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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平衡表用以解释说明对棉花供需数据的预测变化情况。为方便首次阅读者理解经济月报，现对棉花平衡表中

的核心术语和内容做如下解释说明。 

 

棉花年度 

棉花年度是所有棉花统计数据的时间框架。类似于财政年度，棉花年度不同于 1-12月的日历年度。 

但是，棉花年度（也被称为市场年度）可以被看作在下一年收获之前，销售当年所收获棉花的时间。各个国家因

收获季节不同，而有不同的棉花年度日历（例如，印度的棉花年度为 10月至下一年 9月），国际棉花年度是基于北

半球的棉花收获时间，从 8月 1日至来年的 7月 31日。 

经济月报的棉花平衡表里的所有数据都是对整个棉花年度的预测。平衡表里最右侧两列标有月份的数据给出了，

如何因过去一个月的最新信息变化而对整个年度的预测数据做出了调整。例如，平衡表最右侧一列的数据是 2023

年 4月预测的，读者可以将最新（2023年 4月）预测的跟 2023年 3月预测的 2022/23年度（2022年 8月- 2023年 7

月）的数据进行对比。 

 

国际棉花年度 = 8月初至 7月底 

 

 

 

  

棉花年度 

 

不同月份对整个 2023/24年度的预

测数据 



 

库存 

库存指的是储存在仓库里的棉花数量。如果棉花保持干燥且不受恶劣天气的影响，几年前收获的棉花仍然可以用

来纺纱。 

在棉花年度开始时（8月 1日）仓库里存有的棉花数量被称为期初库存量。期初库存量等于前一年度的期末库存量。

期末库存量是在一个棉花年度结束时仓库里存有的棉花数量（7月 31日的库存量） 

 

 

 

 

  

上一年度的期末库存是下一年度的期初库存 



 

供应 

棉花供应是指库存、当年产量和进口量的总和。 

一个棉花年度里收获的棉花量被称为年度棉花产量。 

全球棉花平衡表里不包含进口数据（我们还不跟其他星球交易棉花）。 

期初库存量 = 在棉花年度开始时（8月 1日）的棉花库存量 

产量 = 一个棉花年度里收获的棉花数量 

进口量 = 装运进口至一个国家的棉花数量 

供应 = 期初库存量+产量+进口量 

 

 

 

 

  



 

需求 

被纺成纱线或者通过无纺等工序加工成商品的棉花数量被称为工厂用量或者消费量。 

棉花需求量等于工厂用量加上出口量。跟进口量一样，全球棉花平衡表里也不包含出口量。 

工厂用量 = 消费量 = 被纺成纱线或制成其他商品的棉花数量 

出口量 = 从一个国家装运出口的棉花数量 

需求量 = 工厂用量 + 出口量 

 

 

 

期末库存量 

供需之间的差值被定义为期末库存量，期末库存量使棉花平衡表的计算完成一个年度循环。 

 

期末库存量= 供应-需求 

  



 

库存消费比 

棉花平衡表里的另一个统计指标是库存消费比。 

库存消费比的定义是，期末库存量跟年度需求量的比。 

比如，50%的库存消费比意味着，期末库存量占一个棉花年度里需求量的 50%。传统上，这一供需衡量指标跟棉

花价格相关，但偏离这一传统关系的情况也可能发生。 

高库存消费比通常意味着棉花价格较低。 

低库存消费比通常意味着棉花价格较高。 

 

库存消费比 = 期末库存量/需求量 

  



中国以外地区 

过去一段时间里，中国拥有较高的国储库存。这部分库存不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因此（也为了能简单的计算中国

以外地区的供需关系），通常会统计中国以外地区的棉花供需情况。 

中国以外地区的棉花平衡表中的很多数据都比较明确，是除中国以外的全球数据。 

中国以外地区的期初库存量 = 全球期初库存量 – 中国期初库存量 

中国以外地区产量 = 全球产量 – 中国产量 

 

中国以外地区工厂用量 = 全球工厂用量 – 中国工厂用量 

中国以外地区期末库存量 = 全球期末库存量 – 中国期末库存量 

交易方面的数据则略微复杂一些，进出口量分别反映了中国的进出口交易量。中国以外地区的出口量是中国的进

口量。中国以外地区的进口量是中国的出口量。 

中国以外地区的进口量 = 中国出口量 

中国以外地区的出口量 = 中国进口量 

针对中国以外地区的库存消费比，不同机构采用不同的计算公式。美国棉花公司采用跟国家层面的库存消费比相

同的计算方式，即以期末库存量除以需求量（工厂用量+出口量）。其他一些机构用中国以外地区的库存量除以中

国以外地区的工厂用量（不包括向中国的出口量）。经济月报里采用的计算公式如下。 

中国以外地区的期末库存量/中国以外地区的需求量 

在这里 

中国以外地区的需求量 = 中国以外地区的工厂用量 + 中国的进口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