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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盐业主管部门工信部确认，有关部门正加紧
研究制定盐业体制改革方案，总方向是取消盐业专营，让涉盐
企业真正实现自主经营、公平竞争。这也意味着，中国2600
年的食盐垄断史要改写了。

盐专卖制度在中国存在历史长久，从春秋战国齐国开始一
直到新中国成立。盐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之一，社会需
求量大，消费弹性极小。在封建社会大部分生产和生活资料自
给自足的情况下，盐却不可能自给自足，必须从外界获得。在
中国古代社会，盐铁茶酒是少数几项大宗交易商品，但这些商
品在不同时期都曾实行专卖，盐是其中实行专卖时间最长，范
围最广，造成经济影响最大的品种。

盐业取消专营的改革，会对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带来怎样的
改变？食盐价格会否降低？未来的食盐安全如何监管？会不
会有更多的资金进入盐业领域？广大消费者、行业专家对取消
盐业专营，又有怎样的看法和期待？市场星报记者通过多方走
访，试图提前解答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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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袭2600年的制度大变革
从出厂到消费者手中 价格最高翻10倍 我省每年食盐需求量35万吨

“消息真出来了吗？对于我们来说，只希望放开之后食盐

价格不会大涨，毕竟每天都要用到。”11月20日下午，合肥三孝

口一家土菜馆老板陈先生这样回复市场星报记者。

据报道，工信部称有关部门正加紧研究制定盐业体制改革

方案，总方向是取消食盐专营。这也是近些年来首次有政府部

门对食盐专营取消传闻加以确认。工信部作为食盐主管部门通

过书面函件称，盐业体制改革后，涉盐企业将可实现真正的自主

经营和公平竞争。

据悉，第七版盐业体制改革方案目前已获相关部委通过。

新方案分六部分内容：一是盐业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目标原

则；二是取消食盐专营、许可经营制度后实行最严格的食品监

管制度；三是健全食盐储备体系，确保食盐安全供应；四是加快

盐业体制调整，提升产业竞争力；五是健全法律法规，实施依法

治盐；六是强化领导落实各项任务。

有官员称，按照现在的方案，未来盐务局应该会取消，盐业

管理直接纳入食药监局范畴。

消息

工信部：改革总方向是取消食盐专营

现状

动态：安徽还没接到官方通知
“新闻我也关注到了，不过没

有接到任何文件。”11 月 21 日上

午，市场星报记者来到位于合肥

胜利路上的安徽省盐务管理局，

办公室主任黄萍表示，因为没有

得到官方正式消息，目前不方便

透露什么。合肥市盐业局相关负

责人同样称，没接到上级盐业专

营废除的通知。

“在新的政策没下来之前，我们

仍然按照老的政策执行，目前依然是

专营。”上述盐务管理局工作人员称，

取消食盐专营还只是个方向，就目前

来说，现在八字还没一撇，改革的时

间、路线表都没有，到目前为止，并没

有收到上级的任何文件。

据了解，根据安徽省1991年 12

月 9日发布的《安徽省盐业管理实

施办法》，未经省盐业行政主管部门

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计划外

调运、销售食用盐和其他用盐。私

运、私销各类用盐的，由各级盐业行

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

税务部门严肃查处。这种专营体制

下，我省食盐生产企业产出的产品

不能自主进入市场，必须由省盐务

局分配生产计划。

流通：食盐“身价”最高翻10倍
食盐专营，让一袋食盐从出厂

到消费者的厨房，要经过层层的“加

价”。此前有媒体报道称，目前食盐

出厂价在 500~800 元每吨，经省、

市、县三级盐业公司“经手”后，到达

消费者手中时价钱翻了6~10倍。据

了解，从生产调拨价到超市零售价，

刨去包装费、运输费等，每吨有2000

多元的利润。

2010年，国家发改委将食盐出

厂价格和产区批发价格上调80元，

上调后的碘盐产区批发价格在每吨

444 元至 668 元不等，合每 350 克

0.16元至0.23元。而盐业公司将食

盐分装成小袋食盐，加入了包装、运

输等成本，算上利润，按照规定销区

批发价格提供给零售商，价格最高翻

了10倍之多。

一位不愿具名的盐生产企业负

责人透露说，目前全国的盐业生产

处在“计划经济”时代，计划多少生

产多少。而这个生产计划交给哪个

食盐定点加工企业，是由省级盐务

局说了算，之后，省级盐业公司按照

定价将食盐划拨给市、县盐业公

司。“他们不生产盐，却拥有食盐的

品牌、经销权”。

数据：我省每年食盐需求量35万吨
市场星报记者了解到，作为全国

产盐大省，安徽的岩盐储量20亿吨，

集中在定远县，定远盐矿是全国五大

井矿盐产区之一。定远盐矿全年食

盐的产量达到150万吨，而我省每年

实际需求仅为35万吨左右。也就是

说，定远盐矿产的食盐就可完全满足

我省的消费需求。

“食盐的市场需求是固定的，无论

你多么会“吆喝”，每个老百姓每天的

食入量都差不多。”一业内人士不认同

食盐6~10倍“暴利”之说，“现在一瓶

很普通的矿泉水都卖到1.5元，食盐

从生产到流通，这个价格不算贵的。”

而越来越多的盐企也选择了“多

元化”发展。市场星报记者从省盐业

总公司了解到，该公司已经逐步形成

了以盐业网络带动非盐商品经营和

市场化运作的非盐产业，先后成立商

贸流通、地产、小额贷款、典当、超市

等市场化运作企业，并于最近“大手

笔”投资11.7亿进行花园宾馆改扩建

项目，原地将建起商业综合体、星级

酒店和写字楼，“副业”抢尽风头。

反应

消费者：现在价格也不高，担心安全问题
从市场星报记者了解到的情况

看，对于取消盐业专营，合肥的消费

者并没有特别关注。“我听儿子说过

这个事情，好像说这个制度有2000

多年的历史呢。”家住省城四里河附

近小区的刘女士表示，“不过，我觉得

这个事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影响并不

大。我家四口人，一个月一包盐，一

包盐现在也就1.5元左右，贵也贵不

到哪去，便宜也便宜不到哪去。”

现年 30 岁出头的张先生则认

为，取消盐业专营，应该会让食盐的

价格有所降低，“竞争激烈了，价格自

然会降一些，但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影响不会太大。我倒是更担心安全

问题。取消专营后，介入的企业肯定

越来越多，为了降成本，盐的质量会不

会出问题？国产牛奶就出过不少安全

问题，希望以后食盐不会出类似问

题。这可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

市场星报记者随机对100位合

肥市民进行了采访，在盐业专营取消

后最关心的问题上，有89位市民选

择了“放开后的食盐安全

问题”，而更关注价格

问题的只有11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