际棉价快速下

行，拉开了国际棉价与我国棉价的价差，CotlookA 指数从 100 美分/磅下降最低

至 80-85 美分/磅，内外棉价差扩大到了 6000 元/吨。 

化纤短纤价格波动较大，全年价格下滑。粘胶短纤价格由年初的 15900 元/

吨下降到年末的 13800 元/吨，全年降幅 12.8%；涤纶短纤价格全年每吨下降 450

元，到年底价格为 11400 元/吨，全年降幅 3.8%。 

（三）纱布市场价格下行，企业订单向大企业集中 

2012 年，国内纱线市场总体销售不畅，有流量，无效益。国内棉花调控政策

为棉纱价格平稳提供了支撑，化纤类产品走势则有所不同，人棉纱年跌幅为9.9%，

纯涤纱降幅为 6%；坯布经营难度大于纱线经营。 

2012 年小微企业在市场、资金等巨大压力下，停产率较高，一方面大企业订

单不再外放，另一方面下游订单更多的投向有实力的大企业，但多以阶段性的短

单为主。导致小微企业产量同比急剧下降，部分大企业产量同比稍有增加。 

（四）棉制纺织品进口增加，出口下降 

在 2011 年出口基数较高基础上，2012 年我国棉制纺织品（除服装）出口额

为 254 亿美元，同比下降 3.3%，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幅下降 18.7 个百分点。进

口方面，2012 年全国棉制纺织品（除服装）进口额为 7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4.7%，

