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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籽壳价格变动轨迹及其对食用菌生产的影响

———基于2010-2012年我国棉籽壳价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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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了2010年1月至2012年2月间我国棉籽壳的价格变动轨迹以及近10年来的棉籽壳供求特

征,运用灰色关联法分析棉籽壳价格变动对食用菌市场价格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棉籽壳价格变动幅度较大;

棉籽壳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且这种供求关系在不同地区表现出较大差异;食用菌生产对棉籽壳具有较强的依

赖;棉籽壳价格波动对食用菌市场价格具有重要影响。提出了促进我国食用菌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加大科研

力度,寻找食用菌基料新配方,降低食用菌生产对棉籽壳依赖程度;建立棉籽壳交易中心,完善棉籽壳交易机制,

平抑棉籽壳价格波动,保证棉籽壳供应,提高菇农收入;增加棉籽壳进口,从海外市场寻求棉籽壳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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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用菌产业对促进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做出了重要贡献。发展食用菌产业,
一方面有利于加快农业结构调整,保护生态环境;另
一方面可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业劳动生

产率[1]。在食用菌栽培中,培养基的来源多种多样,
棉籽壳因保水和通气性良好,是最理想的培养基,在
多种好气性食用菌和药用菌种植中应用广泛,投入

中占较大 比 重,对 食 用 菌 价 格 影 响 较 大[2-3]。自

2008年以来,我国棉籽壳价格持续走高,导致食用

菌种植成本也不断增加,种植效益降低。棉籽壳的

供应及价格波动已成为制约食用菌产业进一步做大

做强的瓶颈。因此,准确把握棉籽壳价格变化趋势

及其对食用菌生产的影响,有利于正确引导食用菌

产业的发展,对有效提高种植效益,增加菇农收入,
促进食用菌产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有关食用菌的研究不多,仅有的文献大都

集中在育种、栽培、病虫害防治方面;食品、医药学方

面;贮藏、深加工方面;微量元素、重金属检测等方

面,经济学领域的相关文献屈指可数,且主要侧重于

食用菌产业经济发展研究、食用菌对地区经济的影

响以及食用菌生产与资源环境的关系等方面。李玉

指出我国食用菌具有总产量高、栽培品种多、栽培模

式多样、从业人员众多的特点[4]。张俊飚等分析了

我国食用菌产业的发展特征,准确把握其发展过程

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产业健康发展的基本路

径[1]。钟全林等研究了福建省古田县食用菌产业,
认为食用菌产业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经济和

社会效益[5]。黄文清等重点探讨了我国食用菌产业

发展对资源环境所产生的影响,提出在资源有限的

条件下,实现食用菌产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对

策建议[6]。灰色关联法在农业经济研究中具有广泛

的应用。蔡文春等对新疆的粮食生产及其影响因素

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发现粮食单产和有效灌溉面积对

粮食产量的影响最大[7]。张淑荣等采用灰色关联分

析法,研究了我国各项农业补贴与粮食产量、农民种

粮收入的密切关系[8]。肖黎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

法,探究我国农产品出口结构与农产品出口贸易增

长的关联度[9]。此外,一些学者也将灰色关联法运

用于猕猴桃、葡萄、桑蚕养殖等产业的研究[10-12]。这

些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借鉴。本文从棉籽壳

价格变动的轨迹出发,分析2010年1月至2012年

2月全国棉籽壳平均价格及近10年来棉籽壳供求

特征,在食用菌生产对棉籽壳的依赖程度分析的基

础上,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研究棉籽壳价格变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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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菌生产影响的关联度,以提出有效的对策促进

