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2月26日，新修订的《食盐
专营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发布，
标志着我国的盐业改革进入提速阶段。
盐业是我国重要的基础性行业，食盐事
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作为中国盐行业
龙头企业和唯一中央企业，中国盐业总
公司（以下简称“中盐”）长期以来一直致
力于推动盐行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在盐业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行业大改革的背景下，中国食盐市
场未来走势如何？中盐如何通过自身的
改革做强做优做大，打造世界一流企业？
带着这些问题，《经济参考报》记者日前专
访了中国盐业总公司董事长李耀强。

食品加工用盐价格在改革
后或大幅下降

“这次盐业改革从2017年开始，到现
在进展顺利，改革的基本目标逐步实现，
改革所释放的活力也在体现。”李耀强表
示，党中央对此次盐业改革进行了精心
的部署安排，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目标，一
是确保食盐的安全，包括供给安全和质
量安全，二是激发市场活力。

据悉，新修订的《办法》对食盐专营
制度的具体内容作了完善，强化了食盐
质量安全的管控措施，完善了食盐供应
安全制度。食盐出厂、批发和零售价格
被放开，由企业自主确定。同时政策放
宽到食盐生产企业也可以自己卖盐，省
级食盐批发企业可以跨省卖盐。有业内
人士称，新修订《办法》的出台将打破盐

业区域限制，引入市场竞争，发挥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有利于
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确保食盐质量安全和供应安全。

李耀强表示，迄今为止，盐业改革进
展顺利，基本目标逐步实现。改革后，食
盐生产企业和批发企业活力大大增强，
市场竞争意识和新产品研发动力不断提
高，同时一些企业在积极扩展混合所有
制改革，与民营资本共同促进行业发展。

但是李耀强同时提出，改革中还有
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比如说，在跨省区
经营的一些政策界定上，过去生产企业
规模都比较小，市场能力也不是很强，而
现在允许这些企业单独进入市场了，如
何更加经济有效地建立销售网络，如何
和原有的批发企业协同配合，这些问题
都要在改革进程中加以解决。”他表示，
原来的盐行业是专营体制，靠计划来衔
接产区，所以行业的集中率不高，产销主
体分散等矛盾问题并不明显。而现在计
划打破了，需要靠市场来衔接，产销矛盾
就凸显出来了。下一步，改革需要在产
销体制上做大量的调整，包括在产业集
中上进一步加强等。

对于盐业改革后我国食盐的安全问
题，李耀强表示，从资源角度来讲，中国
的食盐安全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完全做
到自给自足。作为一种多元化的需求，
会少量地进口一些国际上的高端盐作为
一种调剂。但是，总体上我国的食盐供
给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而从质量安全
角度来看，新组建的国家市场监督总局

会进一步加强监管，中盐也制定了更为
严格的企业标准，定期有内部检验中心
和企业中心联合检测，来确保食盐质量
安全。

对于盐价未来的走势，李耀强说，目
前盐价的走势基本平稳，食品加工用盐
的价格在改革后会出现比较大的下降，
而零售用盐因为供应充足，价格也不会
因为改革出现大的波动。未来，随着市
场对盐的需求会更加多样化，盐的品质
也会相应提高，个别高端盐的价格或上
升，但是高品质高价位的盐在整个市场
上的比重不会太大。

中盐将推体制机制运营模
式全方位创新

“我们在盐业产能规模上排世界第
二，但是和世界一流企业相比还有很大
差距，所以从去年开始我们定期跟踪世
界主要盐业公司的动态及运营情况并分
析，及时补我们的短板。”李耀强表示，经
过多年研究和经验教训总结，中盐提出
三个定位：创新行业价值、服务民生民本
和体现国家意志。

李耀强表示，中国目前还没有一个
高质量的盐行业。对盐资源的利用和开
发，我国相比于发达国家还有很多不足，
盐行业的本身产值不高。所以，在产能
过剩的情况下，中盐要创新行业价值，对
盐行业进行再挖掘与再创造，例如盐可
用于融雪制冰等日化领域，开采后的废
弃盐穴可作为储能利用等。“中盐把创新

放在第一位。创新首先要立足于行业价
值，接下来是体制机制、运营模式全方位
创新，在这个创新理念的基础之上再通
过变革来使创新的成果得到固化。”他
说。

李耀强表示，过去，盐是调味品，讲
纯度，重视卫生标准。而现在，要把卫生
标准提高到健康标准，在盐中添加微量
元素，既解决调味功能，又能促进人体健
康，这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目标。
因此，中盐未来在品种和高端产品研发
上还要做很多工作。

按照国务院国资委的要求，中盐进
行了多元化的改革尝试。2017年4月，中
盐总公司与中国邮政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拉开盐业产业链整合序幕，双方在物
流配送、金融服务、资本运作、电子商务
等方面开展了深入合作；6月，中盐上海
公司与京东超市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
品牌营销、大数据、产品定制等方面展开
深入合作，共同推动“中盐”“海星”等品
牌食盐在全国范围展开销售。

“盐始终是中盐安身立命、奉献社会
的最根本。从产业上来看主要是两大方
面，一是盐的生产与流通，二是盐的化工
业务，这更多是作为盐消费的补充，包括
对盐利用方式的探索。”李耀强告诉记
者，在突出主业上下功夫的同时，中盐在
适度延伸产业链，在业务上实现互补。
而从产权多元化的角度，中盐已经被列
入了国家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试点，希望
通过这次混改，引进民营资本，提高竞争
力。 （《经济参考报》）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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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信息

