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点关注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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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改四个月，跨省卖盐为啥还这么难？
今年1月1日，一项“改变千

年专卖制度”的改革——盐业体
制改革拉开大幕。如今，改革走
过四个月的路，市场与行业的表
现可谓“冰火两重天”。市场表
现波澜不惊：价格稳定，供应充
足，一般消费者甚至根本意识不
到改革正在进行中。行业风波
此起彼伏：各地不时传来食盐跨
省遭扣留的信息，有媒体甚至惊
呼“食盐跨省经营发生混战”。

盐改究竟为何出现如此局
面？记者对盐改一季度情况做
了一些了解和梳理。

盐改施行一个季度，各
方运行平稳正常

价格基本稳定，储备供应充
足，市场竞争态势形成。盐改方
案执行一个季度，主管部门认为
运行情况“平稳正常”。

首先是食盐价格基本稳
定。由于我国食盐生产行业也
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因此在
今年放开食盐价格前，就有专
家做出判断，放开价格后，盐价
不会大起大落，而应该会稳中
有降。根据有关部门的食盐价
格评审中心的信息，这个判断基
本正确，食盐价格3个月降了3%
左右。

记者在超市里看到，食盐品
种有5个，价格从两元到五元不
等，货架上堆得满满的。价格稳
定的同时，不同品种的价位差别
开始出现，在北京超市里，最便
宜的盐标价1元左右，高档盐要
11元左右。盐价变化比较显著
的是食品加工业。酱油厂、咸菜
厂以及调味品生产企业等用盐
大户的用盐成本明显下降，降价
幅度在30%~50%。如广州某酱
油厂，生产用盐价格降了近

50%，仅这一项开支一年减少约
1亿元。

平稳的另一个标志是食盐
储备供应目前稳定充足。2011
年日本大地震后我国出现过抢
盐风波，当时最夸张的一位武汉
先生花近2.7万元在3家商铺买了
260袋、总计1.3万斤食盐。要平
息诸如此类的波及全国的风波，
国家必须有充足的食盐储备。

在盐改实施后，盐价能否保
持基本稳定也取决于储备和供
应是否充足。近日国家发改委
的调研和督导结果显示，各省从
去年12月份到现在储备正常，
政府和企业食盐储备相当到位，
足够满足食盐零售市场3个月
的需求量。同时，市场供应品种
丰富，从过去的三五个品种到目
前的十几种盐。

在价格平稳、供应充足的情
况下，食盐的市场竞争态势已经
开始形成。在旧食盐专营体制
下，食盐市场是各省“割据”，“外
地盐”别想来插一根针。盐改新
政打破食盐产销“画地为牢”的
局面，允许跨省经营了。

“封地藩篱”的拆除，给盐企
插上了翅膀，纷纷开始跨省竞
争。仅北京就已经有107家企
业在商委备案，即将进入北京市
场。竞争态势的形成，已经让企
业初尝甜头。前面提到的广州
某酱油厂，就是通过全国招标，
把过去800多元一吨的生产用
盐，降到了现在的 400多元一
吨。食盐厂家更是铆足了劲儿，
想方设法改进设施，提高质量，
丰富品种，在未来的市场上站稳
脚跟，提高份额。企业主动作
为，行业发展动力充足，混改、联
合等改制趋势已初露端倪。

此外，社会舆论也是盐改
运行是否平稳的重要标志。国

家信息中心的大数据调研显
示，社会公众对盐改持肯定态
度的占85%左右，社会舆论普遍
反映良好。

跨省卖盐受阻，一些地
区仍守旧规

一季度多家盐业公司在江
苏、贵州、河南等省销售遭遇“扣
货”，“国字号”也未幸免。综观
这几个月的盐改，最热闹的当属
行业内部，也就是一些媒体所说
的“食盐跨省经营发生混战”。