较去年同期增速提高 19.2 个百分点，保持较快增长。其中，累计进口棉花 513

万吨，同比增长 52.7%，累计进口棉纱线 153 万吨，同比增长 68.9%，棉纱线累

计进口金额约 50 亿美元，占棉制纺织品进口金额的 67%，棉布进出口贸易数量

同比增长 3.6%，金额同比减少 3.5%。 

（五）国内收放储政策同时启动 

2012 年 9月，国家同时启动了放储与收储政策。为了满足纺织企业用棉需

求，9月 3～29日，国家投放储备棉 100万吨，实际成交 49万吨，成交率约 50%。

起拍价格 18500元/吨，实际成交价格折 328级价格 18640元/吨，基本与市场价

格相当。 

2013 年 1 月 14 日-2013 年 3 月 31 日，国家计划投放 300 万吨，起拍价格

19000 元/吨。截止 3 月 29 日，累计上市总量 335.8 万吨，累计成交总量 100.8

万吨，成交比例 30.03%。实际成交企业户数 896 户。平均等级 3.91级，平均长



度 28.33，平均价格 18734元/吨，折 328级价格 19183元/吨。 

为了保护棉农利益，2012 年 9 月 10 日启动收储政策，收储固定价格 20400

元/吨，高于当时市场价格约 1400 元/吨，截止 2013 年 3 月 29 日，2012/2013

年度收储累计成交 650.6 万吨，同比增长 108%。本次收储首次允许棉花加工骨

干企业集中大量交储，截止 3 月 29 日骨干企业累计收储成交 173 万吨，占成交

总量的 26.5%。由于收储价格高于市场价格，大部分新棉交储。 

（六）产销及效益指标逐步回升 

协会跟踪 200 户重点企业数据显示，2012 年整体运行质效较 2011 年下降，

但降速逐月收窄，年末行业运行逐步企稳回升。 

跟踪企业 2012年主营业务收入同比下降了 2.8%，工业总产值下降 0.3%，工

业销售产值下降 2%。企业收益大幅下降，但随着 2011 年基数的下降，同比降幅

逐月收窄。企业反映，生存压力很大，有些企业表示产品销路好，不缺乏订单，

但处在亏本或保本经营状态。 

（七）行业结构调整加快，产业升级显示成效 

2012 年，面对困难的市场形势，棉纺织企业继续投入资金，加强技术改造，

投资改造以清梳联合机、自动络筒机、长车带集体落纱等转型升级设备为主。通

过提高设备自动化程度，有效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改善了工作环境。据了解细纱

机长车销量首次超过短车的销量，无接头纱率达 78%以上。 

三、2012 年协会重点工作 

    （一）加强棉花工作，维护行业利益 

1、成立棉花研究工作委员会，研究行业关键问题 

棉花是 2012 年企业运行问题的焦点，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专门成立了棉花

研究工作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成立后，积极了解并掌握市场价格、贸易相关数据

以及行业市场形势，多次召开会议，研究企业运行中遇到的问题，提出有关棉花

的提案，向上级部门提交相关报告，反映行业诉求，为企业争取利益。工作委员

会成员多次到新疆调研棉花及棉纺织产业运行情况，与当地政府一起探讨促进产

业链健康发展的政策。 

2、维护纺织企业利益，反映行业呼声 

在国家储备棉放储政策实施中，圆满完成了国家委托中棉行协负责企业资格



及购买数量的审核工作。为防止转圈棉，中棉行协牵头会同中储棉和交易市场进

行储备棉凭证的核查工作。中棉行协主要负责企业棉花入库单及使用凭证的审

核，并积极与棉花交易市场、中储棉公司两家单位协调，推进审核工作；全力调

研了解企业储备棉的使用等情况，积极与发改委、中储棉、中纤局等有关部门沟

通协调，协助纺织企业解决储备棉质量、出库、开具发票等相关问题。 

2012 年，协会积极参加多部门组织的棉花会议，掌握政策信息，了解多方

意见，并在会议上积极反映行业的呼声。如多次参加发改委召开的有关储备棉投

放、棉花收储情况、棉花总量平衡、全国棉花电视电话会议、棉花标准计价会议

等。 

（二）掌握市场情况，促使行业平稳运行 

1、加强企业调研，了解行业运行 

针对今年棉纺织企业经营困难的情况，为了解和反映行业真实运行情况，中

棉行协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在各地纺织行办、协会及企业的大力支持下，中

棉行协进行了 3 次大规模的调研活动，实际走访了解 1000 余户企业的情况；并

积极与有关部门沟通，协助企业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完成了 200家企业样本的数据采集任务，通过对月报数据汇总分析，完成行

业运行情况报告，将分析报告反馈至企业并报上级有关部门领导参阅，为维护行

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此非常感谢这 200 户会员企业为行业发展做出的贡

献。 

2、组织相关会议，指导行业运行 

针对今年国内外棉价差过大的问题，中棉行协组织召开非棉纤维对接会、运

行分析会，鼓励棉纺织企业开发和应用非棉纤维，与企业共同判断与分析行业发

展趋势，研讨如何解决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探讨应对当前市场形势的措施及策

略，规避市场风险，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出对棉花及棉纺织行业未来发展的政策

建议。 

3、提交相关建议，提出行业诉求 

通过政策研究、调研和征求企业意见，针对实际情况，积极提出维护行业利

益的建议和报告。如提出“以新疆为试点实行棉农直补，给予新疆棉纺织行业政

策支持的建议报告”；通过产业部向税则委有关部门提交取消“落棉税”的建议



报告；通过中纺联向工信部提交降低“滑准税”税率的建议；向商务部等提出实

行加工贸易配额申领制的建议；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交《恳请协调解决当前棉纺企

业用棉紧张的报告》，建议尽快研究出台政策，继续投放储备棉，发放加工贸易

配额，以保证棉纺织企业的用棉需求等。 

（三）推动品牌和技术创新，加快行业转型升级 

1、推进品牌建设和产品创新 

为提升行业的品牌、质量观念，引导鼓励企业创建自主品牌，提升行业的产

品开发和设计水平，中棉行协开展了评选本行业最具影响力产品品牌的活动，主

办了第二届全国大提花面料创意设计大赛，开展了“差别化产品创新”面料评选、

2012年针织用纱“用户信得过产品”测试评选、色织用纱线测试评比。 

2、推广和应用新技术，加快产业升级 

为促进企业产业转型升级、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附加值，采用效率更高的

智能化装备，中棉行协举办了“2012 全国纺纱新技术应用研讨会”、“2012 中国

棉纺织总工程师论坛”、“棉纺织专家委员会”和“各专业技术委员会”等会议，

筹备成立喷气涡流纺专业技术委员会，研究推广棉纺织新技术、新产品，促进企

业加快转型升级。 

为推广行业产品标准，协会组织召开了“棉本色强捻纱线”等六项行业标准

审稿会。完成了《化纤混纺纱线加工贸易单耗标准》送审稿，修订《纺织上浆用

浆料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的检测试验方法》的标准内容等。 

3、注重节能减排，推优学优，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棉行协紧紧围绕节能减排、促进行业企业可持续发展开展了大量的工作，

