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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提出.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农业信息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中国经济信息社有限公司、大连商品交易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孟丽、王芸娟、李淞淋、曹蔚宁、周宇涵、扬子江、杨硕、潘青仙、王澍雨、殷瑞锋、

魏若璇、王屿佳、汪伟坚、李水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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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农产品价格指数编制与发布规范

１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特色农产品价格指数的编制与发布原则,规定了数据采集与处理、价格指数计算、价格

指数调整、价格指数发布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特色农产品价格指数编制与发布的过程管理.其他农产品价格指数编制与发布的过程

管理参照执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４８８３　数据的统计处理和解释　正态样本离群值的判断和处理

GB/T３５８７３　农产品市场信息采集与质量控制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特色农产品　specialityagriculturalproducts
基于特定区域的资源禀赋产出的品种独特或品质特殊的农产品.

３２
价格指数　priceindex
某种产品在不同时期价格变动的相对数,或某一时期的绝对平均价格.

４　编制与发布原则

４１　选择编制价格指数的特色农产品需具备交易规模较大且可持续的特征.

４２　数据采集和处理遵循真实、连续、准确的原则.

４３　价格指数计算遵循科学、客观、可溯的原则.

４４　价格指数发布遵循公开、中立、及时的原则.

５　数据采集与处理

５１　代表样本

５１１　代表样本应明确特色农产品的品类和等级.

５１２　选取特色农产品中生产或市场规模较大的品种类别,确定为代表样本品类.

５１３　按照交易量大、交易连续性好、代表性强的原则,进一步确定各品类的等级.

５２　采集点

５２１　选取田头市场、批发市场、零售市场、电商市场、出口市场、期货市场等其中一个交易环节的销售主

体作为数据采集点.

５２２　根据代表样本市场分布,按照交易规模具有代表性要求确定采集点数量.

５３　数据采集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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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１　根据代表样本的上市周期和价格波动特征,确定采集点的数据采集频率,选择按日、周、旬、半月、
月等采集.

５３２　采集代表样本的交易时间、成交价格、交易量、交易额等指标数据,采集数据质量应符合 GB/T
３５８７３的相关规定.

５３３　当难以获取交易量或交易额指标数据时,应采集产量或产值指标数据.

５４　数据处理

５４１　当采集点价格数据出现缺失或失真时,采用修正法、插补法或剔除法等处理,方法应符合 GB/T
４８８３的相关规定.

５４２　记录数据处理的理由、方法、过程和结果.

５５　证实方法

采集点和代表样本确定后,通过查看数据采集的完整性和合理性审核采集点和代表样本的规范性,通
过查看数据处理记录审核数据处理规范性.

６　价格指数计算

６１　计算方法

６１１　特色农产品价格指数计算方法

６１１１　特色农产品价格指数由一个或多个代表样本价格指数计算得到.

６１１２　当特色农产品仅有一个代表样本时,代表样本价格指数即为特色农产品价格指数.

６１１３　当特色农产品包含多个代表样本时,特色农产品价格指数由相对数形式的代表样本价格指数加

权平均计算得到,具体方法见附录 A的 A１.

６１２　代表样本价格指数计算方法

６１２１　代表样本价格指数分为相对数和绝对平均价格两种形式.

６１２２　相对数形式的代表样本价格指数由各采集点报告期与基期价格之比的加权平均计算得到,具体

方法见 A２.

６１２３　绝对平均价格形式的代表样本价格指数为报告期各采集点的加权平均价格,具体方法见 A３.
权重设置

６２１　包含多个代表样本的特色农产品价格指数计算中的权重,为单个代表样本某一时期的交易量或交

易额占全部代表样本同一时期交易总量或交易总额的比重.

６２２　代表样本价格指数计算中的权重,为各采集点某一时期交易量或交易额占全部采集点同一时期交

易总量或交易总额的比重.

６２３　当无交易量或交易额数据时,用产量或产值的比重作为权重,或用专家调查法确定权重.

６３　基期选择

特色农产品价格指数选择价格波动较为平缓的时期或具有特定意义的时点作为基期.

６４　证实方法

通过比较特色农产品价格指数结果与实际价格走势的一致性,审核指数计算方法和过程的规范性.

７　价格指数调整

７１　价格指数调整包括对采集点、代表样本和权重的调整.

７２　采集点或代表样本出现长期无交易信息、市场份额有较大变化时,应适时调整.

７３　当采集点或代表样本变更时,同步调整价格指数权重.

８　价格指数发布

８１　发布内容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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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指数发布内容见表１.

表１　价格指数发布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属性

价格指数名称

特色农产品名称 必选

区域 必选

交易环节 必选

价格指数编制与发布单位 — 必选

价格指数编制说明

目的意义 可选

代表样本 必选

采集点 必选

权重设置 必选

指数调整 必选

价格指数发布频率 必选

数据采集频率 可选

价格指数数值
价格指数最新值 必选

价格指数历史值 必选

价格指数解读
价格指数走势描述 可选

价格指数变化原因分析 可选

价格指数评估 价格指数数值的准确性评价 可选

８２　发布频率

根据特色农产品价格指数编制与发布目标和数据采集频率确定发布频率,按日、周、旬、半月、月、季、
年等发布.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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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
特色农产品价格指数计算方法

　

A１　包含多个代表样本的特色农产品价格指数计算方法

采用公式(A１)计算.

l１＝∑
m

j＝１lj
Qj

∑
m

j＝１Qj

(A１)

式中:

l１ ———特色农产品价格指数;

lj ———第j个相对数形式的代表样本价格指数;

Qj ———第j个代表样本某一时期交易量或交易额;

m ———代表样本数量.

A２　相对数形式的代表样本价格指数计算方法

采用公式(A２)计算.

l２＝∑
n

i＝１

p１j　qi

poi∑
n

i＝１qi

(A２)

式中:

l２ ———相对数形式的代表样本价格指数;

p１j ———第i个采集点报告期价格;

poi ———第i个采集点基期价格;

qi ———第i个采集点某一时期交易量或交易额;

n ———采集点数量.

A３　绝对平均价格形式的代表样本价格指数计算方法

采用公式(A３)计算.

l３＝∑
n

i＝１pi
qi

∑
n

i＝１qi

(A３)

式中:

l３ ———绝对平均价格形式的代表样本价格指数;

pi ———第i个采集点报告期价格.

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