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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是世界四大水果之一。运城市地处北纬 35°的黄土高原地理带，土壤气候等自然
条件优渥，资源禀赋优势突出，是全球公认的苹果“黄金生产带”之一。早在 2002 年 , 平陆、
万荣、临猗、芮城、盐湖五区县被列为黄土高原苹果优势产业带重点县（区），闻喜、河津、
永济为基地县。

近年来，运城市高度重视以苹果产业为代表的果业发展，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以“三农”问题为重中之重，贯彻落实山西省“把运城打造成山西果品果业龙头”
的战略决策，依托自然禀赋优势，以市场为导向，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着力打造“运
城苹果”的区域公用品牌，大力推动运城苹果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基于这样的背景，中国经济信息社与山西省运城市人民政府共同编制发布了“新华 -
中国（运城）苹果价格指数”，旨在打造与运城苹果品质相匹配的价格话语权，树立苹果
市场的风向标和晴雨表，辅助政府部门、市场主体等各方的有效决策。 

新华 - 中国（运城）苹果价格指数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正式上线。指数运行以来，准
确反映了运城苹果市场的整体价格走势。指数持续运营传播，有效提升了“运城苹果”品
牌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助力打造与运城苹果品质相匹配的价格话语权，强化苹果产业在
拉动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方面的重要作用，为政府监管、科学种植、贸易决策提
供参考。

本期报告认为，受优果率较往年偏低等因素的影响，2021/22 年度运城富士苹果集中
上市期内（10 月至次年 5 月），新华 - 中国（运城）苹果价格指数整体呈震荡上涨态势，
较往年处于高位区间波动，阶段性递进式上行特征明显。尤其自 2022 年 2 月中下旬至 5 月，
在优质好货数量有限，新季苹果减产预期强化及清明、“五一”小长假备货需求等多因素
驱动下，客商采购存储热情高涨，高品质货源行情不断走高，指数波动上涨，优质果品与
一般果品行情分化明显，季末“高翘尾”特点突出。

对于 2022/23 年度苹果市场行情，本报告认为，受部分产区砍树现象增多等因素影响，
2022/23 年度新季苹果减产预期或将兑现。南方高温、干旱天气对水果等农产品生长期间
的伤害难以反转，柑橘等替代水果或将减产，水果市场整体行情的重心预计出现上移。宏
观经济韧性较足、居民消费有望回暖的背景下，综合多因素判断，新产季全国苹果市场行
情或将“高开”。后市行情走向，仍需持续关注新产季入库情况及消费需求等多因素变化
态势。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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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 - 中国（运城）
苹果价格指数运行情况

截 至 2022 年 5 月 20 日， 新 华 - 中 国（ 运 城） 苹 果 价 格 指 数 报 1196.93 点， 较 5 月
17 日 上 涨 2.43 点， 涨 幅 0.20%； 较 基 期（2015 年 10 月 15 日） 上 涨 196.93 点， 涨 幅
19.69%。

总体来看，2021/22 年度富士苹果集中上市期内（10 月至次年 5 月），新华 - 中国（运城）
苹果价格指数整体呈震荡上涨态势，阶段性递进式上行特征明显，优质果品与一般果品行情
分化特点突出。

受优果率偏低的支撑，本年度指数较往年总体处于高位区间。截至 2022 年 4 月，运
城 苹 果 价 格 指 数 月 均 值 较 2020/21 年 度 同 期 涨 幅 达 83.43%， 较 2019/20 年 度 同 期 上 涨
40.48%，达到三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图 1        新华 - 中国（运城）苹果价格指数

资料来源：新华指数

指数运行：整体震荡上涨 不同品质货源行情分化特征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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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2022 年 2 月 16 日 -2022 年 5 月 20 日）：
优质好货数量有限，新季苹果减产预期及清明小长假备货需
求等多因素驱动下，客商采购存储热情高涨，高品质货源行
情不断走高，指数波动上涨，季末“高翘尾”的特征突出。
全国库存水平不断下滑，高品质货源难寻，果农看好后市、
持货待售。叠加部分产区果园砍树现象增多、种植面积缩减
的忧虑增加，客商对后市货源供应的担忧情绪加剧，采购存
储热情较前期明显提升，运城产区客商数量逐步增多。

3 月中下旬以后，全国供给端货源质量参差不齐，一般
货源质量下滑风险加大。但在部分地区疫情防控下鲜食水果
的居家储备需求显著提升，清明、“五一”小长假备货季接
续开启的背景下，客商对产区市场高价行情的接受度进一步
提高，运城产区苹果市场交易氛围升温，走货较为顺畅，整
体行情稳中有涨，指数呈递进式上涨，出现季末“高翘尾”。

