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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行情回顾：2022 年，棉价在 2 万以上的高位拉开了新年度的帷

幕。上半年上游联手挺价，期价一直在 2-2.15 区间震荡。下半年，

国际加息潮带来的商品普跌成为主逻辑，棉价一路暴跌。叠加终

端消费的负反馈，产业链条上的各个参与者多有损失。 

 国内供应：据国家棉花交易市场和棉花信息网调查（截至 2022 年

12 月初），2022 年全国植棉面积 4237 万亩，同比增加 0.8%，总

产 610.9 万吨，同比增加 4.9%。截至 2022 年 11 月，工商业库存

合计 416.96 万吨，低于 2021 年同期 122.95 万吨，部分原因是因

新棉上市时间延迟。 

 国内需求：截止 2022 年 11 月，纺织企业纱线库存为 34.02 天，

环比增加 3.89 天；坯布库存为 39.08 天，环比增加 3.55 天，皆为

十余年来历史最高位。棉纺 PMI 一直低于 50 荣枯线。 

 其他：疫情方面，年前各省病毒带来的是第一轮考验。春节期间

人员流动，各省病毒夹杂，年后可能迎来第二波感染高峰。此后，

如果放开国门，国际人员可以流入后不排除有第 3 轮高峰的可能。

因此，虽说经济在复苏，但疫情带来的干扰中短期内都无法完全

排除，甚至可能会持续 2022/23 年度全年。其对经济的影响则可

能是周期性的，恢复的强预期和弱现实会轮番扰动。另外，需要

警惕 2023 年度国际多国进入衰退经济周期的可能性。世行最新

的综合研究报告《全球经济衰退迫在眉睫？》显示，随着多国央

行纷纷加息应对通胀，2023 年世界可能走向全球性经济衰退。 

 国际供需：根据美国农业部（USDA）最新发布的 12 月份全球棉

花供需预测报告，2022/23 年度全球棉花总产 2519.7 万吨，较上

月调减 15.30 万吨，同比无变化；全球消费量 2432.0 万吨，调减

70.70 万吨，同比减幅 4.9%；出口量 919.9 万吨，调减 13.30 万

吨。全球期末库存 1950 万吨，调增 50 万吨，同比增幅 4.8%。国

际库存消费比从 11 月预估的 75.92%上调到 80.18%。 

 行情展望：国内的棉花供需情况好于国际。一个是初始成本低，

和国际比起来价格率先回落，提前释放了利空。不过，内外棉价

的价差优势会有很大一部分被新疆棉禁令抵消。一个是因为管控

政策的改变，市场预期会比较好。另外，由于旧棉仓单已全部注

销，盘面压力也不会似往年 3 月那么大。如果未来国际棉价最糟

糕的可能是腰斩，那国内的跌幅或许可以控制在 20%之内。但绝

对价格上，在国际商品整体或者所通胀回落至正常区间前，不宜

轻易认为已触底。若多国集中进入衰退周期，棉花再探 1.1 万/吨

甚至更低的水平也并非不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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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棉花行情回顾 