食用菌产业的长足发展。

  一、棉籽壳价格变动轨迹分析

棉籽壳作为棉花的副产品,其价格与棉花的生

产、销售、加工有着密切的联系。山东、河南、湖北、
新疆作为我国棉花种植大省,棉籽壳供给量大,价格

在全国具有较强代表性。本文选取山东夏津县、河
南开封市、湖北黄梅县以及新疆的棉籽壳2010年

1月至2012年2月间的价格作为分析对象,价格数

据来源于中国食用菌商务网。
研究数据表明,自2010年1月以来,我国棉籽

壳市场价格经历了持续上涨之后逐渐下跌的过程。
从整体变动轨迹来看,2010年1月到2012年2月

间我国棉籽壳市场价格波动可以分为4个阶段,其
走势如图1所示。

由图1可见,第一阶段为2010年1月到2010

年6月,棉籽壳价格保持平稳小幅增长,从期初的

1294元/t增 加 到 期 末 的1412元/t,累 计 增 长

9.12%,月均增长率为1.47%。第二阶段为2010
年7月到2010年10月,棉籽壳价格迅速上涨,从期

初的1464元/t快速上涨到期末的2266元/t,短短

3个月,累计增长幅度高达54.78%。从单月增长率

来看,8月、9月和10月环比增幅分别高达17.38%、

7.24%、22.91%,是两年中价格上涨最快的阶段。
第三阶段为2010年11月到2011年8月,棉籽壳价

格在较长时间内呈现高位震荡趋势。在这一阶段,
棉籽壳平均价格为1851元/t,最高价格出现在

2010年11月,为 2140 元/t,较 平 均 价 格 高 出

15.59%,最低价格出现在2010年12月,为1659
元/t,较平均价格低10.36%。第四阶段为2011年

9月到2012年2月,棉籽壳价格迅速回落,从期初

的1616元/t下跌到期末的949元/t,6个月之内,累
计下跌幅度达到41.27%。

图1 2010年1月至2012年2月我国部分地区棉籽壳市场价格走势

  从地区市场来看,新疆作为我国最大的棉花生

产基地,棉籽壳供应充足,市场价格最低。2011年

1月,新疆棉籽壳市场价格比全国平均市场价格低

777元/t,为两年间两者差额的最大值。在2011年

11月,新疆棉籽壳市场价格比全国平均市场价格低

242元/t,为两年间两者差额的最小值。两年间,两

者平均差价为579元/t。山东省作为我国第二大棉

花生产省份,棉籽壳市场价格同国内棉籽壳市场平

均价格基本保持一致。河南省和湖北省作为我国棉

花重要产区,2010年两省棉花产量分别为51.75
万t和48.05万t,两者在产量上差别不大,两省的

棉籽壳市场价格也基本保持一致。

  二、棉籽壳供求特征分析

1.棉籽壳还将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近10年来,我国食用菌生产规模不断扩大,食
用菌总产量持续增加,对棉籽壳的需求量也日益倍

增。然而,我国棉籽壳供给保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
棉籽壳供需缺口不断加大。通过核算平菇、香菇、毛
木耳、黑木耳、金针菇、姬菇、鸡腿菇、杏鲍菇、茶树菇

等九大菇种棉籽壳总需求量与我国棉籽壳总供给量

之间的差额,定量分析我国棉籽壳供需缺口所呈现

出的数量特征,以明晰我国棉籽壳供不应求的现状。
根据总供给量减去总需求量得到棉籽壳供需缺口,
核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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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CQ(n-1)c×p-∑
9

a=1

FQna

ra
×ma (1)