截 至 2022 年 5 月 20 日， 指 数 报 1196.93 点， 较 本
产 季 开 秤 时（2021 年 10 月 27 日） 上 涨 179.92 点， 涨 幅
17.69%。2022 年 4 月，运城纸加膜富士苹果月均价 2.21 元
/ 斤 1，较上年同期高出约 1.03 元 / 斤，涨幅达 87.35%。

 由于 2020/21 年度运城苹果价格指数更新至 4 月。为保证数据可比性，此处选择 2021/22 年度 4 月月均值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图 3     2021/22 年度运城纸加膜苹果月均价较往年同期变化

资料来源：新华指数

图 2     运城苹果价格指数月均值走势

资料来源：新华指数

第一阶段（2021 年 10 月 27 日 -2022 年 1 月 25 日）：优果率偏低预期兑现，成本支
撑叠加节日提振作用，指数震荡上涨后高位波动运行。受陕西、山西、甘肃等多个苹果主产
区连续阴雨天气影响，2021 年 10 月以来，全国新季苹果优果率偏低预期逐步兑现。叠加生
产成本提高，入库水平较上年有所降低，客商看好后市、集中采购优质果品，果农惜售抗价
情绪强化，多因素支撑下全国产地苹果市场行情普遍提高，带动 2021/22 年度运城产区富士
苹果开秤后价格逐步震荡上涨。

2021 年 12 月，元旦、春节等节假日利好苹果市场终端需求，客商备货积极，运城产区
市场交易氛围升温，走货速度加快，整体行情基本持稳，指数高位波动运行。2022 年 1 月 25 日，
指数报 1185.02 点，较 2021 年 10 月 27 日上涨 168.01 点，涨幅达 16.52%；较上年同期上
涨 102.24 点，涨幅 9.44%。

第二阶段（2022 年 1 月 25 日 -2022 年 2 月 15 日）：春节利好基本释放，产区走货情
况一般，指数调整下行。春节等节假日备货利好已基本释放，全国多地疫情散发、部分地区
雨雪天气影响下交通不便，叠加运城产区库内货源价格高企，果农挺价惜售情绪不改，短期
内产区采购客商数量有限，补货意愿不强，春节期间运城产区出货情况一般，节后部分客商
少量按需补货、交易有限，指数短期内快速调整下行。2 月 15 日，指数报 1104.69 点，较
节前 1 月 25 日下跌 80.33 点，跌幅 6.78%；较上年同期上涨 201.25 点，涨幅 22.28%。

具体来看，2021/22 年度指数运行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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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品种来看，纸袋等优质富士苹果货源量少价优，是支撑该阶段整体行情上行的主要动
力，与膜袋富士苹果等一般货源行情分化特点突出。监测显示，5 月 20 日，纸袋 80 及 85
规格富士苹果均价为 4.08 元 / 斤，是膜袋 80 及 85 富士苹果均价的 3 倍有余，均价价差达
2.85 元 / 斤左右。

图 4     2021/22 年度运城富士苹果单品均价走势图

资料来源：新华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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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全球鲜苹果生产及消费情况

注：2021/22 年度（F）为预测值               
资料来源：美国农业部外国农业服务局（USDA-FAS）、新华指数       

2021/22 年度，全球苹果总产量预计较上一年度有所增长，市场整体供需格局维持基本
平衡。数据显示，2021/22 年度全球苹果总产量约为 8157.8 万吨，总消费量约为 8120.8 万吨，
供给盈余约为 37 万吨。

国际苹果市场概况

（一）2021/22 年度全球苹果市场供需基本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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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中国及部分欧盟成员国地区 2 产量修复，2021/22 年度全球苹果产量较
上一年度有所提高

2021/22 年度全球苹果主产国及地区中，我国及其他多数国家和地区较上一年度明显增
产，不利天气因素扰动下美国苹果产量下滑至 2012/13 年度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美国农
业部外国农业服务局（USDA-FAS）2022 年 6 月发布的《世界市场和贸易：鲜苹果，葡萄和
梨》报告，尽管优果率偏低，但在新植果树投产的背景下，2021/22 年度我国苹果产量达到
4500 万吨左右，较上一年度增产约 93.4 万吨；波兰、西班牙等主产国产量明显反弹，基本
抵消了意大利、法国的产量降幅，2021/22 年度欧盟成员国地区苹果产量约为 1187.7 万吨，
较上一年度增产约 15.8 万吨。受高温、霜冻等灾害天气影响，美国苹果产量预计大幅下滑至
433.6 万吨，减产约 16.9 万吨。

