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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年来，郑州粮食批发市场通过公开、公
正、公平竞争形成的粮食市场价格，在指导生
产、引导消费、调节供求、促进流通等方面的作
用日益明显，业界习惯称之为“郑州价格”，成
为全国粮食市场的指导价格和粮食供求关系

的“晴雨表”。
十几年来，“郑州价格”曾多次成功预测我

国粮食价格将出现转折点，特别是 2002年 12
月，路透社将“郑州小麦”期货价格列入世界最
有影响力的全球报价系统，更凸显了郑州价格

作为中国粮食价格“风向标”、“晴雨表”的作
用。如今，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价格已成为国
内外贸易的重要参考价格。一些国外贸易企
业开始把郑州商品交易所相关品种期货价格
作为同国内洽谈贸易的参考依据。

“郑州价格”成粮市“风向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粮食
流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进入市场调节
的粮食也不断增多。如何建立国家粮食宏
观调控和健全粮食市场体系，使国家能够
宏观调控粮食市场，又能使生产者和经营
者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1988年，国务院
成立了课题组，开展期货市场的课题研究，

经过调查研究，确立了“先成立现货批发市
场，再推出期货市场，最终促进中国粮食市
场的流通”的主导思想。

1990年 10月 12日，经过理论研讨和探
索，我国第一个引进期货机制的规范化的国
家级中央粮食批发市场——中国郑州粮食
批发市场正式开业，拉开了我国现代粮食批

发市场发展的序幕，在当时成了我国市场经
济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一面旗帜，它向世
界传播了一个重要信息——中国改革开放
的进程不会倒退，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决心不
会动摇。因而，它的成立震动了世界，国内
外主要媒体盛赞它是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
里程碑”、“坚持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

它的建立曾震动世界

1991年 3月，我国第一份粮食远期合同
在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签订，这标志着郑州粮
食批发市场向期货市场迈出了重要一步。
1992年10月，我国第一部商品期货交易规则
在郑州粮食批发市场诞生，1993年3月1日，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创办的我国第一家农产
品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正式开

业，并于当年 5月 28日在全国首次推出农产
品规范化的期货交易，在不到三年的时间
内，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实现了国家确定的

“从现货起步，向期货发展”的战略目标。
在 1993～2000年长达 8年的时间里，郑

州粮食批发市场与郑州商品交易所“一套机
构、两块牌子”，现货、期货两种交易机制并

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运作模式被称为
“郑州模式”。“郑州模式”大大缩短了由现货
市场向期货市场过渡的进程，同时促进了现
货市场的规范发展，在国际期货界产生了重
大影响，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期货市场
的成功模式，并被东欧、中亚和西非一些国
家所借鉴。

“郑州模式”被广为借鉴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的成功运行引起了国
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9年来，先后有 5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政要、使节、专家、学者到郑州粮
食批发市场参观、考察。

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和香港等
数十家世界著名新闻媒体对郑州粮食批发市场
做过专题报道。美国斯坦福大学著名学者杰弗
利·威廉斯教授等曾对郑州粮食批发市场进行
了长达4年的跟踪研究，他在1998年发表的《一
个期货市场的崛起》的专题研究报告中，称郑州
粮食批发市场是“近几十年来世界上建立的为
数不多的成功的农产品交易所”。日本关西农

产品交易所、加拿大温尼伯期货交易所先后与
郑州商品交易所结为友好交易所；郑州商品交
易所1996年加入了“世界期权协会”，1997年参
与创建了“世界期货协会”，从而同世界50多家
交易所建立了友好交流关系。

2001年，与郑州粮食市场一起经历了十几
年风雨的郑州商品交易所脱离出来，现在已经
形成多品种活跃的新局面，进入稳步发展的新
阶段。2009年 4月 20日，早籼稻期货成功上
市，标志着我国主要农产品期货品种体系已基
本健全，郑州商品交易所也形成了以粮、棉、油、
糖大宗农产品为基础，兼有工业品的综合性交

易品种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进一步巩固。
2008年共成交期货合约 4.5亿手，成交金

额 15.6 万亿元，较上年分别增长了 139%和
163%，连续两年市场增长率超过100%。据美
国期货业协会（FIA）发布的全球 69家主要衍
生品交易所 2008年交易量统计报告显示，郑
州商品交易所跻身全球衍生品交易所第 13
位，比 2007年的第 24位上升了 11位，并以其
139.2%的增速，被誉为“全球增长最快速的交
易所”。在全球20个农产品及软商品期货、期
权交易量中，郑州商品交易所白糖期货交易量
稳居年度第一，强麦期货名列第七。

被誉为“为数不多的成功的农产品交易所”

●2006年 12月
19日，本报在A3版以
《世界首个PTA期货落
户郑州》为题，报道世界
首个PTA期货在郑州商
品交易所上市一事。

●2007年6月9
日，本报在A2版以《菜
籽油期货昨日登陆郑商
所》为题，报道了菜籽油
期货作为一个新品种，
在郑州商品交易所上市
一事。

●2007年8月2
日，本报以《投资大师罗
杰斯要把股票留给4岁
女儿》为题，报道了投资
大师吉姆·罗杰斯在郑
州商品交易所就中国的
股市和期货市场发表演
讲，并和听众现场交流。

●2008年1月9
日，本报在A19版以《今
明两天，河南再拍卖小
麦200万吨》为题，报道
了郑州粮食批市场创立
的中华粮网将在2008
年1月9日～10日举办
“最低收购价小麦竞价
销售交易会”一事。

●2008年4月10
日，本报在A10版以《李
经谋：让郑州成为“天下
粮仓”》为题，报道了郑州
粮食批发市场和郑州商
品交易所的创始人、中国
期货市场的探路人——
李经谋，与粮食行业、期
货行业的不解之缘。

●2009年4月21
日，本报在A19版以《早灿
稻期货昨日登陆郑商所》
为题，报道了我国第一大
粮食作物品种稻谷的期货
品种早籼稻期货正式登陆
郑州商品交易所。

●2009年6月2
日，本报在A21版以《5
月份全国期货成交量同
比增六成》为题，报道了
郑州商品交易所的有关
交易状况。

晚报有关
郑州商品交易所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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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已是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开业的第19个年头了，作为国
务院批准建立的我国第一家国家级规范化的粮食批发市场，和郑
州市商品交易所一起，现货和期货并存成为国家对粮食市场宏观

调控的有力工具和载体，“郑州价格”逐渐赢得了中国粮食市场价格体系“风向标”、“晴雨
表”的美誉，国内外新闻媒体还给予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和郑州商品交易所中国“发展市场
经济的里程碑”、“中国第一市”、“坚持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等评价。2002年12月，“郑州
小麦”期货价格还被路透社列入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全球报价系统。

郑州晚报对郑州粮食市场、期货市场的关注、分析和报道一直没有停
止，在《郑州晚报》创刊60周年之际，记者来到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和郑州商
品交易所，探寻它们的建立和成长历程，记录它们为中国市场经济的确立
和发展做出的积极探索。 晚报记者 袁建龙

一市场一市场“引领”价格风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