式(1)中,Mn 表示在第n 年棉籽壳供需总缺

口;CQ(n-1)c表示在第n-1年棉花的产量;p表示每

吨棉花中棉籽壳所占比重,为24%[2];ma 表示a 种

食用菌培养基料中,棉籽壳所占比例;Qna表示第n
年第a 种食用菌的鲜重产量;ra 表示a 种食用菌栽

培的生物学效率,即食用菌鲜重与所用的培养料干

重之比[13]。食用菌种植培养基棉籽壳所占比例及

生物学效率明细如表1所示,比较棉籽壳在培养基

中所占比重可知,金针菇栽培所用棉籽壳最多,平菇

的生物学效率最高。
经核算可得,2001年平菇、香菇、毛木耳、黑木

耳、金针菇、姬菇、鸡腿菇、杏鲍菇、茶树菇等九大菇

种需消耗棉籽壳265.73万t,而当年我国棉籽壳的

总供给量仅为106.02万t,棉籽壳需求缺口高达

159.71万t,缺口率达60.10%。2010年我国棉籽

壳需求量增加到756.80万t,较2001增加1.85倍,
年均增长率高达12.33%。2001-2010年我国棉籽

壳总供给量受棉花总产量的影响呈现出震荡向上的

缓慢增长趋势。2010年我国棉籽壳总供给量达

153.04万t,较2001年增长44.36%,年均增长率仅

为4.16%,远落后于棉籽壳年需求增长率。自2006
年起,我国棉籽壳需求缺口一直保持在300万t以
上。同时,我国耕地面积相对不足也决定了棉花总

产量难以大幅提高,这也意味着我国棉籽壳的供需

缺口将长期存在并随着食用菌产量的进一步增加而

不断扩大(见表2)。

表1 食用菌培养基棉籽壳所占比例及生物学效率 %

菇类 平菇 香菇 毛木耳 黑木耳 金针菇 姬菇 鸡腿菇 杏鲍菇 茶树菇

培养基料中棉籽壳比例 40 45 30 20 88 15 30 60 50

生物学效率 130 82 115 100 86 96 100 91 90

表2 2001-2010年我国棉籽壳

供需缺口 万t

年份 棉籽壳需求量 棉籽壳供给量 棉籽壳供需缺口

2001 265.73 106.02 159.71

2002 299.09 127.76 171.33

2003 316.87 117.99 198.88

2004 362.22 116.63 245.59

2005 415.44 151.76 263.68

2006 449.76 137.14 312.62

2007 513.66 180.79 332.87

2008 559.02 182.97 376.05

2009 642.38 179.81 462.57

2010 756.80 153.04 603.76

 注:数据系根据中国统计年鉴、食用菌产业经济研究室数据库加工

整理而得。

2.棉籽壳供求在不同地区差异明显

我国地域辽阔,棉花生产主要集中在新疆、华北

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而我国食用菌生产则集中

于东北三省及东部沿海地区,棉花生产大省与食用

菌生产大省之间的棉籽壳供需矛盾存在较大的差

异,见表3。据此,根据棉籽壳供需差异可将主产省

份分为以下3类。
(1)棉籽壳供需平衡省份。山东是我国最大的

食用菌生产省份,2009年食用菌总产量达249.84
万t,占全国食用菌总产量的11.35%,因而对棉籽

壳需求量很大。同时,山东也是我国第二大产棉省,

2009年棉花总产量达92.12万t,占全国棉花总产

量的14.45%,其省内棉籽壳的供给量很大。与山

东省情况相类似,河南、河北、江苏、湖北4个省份的

食用菌生产和棉花生产皆位于前列。这5个省份处

于棉籽壳供需相对平衡的状态。
(2)棉籽壳供不应求省份。黑龙江食用菌总产

量位居全国三甲之列,2009年黑龙江食用菌总产量

达210.45万t,占全国食用菌总产量的9.56%。但

是,黑龙江棉籽壳产量极少,黑龙江棉籽壳的供需将

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与之类似,福建、吉林、辽宁、

浙江等4个省份食用菌生产均位居前列,但是棉花

产量较小,省内棉籽壳供给不足,因而这5个省份处

于棉籽壳供不应求的状态。

(3)棉籽壳供大于求省份。新疆是我国最大的

产棉区,2009年棉花产量达252.42万t,占全国棉

花总产量的39.58%,但是新疆的食用菌产量较少,

棉籽壳出现供过于求的状况。与之类似,安徽、湖
南、江西、甘肃等4个省份棉花生产均位居我国前

列,棉籽壳供给充足,但是食用菌产量较小,棉籽壳

需求相对较少。这5个省份处于棉籽壳供过于求的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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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09年我国棉花、食用菌产量及占比排名前10名的省份

排名 省份 棉花产量/万t 占比/% 排名 省份 食用菌产量/万t 占比/%
1 新疆 252.42 39.58 1 山东* 249.84 11.35
2 山东* 92.12 14.45 2 河南* 242.37 11.01
3 河北* 60.46 9.48 3 黑龙江 210.45 9.56
4 河南* 51.75 8.11 4 福建 203.60 9.25
5 湖北* 48.05 7.54 5 河北* 190.80 8.67
6 安徽 34.60 5.43 6 江苏* 184.24 8.37
7 江苏* 25.53 4.00 7 吉林 111.47 5.06
8 湖南 21.20 3.32 8 湖北* 109.29 4.96
9 江西 12.51 1.96 9 辽宁 107.03 4.86
10 甘肃 9.54 1.50 10 浙江 106.00 4.82