图 6     2021/22 年度全球苹果主产区产量分布（预测）

资料来源：美国农业部外国农业服务局（USDA-FAS）、新华指数

贸易：全球鲜苹果出口量轻微下滑，俄罗斯进口量大幅减少

图 7   2021/22 年度全球鲜苹果出口（预测）

资料来源：美国农业部外国农业服务局（USDA-FAS）、新华指数

2021/22 年度，中国、美国、智利等主要鲜苹果出口国家和地区的出口量均有不同程
度收缩，受此影响，全球鲜苹果总出口量预计下滑至 655.4 万吨左右，较上一年度下跌
1.01%。其中，疫情干扰叠加船期紧张、海运运价高位波动等因素，中国至东南亚地区的鲜
苹果出口量有所减少，预计 2021/22 年度中国鲜苹果出口量约为 103 万吨，较上一年度减少
6.53%；减产背景下，美国鲜苹果出口量预计下降至 71.5 万吨，是 2007/08 年度以来的最
低水平。

   本文中欧盟地区指的是欧盟 27 国及英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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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21/22 年度全球鲜苹果进口（预测）

资料来源：美国农业部外国农业服务局（USDA-FAS）、新华指数

2021/22 年度，全球鲜苹果进口量约为 632.2 万吨，较上一年度减少约 0.75%。主
要进口国中，地缘冲突、运输不畅等多因素影响下，俄罗斯鲜苹果进口量大幅减少，约
为 48 万吨，较上一年度减少约 31.6 万吨，跌幅 39.7%。

   美国农业部外国农业服务局（USDA-FAS）《世界市场和贸易：鲜苹果，葡萄和梨（202206）》报告。

消费：全球鲜苹果消费量稳步攀升，中国和欧盟成员国地区仍是消费主力

图 9     2021/22 年度全球鲜苹果消费情况分布 （预测）

资料来源：美国农业部外国农业服务局（USDA-FAS）、新华指数

2021/22 年 度， 全 球 鲜
苹果消费总量稳步攀升，预
计 为 8120.8 万 吨， 较 上 一
年 度 上 涨 115.6 万 吨， 涨 幅
1.44%。主要消费国家和地区
中，中国和欧盟成员国地区
仍 是 消 费 主 力，2021/22 年
度消费量将分别达 4403.5 万
吨和 1114.2 万吨，占全球鲜
苹 果 消 费 总 量 的 54.22% 和
13.72%；印度、巴西、墨西
哥等国家消费量涨势不一，墨
西 哥 消 费 量 预 计 为 104.4 万
吨，较上一年度上涨 7.3%，
年度同比涨幅最大；俄罗斯、
美国、土耳其等国家的鲜食
苹果消费量有所减少，俄罗
斯 消 费 量 预 计 为 201 万 吨，
较上一年度降低 11.02%，年
度同比跌幅最大。

图 10     部分国家 2021/22 年度消费量年度同比变化率

资料来源：美国农业部外国农业服务局（USDA-FAS）、新华指数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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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2021/22 年度欧盟地区鲜苹果价格

资料来源：欧盟委员会、新华指数

截至 2022 年 7 月，鲜苹果价格约为 73 欧元 /100 公斤，较当月的 5 年平均价格下跌 1
欧元 /100 公斤，跌幅近 1.35%。  

尽管受春季霜冻灾害影响，法国、意大利存在一定程度减产，但欧盟苹果主产地波兰、
西班牙等国产量出现显著反弹，叠加自智利的鲜苹果进口量加大，2021/22 年度欧盟成员
国地区苹果库存相对充足，整体供给充沛，鲜苹果价格水平回落至正常区间。

数据显示，2021/22 年度欧盟成员国地区苹果库存均高于 5 年平均库存水平线。截至
2022 年 7 月，苹果库存总量为 51.89 万吨，较 5 年平均库存水平高出约 13.4 万吨，涨幅
34.81%。

图 11     2021/22 年度欧盟地区苹果库存

注：以每月第一天统计
资料来源：美国农业部外国农业服务局（USDA-FAS）、新华指数

（二）库存充足，欧盟成员国地区苹果价格回落至正常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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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甘肃、山西、陕西等多个主产区连续阴雨天气干扰下，果表上色不佳等
质量问题突出，优果率、商品率较往年明显降低，果品质量结构不均衡，优质货源总量减少。
考虑到库存成本、果品存储期等因素，低品质货源入库量有限，2021/22 年度总入库水平较
上一年度有所回落。据卓创资讯统计，2021 年我国苹果总入库量约 911.03 万吨，较上一年
减少超 220 万吨，同比降幅近 20%。

