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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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本文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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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山东农业大学、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

息研究所、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农业遥感与信息研究所、重庆市农业科学院农业科技信息研究所、天津市

农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盛威、熊露、许世卫、柳平增、李干琼、郑国清、张永恩、李建政、毕洪文、欧毅、庄

家煜、信丽媛、李灯华、刘佳佳、王禹、潘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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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鲜农产品供需平衡表编制规范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中国生鲜农产品供需平衡表的编制原则、内容要素、平衡表样式、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件适用于生鲜农产品供需平衡表(以下简称“平衡表”)的编制与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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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２２６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GB/T３５８７３　农产品市场信息采集与质量控制规范

NY/T２１３７　农产品市场信息分类与计算机编码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生鲜农产品　freshagriculturalproducts
本文件所指生鲜农产品是指蔬菜、水果、肉类、禽蛋、奶类、水产品等鲜活农产品,具有不易保存、易腐

烂、易变质等特性.

３２　
供需平衡表　supplyanddemandbalancesheet
描述生鲜农产品供给与需求在数量上平衡关系的表格,用于衡量和预测一个或多个市场年度或自然

年度期间生鲜农产品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关系.

３３　
直接消费　directusen
不经过加工、采用简单采收加工或不改变生鲜农产品物理性质或化学构成的运输包装加工等过程而

直接进入流通或食用环节的生鲜农产品消费.

３４　
加工消费　processinguse
由加工设施设备通过初加工或精深加工而改变了生鲜农产品物理性质或化学构成的生鲜农产品

消费.

４　编制原则

４１　平衡性原则

平衡表中的供给量应等于需求量.供给量中的各组成部分之和应等于需求量中的各组成部分之和.

４２　定量化原则

平衡表中供给量与需求量及各类指标值均应用定量化数值表示,其数值应为运用成熟技术方法采集

或计算分析得出.

４３　一致性原则

平衡表中各项指标的统计口径应保持时间上、空间上的同等可比性.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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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动态化原则

平衡表编制应设定相应的编制周期,进行动态化、滚动式编制.

５　内容要素

５１　供给量

反映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可以提供给市场的可供消费的生鲜农产品数量的总和,应包括:

a)　产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生产出来的生鲜农产品数量,应反映编制期内该国家或地

区当期新生产出的生鲜农产品数量.

b)　进口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进口的生鲜农产品数量,应反映编制期内由世

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对该国家或地区提供产品的状况.

c)　期初库存.一个计算周期开始时,可供使用的库存生鲜农产品数量;应反映编制期内该国家或地

区上一周期存留生鲜农产品的数量.

５２　需求量

反映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市场需要生鲜农产品数量的总和,应包括:

a)　消费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消费的生鲜农产品的数量,应包括直接消费、加工消

费、其他消费、损耗等,反映编制期内该国家或地区对生鲜农产品需要的数量.

b)　出口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出口生鲜农产品的数量,应反映编制期内该国

家或地区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出口生鲜农产品的状况.

c)　期末库存.一个计算周期结束时,留存供下一周期使用的数量.一个库存周期期末库存等于下

一周期的期初库存.

６　平衡表样式

６１　表头

生鲜农产品供需平衡表的表头包括平衡表具体名称、计量单位.平衡表具体名称应明确品种和编制

范围,其中编制范围应为世界、某一国家、某一地区中的一种,分别命名为全球平衡表、国家平衡表、地区平

衡表.计量单位应标注在平衡表右上方.

６２　主要内容

生鲜农产品供需平衡表由供给量和需求量两部分组成.供给量指标应包括产量、进口量、期初库存

量;需求量指标应包括消费量、出口量、期末库存量,其中消费量指标为直接消费量、加工消费量、其他消费

量及损耗量.当库存无法计算时,也可用结余量反映库存特征.

６３　涉及时期

生鲜农产品供需平衡表反映３个阶段供需状况,分别为历史阶段值、当期阶段值、预测阶段值,对应平

衡表的列标题.

６４　附加信息

附加信息是针对平衡表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指标补充注释及数据资料来源,予以文字说明,宜简明清

晰.附加信息一般以表注的形式给出.

６５　表样

蔬菜供需平衡表样式见附录 A中表 A１,水果供需平衡表样式见表 A２,肉类包括猪肉、牛肉、羊肉、
禽肉等供需平衡表样式见表 A３~表 A７,禽蛋供需平衡表样式见表 A８,奶类供需平衡表样式见表

A９,水产品供需平衡表样式见表 A１０.