 注:*表示棉籽壳供需平衡省份;数据系根据中国统计年鉴、食用菌产业经济研究室数据库整理而得。

  三、食用菌生产对棉籽壳的依赖程
度分析

  由于不同菇种对培养基配方的要求不同,因而

不同菇种之间对棉籽壳的依赖程度存在差异性。

2010年我国食用菌总产量达到2201.16万t,其中

产量居于前五位的平菇、香菇、黑木耳、双孢蘑菇和

金针菇产量之和为1682.69万t,占食用菌总产量

的76.45%,详见表4。这也意味着这五大菇种对棉

籽壳的需求量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是,这五大菇种

又因培养基配方的差异,对棉籽壳的依赖程度各有

不同。
表4 2010年我国食用菌五大菇种产量

及占食用菌总产量比重

品种 产量/万t 占全国食用菌总产量比重/%

平菇 559.94 25.44

香菇 427.65 19.43

黑木耳 289.59 13.16

双孢蘑菇 220.66 10.02

金针菇 184.85 8.40

合计 1682.69 76.45

 注:数据系根据食用菌产业经济研究室数据库整理而得。

由表4可知,2010年平菇产量居五大菇种产量

之首,培养基配方是棉籽壳麦麸培养基和棉籽壳培

养基,棉籽壳在这2种培养基中所占比例分别达

84%和100%。香菇产量仅次于平菇产量,培养基

配方是木屑棉籽壳培养基和木屑培养基,在这2种

培养基中,棉籽壳在木屑棉籽壳培养基中所占比重

约为15%,而木屑培养基完全不需要棉籽壳。黑木

耳的培养基配方是木屑棉籽壳培养基,棉籽壳在基

料中所占比重约为15%。双孢蘑菇产量占菌总产

量的10.02%,培养基配方是腐熟粪草培养基,在腐

熟粪草培养基中不需要用到棉籽壳。金针菇产量占

总产量的8.40%,培养基配方是棉籽壳玉米粉培养

基和木屑玉米芯培养基,棉籽壳在棉籽壳玉米粉培

养基中所占比重为93%。在木屑玉米芯培养基中

不需要用到棉籽壳,金针菇生长对棉籽壳的需求量

可以因培养基配方的不同而变动[13]。
以上研究表明,平菇对棉籽壳的依赖性最大,香

菇、黑木耳、金针菇对棉籽壳具有较强依赖性,双胞

蘑菇对棉籽壳的依赖性较小,其主要原因是木屑、秸
秆、稻草、玉米芯等原料对棉籽壳具有一定的替代作

用。当前,棉籽壳仍然是食用菌生产中最主要的培

养基,对我国食用菌产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减轻食用菌产业对棉籽壳的依赖,应加强科研工

作,积极开发新型培养基。

  四、棉籽壳价格变动对食用菌生产
影响的关联分析

  1.灰色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是灰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灰色系统分析、预测与决策的基石。它采用量化方

法获得灰色关联度,用以分清系统之间关系的密切

程度,是一种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其基

本原理是:通过对系统统计序列的几何关系比较来

分清系统中多因素间的关联程度。序列曲线的几何

形状越接近,则它们的关联度越大。
考虑由k个因素构成的n个序列:Xi={Xi(1)、

Xi(2)、…、Xi(k)},i=1,2,…,n,代表评价对象,称为

子序 列,再 给 定 相 应 的 母 序 列:X0={X0(1)、

X0(2)、…、X0(k)};研究这n个子序列与母序列的相

对关联度,其主要计算步骤包括数据无量纲化处理和

计算关联系数两步,并通过排列关联序,求出影响

权重。在本研究中选用灰色关联分析来研究棉籽

壳价格变动对食用菌生产影响,具有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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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标的选取

平菇是我国食用菌产量最大的菇种,生产消耗

的棉籽壳量较大,棉籽壳价格波动将对平菇市场价

格波动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选取全国平菇市场价格

作为母序列,即平菇价格为X0(k);棉籽壳全国市场

价格作为X1(k);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是反映通

货膨胀率的重要指标,而通货膨胀将对平菇市场价

格产生影响,因而本文选取消费者物价环比指数作

为X2(k);平菇在集中上市期会因为供给量的增加

导致市场价格波动,因而,本文将平菇是否处于出菇

期作为X3(k),数据如表5。
表5 2010年1月到2011年9月平菇价格、

棉籽壳价格、消费者价格指数

时间
平菇价格/
(元/kg)

棉籽壳价格/
(元/t)

