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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南花生价格指数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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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背景及行为主体 

1、编制背景 

莒南地处鲁东南苏鲁交界处，总面积 1752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113.6万亩，辖 16

个镇街，108万口人。莒南是传统的花生种植大县，产业链条完备，产品品质优良，先

后被评为全国花生生产出口基地县、国家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县、山东省首批农产品

出口产业集聚区、山东省优质花生基地县。目前，花生种植面积常年保持 40万亩以上，

年产 15万吨以上，现有花生生产加工企业 280余家。莒南的花生产业有四大优势：一

是产品种类高端。花生产品涉及花生油、花生乳白仁、花生酱、花生饮料等 12大类 30

多个品种，销往国内 20多个省市并远销东南亚、中东、欧盟、美洲等 50多个国家和

地区。二是品牌优势突出。“莒南花生”是“中欧互认农产品地理标志”之一，2020

年，入围《中欧地理标志协定》首批名单。三是对外贸易繁荣。拥有自营进出口权花

生加工企业 77家，其中获得欧盟注册企业 5家、美国 FDA验厂检查企业 1家，是全国

最大的花生商品生产基地和出口贸易集散地。四是带动作用明显。龙头示范企业充分

发挥优势，强化联农、带农，推动产业整合提升，打造以龙头企业为引领的省级花生

产业集群，全年花生产业预计实现产值 376亿元。 

无论从种植、加工、还是贸易层面来看，莒南县的花生产业在国内市场有着重要

的地位和市场影响力，编制一支以莒南花生为标的的价格指数意义重大。 

2、行为主体 

莒南花生价格指数的行为主体为莒南县发展和改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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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编制团队 

2020年12月，莒南县发展和改革局与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钢联）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委托上海钢联编制莒南花生价格指数，编制工作由上海钢联子公

司山东隆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隆众资讯）具体执行，数据收集工作由上海钢联农产

品事业部完成。 

上海钢联制定指数团队内部控制流程，流程中包含指数团队相关人员的隔离措施

和监督机制、价格指数审核评估程序、授权发布程序、内部控制流程的定期审查和更

新机制等内容。 

上海钢联内设指数管理委员会和指数合规部两个部门，提供指数编制全方位的质

量保障。严格遵守独立性、公平性、透明性原则，恪守客观中立保障制度。 

为确保莒南花生价格指数的顺利研发和平稳运行，临沂市发展和改革委、莒南县

发展和改革局抽调部分人员与上海钢联有关人员联合组成了莒南花生价格指数管理委

员会，主要负责莒南花生价格指数的编制、调整、解读以及指数的运行维护监管。 

4、运行时间 

指数项目自 2020年 12月开题，在上海钢联完成数据采集及审核、数据存储及运

算、指数编制、发布流程及前后台支持等主体工作后，于 2021年 4月进入试运行。 

5、专家评审 

2021年 12月 4日，山东省价格认证中心组织召开“莒南花生价格指数”评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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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课题组汇报、专家组评议，形成以下意见： 

“莒南花生价格指数”编制技术方案合理，指数编制方法规范，指数样本选取具

有代表性，数据来源及时准确。该指数经试运行，能够反映莒南花生的价格水平及变

动趋势，对产业发展、农民增收及市场交易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经专家组评议，一致同意该项目通过验收。 

二、编制目的与意义 

首先，有利于推动市场主体品牌形象的打造，增强品牌知名度。莒南花生价格指

数是莒南花生行业迈向标准化的有效途径。 

其次，莒南花生价格指数的顺利发布可以提升莒南花生在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中的

参与权、表达权，从而提升莒南花生在国内外的市场竞争力，扩大其行业影响力。 

最后，莒南花生价格指数作为行业风向标，可以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依据，打造

政府良性监管体系，提高监管水平。通过莒南花生价格指数，实现对莒南花生生产、

流通、消费环节的价格监测和预警，政府可以准确把握行业变化趋势、波动规律及传

导机制，从而全面了解市场量价走势并对市场的异常波动做出预警，为各级政府的防

范及应对策略提供重要依据。  

三、标准货物 

1、指数名称 

莒南花生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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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易品质 