2022年，棉价在2万以上的高位拉开了新年度的帷幕。虽然此前2109-

和2201价差严重倒挂，甚至一度创下1700+的历史性价差，已充分彰显市

场对未来预期的悲观程度，但轧花厂抢收带来的高昂成本使棉花的持有者

骑虎难下，唯有联手挺价惜售以期能挽回损失。1-5月期间棉价始终在2.05-

2.2万元/吨区间内波段式盘整。向上则引来套期保值资金或成为销售渠道，

向下则供应减少，甚至有部分本已持有现货的企业再度买入，以期拉低之

前过高的现货成本。然而，棉花的价格最终还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由于初

始成本过高，终端始终难以接受，高价在产业链条中传导艰难，并对消费

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冲击。上游的抬价和终端消费的负反馈往来冲击，产业

链条上的各个参与者多有损失。5月下旬，美联储的加息预告拉开了商品

下跌的帷幕。加息周期的启动叠加新疆棉禁令在6月21日正式生效，郑棉

05合约在6月中旬彻底失守2万整数关口，棉花进入了单边下跌趋势行情。

随着销售窗口期越来越窄，贸易商挺价心态被打破，棉价一泻千里，从2

万一路跌至1.35方才勉强止跌，期间跌幅达32.5%。随后，棉价进入1.35-

1.55的震荡平台。国内疫情在9、10月份卷土重来，消费疲弱预期使期棉价

格再度走弱，01期价最低一度探至12270元/吨。但因为棉农对新年度籽棉

收购价不满，新棉上市进度大幅滞后于往年，给高价的旧棉留下了与往常

相比更长的销售时段。另外，由于新的交割规则实施，往年有效期可至N+2

年的棉花仓单有效期变为N+1年的11月。11月后实盘压力大减，棉价再度

开始基差修复。不过，受限于始终低迷的消费情况，以及一直处于历史最

高位的中下游库存，棉价的反弹始终显得乏力，1.4万关口收复无望。 

纵观2022全年，棉花多个价差在该年度达到了历史性峰值，十分具有

借鉴反思意义。如9-1,1-5的1500甚至近2000的价差，暗示着市场对未来的

悲观预期；现货成本高企，价格坚挺，期货则不断在悲观的预期和现实中

修正，期现基差全年基本都在（500,2500）高位区间内，持续的时长此前

未有；棉花在2021第四季度和短纤的价差一度升至1.5万元/吨，迫使诸多

纺织企业改变混纺生产工艺，使用更多的短纤来替代棉花，也正因此，年

度下旬棉纤价差一度收敛至6000以内；因为新疆棉禁令，棉花外强内弱，

内外价差扩大至7000以上，并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2023年上半年前可能

国际棉价都将高于国内棉价。 

 

图表1：郑棉行情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研究中心研究报告 

广州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期市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Page 2 

 

二、2022/23年供给端分析 

（一）成本和产量 

因土地承包费用、化肥等价格大幅上涨，2022/23年度的棉花种植成本

在前一年基础上再次大幅增加。由于2021/22年度成本过高却无法向下游

传导，多数轧花厂损失惨重，部分贷款银行也被殃及。有此前车之鉴，

2022/23年度收购季时轧花厂显得谨慎了许多。本年度新棉籽棉收购价起

伏波动不大，多数集中在5.1-6.2元/公斤，折合棉花成本1.2-1.35万元/吨左

右。 

本年度棉花种植期间天气状况良好，单产预估在395-420公斤/亩，基

本确定为丰产的年份。据国家棉花交易市场和棉花信息网调查（截至2022

年12月初），2022年全国植棉面积4237万亩，同比增加0.8%，总产610.9万

吨，同比增加4.9%。 

不过，由于种植成本增加，即使有目标价格补贴保底，初期棉农挺价

惜售的意愿还是很强。叠加疫情管控轧花厂人员难以到位等因素，本年度

新棉上市的进度持续滞后于往年。截至2022年12月7日，新疆地区皮棉累

计加工总量297.84万吨，同比减幅23.28%。因此，套保需求时间段后移。 

图表2：中国棉花库存消费比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研究中心 

 

（二）储备棉政策 

2022年棉价跌跌不休，而国储棉存量处于相对低位，相关部门持续轮

入以稳定棉价和增加国储储备。此次轮入从2022年7月13日开始，至11月

11日结束。轮入采用竞买最高限价的方式进行，按前一个工作日国内棉花

现货价格动态确定。第一批中央储备棉轮入总量50.3万吨，成交量8.67万

吨，成交率17%。平均成交价格15896元/吨，成交最高价为16490元/吨；成

交最低价为15366元/吨。 

虽然每次国内收储的量都不多，但叠加近几年陆续从国外采购进来的

进口棉，当前国储库存数量应已恢复不少。若再度遇到棉价飙升的状况，

0

50

100

150

200

25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1995 1997 1999 2001 2003 2005 2007 2009 2011 2013 2015 2017 2019 2021