图 14     2018-2021 年我国苹果入库量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新华指数

图 13      我国苹果年产量分布（2009-202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新华指数

总体来看，随着气象灾害防御能力、种植技术水平提高等多方面产业发展条件不断改善，
我国苹果产量近年来呈持续平稳上涨的态势，2021/22 年度继续保持稳中有涨，供给总量相
对宽松。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苹果产量为 4597.34 万吨，较上一年度增产 190.74 万吨，
同比涨幅 4.33%。

国内苹果市场概况

（一）供需格局：总量宽松、优果率降低，入库水平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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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苹果期货 2210 合约

资料来源：郑州商品交易所、新华指数

优果率降低、节假日需求提振及新季苹果减产预期等基本面各方因素相互博弈，
叠加期货交割标准放宽、更加贴近现货，2022 年 1 月以来我国苹果期货市场整体呈震
荡上行的运行态势，具体可分为震荡上涨与高位波动运行两个阶段。

2022 年 1 月至 3 月上旬，期价窄幅上行。优果率降低、
入库量同比下滑，元旦、春节等节假日备货需求利好等
因素的共同支撑下，市场走货速度加快。但受柑橘类替
代水果冲击，以及多地疫情散发影响，终端消费提振作
用有所削弱，1 月至 2 月期价上涨动力不大。2 月底 3 月初，
客商对后市优质货源供应的担忧情绪加强，产地采购存
储、炒货现象增多，带动期价快速上行。

2022 年 3 月 上 旬 至 4 月 上 旬， 期 价 中 枢 再 次 提 高。
2021 年冬季，西北部分产区“老树换新”，果园砍树现
象增多，市场对 2022/23 年度新季苹果减产预期加强。
3 月以来，部分地区疫情防控形势严峻，苹果等耐储存
水果的储备需求明显提升，商超采购备货量增加。叠加
清明备货季开启，综合因素作用下，共同助推期价中枢
再次提高，短期内迅速上行。

 2022 年 4 月上旬至 5 月上旬，期价大幅拉涨。新季苹
果进入花期后，不确定因素增多，天气炒作再起，部分
机构研讨认为套袋情况不理想，业内对 2022/23 年度新
季苹果减产预期进一步强化。叠加“五一”消费旺季开启，
客商看好后市行情，积极采购优质货源，期价经过短暂
调整后快速大幅拉涨并站上高位。

第二阶段为 2022 年 5 月上旬至今，期价以高位盘整运
行为主。受气温升高、存储条件不利等因素影响，供给端货
源质量有所下滑。时令水果大量上市，冲击苹果消费，叠加
优质苹果行情高企，进一步抑制终端消费，但早熟苹果开秤
价高于上年同期，新季苹果减产预期偏强，多因素作用下，
期价整体以高位盘整运行为主。

第一阶段为 2022 年 1 月至 5 月上旬，整体以震荡走高
为主，行情中枢不断上移，递进式上涨特点明显。具体来看：

（二）期货市场回顾：基本面多因素支撑，期价震荡上涨、高位盘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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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2 年度，全球局势不稳定性因素增多，宏观经济层面输入性通胀压力加大，多因
素影响下，肥料等农业生产资料、交通运输及人力劳动成本有所上涨。不良天气因素干扰下，
市场供给端优果率下滑、库存水平降低，果园砍树等消息加剧新季苹果减产预期，叠加疫情
干扰下，居民居家生活物资储备需求阶段性提高。2021/22 年度，我国苹果现货市场行情的
下跌态势得到扭转，整体行情稳步上行。春节及“五一”劳动节前后等关键消费节点，去库
存速度明显加快，现货行情涨势迅猛。

数据显示，2022 年 9 月 16 日当周，全国苹果批发市场周均价为 9.65 元／公斤，较上
一年同期上涨 2.41 元／公斤，涨幅达 33.29%。

图 16     2021/22 年度苹果入库情况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新华指数

图 17     全国苹果批发均价
资料来源：商务部、新华指数

（三）现货市场：转折行情启动，现货价格稳步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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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部分主产区代表规格品苹果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新华指数

