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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监测信息采集技术规程

为了规范柑橘监测信息采集工作，制定本规程。

1 柑橘监测信息平台体系与采集网点建设

柑橘监测信息采集平台体系包括省级柑橘监测信息管理平台、基点县生产经营监测信息整理

填报平台、市场动态监测信息整理填报平台和加工企业监测信息采集填报平台。柑橘监测信息采

集点包括基点县生产经营监测信息采集点、市场动态监测信息采集点和加工企业监测信息采集点。

柑橘监测信息平台体系与采集网点构架示意图见图 1。

图 1 柑橘监测信息平台体系与采集网点构架示意图

1.1 省级柑橘监测信息管理平台建设

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省级柑橘监测信息管理平台建设管理，负责遴选基点县平台、市场

平台和加工企业监测信息采集点，负责指导生产经营监测信息采集点、市场动态监测信息采集点

的遴选和建设；负责组织和实施柑橘监测信息采集各项工作，负责柑橘监测信息的整理、分析和

信息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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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基点县生产经营监测信息整理填报平台建设

1.2.1 基点县遴选

根据近 3年柑橘种植面积统计数据，在全省范围内选定排位相对较前的县级行政区，对入选

的县级行政区再根据柑橘商品类型（蜜橘、椪柑、冰糖橙、脐橙、柚、金柑）的地域分布和生产

水平分类，确定柑橘监测信息采集基点县。基点县由省级柑橘监测信息管理平台确定，每个主产

市州至少有一个基点县。

1.2.2 基点县条件

基点县应有固定的办公场地，配备采集填报信息的必备软件、硬件设备设施，能够实现采集

报送信息电子化处理和网上传输。每个基点县必须确定 1名专职柑橘监测信息分析员。

1.2.3 基点县职责

基点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县柑橘监测信息采集点的布设和管理，负责本县柑橘监测信

息的采集、整理、复核、填报。基点县在实施柑橘监测信息采集过程中，必须遵守以下安全规定：

一要重视信息安全性，处理、上传柑橘监测信息的计算机设备要按统一要求配备硬件和软件资源，

保证专人使用，用户名和密码要不定期更换，保障信息安全。二要重视信息保密性，柑橘监测信

息采集报送人员的用户名、密码要妥善保管，不得泄露给他人，不允许他人利用信息采集人员设

定的用户名、密码进入系统；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引用、公布监测信息内容及其分析

结果。

1.2.4 柑橘监测信息分析员

每个基点县确定 1 名柑橘监测信息分析员，负责本县柑橘生产经营监测信息采集点的遴选、

建设和管理，负责本县柑橘监测信息的收集、复核、整理、填报等工作。柑橘监测信息分析员应

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政治觉悟高，能按时、按质、按量地完成柑橘监测信息采集和报送工作。

1.3 市场动态监测信息整理填报平台建设

1.3.1 市场平台遴选

根据近 3年柑橘市场成交量统计数据，在全省范围内选定排位相对较前、经营品种较齐全、

成长性好的果品批发市场（或农产品批发市场）作为市场信息监测平台。市场信息监测平台由省

级柑橘监测信息管理平台确定。

1.3.2 市场平台条件

市场平台要有固定的办公场地，配备采集报送信息的必备软件、硬件设备设施，能够实现采

集报送信息电子化处理和网上传输。每个市场平台必须确定 1名专职柑橘监测信息分析员。

1.3.3 市场平台职责

负责本市场柑橘监测信息采集点的布设和管理，负责柑橘市场监测信息的采集、复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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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在实施柑橘市场监测信息采集过程中，必须遵守与基点县信息采集同样的安全规定。

1.3.4 柑橘监测信息分析员

每个市场平台必须确定 1名专职柑橘监测信息分析员，负责本市场柑橘市场监测信息的收集、

复核、整理、填报。柑橘监测信息分析员应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政治觉悟高，能按时、按质、