今年实施的《盐业体制改革
方案》改革力度不小，不仅放开
了食盐价格，更重要的是明确了
两点：食盐生产企业可以自己卖
盐，省级食盐批发企业可以跨省
卖盐。两条绳子的松绑打破了
有着几千年专营历史的盐业缺
乏竞争的局面，地区间经营的篱
笆被拆除了。可是，外地盐来
了，自然就会挤占本地盐的市
场，于是，冲突出现了，“扣盐”在
跨省经营中屡屡出现。

据悉，从今年1月到3月，已
经有8家盐业公司在江苏、贵
州、河南等省销售食盐时遭遇扣
货，被当地盐业部门扣押食盐超
过2000吨。就连中盐总公司这
样的“国字号”巨头也未能幸免，
在陕西、江苏被扣留1000多吨
食盐，查扣次数100余次。

扣盐的理由并非食盐质量
出了问题，而基本上是“涉嫌违
法违规经营”。而所谓的违法违
规的基本依据仍是 1996年的
《食盐专营办法》。比如，要求盐
企必须取得当地的食盐批发许
可证、必须从当地的批发企业购
进食盐等等。而根据今年1月1
日实施的《国务院关于印发盐业
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盐企只

要在属地取得许可证后就可以
跨省经营，跨省经营时仅需到当
地盐务局报备，不需要取得任何
行政许可。

所以，被扣盐的企业纷纷发
声，谴责扣盐之举，并不惜与盐
务管理部门对簿公堂。中盐上
海盐业公司的声明中说：“江苏
省盐务管理局在未取得任何证
据的情况下，以内部通知之名，
行行政处罚之实；以食品安全之
名，行地方保护主义之实。不仅
违反了党中央、国务院盐业体制
改革方案精神，也破坏了行政执
法部门的正义形象。”

盐改有明确时间表，不
得“延改”

各地都应按改革方案落实，
谁都没理由抱着自家既得利益
不放。卖盐的跟管盐的闹矛盾，
仍是“地盘”之争，跨区经营出现
的问题，毛病不是出在“盐”身
上，而是盐业体制上。

目前，我国的食盐行业政企
分开尚未完成，盐政与盐企之间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是两
块牌子一套人马，有的是形分神
不分。盐政盐企一家人，公正与
否难以监督。因此，政企分开成
为盐改落实的关键。

目前，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和
工信部办公厅已经发出了《关于
进一步落实盐业体制改革有关
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各地加
快推进政企分开，有要求也有时
间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要坚决取消食盐准运证、
食盐零售许可证等不符合《方
案》精神的行政审批事项。省、
市、县三级盐业主管机构或食盐
质量安全管理与监督机构与盐
业公司未分离的，2017年6月30

日前要编制完成盐业监管体制
改革方案，2017年年底前要实现
政企（事企）分离。”

针对盐改乱象，《通知》也明
确提出，“落实盐改跨区经营政
策，积极释放市场活力”；并列出
时间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分自查自
纠、整改规范与总结验收3个阶
段开展落实盐改跨区经营政策
专项行动，并于2017年6月30日
前完成。”

为了限制行政乱伸手，两部
门提出，“为方便有关部门履行
监管职责，食盐批发企业在开展
跨区经营时应将8项信息主动
告知销售地省级盐业主管机
构。省级盐业主管机构应于收
到告知信息之日起的3个工作
日内，在机构门户网站公布企业
的8项信息，不得以任何理由拒
绝公布。省级及省级以下的盐
业主管机构不得将食盐跨区经
营信息告知作为行政审批事项，
不得新增告知事项，不得扩大告
知范围，不得增加告知频率。”
《通知》对盐业管理部门一口气
用了四个“不得”，显然是为落实
跨区经营扫除障碍。

历来改革之难，难在利益的
调整，盐改也不例外，此前盐改
方案10多年没能落地，也正是
因为动了利益方的奶酪。专家
认为，盐业专营制度虽然历史悠
久，但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大局里，其存在的理由已经基
本瓦解，盐业体制朝着市场化方
向改革是大势所趋，“专营”制
度的取消也是大势所趋。国务
院出台的盐改方案有明确的改
革时间表，各个地方都应该按
照改革方案落实。全国改革一
盘棋，盐改不能因为任何借口
而“延改”。 （人民网）