产区市场：行情普涨，西部甘肃静宁产区行情高位盘整

2021/22 年度，甘肃、陕西及山东等全国苹果主产区行情普涨，较往年同期均有不同程
度上浮。其中，由于恶劣天气影响较小，甘肃静宁产区优果率较其他产区偏高，整体行情
较为坚挺。数据显示，2022 年 6 月，甘肃静宁纸袋 80# 以上半商品苹果月均价较上年同期
上涨 83.33%，陕西洛川纸袋 70# 以上苹果月均价较上年同期上涨 68.70%，山东栖霞纸袋
80# 一二级条红苹果月均价较上年同期上涨 59.31%。

图 19     产地－批发环节价差（洛川、栖霞）

资料来源：农业农村部、新华指数

销区市场：部分产区“产地－批发”环节行情阶段性倒挂，“批发－零售”环节
价差平稳走阔

2022 年春节后，受优质货源难寻、产区果农惜售挺价情绪高涨等因素影响，客商对后期
货源供给的担忧情绪加重，积极在产地采购转存优质货源，部分产区交易氛围热烈，行情上
涨明显。但由于疫情干扰仍存、终端市场对高价行情接受度不高，批发市场走货情况一般，
对行情上涨的支撑不足。综合因素作用下，本年度阶段性出现了“产地－批发”市场行情倒
挂现象，其中 4 月至 5 月表现较为突出。

数据显示，2022 年 4 月至 5 月，洛川纸袋 70# 以上苹果月均价较全国富士苹果批发月
均价分别高出 0.88 元 / 公斤、0.61 元 / 公斤，栖霞纸袋 80# 一二级条红苹果月均价较全国
富士苹果批发月均价分别高出 0.76 元 / 公斤、0.26 元 /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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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批发－零售环节价差

资料来源：农业农村部、国家发改委、新华指数

批发－零售”环节价差平稳扩张。统计显示，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9 月，“批发－零售”
环节价差持续走阔，价差月均值为 4.5 元／公斤左右，较上一年度同期提高约 0.28 元／公斤。

图 22     我国鲜苹果进出口贸易情况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新华指数

2021 年，我国鲜食苹果进出口贸易情况总体保持基本平稳。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数据
显示，2021 年我国鲜食苹果进出口贸易总量达 114.63 万吨，较上年上涨约 1.25 万吨，涨
幅 1.10%。

进口贸易：总量窄幅收缩，新西兰为首要进口来源国

2021 年，我国鲜苹果进口量窄幅收缩。统计显示，2021 年我国鲜苹果进口总量约 6.80
万吨，较上年减少约 0.78 万吨，降幅 10.25%，新西兰、南非、美国、智利等为主要进口来
源国和地区。

统计数据显示，新西兰连续五年成为我国鲜苹果进口首要来源国，2021 年我国自新西
兰进口量约 3.89 万吨，进口额约 6.91 亿元；自南非地区进口鲜苹果总量显著上升，2021
年我国自南非进口鲜食苹果约 1.23 万吨，较上年增长约 0.48 万吨，涨幅 63.98%；减产
等多因素影响下，我国自智利进口鲜食苹果总量降至 0.77 万吨，较上年减少约 0.75 万吨，
降幅近 50％。

2022 年 1-9 月，我国鲜食苹果进口总量约 8.92 万吨，进口总额约 13.22 亿元。

图 22     2021 年我国鲜食苹果进口情况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新华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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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外贸易：鲜食苹果进出口贸易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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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贸易：总量轻微上涨，东南亚地区仍为主要出口市场

2021 年，我国鲜食苹果出口总量轻微上涨。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共出口鲜食苹果约
107.84 万吨，较上年上涨约 2.03 万吨，涨幅 1.91%。

主要出口流向国家和地区中，越南、孟加拉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地区仍为
主要出口市场。其中，我国对越南出口总量占全部出口和国家地区中的首位，约为 18.05 万吨，
较上年上涨 2.02 万吨，涨幅 12.62%；我国对孟加拉国出口总量约 17.99 万吨，较上年上涨
0.77 万吨，涨幅 0.43％；对缅甸出口总量下滑明显，约 2.43 万吨，较上年减少 2.88 万吨，
降幅超过一半，为 54.16%。

2022 年 1-9 月，我国鲜食苹果出口总量约 53.03 万吨，出口总额约 44.22 亿元。

图 23     2021 年我国鲜食苹果出口流向国前十位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新华指数

［我国鲜食苹果出口周期］

根据统计学原理，使用 HP 滤波算法估计原始数据序列的趋势项可以发现，自 1992 年
以来我国鲜食苹果出口量变化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周期性波动，具体可分为三个周期：