按量采集、整理和报送信息。

1.4 加工企业监测信息采集填报平台建设

1.4.1 加工企业监测信息采集填报平台

加工企业监测信息采集填报平台由省级柑橘监测信息管理平台直接管理，负责加工企业监测

信息采集点的布设、编码、建设和管理。

1.4.2 加工企业监测信息采集点布设

由省级柑橘监测信息管理平台在省内遴选 5家柑橘加工企业作为柑橘加工企业监测信息采集

点。选择加工企业的基本条件：一是具有较大的加工能力；二是加工企业的产品具有良好的品牌

声誉；三是成长性好。

1.4.3 加工企业监测信息采集点编码

采用 8位数字统一编码，前 4位使用该加工企业所在地的市、县的行政编码，第五、六位统

一为“66”（代表柑橘），第七、八位对所选柑橘加工企业进行编码（91—95）。

1.4.4 加工企业监测信息采集员

每个柑橘加工企业明确 1名信息采集员，负责本采集点的信息采集和填报。信息采集员必须

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政治觉悟高，能按时、按质、按量采集、整理和报送信息。

1.5 基点县生产经营监测信息采集点

1.5.1 生产经营监测信息采集点布设

每个基点县在本县辖区内选择 5家柑橘生产单位（或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种植大户）作为柑

橘生产经营监测信息采集点。选择生产单位的基本条件：一是有一定的规模，每个采集点至少要

有 10公顷（150亩）以上的柑橘种植（挂果）面积；二是在当地有较好的代表性，原则上在本县

辖区内选择三个有代表性的乡镇合理布点；三是尽量兼顾本地柑橘生产的主要商品类型。

1.5.2 生产经营监测信息采集点编码

采用 8位数字统一编码，前 4位使用市、县行政编码，第五、六位统一为“66”（代表柑橘），

第七、八位对所选柑橘生产企业进行编码（01—05）。

1.5.3 生产经营监测信息采集员

每个生产经营监测信息采集点必须明确 1名信息采集员，负责柑橘生产经营监测信息的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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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填报。信息采集员应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政治觉悟高，能按时、按质、按量采集、整理和

报送信息。

1.6 市场动态监测信息采集点

1.6.1 市场动态监测信息采集点布设

每个市场平台遴选 5个柑橘批发经销商（或经营户）作为柑橘市场动态监测信息采集点。选

择市场动态监测信息采集点的基本条件：一是柑橘销售量大、商品类型较齐全；二是经营手续齐

全，销售无不良记录；三是成长性好。

1.6.2 市场动态监测信息采集点编码

采用 8位数字统一编码，前 4位使用市场平台所在地的市、县行政编码，第五、六位统一为“66”

（代表柑橘），第七位为市场平台代码（第一个市场平台为 1，第二个市场平台为 2，如此类推），

第八位对所选柑橘经销商进行编码（1—5）。

1.6.3 市场动态监测信息采集员

每个市场动态监测信息采集点必须明确 1名信息采集员，负责柑橘市场动态监测信息的采集

和填报。信息采集员应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政治觉悟高，能按时、按质、按量采集、整理和

填报信息。

2 柑橘生产经营监测信息采集和填报

2.1 柑橘产量预计监测信息

2.1.1 采集信息

柑橘产量预计监测信息采集按表 1执行。

表 1 柑橘产量预计监测信息记录表

信息采集点编码：

商品类型
当年实际面积（亩） 上年实际单产

（公斤/亩）

本年预计单产 1 本年预计单产 2

总面积 挂果面积 估产时间 公斤/亩 估产时间 公斤/亩

蜜 橘 7月 25日 8月 25日

椪 柑 7月 25日 10月 15日

冰糖橙 7月 25日 10月 15日

脐 橙 7月 25日 10月 15日

柚 7月 25日 10月 15日

金 柑 7月 25日 10月 15日

注：填报数据保留 2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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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填报要求

