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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州首家海关AA类企业获批
星报讯（叶元真 星级记者 张华玮） 日前，市场星报

记者从蚌埠海关驻宿州工作组获悉，宿州市皖神面制品

有限公司经海关总署核准，正式成为海关AA类管理企

业，这是海关分类管理等级中的最高类别，意味着该公

司将在享受海关快速通关、个性服务的同时，进一步提

高其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这也是宿州市首家获此

管理类别的企业。

据介绍，适用AA类管理企业，在享受A类管理便利

措施基础上，还可享受先行办理担保验放手续、适用较

低查验率、开展加工贸易不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海关

指派专人负责协调解决通关疑难问题等便利措施。

更具含金量的是，AA类资格还是一张国际通行证，

在与我国签订AEO企业（中国海关的 AA 企业）互认的

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韩国等，发生直接进出口业务

时，我国AA类企业还可以在相应国家或地区海关享受

较低进口货物查验率，简化进口货物单证审核，进口货

物优先通关等便捷措施，进一步提高其在国际市场中的

竞争力，这对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是一个重大利好。

2600多年前 春秋战国
人物：管仲

盐政：“官山海”，即对盐实行专卖

市场：跨国企业，绝对垄断，当时其他国家吃的

盐，大多是产自齐国的海盐

利润：齐国财政收入几乎倍增，齐桓公依仗雄厚

的财力，顺利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

1300多年前 唐代
人物：唐玄宗

盐政：恢复盐税，逐步重建食盐国家专卖制度

市场：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盐业改为民

制、官收、官卖、商运、商销

利润：“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到了公元779年，

盐税收入占当时国家财政总收入一半以上

700多年前 元代
市场：官盐价格昂贵，私盐越来越多，导致官盐

积滞不销

调控：统治者扩大官卖食盐区域，并强行配给民

食，不分贫富贵贱，一律征收盐课

成本：农民把一整年的粮食都卖完也交不起盐课

后果：淮南盐贩张士诚与浙江盐贩方国珍起义，

史学界有“元代之亡，亡于盐政紊乱”一说

200多年前 清代
市场：盐的收买权、运销权统归盐商，盐商垄断

全国食盐销售

利润：公元 1772 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

32%，其中四分之一是扬州盐商交的盐税

后果：当时，盐政官员有“天下第一肥缺”之称。

后官商勾结，与民争利

新中国盐政
新中国成立后，盐业的管理纳入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轨道，引导个体盐民实行集体化生产，

建立起社会主义盐业基础。

1982 年 国家重申盐是全国 16 个大宗商品

之一，实行指令性计划

1990 年 3 月 2 日 国务院发布《盐业管理条

例》，规定盐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家有计划

地开发利用

1996 年 5 月 国务院发布《食盐专营办法》，

决定对食盐实行专营管理

2014 年 11 月 20 日 工信部确认未来将取消

食盐专营

三皖籍富豪登福布斯IT富豪榜
星报讯（记者 丁林） IT互联网行业已成为财富聚

集的重要领域。继9月底胡润发布 IT富豪榜后，日前

《福布斯》杂志中文版也发布2014中国 IT互联网富豪

榜，前三甲由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掌舵人”包

揽。三位皖籍富豪也相继入围榜单。

在福布斯2014中国富豪榜中，34位来自IT互联网

行业，其财富总值占榜单总量16.2%，财富值高达6723

亿人民币。在本次IT榜单中，马云以1193.4亿元的财

富排名榜首；百度的李彦宏和腾讯的马化腾分别以

899.6亿元和881.3亿元位居二、三位。

也有三位安徽籍老乡登上榜单。他们分别是巨人

集团的史玉柱父女，苏宁云商的张近东以及联想集团的

杨元庆。值得注意的是，史玉柱父女和张近东的财富均

为195.8亿元，并列榜单第8位。杨元庆以70.4亿元排

在榜单第20位。

在早前胡润的 IT富豪榜中，共有7名皖籍富豪入

围，包括百度李彦宏马东敏夫妇、比亚迪王传福、融捷投

资的吕向阳和张长虹夫妇、大富科技的孙尚传和刘伟夫

妇、巨人史玉柱家族、联想杨元庆和易车网的李斌。同

时，在胡润榜单中，安徽本土也有企业家进入IT富豪榜，

来自美亚光电的田明以54亿元排在“50强”的第43位。

我省黄金产量今年有望破21吨
池州新发现一处“金矿”

星报讯（记者 沈娟娟） 昨日，市场星报记者从安徽

省黄金管理局获悉，今年1~10月，我省累计生产黄金

17.2吨，同比增长0.9%，预计到今年底，全省黄金产量可

突破21吨，在我省池州地区新发现一处“金矿”，规模在

“大型以上”。

据安徽省黄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安徽黄金产

量已经连续七八年创历史新高。“我省黄金80%以上分

布在铜陵。”该负责人解释，新增的黄金资源，大多分布

在我省“一带两翼”的黄金分布带上，“一带”为长江中下

游地区，将建设皖江黄金产业基地，“两翼”分别为皖南

和皖东北，分别将建立皖南资源后备基地和皖东北黄金

生产基地。

此外，今年在池州抛刀岭发现一处金矿，“有望成为

我省最大的独立金矿山，规模称得上是大型以上。”

另外，第五届中国（合肥）国际黄金珠宝玉石展览会

将于12月5日至8日举行，作为展会主办单位之一，安

徽省黄金管理局将组织10家黄金企业参展，包括星光珠

宝、富垠黄金等。

“现场黄金饰品将在价格上优惠销售，每克比商场

售价低30元左右。”上述负责人透露。

黄金价格今年走低，未来趋势如何？安徽省黄金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分析，从长期来说，黄金市场还是值得