第一个周期为 1993-2004 年，受限于苹果年产量不高，出口特征表现为低水平的缓慢发展。

第二个周期为 2004-2008 年，伴随产量迅猛提高和国内苹果行情的波动，出口量实现快
速大幅增长，呈现出高速发展的特征。

第三个周期为 2008-2017 年，出口量增速放缓，总体进入高位区间平稳发展的阶段。

图 24     我国鲜苹果出口量周期性变化规律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新华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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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部分产区砍树现象增多等因素影响，2022/23 年度新季苹果减
产预期持续发酵。南方高温、干旱天气对水果等农产品生长期间的伤
害难以反转，柑橘等替代水果或将减产，水果市场整体行情的重心预
计出现上移。宏观经济韧性较足、居民消费有望回暖的背景下，综合
多因素判断，新产季全国苹果市场行情或将“高开”，后市行情走向，
仍需持续关注新产季入库情况及消费需求等多因素变化态势。

 供给端：2022/23 年度减产预期增强

需求端：居民消费有望回暖

新季苹果产量方面，受肥料、人工等生产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
果园维护经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不如预期，加之苹果种植面积有
所缩减，新季苹果减产已成为当前业内共识。同时，2022 年 4 月至
5 月新季苹果关键生长期内，甘肃及山东等部分苹果主产区发生低温、
霜冻等恶劣天气，预计将对果品商品率造成一定不利影响。

进口方面，我国进口鲜苹果多为高端水果，进口量小且存在固
定消费人群，预计对整体供需格局影响不大。

综合来看，预计 2022/23 年度我国新季苹果产量将较上一年度
降低，商品率及优果率等情况仍待观察。

整体来看，随着各项政策逐步推进落地，我国宏观经济发展韧
性充足，线上、线下消费场景逐渐修复，居民消费有望回暖。同时，
疫情防控期苹果的耐储存优势放大，居民对苹果的储备需求或将成
为又一阶段性消费支撑点。

替代水果方面，南方高温干旱天气的损害或将兑现，新季柑橘
减产可能性加大，叠加砍树现象增多、主要替代水果梨也将减产。
富士苹果产销旺季内，预计柑桔、梨等水果的上涨动力加大，对苹
果的替代效应削弱，水果市场整体行情或将抬升。

新产季行情分析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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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1 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生效，将为区域乃至全球
贸易投资增长、经济复苏和繁荣发展作出重要贡献。针对苹果等农业产业，运城市要抓住用
好 RCEP 带来的发展新机遇、新红利，依托省级农产品出口平台的建设，充分把握政策利好，
进一步加强与东盟国家、日韩等主要苹果出口市场的贸易合作关系，推动运城苹果出口贸易
的高质量发展。要构建运城苹果生产 - 加工 - 物流等全产业链的标准化体系，从果品生产源
头管理，严格控制各个环节，果农按标准生产、企业按标准销售，建立全程质量控制系统。
建立、强化果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鼓励出口企业积极申请如 GAP、HACCP 等质量体系认证，
持续提高运城苹果的国际竞争力。严格果品分级标准，完善仓储物流等基础设施配备，畅通
运输渠道，提高运输效率。扶持龙头企业发展，提高品牌形象的独特性和辨识度，拓展海外
市场，提高品牌国际知名度。

“保险 + 期货”是提高农业产业抗风险能力、助力农户企业稳定收益、有效促进产业振
兴乡村振兴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截至 2022 年，已连续第七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苹果是
率先在期货市场上市的农产品品种之一，运城苹果产业发展过程中，应更加重视对“保险 +
期货”新型风险管理工具的理解和使用。政府相关部门可与当地金融部门、监管机构、期货
公司、保险公司以及果农果企紧密联系和沟通合作，做好相关政策宣传和技能培训，加大“保
险 + 期货”模式成功案例的宣传力度，鼓励果农、合作社等经营主体积极学习“保险 + 期货”
方面的政策和知识，理解和掌握相关操作流程或试点经验，不断提升市场风险意识和驾驭市
场风险的能力。同时，政府应牵头保险公司、期货公司等制定费用补贴制度，形成保费长效
补贴机制，切实降低果农、合作社参保投保的实际负担，为从业者创造良好的参与环境，从
而充分发挥“保险 + 期货”的助农稳市作用，规避产业风险，助力运城苹果产业健康发展。

