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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打压中国棉花 美国思维陷入误区
本报记者 吴健 特约撰稿人 辛星

霸凌行径暴露背后商业算计 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今? 3月以来，原本藉藉无名

的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
因被曝抵制中国新疆棉花而被世人

所知，很快就有媒体披露，BCI实际
同美国棉商及品牌商有千丝?缕的

联系。该组织罔顾事实，对新疆棉花
“喊打喊杀”，隐约暴露出背后美国

商业利益的考虑。这正应了一句西

方谚语：“美国的任何事情都遵循商

业逻辑。”

“黑手”隐约可见
BCI自诩为世界上最大的棉花

可持续发展非营利组织，目标是在

全球推广更好的棉花种植标准及行
动，为棉花产业树立“行业标杆”。根
据组织章程，会员如果希望使用
BCI标志，就必须使用达到该组织

标准的棉花。但当 BCI向中国新疆

棉花“开火”后，人们反向深挖 BCI

的“身世”，却发现它所谓“自立”“独

立”“中立”的标准都是谎言。
瑞士《新苏黎世报》揭露，BCI

本质上是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的“养
子”。成立之初的 BCI饱受资金问题

困扰，正是美国国际开发署伸出援
手。国际开发署是直接服务美国外

交政策的联邦政府机构，宣称“通过
伙伴关系和投资等手段”致力于完

成拯救生命、削减贫困等使命，却频
繁干涉受助国内政，尽显霸权本色。

值得注意的是，现任 BCI理事
会主席马克·莱克维兹也是美国一

家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此人
高度重视美国公司利益，对华态度

强硬，经常对理事会内的中国会员
进行排挤和打压，明显违反了 BCI

宣称的客观中立的立场。
上述背景注定了 BCI 在处理

棉花种植和交易问题上自然而然地

“选边站队”，凡对美国棉花利益产
生威胁的，均被列为打压对象。这就

可以解释这家号称中立的非政府组

织为什么热衷于配合美国政府对中
国新疆棉花“往死里整”。

2020? 9月，美国前总统特朗
普团队疯狂炒作涉疆议题，反复污

蔑抹黑中国新疆存在所谓“强制劳
动”现象，扬言要发布“新疆棉花禁

令”，禁止进口使用新疆地区棉花制

成的商品。BCI随即响应，以同样原
因宣称中国新疆棉花生产与种植不

符合该组织的标准，最终于 2021?
3 月暂停在中国新疆自治区发放

“良好棉花”认证。这家本应行使独
立调查权的民间组织，竟在调查报

告中援引美国多个反华组织的大量
不实信息，严重损害了新疆地区棉

农的利益以及棉花产业的发展，也
让 BCI 彻底沦为掌握在美国政府

手里的反华工具。

畏惧“白色银河”

为了保证自己的全球棉花霸主
地位，美国某些人把歪脑筋动到诋

毁中国棉花上，目的是提高美国棉

花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于是，中

国棉花的主产区新疆不可避免地遭
受“无妄之灾”。

数据显示，新疆是中国最大的
产棉区，?产量在 500?吨左右，占

国内棉花产量的 80%以上。国际上
很多知名服装品牌都是新疆棉花的

采购商。在竞争中，美国棉花生产商

近?来丢失了很大一部分市场份
额。俄罗斯“自由媒体”网站援引一

名美国中部州棉花经销商的话说，
“新疆棉花是横亘在我们对华出口

上的‘白色银河’。”
阿塞拜疆农业专家尼扎米·加

拉耶夫说，美国“碰瓷”其他棉花生
产大国是有前科的。比如，美国与巴

西之间持续长达 12?的棉花补贴
争端、2009?指使 BCI以“强迫当

地人成为棉花奴隶”为名对阿塞拜

疆棉花生产的抵制、2010?以同样
借口对号称“白金”的乌兹别克斯坦

费尔干纳长绒棉及其制品发动制
裁、2018?对土库曼斯坦棉花及棉

纺织产品的污蔑等。更让人哭笑不
得的是，美国人还曾污蔑泰国人训

练猴子采摘水果，并以此为借口打
压泰国农产品。

很显然，美国上述动作背后的
逻辑，无非是要控制更多的棉花产

地，进而延伸至对产地所在国棉花

产业和纺织业的打压。加拉耶夫表

示：“借棉生事正是他们的险恶用心
所在。阿塞拜疆经济就因为他们的

棉花禁令而遭受重大损失，至今也
未恢复元气。”

显然，美国人通过 BCI对中国
新疆棉花发出的禁令也有这样的考

虑。俄罗斯电视台在报道中表示，随

着中国棉花产量的稳步提升以及纺
织产业的不断壮大，一些见不得中

国崛起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如
坐针毡，“针对新疆棉花的禁令只是

所有打压手段的一部分而已。”

绝非“你死我活”

“从经济角度说，中国棉花不应
该变成美国担心与打压的对象，”