棉花:产量:中国 棉花:国内消费总计:中国 棉花:期末库存:中国 棉花:库存消费比:中国



                                               研究中心研究报告 

广州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期市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Page 3 

国储棉依然将是非常重要和有影响力的“压舱石”。 

 

（三）工商业库存 

据中国棉花信息网对全国棉花交易市场18个省市的154家棉花交割和

监管仓库、社会仓库、保税库存和加工企业库存调查数据显示，截止11月

底棉花商业库存368.47万吨，环比增加136.44万吨，较去年同期减少86.74

万吨。其中内地棉花仓库的商品棉周转库存48.49万吨，较去年同期减少

23.56万吨，新疆区内仓库商品棉周转库存为309.32万吨，较去年同期减少

54.18万吨，保税区棉花仓库库存11万吨，同比减少9万吨。棉花工业库存

为48.49万吨，较去年同期减少36.48万吨。可支配棉花库存80.03万吨，同

比减少40.51万吨。工商业库存合计416.96万吨，低于2021年同期122.95万

吨。虽说库存同比大减，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新棉上市缓慢造成的。等

到1月左右时预计工商业库存会迅速增加。 

图表3：工商业库存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研究中心 

 

（四）棉花进口 

在美国农业部最新公布的12月供需平衡表中，2021/22年度中国的进

口量从去年同期时报告公布的223.2万吨调减到了170.7万吨，这中间极大

的差距一方面可能和2021/22年度内外价差持续倒挂，外棉价格过高后进

口减少有关，另一方面也和疫情带来的消费衰退相关。根据报告，2022/23

年度中国的进口棉花为174.2万吨，较2021/22年度恢复了3.50万吨，但整体

还处于历年来的低位。由于新疆棉禁令的影响，我国内外价差长期处于倒

挂状态，进口棉性价比降低，进口中有许多是因为外单要求而进行的原料

采购。 

 

图表4：中国棉花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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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研究中心 

 

三、2022/23年需求端概述 

（一）中下游库存情况 

2021年10月后，由于棉花价格迅速飙升，而终端对过度上涨的价格难

以接受，纱线和坯布的库存迅速累积至过往10年来最高水平。这个情况延

续了2022年全年。虽然在9月时一度迅速去化，但很快被疫情干扰重回峰

值。截止2022年11月，纺织企业纱线库存为34.02天，环比增加3.89天；坯

布库存为39.08天，环比增加3.55天，皆为十余年来历史最高位。这意味着

中下游企业的资金大部分都堆积在成品库存上，难有余量进行原料的补库，

在2023年第二季度之前，纺织企业都会以去库为优先目标，棉花的价格也

都会受到中下游高库存的压制。 

图表5：纱线库存 图表6：坯布库存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研究中心 

 

（二）纺织利润和棉纺PMI 

2022年，由于多数时候棉花领跌，纺织即时利润得到了较好的修复。

但如果是习惯囤积较多原料的企业，或者是成品库存无法迅速变现的企业，

由于棉花棉纱价格整体向下，企业依然会蒙受较大的亏损。因此，对于原

料随用随采，争取成品库存尽快去化成为了多数企业的共识。本年度疫情

干扰仍存，尤其是第四季度广东疫情导致中大市场关门数月，对纺服企业

造成了许多不利影响。另一个指标棉纺PMI也在说明下游的窘况。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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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月，棉纺PMI分别为31.65%，43.45%、46.10%、38.69%、33.44%，一

直未能回到50荣枯线之上。 

图表7：纺织利润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研究中心 

 