７　数据来源及处理

７１　数据来源

平衡表数据应选用政府部门公开发布的统计资料、专业机构监测发布的数据资料及权威机构实地调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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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数据等.其中,政府部门公开发布的统计资料包括统计公报、统计年鉴、普查公报等.数据应符合 GB/

T２２６０、GB/T３５８７３、NY/T２１３７相关条款的要求.在以上数据不能满足需要时,可选用经过科学方法

计算得到的数据.

７２　数据收集

应运用科学有效的调查方式和方法收集平衡表数据.宜采用常规统计、访问调查、问卷调查、实地观

察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等方法,确保获取数据准确、真实、全面.

７３　数据分析

７３１　供给量为当期生鲜农产品的产量、进口量和期初库存量的汇总,按公式(１)计算.

S＝Y＋Imp＋Stockini (１)
式中:

S ———生鲜农产品供给量;

Y ———当期生鲜农产品产量;

Imp ———当期进口量;

Stockini———期初库存量.

７３２　需求量为当期生鲜农产品消费量、出口量和期末库存量的汇总,按公式(２)计算.

D＝C＋Exp＋Stockend (２)
式中:

D ———生鲜农产品需求量;

C ———当期生鲜农产品消费量;

Exp ———当期出口量;

Stockend———期末库存量.

７４　指标值预测

平衡表指标值预测,应基于时间序列、回归分析、神经网络等计量经济、人工智能预测分析方法得到.
编入表中的预测值宜结合专家会商等方法确定.

３



NY/T４６９５—２０２５

附　录　A
(资料性)

中国生鲜农产品供需平衡表样式

A１　蔬菜供需平衡表样式

表 A１给出了蔬菜供需平衡表样式.

表A１　中国蔬菜供需平衡表１

单位为万吨

内容要素 历史阶段值 当期阶段值 预测阶段值

产量２

　自损量２

　商品产量２

进口量３

期初库存４

消费量５

　直接消费６

　加工消费７

　其他消费及损耗８

出口量３

期末库存４

　　１　蔬菜商品产量＋蔬菜进口量＝蔬菜消费量＋蔬菜出口量＋蔬菜结余量.

　　２　蔬菜产量是指田头收获的产量,一般为蔬菜生产中所统计的产量,历史阶段蔬菜产量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等官方

机构;自损是指蔬菜从田头到最终购买阶段因收获、分拣、储藏、运输、销售环节形成的弃收、失水、腐烂等鲜活农产品

特有损失;蔬菜商品产量是指经过运输、储藏、批发、零售等诸多环节中的一个或多个环节后,可由消费者购买的蔬菜

量,蔬菜商品产量＝蔬菜产量－自损量.

　　３　历史阶段蔬菜进口量、出口量数据来源于海关总署等机构.

　　４　当期初、期末库存无法计算时,也可用库存的结余量表示.

　　５　蔬菜消费量(包括直接消费量、加工消费量、其他消费及损耗量)数据均为估计值.

　　６　蔬菜直接消费是指用于鲜食的蔬菜消费量,包括未经加工或经过简单处理的蔬菜.

　　７　蔬菜加工消费是指经过初加工或精深加工的蔬菜加工食品的消费量,主要包括腌制蔬菜、干制蔬菜、蔬菜罐头等传统

蔬菜加工品,以及脱水蔬菜、速冻蔬菜、蔬菜脆片等半加工品.

　　８　蔬菜其他消费及损耗包括种用消费量,以及蔬菜购买后在其消费、加工、烹饪过程中的一般性损失等.

A２　水果供需平衡表样式

表 A２给出了水果供需平衡表样式.

表A２　中国水果供需平衡表

单位为万吨

内容要素 历史阶段值 当期阶段值 预测阶段值

产量１

进口量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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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２　(续)

内容要素 历史阶段值 当期阶段值 预测阶段值

期初库存３ 消费量４

　直接消费５

　加工消费６

　其他消费及损耗７

出口量２

期末库存３

　　１　历史阶段年度水果产量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等官方机构.
２　历史阶段水果进口量、出口量数据来源于海关总署等机构.
３　当期初、期末库存无法计算时,也可用库存的结余量表示.
４　水果消费量(包括直接消费量、加工消费量、其他消费及损耗量)数据均为估计值.
５　水果直接消费是指用于鲜食的水果消费量,包括未经加工或经过简单处理的水果.
６　水果加工消费是指经过初加工或精深加工的水果加工食品的消费量,主要包括水果干制品、糖制果品、果汁果酱、水

果罐头制品、水果冷冻制品和水果发酵制品.
７　水果其他消费及损耗包括种用消费量、采后损失量等.