《印度斯坦时报》援引德里大学经济
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哈米德·安

萨里的话报道称。
长期关注中国西北地区棉花生

产的安萨里认为，中国棉花在国际

贸易市场上不是美国棉花的敌人，
因为中国虽然是全球第二大棉花生

产国，但因为国内服装行业对棉花
的需求量十分庞大，中国同时也是棉

花主要进口国之一。中国棉花很少在
国际市场上出售，和美国棉花在多数

时候是“井水不犯河水”。
从这个角度看，美国指使 BCI

对新疆棉花进行无端污蔑，是一起

“蓄意的政治经济双重谋杀”。俄罗
斯电视台评论称，“新疆棉花风波”

实际上是美国试图主导行业规则，
挤压中国棉花企业的生存空间，为

美国赚取超额利润。“这和美国无端
打压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一样，是

赤裸裸的霸凌行径。”

但美国指使 BCI 打压新疆棉
花，结果只能跟之前打压华为一样，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华尔街日
报》承认，美国对新疆棉花发出的相

关禁令，已对依赖中国制造服装和
其他产品的美国公司造成重大影

响，他们的供应链遭受严重冲击。

中国学者也认为一些欧美国家
要禁用新疆棉花，势必会使自身的

采购成本上升，受伤害的还是欧美
品牌自身。《华尔街日报》认为，美国

的制裁势必引发中方反弹，美国棉
花生产和出品将受到严重影响。比

如中国自 2018?夏天开始对美国

农产品征收 25%的报复性关税，美
国对华棉花出口应声下滑，不仅棉

花价格下跌近 30%，美国国内棉花
存量也达到了十?最高水平。

反观中国方面，棉花禁令并不
会对棉花生产及其他相关行业造成

冲击。因为中国国内对棉花的巨大
需求，棉花出口基本不存在。安萨里

认为，所谓的 BCI认证对新疆棉花
来说只是锦上添花罢了，没有认证

也不会产生明显影响，中国纺织业
甚至整个经济领域在新冠疫情期间

的表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华尔街日报》认为在中国棉花

问题上，美国应该秉持“合则两利”
的态度。该报援引美国棉农的看法

称，“如果双方达不成协议，很多人
会活不下去”。

阿塞拜疆农业专家加拉耶夫提
到 1997?底美国棉花公司在中国

上海设立办事处时的情景，称那是
美中两国在棉花市场上合作的“蜜

月期”，美国的牛仔时装当时风靡中
国，中国的高级棉花在美国市场也

颇受欢迎，“这才是经济往来应该有

的样子”。

棉花种植产业
中美此消彼长
    作为世界最大的棉花消费

国和第二大棉花生产国， 中国
2020年至 2021年棉花产量约

595 万吨， 需求量高达约 780

万吨。 两者之间存在约 185万

吨的缺口。 需求大于供给的局
面， 帮助本国棉花种植产业欣

欣向荣。

与之相比， 美国棉花生产
却陷入每况愈下的境地。 20世

纪 80年代，中国棉花产量在国
内纺织业的刺激下迅速激增，

很快将美国甩到身后。美国《选
择》 杂志报道， 从 2013 年到

2015年，美国棉花出口连续三
年下降。 美国棉花交易网披露

的数字显示， 美国 2020 年至
2021 年度棉花净销售量呈现

大幅下滑趋势， 比上一年度低
了 62%。

与此同时， 美国 “良好棉
花”的产量也大大落后于中国。

据 BCI发布的数据，2019年至
2020 年度，美国所谓“良好棉

花” 产量虽然比上一年度有所
增加， 但也只有 30.9万吨，只

占全美棉花产量的 7.7%。 而同
一时期中国的“良好棉花”产量

为 89.6 万吨，占全球“良好棉
花”产量的 15%。

另外， 美国棉花产品还存
在严重的不合格现象。 中国国

家质检总局曾发布数据显示，

进口美国棉花长期存在严重的
缺斤少两问题。 2004年上半年

湖北省纺织企业从美国进口的
棉花， 不合格率接近 100%，最

惊人的是在美棉里发现长约
18厘米的铁条。 2006年国家质

检总局公布上一年度进口美国
棉花重量短少问题严重， 有高

达 93.8%的到货批次存在缺斤
少两问题。

同等价钱下， 质量更好的
商品更受欢迎， 这是商品交易

中自发形成的规律， 同样适用
于棉花贸易。在国际市场上，质

量略显不足的美国棉花当然会
受到冲击。 《华尔街日报》报道

称，自 2018年以来，美国对华
棉花出口大跌。 报道援引的数

据显示， 截至 2019年 7月，正
常情况下应该已经卖掉当年收

获量一半的很多美国棉花种植
商还没有达成任何有实质意义

的交易， 因为棉花价格一直徘
徊在每磅不到 60美分的区间，

低于生产成本。

■ 采棉机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的一处棉田进行采收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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