企业名称 油料花生收购指标 

金胜粮油 

1、水分≤9.0%。 

2、酸值≤1.0%；霉变粒＜2。 

3、杂质≤1.0%。 

4、含油≥42.30%。 

5、1-4 级出成（7 个筛）≥40%。 

6、筛下（5.5 筛）≤20%。   

7、黄曲霉毒素 B1≤20uk/kg。 

玉皇粮油 

1、含油≥43％。 

2、水分≤9%。 

3、杂质≤1.0%。 

4、酸值≤1.0%。 

5、霉变≤1%。 

6、7 个筛上≥45％。 

7、5.5 筛下≤15%。 

兴泉油脂 

1、含油≥43%。 

2、酸值≤0.8%。 

3、出成≥70%。 

4、水分≤10%。 

5、杂质、霉粒为 0。 

6、冻粒 5 以内。 

绿地食品 

1、水分≤9.0%。 

2、酸值≤1.0%；霉变粒＜2。 

3、杂质≤1.0%1。 

4、含油≥42.30%。 

5、1-4 级出成（7 个筛）≥40%。 

6、筛下（5.5 筛）≤20%。   

7、黄曲霉毒素 B1≤20uk/kg。 

3、标准交易 

 采集窗口期：交易日每天 00:00-24:00，收盘时间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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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交易：不小于一车 30吨 

4、价格类型及条件 

 价格类型：小贩、贸易商销售给 4家样本油厂的成交价 

 计价单位：元/吨 

 交割地：临沂市莒南县 

 样本覆盖率：按收购量计超过莒南 50% 

四、数据采集 

1、价格信息来源 

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简称 数据类型 

1 金胜粮油集团有限公司 金胜 花生成交价格 

2 山东玉皇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玉皇 花生成交价格 

3 山东兴泉油脂有限公司 兴泉 花生成交价格 

4 山东绿地食品有限公司 绿地 花生成交价格 

2、数据优先级及提交细节 

 数据优先级 

 对市场公开的成交价格。 

 从市场参与者处获悉的公开报道成交价格。 

 对市场公开的实际询盘。 

 对市场公开的实际报盘。 

 与花生价格相关的其他数据，例如供需基本面和影响花生价格的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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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成交价格优先级最高，当市场上存在公开的成交价格时，价格指数优先采用

成交价格作为底层数据进行运算，询报盘价格仅在市场上缺乏公开的成交价格时参与

指数的运算。 

 数据提交细节 

上海钢联严格把控提交收集过程，只考虑遵循标准合同条款的成交、报盘和递盘。

上海钢联不仅收集提交的成交价格，还收集其他重要的额外信息，包括支付、物流和

最终产品交付。如有必要，上海钢联可以要求提交者提供相关文件来判断合同的履行

情况并验证数据的有效性。 

3、数据采集方法 

上海钢联收集的信息来源于国内生产企业、市场招标、国内交易平台、国内贸易

公司和下游提交的成交、询盘和递盘信息，上海钢联严格把控提交收集过程，只考虑

遵循标准合同条款的成交、报盘和询盘。 

 电话（呼叫中心）：数据采集团队使用呼叫中心系统，所有通过呼叫系统采集

的数据均保留通话录音，以保证所有历史数据可以优选追溯及校准。数据采集人员不

得使用私人固话或手机采集数据。 

 电子邮件：通过 myseel.com 域名的邮件提交有效数据。 

 即时消息软件：通过网络即时聊天工具采集并完整保存聊天记录。 

4、数据核实 

 数据：上海钢联希望收集尽可能多的数据，包括成交、报盘和递盘等。上海钢联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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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确认并深入分析提交中的数据，并鼓励所有市场参与者成为上海钢联价格的提交

者，因为更广泛的数据能提高价格的准确性。 

上海钢联会核实每项成交、询盘提交的细节，包括产地、数量、价格和交货地，

以确保每份上海钢联花生价格样本的真实性。所提交的内容均来源于市场，并妥善加

以详细记录，以确保其高质量和可靠。所收到的不完全符合上海钢联所规定要求的提

交内容，不能被纳入价格计算。如有必要，上海钢联可以要求提交者提供相关文件来

判断合同的履行情况并验证数据的有效性。 

 异常值：上海钢联会对收集的所有提交进行初步筛选。除了检查每项提交的基本信

息、如数量、交货地和价格，上海钢联还会与至少一方确认报告成交的细节，以确保

样本的真实性。上海钢联将对事实数据进行充分验证及统计，然后通过 3%置信区间异

常值判定法则排除异常值，异常值处理应遵循事实，不可在方法论规则外剔除事实数

据。 

 样本：数据采集人员每年 12 月最后一周（含至少三个工作日的）对样本企业进行

审核， 当样本企业出现不适合作为样本企业的情况时，数据采集人员在对样本企业情

况充分证实的基础上及时提交剔除样本企业申请，经隆众资讯指数研发中心审批通过

后即时剔除。 

如市场新增样本企业符合要求，则由数据采集人员提交增加样本企业申请，经隆

众资讯指数研发中心审批通过后试运行三个月，如无异常，正式作为指数样本企业。 

 数据源：数据采集人员实时监测数据源变动情况，如数据源出现职责调动或离职等

情况，将于数据源产生变化当日 16:00 前对样本做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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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记录保存 