A３　肉类供需平衡表样式

表 A３给出了肉类供需平衡表样式.

表A３　中国肉类１供需平衡表

单位为万吨

内容要素 历史阶段值 当期阶段值 预测阶段值

产量２

进口量３

期初库存４

消费量５

　直接消费６

　加工消费７

　其他消费及损耗８

出口量３

期末库存４

　　１　肉类主要是指猪肉、牛肉、羊肉、禽肉等畜产品.
２　历史阶段肉类产量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等官方机构.
３　历史阶段肉类进口量、出口量数据来源于海关总署等机构.
４　当期初、期末库存无法计算时,也可用库存的结余量表示.
５　肉类消费量(包括直接消费量、加工消费量、其他消费及损耗量)数据均为估计值.
６　肉类直接消费是指鲜食肉类消费量,包括带骨肉类消费量.
７　肉类加工消费是指经过深加工成为肉类制品的消费量.
８　肉类其他消费及损耗是指除直接、加工消费以外的消费量,以及肉类在屠宰、加工、流通等环节的损耗量.

A３１　猪肉供需平衡表样式

表 A４给出了猪肉供需平衡表样式.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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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４　中国肉类１供需平衡表

单位为万吨

内容要素 历史阶段值 当期阶段值 预测阶段值

产量２

进口量３

期初库存４

消费量５

　直接消费６

　加工消费７

　其他消费及损耗８

出口量３

期末库存４

　　１　历史阶段猪肉产量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等官方机构.
２　历史阶段猪肉进口量、出口量数据来源于海关总署等机构.
３　当期初、期末库存无法计算时,也可用库存的结余量表示.
４　猪肉消费量(包括直接消费量、加工消费量、其他消费及损耗量)数据均为估计值.
５　猪肉直接消费是指鲜食猪肉消费量,包括带骨猪肉消费量.
６　猪肉加工消费是指经过深加工成为猪肉制品的消费量.
７　猪肉其他消费及损耗是指除直接、加工消费以外的消费量,以及猪肉在屠宰、加工、流通等环节的损耗量.

A３２　牛肉供需平衡表样式

表 A５给出了牛肉供需平衡表样式.

表A５　中国肉类１供需平衡表

单位为万吨

内容要素 历史阶段值 当期阶段值 预测阶段值

产量２

进口量３

期初库存４

消费量５

　直接消费６

　加工消费７

　其他消费及损耗８

出口量３

期末库存４

　　１　历史阶段牛肉产量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等官方机构.
２　历史阶段牛肉进口量、出口量数据来源于海关总署等机构.
３　当期初、期末库存无法计算时,也可用库存的结余量表示.
４　牛肉消费量(包括直接消费量、加工消费量、其他消费及损耗量)数据均为估计值.
５　牛肉直接消费是指鲜食牛肉消费量,包括带骨牛肉消费量.
６　牛肉加工消费是指经过深加工成为牛肉制品的消费量.
７　牛肉其他消费及损耗是指除直接、加工消费以外的消费量,以及牛肉在屠宰、加工、流通等环节的损耗量.

A３３　羊肉供需平衡表样式

表 A６给出了羊肉供需平衡表样式.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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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６　中国肉类１供需平衡表

单位为万吨

内容要素 历史阶段值 当期阶段值 预测阶段值

产量２

进口量３

期初库存４

消费量５

　直接消费６

　加工消费７

　其他消费及损耗８

出口量３

期末库存４

　　１　历史阶段羊肉产量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等官方机构.
２　历史阶段羊肉进口量、出口量数据来源于海关总署等机构.
３　当期初、期末库存无法计算时,也可用库存的结余量表示.
４　羊肉消费量(包括直接消费量、加工消费量、其他消费及损耗量)数据均为估计值.
５　羊肉直接消费是指鲜食牛肉消费量,包括带骨羊肉消费量.
６　羊肉加工消费是指经过深加工成为羊肉制品的消费量.
７　羊肉其他消费及损耗是指除直接、加工消费以外的消费量,以及羊肉在屠宰、加工、流通等环节的损耗量.