“网红餐饮”应转向构建品牌核心价值
近日，中国首家“丧茶”茶饮

店在上海开业，与“喜茶”、“鲍师
傅”等“网红餐饮”一样，“丧茶”
顾客络绎不绝，甚至催生了代购
黄牛加价购买“网红食物”的现
象。与此同时，不少知名“网红
餐厅”相继关门，甚至一些元老
级门店落得“一地鸡毛”。“网红
餐饮”冰火两重天，这背后的原
因究竟是什么？

排队7小时只为一杯茶

“民以食为天”，在网络红
人备受追捧的互联网时代，“网
红餐饮”也掀起了迭代更新的
“排队经济”。据悉，购买被称
为上海“人民广场三巨头”的
“喜茶”、“鲍师傅”和“光之乳
酪”的排队时间可达7小时，由

此滋生的黄牛代购和付费排
队，使得20至30元一杯的“喜
茶”溢价高达百元，商家甚至推
出身份证实名购买的规定，引
起广泛争议。

随着互联网发展对市场潜
移默化的影响，“网红餐饮”行业
也经历了不同的变化阶段。1.0
时期从消费者层面颠覆了传统
餐饮行业的认知，人们发现，除
了“吃”还存在个性化服务、风格
类环境等差异体验。

在注重营销与产品结合的
2.0时期，话题性的包装给予食
物前所未有的传播力量，大大缩
短了品牌的认知周期；到了3.0
时期，“潮牌”“轻奢”“匠心”等个
性化标签重视“网红餐饮”的整
体打造，但随之而来的是日益严
峻的客户忠实度。

“轻食”消费力年均增长14%

去年，全国餐饮收入为
35779亿元，同比增长10.8%，而
GDP同比增长为6.7%。

据国际数据经验，国家人均
可支配收入在5000美元至1万
美元之间时，餐饮行业总体增长
速度能保持稳定较快发展。按
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去年
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为33616元，与该数据区间较为
吻合。

在行业如火如荼的大背景
下，“网红餐厅”从店面选址、风
格设计、服务细节都别出心裁。
同时，“网红餐饮”抓住了年轻购
买力追求时尚热点的消费特征，
覆盖14岁到35岁之间的人群，
这类“轻食”主力消费人群的消

费力正在以年均14%的速度增
长。年轻一代潜意识里希望通过
经历排队或者吃到同一碗面追寻
集体认同感，达到某种共识。

从做表面功夫转向核心价值

然而，曾经创下8个月开店
52家的“水货”餐厅在北京、福
州、宁波等地的门店相继关闭，
最高估值达12亿元的煎饼果子
店“黄太吉”也对外承认关门半
数，创意菜“雕爷牛腩”业绩较巅
峰时期下降近80%。

“网红餐厅”在昙花一现的
旋涡里前赴后继，数据显示，去
年全国餐饮业月倒闭率高达
10%，年复合倒闭率超100%。

消费者忠诚度较低是“网红
餐饮”的潜在风险之一，个性鲜

明的消费群体在较快的生活节
奏下，本身就具有追求新鲜热
度、易于流失的特点。营销与产
品的脱节使得商家忽视了餐饮
业的本质，“有趣”只是食物的附
加价值，无法成为餐厅的核心。

一些企业通过噱头营销博
得眼球，收取加盟费，这种模式
容易出问题。食材的统一配
送、厨师统一管理、店面的检查
督导各个环节都很重要，难点
在管理。有的企业加盟很快，
但对于加盟店的管控深度和力
度都不够。

专家表示，“网红餐饮”到了
后期必然就会迷失在喧嚣的市
场中，只能靠市场大浪淘沙促
使部分餐饮企业自我觉醒，从
做表面功夫转向构建品牌核心
价值。 （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