在保证苹果总产量不下滑的基础上，运城市要更加注重果品质量的提升，结合产区实际
情况、适时调整品种结构，形成以富士苹果为主、中早熟品种为补充的种植结构，加大苹果
采后贮运加工力度，促进运城苹果产业由数量效益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在重视鲜食苹果品
种的改良与发展的同时，关注加工专用苹果品种的引进与推广，保证鲜食和加工品种合理布
局的形成。培育、扶持一定数量的果品加工骨干企业，加速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进程，
形成生产专业化、加工规模化；按照国际质量标准和要求规范果蔬加工产业，建立全程质量
控制体系，引入产业前沿技术改造提升果品加工业的工艺水平。同时，要大力推进苹果精深
加工和综合利用，推广如果汁、果酒等苹果高附加值产品，不断延长运城苹果全产业链条，
推动产业融合发展。

运城苹果产业发展建议

（三）提高果品采后加工处理水平，延长运城苹果全产业链条

（二）重视“保险 + 期货”金融工具，提升运城苹果产业抗风险能力

（一）抢抓 RCEP 新机遇，持续推动运城苹果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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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 - 中国（运城）苹果价格指数体系
由“苹果综合价格指数”和“苹果单品价格
指数”构成，严格选取具有地区代表性的高
品质红富士苹果作为代表规格品，采集运城

市苹果主要产区的市场交易价格和交易量数
据，通过科学的模型设计和权威论证，计算
出指数结果，并在中国经济信息社全媒体传
播渠道公开发布。 

新华 - 中国（运城）苹果价格指数是数
字经济时代苹果产业顺应大数据发展的重要
举措，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和引领性作用。

一是准确把握市场脉搏，完善市场价格形
成机制。价格指数运行和发布以来，帮助运城
苹果产区果农、经销商通过多种信息渠道公开
获取时效、全面、准确的苹果价格信息，直观
监测产地苹果市场运行情况，精准把握待售增
值和顺势销售的“平衡点”，在最合适的时间
用最合适的价格进行交易，避免了因为信息不
对称造成的价格大幅变动和惜售压货现象，确
保了果农增收与市场供应稳定，充分发挥市场
运行“晴雨表”和“风向标”的作用。

二是客观反映供求形势，有利于指导生
产结构调整。价格指数能够反映市场整体供
求形势变化以及不同规格品供求差异等情况，
通过价格指数的发布，引导农户根据价格波
动周期规律进行科学生产销售，增加运城果
业抗风险能力。指数通过监测精品果、优质
果销售态势，面向苹果种植和经销商公布“高
质量”“精品化”产品的市场信息，进而促
进农户在种植质量管理、技术引进、标准产
品塑造等方面，提高苹果生产品质，促进产
业高质量发展。

三是增强运城苹果产业影响力，助力区
域公用品牌建设。依托中国经济信息社全媒
体传播渠道，价格指数及相关信息产品为运

城苹果产业数字化信息化发展注入了新的内
生动力。运城苹果产业正不断吸引国内外果
业从业者的关注，“运城苹果”的品牌效应
和市场影响力正逐步扩大，产地标识的公信
力、辐射力进一步提高，积极推动了运城市
国际果品交易出口平台的建设。

四是提供市场分析工具，服务期货等金
融衍生品。农产品价格主要受供需关系影响，
由于苹果贸易“集中收购，全年销售”的特点，
产业从业者面临现货价格波动、存货贬值滞
销、采购季资金压力大等风险。公开透明的
现货价格指数以及相关产业信息能够为从业
者提供研究市场波动的策略工具，进而服务
期货市场决策，充分发挥期货市场的价格发
现功能，利用苹果期货进行套期保值管理风
险，起到积极的市场调节作用。

五是助力运城市农业农村数字经济的培育
和发展。农产品价格指数是数字经济和实体农
业的有机结合，通过聚焦供求关系、流通状况
及结构特征，可以精准刻画要素市场的变化趋
势。以农产品价格指数为切入点，开启大数据
与农业农村农民工作的深度融合，有利于运城
果业生产经营、市场运行、政府管理等部门积
极参与对传统农业的数字化改造进程，加快运
城果业全产业链大数据建设，带动运城果业全
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和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新动能。

新华—中国（运城）苹果价格指数

纸加膜 80 及 85 苹果价格指数

膜袋 80 及 85 苹果价格指数

纸袋 75 苹果价格指数

纸袋 80 及 85 苹果价格指数

图 25      新华 - 中国（运城）运城苹果价格指数体系

  新华 - 中国（运城）
苹果价格指数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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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 - 中国（运城）
苹果价格指数编制细则

 （一）样本选择
1. 样本空间

新华 - 中国（运城）苹果价格指数的样本空间包括区域样本空间和产品样本空间。

区域样本空间涵盖运城市五个苹果主产区，包括临猗、万荣、平陆、芮城和盐湖；
产品样本空间包括纸加膜 80 及 85 规格、膜袋 80 及 85 规格、纸袋 75 规格、纸袋
80 及 85 规格的红富士苹果。