（三）纺服出口表现 

由于国际长期受通胀影响，消费能力降低。叠加人民币对美元贬值，

2022年出口前高后低，下半年的海关数据不尽人意。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

示，2022年11月，我国出口纺织品服装243.87亿美元，同比下降14.91%，

环比下降2.55% ; 其中纺织品出口112.67亿美元，同比下降14.93%，环比

下降0.90%，服装出口131.20亿美元，同比下降14.88%，环比下降3.92%。

2022年1-11月，我国纺织品服装累计出口2976.30亿美元，同比增长4.47% ; 

其中纺织品出口1369.26亿美元，同比增长4.70%，服装出口1607.04亿美元，

同比增长4.30%。 

图表8：纺织和服装出口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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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疫情 

在经历了3年的艰难抗疫之后，2022年第四季度，防疫政策有了极大

的改变。22年11月11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关于进一步优

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公布进一步

优化防控工作的二十条措施，其中包括不再判定次密接、入境“7+3”改

为“5+3”、取消中风险区等调整。12月7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措施的通知》。 

疫情管控措施的优化极大的提振了市场情绪，金融市场显著反弹，经

济活动确实在陆续恢复。但随着管控的放宽，各地疫情开始迅速蔓延，感

染人数急速增加。大量的阳性感染者对生产经营工作同样造成了影响。根

据医学专家推测，接下来的两个月各地可能迎来感染高峰，要整体渡过这

次疫情，可能需要3-6个月时间。 

另外，年前各省病毒带来的是第一轮考验。春节期间人员流动，各省

病毒夹杂，年后可能迎来第二波感染高峰。此后，如果放开国门，国际人

员可以流入后不排除有第3轮高峰的可能。因此，虽说经济在复苏，但疫

情带来的干扰中短期内都无法完全排除，甚至可能会持续2022/23年度全

年。其对经济的影响则可能是周期性的，恢复的强预期和弱现实会轮番扰

动。 

（二）通胀 

疫情后过量超发货币的恶果在2022年显露无疑。从2022年1月始，美

国CPI从7.5%的高位继续上行，并在6月份时达到了9%的峰值。这并非是

个例，除了美国之外，国际上超过8成的国家通胀率超过8%，甚至有部分

新兴国家的通胀率达20%。过高的通胀成为美联储货币财政政策调整的重

要参考指标。从6月起，美联储持续加息以抑制过高的通胀，并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截止2022年11月，美国CPI已降至7.10%。不过，这距离美联储

的2%目标可能仍有一段距离。另外，根据2022年末国际商品的价格水平来

看，大部分商品价格仍处于历史性高位，下方空间比上方大的多（如果上

行则代表通胀再起）。不排除2023年某个时段时国际商品普跌，给棉花形

成下行压力。 

 

图表9：美国CPI与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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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研究中心 

 

五、2022/23年国际棉花市场 

（一）国际供需平衡表概述 

根据美国农业部（USDA）最新发布的12月份全球棉花供需预测报告，

2022/23年度全球棉花总产2519.7万吨，较上月调减15.30万吨，同比无变化；

全球消费量2432.0万吨，调减70.70万吨，同比减幅4.9%；出口量919.9万吨，

调减13.30万吨。全球期末库存1950万吨，调增50万吨，同比增幅4.8%。国

际库存消费比从11月预估的75.92%上调到80.18%。这个国际库存消费比低

于2019/20年度，是过往5年来次高。从趋势上看，美国农业部不断下调新

年度消费，库存消费比预期一路走高；从绝对值上看，新年度里棉花的供

应处于历史中偏高的水平，供过于求。预计2023年时国际棉价整体走低。 

供需平衡表里的消费一直在持续调减。鉴于国内疫情很可能要经过阵

痛后才能恢复，而国际其实一直是在宽-紧-宽-紧中调整，实际一直没有摆

脱疫情的干扰，且物价通胀高企后消费能力下降，这样的调整是合理的，

而且可能仍有下调空间。即使是疫情管控措施放开，经济恢复正常后，各

国间的政策及其他方面的博弈也可能卷土重来，拐点可能出现在2022/23

年度尾声甚至是再下一个年度。 

 