消费者价
格指数/%

是否平菇
出菇期

2010.1 4.46 1294 0.6 0

2010.2 3.24 1339 1.2 0

2010.3 3.69 1345 -0.6 0

2010.4 3.02 1322 0.2 1

2010.5 3.69 1359 -0.1 1

2010.6 3.68 1412 -0.6 1

2010.7 4.82 1464 0.4 0

2010.8 5.36 1719 0.6 0

2010.9 5.40 1843 0.6 0

2010.10 5.73 2266 0.7 1

2010.11 4.65 2140 1.1 1

2010.12 4.38 1659 0.5 0

2011.1 5.12 1844 1.0 0

2011.2 6.50 1949 1.2 0

2011.3 3.96 1896 -0.2 0

2011.4 4.18 1916 0.1 1

2011.5 4.41 1843 0.1 1

2011.6 4.72 1761 0.3 1

2011.7 5.20 1749 0.5 0

2011.8 8.18 1754 0.3 0

2011.9 7.55 1616 0.5 0

 注:是否平菇出菇期中,1:是出菇期,0:不是出菇期;数据系根据

食用菌产业经济研究室、中国食用菌商务网、国家统计局资料

整理得出。

3.关联度计算结果及分析

在灰色关联度分析中,关联度大小反映了因子

的重要性,关联度越大,表明因子的作用越大,即对

平菇市场价格的影响越大。由表6可知,平菇市场

价格受棉籽壳市场价格、消费者价格指数以及是否

处于出菇期等有关指标的关联度及强弱次序为:棉
籽壳市场价格>消费者价格指数>是否处于出

菇期。
表6 2010年1-9月平菇市场价格波动及相关

影响因素关联度及强弱排序

指标字母 影响因素 关联系数 权重

r(1) 棉籽壳市场价格 0.8846 0.4433
r(2) 消费者价格指数 0.6285 0.3150
r(3) 是否处于出菇期 0.4824 0.2417

  从关联度计算结果来看,选取的影响因素中,棉
籽壳市场价格和消费者价格指数与平菇市场价格存

在较强的关联,且棉籽壳价格的关联度最高,关联系

数为88.46%,所占权重为44.33%,可见棉籽壳价

格的上涨对平菇价格的影响很大;其次是消费者价

格指 数,关 联 度 达 到 了 62.85%,所 占 权 重 为

31.50%,由此可知,通货膨胀也是影响平菇价格的

重要因素;而平菇市场价格与平菇是否处于出菇期

的关联度不大。其主要原因是,本研究选用全国平

均价格作为棉籽壳市场价格,由于地区生产季节的

交叉性及运输和存储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平滑掉了

出菇期对棉籽壳市场价格的影响。

  五、结论和建议

根据研究可以得出:棉籽壳作为食用菌生产重

要的原料,其成本波动对食用菌市场价格具有重要

的影响;棉籽壳还将在很长时间内处于供不应求的

状态;棉籽壳供求程度在不同地区表现出较大差别。
为了稳定食用菌生产,提高菇农收入,在今后的食用

菌产业发展中,应重点加强3个方面的工作。
(1)加大科研力度,寻找食用菌基料新配方,这

是降低食用菌生产对棉籽壳依赖程度的根本途径,
同时,也能充分利用我国农村地区大量的作物秸秆、
木屑等生物质资源。

(2)建立棉籽壳交易中心,完善棉籽壳交易机

制,这是解决我国棉籽壳生产和食用菌生产在时空

上不匹配性的重要途径。平抑棉籽壳价格波动,对
降低菇农生产成本,保证棉籽壳供应,提高菇农收入

具有重要意义。
(3)增加棉籽壳进口,从海外市场寻求棉籽壳供

给,应充分利用好食用菌生产优势,以国外的棉籽壳

供给优势结合我国的食用菌生产优势,实现食用菌

产业的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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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PriceChangeTrackofCottonSeedHullandIts
InfluenceonProductionofEdibleFungi

———AnalysisonPriceDataofCottonSeedHullbetween2010and2012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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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paperfirstanalyzesthechangetracksofpriceofcottonseedhullsfromJanuary2010
toFebruary2012,aswellasthesupplyanddemandcharacteristicsofcottonseedhullsinthepast10
years,andthenusesgraycorrelationanalysistoexploretheinfluenceofcottonseedhullspricechanges
onthemarketpricesofediblefungi.Theresultshowsthattherangeofcottonseedhullspriceislarger
inChina;cottonseedhullsareinshortsupply,andsuchrelationshipbetweensupplyanddemandindif-
ferentregionsshowsagreaterdifference;ediblefungiproductionismainlydependentoncottonseed
hullsandfluctuationsofcottonseedhullspricehavethesignificantimpactonthemarketpriceofedible
fungus.Consequently,thispaperputsforwardseveralsuggestionsonhowtopromotethedevelopmentof
ediblefungusindustryinChina.First,scientificresearchshouldbestrengthenedtofindanewrecipefor
ediblebasematerialandreducethedependenceofediblefungusproductiononcottonseedhulls;Second,

tradingcentersshouldbeestablishedforcottonseedhullstoperfecttradingmechanismofcottonseed
hullsandstabilizecottonseedhullspricefluctuationandincreasemushroomgrower’sincome;Finally,

theimportsofcottonseedhullsshouldbeincreasedformoresupplyofcottonseedhullsfromother
countries.

Keywords priceofcottonseedhull;changetrack;ediblefungus;agriculturalcommoditiesmar-
ket;greycorrelation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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