2. 指数样本区域选择

运城苹果价格指数样本区域选择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第一，指数样本覆盖地区必须为苹果产地。

第二，样本总体具有一定的市场规模。

入选价格指数的苹果样本地区的产量之和在整个市场中的占比不低于 50%。假

设 为入选苹果价格指数的样本区域，则：

第三，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地区。

所选样本地区须具有一定的市场代表性。如果某一区域中没有产品达到连续交
易性原则、市场规模稳定性原则，则根据该分类产品的表现替补代表区域进入样本。

第四，专家委员会认定不适合入样的产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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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苹果产品的样本选择

苹果价格指数样本选取符合交易连续性原则、规模稳定性原则、市场代表性原则，坚持
一定的产业覆盖度。

第一，交易连续性原则。

样本单品在交易市场上交易不低于六个月且市场价格具有连续性。

第二，规模稳定性原则。

所选样本的市场交易量在整个市场中所占比重不小于 1%， ， 为苹果产品数，即：

  

第三，市场代表性原则。

所选择样本产品必须具有一定的市场代表性。如果某一分类中没有产品达到连续交易性
原则、市场规模稳定性原则，则根据该分类产品的表现替补代表品进入样本。

第四，专家委员会认定不适合入样的产品除外。

产品类别 纸加膜 80
及 85 苹果

膜袋 80
及 85 苹果 纸袋 75 苹果 纸袋 80

及 85 苹果

产品规格 直径 80-89mm 直径 80-89mm 直径 75-79mm 直径 80-89mm

表 1     苹果单品样本空间概览

（二）指数计算
1. 基期选择 

指数基准日期的选择对于指数的表征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基期的确定是作为指数
的基准参考和对比；另一方面合适的基期有助于指数的解读和效用发挥。一般情况下确定
基期的方法如下：一是基期所在的时点不宜为经济运行的峰值点和谷值点；二是基期的选
择应考虑到指数指标的数据取值范围。

作为价格指数衡量的基准时期，应该是苹果市场相对稳定的标准时期，既要反映苹果
价格水平的常态，又要考虑价格信息资料的可获得性和可比性。

从数据源的交易活跃性情况来看，价格指数的基期选择 2015 年 10 月 15 日，基点设
为 1000 点。

2. 指数计算公式

（1）单品价格指数计算方法

运城苹果单品价格指数是对运城苹果单品价格走势的一种指数量化形式。假设运城苹

果单品价格指数用 表示，则：

其中，苹果单品用 表示， ，单品 在某一考察期 t 内的价格监测点数用
表示， ，监测价格用 P 表示，苹果单品 在 t 时期第 j 监测点的权重用
表示。

（2）综合价格指数计算方法

综合价格指数是对运城苹果价格的总体走势的一种指数量化形式。假设综合价格指数
用 I 表示，则：

其中 为样本苹果单品 在苹果综合指数模型中所占的权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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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数修正

新华 - 中国（运城）苹果价格指数采用“除数修正法”修正。当指数样本或者权重发生
变化时，采用“除数修正法”修正原固定除数，以保证指数的连续性。

修正公式为：设 T 时刻对指数进行调整（使用新的权重或调入新的样本），按照旧样
本和权重得到的指数为 ，而按照新权重和样本计算得到的指数为 ，那么除数修正法
公式：

修正因子： ，

修正后的指数： 。

4. 指数计算

苹果价格指数以“点”为单位，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其中苹果单品价格指数为日度指数，
日度计算和更新、周度发布。具体做法是，在每一考察期内，用集合采集的方式进行价格采集。
其中各样本的计算价位 (X) 根据以下原则确定：

若当期没有即时价格，则 ；

若当期有即时价格，则 xt= 即时价格。

综合考虑运城苹果市场的特点，选择不同规格品种的交易量以及单一品种在不同区域
的交易量作为权重的基础指标，较好的反映供需变化对价格的影响。

单品价格指数的权重确定步骤如下：

单品价格指数的权重确定步骤如下：

首先通过专家打分，获取各规格苹果在不同市场间交易量占比的专家打分分值；

首先通过专家打分，获取各规格苹果在运城地区交易量占比的专家打分分值；

汇总多位专家的交易量打分的分值，综合计算出各规格苹果在不同市场间交易量占
比的情况，获得单品价格指数计算的权重。

汇总多位专家的交易量打分的分值，综合计算出各规格苹果的交易量占比情况，获
得综合价格指数计算时的权重。

（三）权重因子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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