图表10：全球棉花库存消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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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研究中心 

据美国农业部的预测，2022/23年度种植面积为48090万亩，同比减少了

375万亩，环比调减了525万亩。此次调减后从原来的种植面积扩大转变为

种植面积缩小，减产的地方主要是澳大利亚和巴基斯坦。单产方面，预测

值和前两年度持平，这在后期可能会因天气而改变。 

 

（二）美国棉花供需平衡表概述 

美国：2022/22年度产量预期310.1万吨，较上月调增4.6万吨，同比减

少71.4万吨；出口预期266.7万吨，较上月减少5.5万吨；期末库存预期76.2

万吨，较上月调增10.90万吨。不过，由于产量同比大减，美国的库存消费

比从2021/22年度的21.82%降低到了20.76%。对于美棉来说，该库存消费

比已很难支撑价格持续在80美分/磅之上。 

 

图表11：美国棉花库存消费比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研究中心 

据统计，截至2022年12月1日，美国累计净签约出口2022/23年度棉花

200.6万吨，达到年度预期出口量的73.71%，累计装运棉花77.5万吨，装运

率38.63%。其中，中国累计签约进口2022/23年度美棉42.6万吨，占美棉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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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量的21.21％；累计装运美棉24.4万吨，占美棉总装运量的31.43％，占

中国已签约量的57.23％。与过往数年相比，本年度美棉的净签约量减少约

10%。 

（三）印度棉花供需平衡表概述 

印度：根据USDA美国农业部12月供需报告最新预估，2022/23年度产

量预期598.7万吨，较上月未见明显调整；消费量预期500.8万吨，较上月

调减21.70万吨；期末库存预期248.1万吨，较上月调增23.90万吨，同比增

幅变为32.5%。当前印度国内同样出现棉农惜售，而下游终端难以接受如

此高原料价格的问题，印度出口受阻，纺服产业发展被迟滞。 

 

图表12：印度棉花库存消费比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研究中心 

 

据印度内阁经济事务委员会发布的公告，2022/23年度印度棉花MSP

最低支持价格上涨354卢比，至6080卢比/公担。中等纤维品种的MSP从

5726卢比/公担上涨到6080卢比/公担，长纤维品种的MSP从6025卢比/公担

上涨到6380卢比/公担。 

印度农业成本和价格委员会表示，由于生产成本上升在过去一年中大

幅上涨，因此提高秋收作物MSP必须具有实质性，这样政府才能承诺为农

民提供50%的生产成本。 

六、行情展望 

2021年棉花价格的非正常上涨给了2022年的棉花价格和棉纺产业一

个地狱开局。轧花厂和贸易商的联手挺价虽说使棉花价格维持在2万以上

达半年之久，但这个过程里产成品不断累积，消费衰减，伤害最大的则是

许多纺织企业改变了生产工序，在混纺中使用了更多的化工纤维，为后续

棉花价格的崩塌埋下了伏笔。值得庆幸的是，产业吸取了上年度的教训，

本年度新棉的成本并不高，这在接下来的一年内将给棉纺产业带来更多的

优势和机会。 

在宏观不稳的年度，棉花自身基本面的影响力会较常态年度降低。商

品整体的价格走势，如2021下年度的通胀，以及2022年中商品的整体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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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棉花价格会更有主导力。2023年度，宏观依然将占据一个决定性位置。