使节能减排为企业的转型升级服务。组织召开了 2012 年棉纺织节能减排及创新

应用研讨会，广泛征集棉纺织行业节能减排、清洁生产的技术和工艺，共征集到

应用于棉纺织行业的各项节能减排技术 56 项；组织开展“可替代 PVA 上浆产品

质量测评活动”，申请了“纺织之光”基金支助项目“环保浆料评价与无 PVA 上

浆示范工程”，进一步推荐环保浆料及无 PVA上浆工艺的应用。 

中棉行协积极组织推优学优活动：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杨普获得第

十一届中华技能大奖。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于 2011 年组织的全国纺织行业 “宏

源—魏桥杯”粗纱工职业技能竞赛活动中，新疆奎屯 130团昌恒棉纺厂赵玉玲、



滨州魏桥科技工业园有限公司刘庆庆、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魏桥分公司刘娟三

位选手分别荣获前三名，经报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授予这三位同志“全国

技术能手”荣誉称号，其中赵玉玲同志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南通双弘纺

织有限公司杨广泽董事长当选 2011 年度纺织创新人物，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

公司、际华三五四二纺织有限公司、齐鲁宏业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岱银纺织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入选纺织工业联合会产品开发贡献奖。 

（四）做好课题研究，引导行业发展 

为使国内外同行及纺织产业链上的企业关注和支持棉纺织行业的发展，也为

正确把握行业发展的方向、明确发展目标，协会开展了前瞻性的课题研究，形成

多篇专项研究报告。 

主要有：编写完成首部《中国棉纺织行业 2011 年发展研究报告》，受工信部

委托，开展《我国棉纺织行业可持续发展及棉花政策研究》的工作；为了解东南

亚国家的投资情况，完成《孟加拉和马里投资环境分析》报告；为了掌握棉纺织

最新技术和设备的发展动态，完成了《2012 年中国国际纺机展有关棉纺织新技

术和设备评估报告》；出版了《近现代色织布产业研究报告》；接受委托，为集群、

企业完成发展研究咨询报告等。 

与“美尔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合作成立期货研究小组，共同研究国内外棉

花期货市场，提供研究观点和相关报告。与中纺联的统计中心共同成立“棉纺产

业研究组”，跟踪研究国内外棉花及棉纺织市场情况，并每月编写两期研究工作

简报。 

（五）加强组织建设，规范运作机制 

1、定期召开有关会议，积极为会员服务 

通过召开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及重点企业座谈会及调研，和会员单位保持密

切的联系，倾听企业的声音，反映企业的呼声，并得到了企业的肯定。 

2、规范和完善了中棉行协各项管理制度 

定期召开各专业委员会会议，补充专业委员会人选，健全组织机构，积极发

展会员，要求当理事的会员踊跃。建立了月度秘书处工作会制度，集体研究中棉

行协重大和重点工作，及时将行业热点及重大事项向副会长及相关会员通报，并

听取相关意见和建议。 



3、加强对外交流，扩大协会影响 

组织召开 2012 年中韩棉纺织会议，安排印度使馆来访，安排美国棉业代表

团来访，就棉花和棉纺织行业的发展进行了交流；组织棉纺织行业代表团成功出

访泰国、印度、朝鲜，与其国家的棉纺织企业有关人员进行交流，为对外投资合

作打下基础。  

四、今年行业重点工作 

（一）加强学习与研究 

认真学习十八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紧密结合工作实践，贯彻党和国

家有关政策，配合相关部门，推动行业的转型升级。 

加强行业政策研究，进行有针对性的调研，跟踪市场走向，分析市场发展趋

势，特别加强关乎行业长远发展的棉花原料问题的研究，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行

业的实际问题，力争推动相关的制度性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二）努力开拓，积极服务于企业 

加强与会员单位的联系，倾听企业诉求，为企业搭建桥梁和平台。加强组织

建设，严格落实各项政策和制度。根据协会章程，召开理事会、常务理事会，探

讨研究行业发展的相关问题，表彰先进。 

（三）推动行业技术进步，加强行业自律 

发挥各专业委员会的作用，开展技术交流会、培训等活动，推广最新的行

业技术和经验，推动品牌建设和发展；同时，节能减排工作上一个新台阶，为有

关各方搭建交流的平台，完善和制定适应行业发展的各项标准。 

（四）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 

推动多层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扩大协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以上工作报告请各位理事审议。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