每种类型全年调查 2次，按表 1填报监测信息。第一次产量预计填报时间为 7月 25日；第二

次产量预计填报日期分别为：蜜橘为 8月 25日，椪柑、冰糖橙、脐橙、柚、金柑为 10月 15日。

各采集点于填报日期上午 12时前将采集信息填报到县级柑橘监测信息采集平台，县级柑橘监测信

息采集平台于当天下午 16时前报送省级柑橘监测信息管理平台。

2.2 柑橘产地销售情况及价格监测信息

2.2.1 采集信息

柑橘产地销售情况及价格监测信息采集按表 2执行。

表 2 柑橘产地销售情况及价格监测信息记录表

信息采集点编码：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商品类型

本周销售情况
累计销售量

（吨）实际销售量

（吨）

平均批发销售价格

（元/公斤）

实际销售收入

（万元）

蜜 橘

椪 柑

冰糖橙

脐 橙

柚

金 柑

说明：本周销售量是指上次填报日期之后至本次填报日期之间发生的销售量；填报时间段为当

年 9月 1日至次年 2月 20日的每周星期三；填报数据保留 2位小数。

2.2.2 填报要求

采用实时记录，以周为单位集中填报信息的办法。填报监测信息的时间段为当年 9 月 1日至

次年 2月 20日，每周星期三为填报日期，本周发生了销售行为者必须准确填报相关信息，商品果

销售完毕方可停报。各柑橘生产经营监测信息采集点于填报日期（星期三）上午 12时前将采集信

息填报到县级柑橘监测信息采集平台，县级柑橘监测信息采集平台于当天下午 16时前报送省级柑

橘监测信息管理平台。

2.3 柑橘产地销售流向监测信息

2.3.1 采集信息

柑橘产地销售流向监测信息采集按表 3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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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柑橘产地销售流向监测信息记录表

信息采集点编码：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产品流向
本周销售量（吨） 累计销售量（吨）

蜜橘 椪柑 冰糖橙 脐橙 柚 金柑 蜜橘 椪柑 冰糖橙 脐橙 柚 金柑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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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流向
本周销售量（吨） 累计销售量（吨）

蜜橘 椪柑 冰糖橙 脐橙 柚 金柑 蜜橘 椪柑 冰糖橙 脐橙 柚 金柑

宁夏

新疆

香港

澳门

台湾

国外

说明：省内销售量计入“湖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销售量计入“新疆”；出口产品计入“国外”；

填报信息保留 2位小数。

2.3.2 填报要求

采用实时记录，以周为单位集中填报信息的办法。填报监测信息的时间段为当年 9 月 1日至

次年 2月 20日，每周星期三为填报日期，本周发生了销售行为者必须准确填报相关信息，商品果

销售完毕方可停报。各柑橘生产经营监测信息采集点于填报日期（星期三）上午 12时前将采集信

息填报到县级柑橘监测信息采集平台，县级柑橘监测信息采集平台于当天下午 16时前报送省级柑

橘监测信息管理平台。

2.4 柑橘生产劳动用工监测信息

2.4.1 采集信息

柑橘生产每亩劳动用工监测信息采集按表 3执行。

表 4 柑橘生产每亩劳动用工监测信息记录表

信息采集点编码：

项目名称 编号 计量单位 指标值

每亩劳动用工合计 1 天

1．橘园田间管理用工 2 天

2．柑橘果实采收用工 3 天

3．柑橘鲜果产后处理用工 4 天

4．其他用工（如防护林维护、经营管理用工等） 5 天

附记 1：本地临时雇工平均日工资 6 元/天

附记 2：本地农民外出务工平均月工资 7 元/月

说明：各指标逻辑关系：1=2+3+4+5；填报日期为 12月 25日；填报数据保留 2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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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填报要求