对中国来说，最大的不同可能来自于国内疫情管控的彻底放开。尽管放开

后金融市场尽皆一片欢腾，棉花价格也一度反弹千元/吨之上，但这是最乐

观的预期，实际情况如何，尚未能得到更多的数据验证。但就12月来说，

放宽后各地疫情飞速增长，医疗资源挤兑，多家企业停工停产，哪怕是阵

痛，该阶段的消费预计都不会好于放开前。这样的情况大概率会持续到1

月，春季后则是第二轮，其对消费的影响很可能会持续到4、5月。这之前，

消费最好的大概率是医疗物品，抗原、口罩、消毒水等，居民可使用资金

有限的情况下，投入到纺服用品，并出现报复性消费反弹的可能性并不大。

而且参看其他国家躺平后的情况来看，经济是恢复到一定水平，但整体是

下滑衰退的，且一直没有彻底摆脱疫情的干扰，如美国最近就再次启动了

全国核酸。因此，要想彻底摆脱疫情对经济的干扰，这条路非常的漫长曲

折，绝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另外，需要警惕2023年度国际多国进入衰退经

济周期的可能性。世行最新的综合研究报告《全球经济衰退迫在眉睫？》

显示，随着多国央行纷纷加息应对通胀，2023年世界可能走向全球性经济

衰退。2022年11月22日，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ED）发布的经济

展望报告指出，2023年全球经济前景继续恶化，美国增长0.5%、欧元区增

长0.5%、英国增长0.4%，预计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增长将进一步放缓至2.2%。 

棉花供需方面，国际无疑是不乐观的，从美国农业部不断下调供需平

衡表中的消费即可看出。当前国际棉价是毫无疑问的高位，虽然供需平衡

表中下调了新年度的种植面积，但若其他农作物率先回调，种植情况则可

能出现变数。美棉、印度棉当前价格对消费起到利空作用。国内情况相对

较好，一个是初始成本低，给了更多的腾挪空间，一个是和国际比起来价

格率先回落，提前释放了利空。不过，内外棉价的价差优势会有很大一部

分被新疆棉禁令抵消。第三点是因为管控政策的改变，市场预期会比较好。

另外，由于旧棉仓单已全部注销，盘面压力也不会似往年3月那么大。如

果未来国际棉价最糟糕的可能是腰斩，那国内的跌幅或许可以控制在20%

之内。新年度里棉花短纤价差、内外价差、期现基差等有望得到修复，并

进入较为常态的区间。但绝对价格上，在国际商品整体或者所通胀回落至

正常区间前，不宜轻易认为已触底。若多国集中进入衰退周期，棉花再探

1.1万/吨甚至更低的水平也并非不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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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期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研究中心简介 

广州期货研究中心秉承公司“不断超越、更加优秀”的企业精神和“简单、用心、创新、拼搏”的团队

文化，以“稳中求进、志存高远”为指导思想，在“合规、诚信、专业、图强”的经营方针下，试图将研究

能力打造成引领公司业务发展的名片，让风险管理文化惠及衍生品投资者，回报客户、回报员工、回报

股东、回报社会。 

研究中心设立农产品研究团队、金属研究团队、化工能源研究团队、金融衍生品研究团队、创新研

究团队等五个研究团队，覆盖了宏观、金融、金属、能化、农牧等全品种衍生工具的研究，拥有一批理

论基础扎实、产业经验丰富、机构服务有效的分析师，以满足业务开发及机构、产业和个人投资者的需

求。同时，研究中心形成了以早报、晨会、周报、月报、年报等定期报告和深度专题、行情分析、调研

报告、数据时事点评、策略报告等不定期报告为主体的研究报告体系，通过纸质/电子报告、公司网站、

公众号、媒体转载、电视电台等方式推动给客户，力争为投资者提供全面、深入、及时的研究服务。此

外，研究中心还会提供定制的套保套利方案、委托课题研究等，以满足客户的个性化、专业化需求。 

研究中心在服务公司业务的同时，也积极地为期货市场发展建言献策。研究中心与监管部门、政府

部门、行业协会、期货交易所、高校及各类研究机构都有着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在期货行业发展、交易

策略模式、风险管理控制、投资者行为等方面做了很多前瞻性研究。 

未来，广州期货研究中心将依托股东越秀资本在研究中的资源优势，进一步搭建适合公司发展、适

合期货市场现状的研究模式，更好服务公司业务、公司品牌和公司战略，成为公司的人才培养基地。 

 