看好的，“投资者有闲钱，可关注黄金。”

“取消食盐专营后，食盐的价格应该会降下来，”中科大管理学

院副教授张瑞稳表示，“专营没有竞争，消费者没有选择权，只能被

迫接受食盐的价格和质量。而取消专营后，各类企业将公平竞争，

会提高生产效率。一批品牌盐会出现，部分企业会做大做强，扩大

市场份额。同时，普通低端盐会降价，一些中高端的食盐品种价格

会更高，消费者的选择范围将扩大。”

“取消食盐专营，政府监管就更不能放松，这和市场竞争是两

码事。取消食盐专营不等于放松监管，不能因为放开就让低质盐

进入市场。制定相关监管法律，设立准入门槛，都是必要的措施。

从某种角度而言，越是放开，监管就应该越严。”张瑞稳说。

在价格方面，张瑞稳表示，“取消专营后，盐价将由市场决定，

据我了解，目前盐业市场供需平衡，食盐近期肯定不会涨价，也

很难出现大幅度的降价。”

我国盐改史：

从2001年起的10多年间，国家曾制定过六

次盐改方案，试图攻破盐业专营的堡垒，但由于

各种原因都停下来了。

第一次盐改（2001年）：经贸委盐办提出

因国家经贸委撤销，方案暂停

第二次盐改（2003年）：发改委盐办提出

盐业主管划归发改委，方案搁浅

第三次盐改（2004年）：《〈盐业管理条例〉

完善修改稿》完成并转交发改委 方案最终未公布

第四次盐改（2005）：国务院明确提出研究

制定盐业体制改革方案 发改委工业管理职能

划走，方案搁浅

第五次盐改（2009年）：发改委牵头成立盐

业体制改革小组 中盐公司的建议促使改革暂停

第六次盐改（2011年）：国家发改委经济体

制与管理研究所盐改课题组提出 受到多方阻

挠，搁浅

取消盐业专营食盐会便宜吗？
专营取消后或出五花八门“概念盐”价格或更低

生产企业：不见得有更多民间资本进入
“我们对改革是非常赞成的，现在企业利润真的很少。”省内一家食

盐生产企业的老板说，生产企业一直呼吁取消食盐专营，放开食盐市场。

该老板透露，作为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将按照改革方向、政策进行，

保证合格的盐进入市场，“以后食盐出厂价格不会这么统一了，肯定有

高有低，一些小袋包装的5毛盐，可能会现身超市，竞争更激烈，但市场

也会更活跃。”

这位老板还表示，“盐属于地域性很强的产品，只有地下有资源才

有条件生产。而且，根据国家相关法律，食盐生产企业必须取得相应

资质，国家发改委也曾下文，每个省有定点食盐生产企业的不再增加，

没有的可以增加。”

“放开后，不见得会有更多民间资本进入。”我省另一家食盐生产企

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以后的利润会降得更低，而且食盐关乎国家安全

和人民身体健康，监管依然会很严，做这行的企业压力可能会很大，不是

什么人都能做的，肯定会有一个门槛。”

餐饮企业：能便宜当然最好，影响不大
王经理在合肥经营着一家中小型餐馆，“我们餐馆做的主要是附近

居民的生意，大家挺给面子的，生意还不错。月收入在两三万的样子。”

王经理说，“我们家菜的口味蛮重的，用盐量不小。一天10斤盐左右，我

们跟附近的小商贸公司有合作，拿的盐1.2元一斤。”

对取消盐业专营，王经理也有所耳闻，“打破垄断肯定是好事，市场

经济，就应该放开让大家同起点竞争。在有效监管之下，能为消费者提

供质量好、价格优的食盐，自然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不过，王经理也坦言，“1天12元，一个月360元的食盐使用成本，在

我的所有支出成本中只占很小的份额，即便今后价格下滑，也不会对我

产生太大的影响。”

王经理也同大多数消费者一样，比较担心食盐的安全问题，“通过放

开竞争，我相信食盐的种类会越来越多，有价格更低的，也会有价格更高

的，这里面有个质量把控问题很严重。像我们做餐饮的，一方面肯定希

望通过购买低价盐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又怕买到假盐，或是质量不好的

盐，盐一旦出问题，可都是大问题。”

专家

五花八门“概念盐”或将横空出世
合工大工商管理系 张鑫教授

“举一个很直观的例子，现在你没见过哪个食盐企业做广告

吧？未来可能就会看到了！”说到取消食盐专营市场的变化，合工

大工商管理系张鑫教授生动地说。

他表示，政府相关部门在充分论证、权衡利弊的基础上，进行

涉及广泛民生的食品生产经营方面的改革可以大胆，但措施要完

善，谨慎推行，确保食品安全与经济效益并重。“对于像食盐这种人

类生存离不开、无法替代的必须消费品，生产经营的改革更要慎

重，必须将安全放在第一位，加强监管尤为重要。”张鑫分析说，国

家层面还应有一个安全储备量，确保出现特殊情况下的市场供应。

而谈到放开专营后的食盐趋势，张鑫认为今后会有很多高价

“概念盐”横空出世。“可能有保健盐、营养盐等等，像现在的大米、

食用油一样，出现多元价格体系，老百姓可选择的也更多了。”

张鑫强调说，食盐是一个需求弹性为零的产品，百姓过日

子家家都得有一个盐罐子。食盐专营取消了，监管部门不仅不

能就此“歇业”，反而更要加大监管监控力度，确保市民吃上安

全盐、放心盐。

监管不能放松，要有准入门槛
中科大管理学院副教授 张瑞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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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盐业专营制度的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