A３４　禽肉供需平衡表样式

表 A７给出了羊肉供需平衡表样式.

表A７　中国肉类１供需平衡表

单位为万吨

内容要素 历史阶段值 当期阶段值 预测阶段值

产量２

进口量３

期初库存４

消费量５

　直接消费６

　加工消费７

　其他消费及损耗８

出口量３

期末库存４

　　１　历史阶段禽肉产量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等机构.
２　历史阶段禽肉进口量、出口量数据来源于海关总署等机构.
３　当期初、期末库存无法计算时,也可用库存的结余量表示.
４　禽肉消费量(包括直接消费量、加工消费量、其他消费及损耗量)数据均为估计值.
５　禽肉直接消费是指鲜食禽肉消费量,包括带骨禽肉消费量.
６　禽肉加工消费是指经过深加工成为禽肉制品的消费量.
７　禽肉其他消费及损耗是指除直接、加工消费以外的消费量,以及禽肉在屠宰、加工、流通等环节的损耗量.

A４　禽蛋供需平衡表样式

表 A８给出了禽蛋供需平衡表样式.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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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８　中国肉类１供需平衡表

单位为万吨

内容要素 历史阶段值 当期阶段值 预测阶段值

禽蛋产量２

进口量３

期初库存４

消费量５

　直接消费６

　加工消费７

　其他消费及损耗８

出口量３

期末库存４

　　１　历史阶段禽蛋产量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等官方机构.
２　历史阶段禽蛋进口量、出口量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总署等机构.
３　当期初、期末库存无法计算时,也可用库存的结余量表示.
４　禽蛋消费量(包括直接消费量、加工消费量、其他消费及损耗量)数据均为估计值.
５　禽蛋直接消费是指鲜食禽蛋消费量.
６　禽蛋加工消费是指经过加工成为蛋制品的消费量,即皮蛋、咸鸭蛋、卤鸡蛋、蛋粉、蛋干、蛋液等禽蛋加工品的消费量.
７　禽蛋其他消费及损耗是指种用等除直接、加工消费以外的消费量,以及禽蛋在运输、加工等环节的损耗量.

A５　奶类供需平衡表样式

表 A９给出了奶类供需平衡表样式.

表A９　中国肉类１供需平衡表

单位为万吨

内容要素 历史阶段值 当期阶段值 预测阶段值

产量２

进口量３

期初库存４

消费量５

　直接消费６

　加工消费７

　其他消费及损耗８

出口量３

期末库存４

　　１　历史阶段奶制品产量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等官方机构.
２　历史阶段奶制品进口量、出口量数据来源于海关总署等机构.
３　当期初、期末库存无法计算时,也可用库存的结余量表示.
４　奶制品消费量(包括直接消费量、加工消费量、其他消费及损耗量)数据均为估计值.
５ 　奶制品直接消费是指以生鲜乳为原料,经过初步处理的液态乳、发酵乳的消费量,主要包括(巴氏)杀菌乳、高温灭菌

乳、调制乳、酸奶等消费,一般折合原料奶进行统计.
６　奶制品加工消费是指将生鲜乳经过提炼、调制等程序加工成为乳粉、干乳制品的消费量,主要包括各类奶粉、炼乳、干

酪、乳脂类、乳清粉等消费,一般折合原料奶统计.
７　奶制品其他消费及损耗是指除直接、加工消费以外的消费量,以及奶制品在运输、加工等环节的损耗量.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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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６　水产品供需平衡表样式

表 A１０给出了水产品供需平衡表样式.

表A１０　中国肉类１供需平衡表

单位为万吨

内容要素 历史阶段值 当期阶段值 预测阶段值

产量１

　捕捞产量

　养殖产量

进口量２

期初库存３

消费量４

　直接消费５

　加工消费６

　其他消费及损耗７

出口量２

期末库存３

　　１　水产品产量包括捕捞产量和养殖产量两项,历史阶段产量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等官方机构.
２　历史阶段水产品进口量、出口量数据来源于海关总署等机构.
３　当期初、期末库存无法计算时,也可用库存的结余量表示.
４　水产品消费量(包括直接消费量、加工消费量、其他消费及损耗量)数据均为估计值.
５　水产品直接消费是指用于食用的鲜活、冷鲜、冷冻等多种形式的水产品消费量,包括带骨、皮、壳的消费量.
６　水产品加工消费是指用于加工或半加工的水产品总量.
７　水产品其他消费及损耗包括种用消费量、损失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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