研究中心联系方式 

金融衍生品研究团队：（020）22836116 金属研究团队：（020）22836117 

化工能源研究团队：（020）22836104 创新研究团队：（020）22836114 

农 产 品 研 究 团 队：（020）22836105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 1 号寺右万科中心南塔 6 层 

邮政编码：51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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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期货业务单元一览 

广州期货是大连商品交易所（会员号：0225）、郑州商品交易所（会员号：0225）、上海期货交易

所（会员号：0338）、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会员号：8338）会员单位，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会员

号：0196）交易结算会员单位，可代理国内所有商品期货和期权、金融期货品种交易。除从事传统期货

经纪业务外，公司可开展期货投资咨询、资产管理、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以及风险管理子公司业务。公

司总部位于广州，业务范围覆盖全国，可为投资者提供一站式的金融服务。  

 

广州期货主要业务单元联系方式 

上海分公司 杭州城星路营业部 苏州营业部 上海陆家嘴营业部 

联系电话：021- 68905325 联系电话：0571-89809624 联系电话：0512-69883586 联系电话：021-50568018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

向城路 69 号 1 幢 12 层（电

梯楼层 15 层）03 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城星路 111 号钱江国际时代广场

2 幢 1301 室 

办公地址：中国（江苏）自由贸

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

区苏州中心广场 58幢苏州中心

广场办公楼 A 座 07 层 07 号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东方路 899 号

1201- 1202 室 

广东金融高新区分公司 深圳营业部 佛山分公司 东莞营业部 

联系电话：0757-88772666 联系电话：0755-83533302 联系电话：0757-88772888 联系电话：0769-22900598  

办公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

海区海五路 28 号华南国际

金融中心 2 幢 2302 房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梅林街道梅林路卓越梅林中心广

场（南区）A 座 704A、705 

办公地址：佛山市禅城区祖庙

街道季华五路 57 号 2 座 3006

室 

办公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

街道三元路 2 号粤丰大厦办

公 1501B 

广州营业部 清远营业部 肇庆营业部 华南分公司 

联系电话：020-31953184 联系电话：0763-3808515 联系电话：0758-2270761 联系电话：020-61887585 

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

港西路 105号大院 2号 1306

房 

办公地址：广东省清远市静福路

25 号金茂翰林院六号楼 2 层 04、

05、06 号 

办公地址：广东省肇庆市端州

区信安五路 2 号华生商住中心

商业办公楼 1704、1705 办公室 

办公地址：广州市南沙区海滨

路 171 号南沙金融大厦第

8 层自编 803B 

北京分公司 湖北分公司 山东分公司 郑州营业部 

联系电话：010-63360528 联系电话：027-59219121 联系电话：0531-66671202 联系电话：0371-86533821 

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丽

泽路 24 号院 1 号楼-5 至 32

层 101 内 12 层 1211 

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

香港路 193号中华城 A写字楼 14

层 1401-9 号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

区泺源大街 8 号绿城金融中心

B 楼 906 

办公地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

州片区（郑东）普惠路 80 号

1 号楼 2 单元 23 层 2301 号 

青岛分公司 四川分公司 机构业务部 机构事业一部 

联系电话：0532-88697833 联系电话：028-83279757 联系电话：020-22836158   联系电话：020-22836155 

办公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

山区秦岭路6号农商财富大

厦 8 层 801 室 

办公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人民南路 4 段 12 号 6 栋 802 号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临江

大道 1 号寺右万科中心南塔 6

层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临

江大道 1 号寺右万科中心南

塔 6 层 

机构事业二部 机构事业三部 广期资本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0-22836182 联系电话：020-22836185 联系电话：021-50390265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

临江大道 1 号寺右万科中

心南塔 6 层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

道 1 号寺右万科中心南塔 6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388 号越秀大厦 701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