无论采用何种收集渠道，电话、电子邮件或是基于互联网的即时通信工具，上海

钢联会存档记录与提交者的所有通信，时长 5年，确保指数中使用的所有提交信息都

可以追溯到原始记录。 

五、指数计算 

莒南花生价格指数采用 P=(∑ρω)⁄σ×100的运算式子。 

式中，ρ为样本企业在采价窗口期内，由数据源报出的数据采集人员无差错录入

的唯一价格；ω为权重；σ为基值。 

为保证指数稳定性，选取近 3年各样本企业花生收购量加权平均值作为指数权重，

花生收购量加权平均值计算公式为：R=Rn-1*50%+Rn-2*30%+Rn-3*20% 

指数权重于每年 4月 1号进行调整，2021年选取 2018年、2019年、2020年各样

本企业花生收购量加权平均值作为指数权重，因此 2024年选取 2021年、2022年、2023

年各样本企业花生收购量加权平均值作为指数权重。此次调整后金胜、玉皇、兴泉、

绿地花生收购价格权重分别为 36.20%、23.84%、27.18%、12.78%，调整前金胜、玉皇、

兴泉、绿地花生收购价格权重分别为 34.70%、26.12%、27.99%、11.19%。 

花生于每年七月开始陆续停收，到当年九月又开始陆续收购，在此期间各样本企

业根据自身情况调整收购策略，届时将根据实际情况再调整权重。 

根据基期的选择原则及方法，选定 2019年 7月为基期，基值为 8655，基点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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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指数发布 

1、发布时间 

交易日每天 17：00发布当天指数。 

发布时间可能受到各种紧急情况和不可抗力的影响，如停电、自然灾害和恐怖活

动。若发生这种情况，莒南县发展和改革局将尽力尽早发布公布。 

2、勘误 

如果发现错误，无论是由于不正确提交还是计算错误，经上海钢联及莒南县发展

和改革局核实，都会立即发布公告来更改错误数值。 

3、澄清数据请求 

上海钢联始终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客户可能会就上海钢联的样本收

集方法、计算方法、计算标准化流程等提出问题如果客户需要额外信息，例如某些数

据或计算方法的详细介绍。请通过 https://www.mysteel.com /或发送邮件至

complaints@mysteel.com 联系我们。 

4、投诉 

为有效的监督资讯行业各项业务规范化管理，上海钢联设立投诉反馈机制，力保

证数据输出的准确性，欢迎广大社会行业从业者进行投诉监督。 

客户或利益相关者对上海钢联提供的上海钢联价格的某些方面有所不满的可能会

投诉。Mysteel处理投诉详情可以在 Mysteel 投诉处理政策中找到。Mysteel 投诉处



Agriculture Department                                                             农产品事业部 

12 

理政策和投诉信息披露都可通过向 complaints@mysteel.com 发送电子邮件或者在 

Mysteel 投诉页面 https://www.mysteel.com/feedback/index.html 中找到。 

七、其他 

1、调整 

当指数方案不足以反映市场真实情况，或与国家、地方政策存在冲突时，隆众资

讯指数研发中心将对指数方案进行调整。一般情况下，莒南县发展和改革局将在方案

调整前 45个工作日在指数发布渠道显著位置发布指数方案调整声明，并公开征集指数

使用方对新版方案的意见及建议。 

2、评估 

莒南县发展和改革局委托隆众资讯于每年第一季度对上年度价格指数按照《重要

商品和服务价格指数行为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开展自我评估，评估内容包括：莒南

县发展和改革局、上海钢联、隆众资讯应当具备条件的满足情况、编制方案的调整和

执行情况、指数发布和信息披露情况、指数运行的规范性和独立性情况以及信息归档

情况。并在指数发布渠道显著位置对外公布评估结果。 

3、审查 

莒南县发展和改革局将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审查并接受指导，若评估和合规性审

查中发现不合规行为，莒南县发展和改革局可委托隆众资讯按照价格主管部门的意见

进行整改，并提交整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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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转让 

莒南县发展和改革局与受让方签订价格指数转让协议，并移交所有归档信息档案。

价格指数在整改期间不得转让。 

5、终止 

莒南县发展和改革局可以视情况终止价格指数，但应当履行以下责任： 

 至少提前 30个工作日在指数发布渠道显著位置对外发布终止公告； 

 在终止之日前继续运行维护和发布价格指数； 

 归档信息保存至少 5年； 

 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