上报数据为本采集点柑橘生产实际平均每亩劳动用工。采用实时记录，集中填报信息的办法。

采集点于每年 12月 25日上午 12时前将数据填报到基点县平台，基点县平台于当天下午 16时前

将整理复核后的信息报送到省级平台。

2.5 柑橘生产物质费用监测信息

2.5.1 采集信息

柑橘生产每亩物质费用监测信息采集按表 4执行。

表 5 柑橘生产每亩物质费用监测信息记录表

信息采集点编码：

项目名称 编号 计量单位 指标值

每亩物质费用合计 1 元/亩

1．橘园间作与生草所需种子费用 2 元/亩

2．肥料费用 3 元/亩

3．农药费用 4 元/亩

4．排灌费用 5 元/亩

5．机械作业费 6 元/亩

6．产后处理相关费用 7 元/亩

7．柑橘生产专用工具折旧费（25%折旧） 8 元/亩

8．柑橘生产设备设施折旧费（10%折旧） 9 元/亩

9．其他费用 10 元/亩

附记：本地平均土地流转费 11 元/亩/年

说明：各指标逻辑关系：1=2+3+4+5+6+7+8+9+10；填报日期为 12 月 25日；填报数据保留 2

位小数。

2.5.2 填报要求

上报数据为本采集点的柑橘生产实际平均每亩物质费用。采用实时记录，集中填报信息的办

法。采集点于每年 12月 25日上午 12时前将数据填报到基点县平台，基点县平台于当天下午 16

时前将整理复核后的信息报送到省级平台。

2.6 柑橘实际产量及生产效益监测信息

2.6.1 采集信息

柑橘实际产量及生产效益监测信息采集按表 6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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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柑橘实际产量及生产效益监测信息记录表

信息采集点编码：

商品类型
采收面积

（亩）

实际总产量

（吨）

商品销售量

（吨）

平均批发销售价格

（元/公斤）

库存贮藏量

（吨）

蜜橘

椪柑

冰糖橙

脐橙

柚

金柑

说明：平均销售价格=总销售收入/商品销售量；填报日期为 12月 25日；填报数据保留 2位小数。

2.6.2 填报要求

采用实时记录，集中填报信息的办法。每年 12月 25日 12时前将监测信息填报到基点县平台，

基点县平台于当天下午 16时前将整理复核后的信息报送到省级平台。

3 柑橘市场动态监测信息采集和填报

3.1 采集信息

柑橘市场动态监测信息采集内容按表 7执行。

表 7 柑橘市场动态监测信息记录表

监测信息采集点编码：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商品类型
最高批发价

（元/公斤）

最低批发价

（元/公斤）

平均批发价

（元/公斤）

成交量

（吨）

成交额

（元）

蜜橘

椪柑

冰糖橙

脐橙

柚

金柑

说明：采用全年日报制，每天填报本采集点的上日（昨日）实际数据；填报数据保留 2位小数。

3.2 填报要求

采用全年日报制，各柑橘市场动态监测信息采集点于每天上午 12时前将数据（本采集点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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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实际数据）上报市场平台，各市场平台将整理、复核后的监测信息于当天下午 16时前上报省级

柑橘监测信息采集平台。

4 柑橘加工企业监测信息采集和填报

4.1 采集信息

柑橘加工企业监测信息采集内容按表 7执行。

表 7 柑橘加工企业监测信息记录表

监测信息采集点编码：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原料种类
本周采购

批次

本周采购量

（吨）

平均采购价格

（元/公斤）

原料来源

（XX省）

本周加工转化量

（吨）

说明：“原料种类”请选择填报：蜜橘、甜橙类、椪柑中的某种加工原料；“本周采购批次”按原

料来源不同按采购时间分批填报；“本周采购量”是指上次填报日期之后至本次填报日期

之间发生的采购量；“本周加工转化量”指加工转化柑橘原料量；填报数据保留 2位小数。

4.2 填报要求

采用全年周报制，每周星期三上报数据。柑橘加工企业监测信息采集平台将本企业信息整理

后于每周星期三下午 16时前将数据直接报送省级柑橘监测信息采集平台。

5 柑橘生产加工流通异常变动信息填报

5.1 采集信息

基点县监测信息整理填报平台、市场动态监测信息整理填报平台、生产经营监测信息采集

点、市场动态监测信息采集点和加工企业监测信息采集点，均要密切关注柑橘生产、加工、流

通等环节影响产业持续发展和市场平稳运行的异常情况，发现问题及时上报。例如，自然灾害

（旱灾、冰灾等）、病虫危害等导致的产量大幅下滑，价格异常变动影响市场运行秩序，区域性

“卖难”、“买难”现象，产地或品牌假冒，以及媒体及社会关注度高的其他柑橘生产、加工、流通

方面的异常问题。

5.2 填报要求

各监测平台和采集点如发现以上异常变动信息，要在发现信息的第一工作日将信息基本情况、

成因、后期变化趋势及建议等，及时上报省级柑橘监测信息管理平台。除将异常情况相关信息按

程序填报同级政府外，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对外发布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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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要指标定义与计算方法

6.1 劳动用工的指标定义

（1）橘园田间管理用工：柑橘生产过程中，每亩橘园培土、施肥、排水、灌溉、病虫草害防

治、整形修剪、花果管理等所耗费的实际用工日数。

（2）柑橘果实采收用工：每亩柑橘果实采收所耗费的实际用工日数。

（3）柑橘鲜果产后处理用工：每亩柑橘鲜果粗加工（整理、分选、包装）及贮藏运输所耗费

的实际用工日数。

（4）其他用工：不能计入上述各项，又与柑橘生产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用工分摊到每亩的用

工日数，如积肥用工分摊、经营管理用工分摊、义务用工与积累用工分摊、销售用工分摊等。

（5）本地雇工平均日工资：指本地雇佣中等劳动力从事非专业技术性工作的日平均工资。

（6）本地农民外出务工平均月工资：指本地中等劳动力在周边企业或外地从事非临时性职业

的平均月工资。

6.2 劳动用工的计算方法

（1）标准劳动日：中等劳动力在一般劳动强度下工作一天的工作量为标准劳动日。老人、体

弱者等半劳动力的实际劳动时间折半计算。

（2）实际用工日数：柑橘生产过程中自有劳动力和雇佣工人直接劳动的天数，不足一天的农

事操作按实际劳动时间（小时）除以 8计算实际用工日数：

实际用工日数＝实际劳动时间（小时）÷8。

（3）机械操作人员用工：租用机械进行果园耕翻等操作时，机械操作人员不计算劳动用工，

按实际支付的费用计入机械作业费；自有机械作业则按当地市价计入机械作业费，操作人员不另

计算劳动用工。

6.3 物质费用的指标定义及计算方法

（1）橘园间作与生草所需种子费用：用于橘园间作与生草的实际种子费用。

（2）肥料费用：包括有机肥和化肥，按实际购买价和每亩使用量计算。

（3）农药费用：按各类杀虫剂、灭菌剂、除草剂的实际购买价和每亩实际使用量计算费用。

统防统治和生物防控按实际费用计算。

（4）排灌费用：指每亩所分摊的排灌费用。外来服务（包括集体统一组织的排灌）按实际支

付的费用分推到每亩；自有排灌设备设施参照外来服务收费标准计算费用。此处不计算排灌用工。

（5）机械作业费：雇用机械作业按实际支出计算每亩费用，自有农机按当地市场平均价计算

费用（含操作人员劳动报酬）。

（6）粗加工材料费用：平均每亩柑橘鲜果粗加工的消费材料费用，包括鲜果采收、果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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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选、包装等过程中的实际消费材料。

（7）柑橘生产专用工具折旧费：柑橘生产中所需的各类小型农具和专用工具（如果剪、枝剪）

等，按购买价折旧，年折旧率统一为 25%，再分摊到每亩计算物质费用。

（8）设备设施折旧费：柑橘生产专用的仓储用房、水利设施、初制加工设施等（自有农机因

按市价计入成本，不考虑折旧费用），按购买价格折旧，年折旧率统一为 10%，再分摊到每亩计算

物质费用。

（9）其他费用：用于柑橘生产过程但不能列入上述项目的其他直接或间接生产费用，如销售

费用（指销售产品所发生的运输、包装、广告、管理等费用）、管理费用、生产性贷款利息、保险

费、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技术承包费等，按实际开支分摊到每亩计算物质费用。

（10）本地平均土地流转费：指在本地转包其他农户的旱土或林地种植柑橘平均每亩所需要

支付的年租金。

编写单位：湖南农业大学、湖南省农业委员会市场信息处、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长

沙马王堆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农业局、道县农业局、泸溪

县农业局、慈利县农业局

编写人员：高志强、胡斌清、蔡冬元、武兰、卢俊玮、廖锟、潘彤、石丽婷、廖玉祥、符皓、

杨红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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