中盐改革提速迈向高质量时代中盐改革提速迈向高质量时代

本报讯 5月22日，从农业农村部获悉，中国农
产品出口回暖向好，1-3月份，农产品出口178.9亿
美元，增速由去年的-0.1%转为9.2%。当天，农业农
村部发布了2018年4月份农业农村经济形势报告，
报告称，中国农业农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向好态
势，国际市场需求企稳，“一带一路”农业合作领域
不断拓展。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春播进度接近八成，种植结构
持续优化，预计水稻面积调减1000万亩以上，供给短缺
的大豆面积增加，优质稻谷、高蛋白大豆、高产高糖甘
蔗、优质饲草等面积也明显增加。

随着大中型养殖企业前期增加产能逐步释放，生猪
供求转向宽松、价格低位运行。据农业农村部定点监测，4
月份，生猪、能繁母猪存栏环比分别下降0.8%和1.4%，同
比分别下降1.5%和2.1%。畜禽价格全面下降，猪肉、鸡蛋
价格连续3个月下降，累计跌幅分别达18.4%和21.9%；牛
羊肉集贸市场均价环比分别下降0.9%和1.1%。

水产海洋捕捞强度下降，减量效果明显。据统计，
1-4月份国内水产品总产量同比增长1.1%，其中海洋捕
捞产量同比下降2.6%。

数据显示，大宗农产品价格略降。受政策性储备
粮拍卖轮库影响，稻谷和小麦价格小幅下跌，玉米产区
批发价环比回落2.7%；受大豆加工补贴政策出台及国
际贸易形势影响，企业收购大豆积极性有所提升，大
豆、豆油持平略涨。

农业农村部表示，农村日益成为投资的“蓝海”。
1-4月份，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达到4591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6.8%，较二三产业增速分别快
14.3个和7.5个百分点。

中高端白酒或将迎来新一波涨
价风，很可能带动中低端白酒上涨，
但中低端白酒生存越来越艰难，年
轻化产品无力撬动大众市场，难以
形成消费大势。近日，茅台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李保芳在贵州茅台
2017年度股东大会上提出，虽然中
高端白酒产品价量齐升、中低档白
酒产销稳增，但白酒行业供大于求、
产大于销的根本状况没有改变。

年轻化的白酒销量很好

在股东大会上，李保芳称，白酒
行业进入新一轮上升期，品牌营销
更加风行，酒企探索新零售更加快
速。有业内人士称，近来包括洋河
在内的多家中高端酒企已陆续显露
涨价的迹象，白酒行业或许又将迎
来新一波的涨价潮，中高端涨价或
许将带动中低端“鸡犬升天”。也有
观点认为，中低端产品的涨价，主要
是来自生产、包装成本的上涨。一
位行业人士对此提出疑问：“消费升
级看起来意味着中低端产品会走向
衰落，为何它们还能涨价？”他发现，
自己在便利店、火锅店、串串店看到
很多低端化、年轻化的白酒销量很
好。

在业内，一般把白酒档次分为
四类：剑南春以上的茅台、五粮液、
国窖 1573为高端白酒，200～400
元为中高端酒。100～200元为中

端产品，100元以下的为低端产
品。亮剑咨询总经理牛恩坤认为，
高端白酒价格上涨主要是产量稀
缺造成的，而高端产品势必会对低
端产品有所带动，另一方面，成本
上涨对低端产品确实会有所影响，
但对高端产品的影响则可以忽略
不计。

知行力总经理梁超同意高端白
酒上涨会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一部分
中低档白酒上涨，但是认为消费者
不认同的白酒品牌，很难涨价成功：
“高中低档白酒产品，各有市场需
求，这与不同消费能力高低有关，但
无论是高、中还是低档白酒，卖不好
的杂牌酒都将会被淘汰。”

在行业分析人士朱丹蓬看来，
高端白酒的上涨加快、加大，加快了
中国白酒品牌阵营分化的节奏和速
度：“未来中国白酒市场将呈橄榄
形，即两头小、中间大，中低端品牌
的生存环境将越来越艰难。”而牛恩
坤的意见则有所不同，他认为未来
的趋势将是“两头影响力大、中间影
响力小”。他认为：“消费升级表面
上看是价格升级，实质上是消费意
识的改变。不是产品不好了，是因
为没有人消费这个价格带了。”

低端产品贡献不断被弱化

市场人士不得不承认，目前及
较长时间内，中低端白酒的需求量

依然很大。但梁超称，各酒企中低
档产品严重供大于求：“所以一批只
做中低档酒企必定倒下。”而事实
上，随着消费升级的不断深化后，大
品牌对低端产品进行布局时，明显
减少了占比，低端产品在产品线中
的定位及贡献率也在不断地弱化。

此前，有报道称，水井坊首破
20亿营收关口主要靠卖低端基
酒。朱丹蓬认为，水井坊体量小，中
低端对业绩及利润的影响大。牛恩
坤则认为，水井坊如果沦为靠卖基
酒来提升销量的话，会对水井坊未
来的品牌影响带来负面影响：“白酒
一定要坚持价值营销才是正道。”

展望：年轻化的白酒只能
迎合极小众的需求？

“低端化与年轻化是不能挂钩
的。”朱丹蓬认为，年轻人对酒质及
价格不太注重，他们对白酒的定义
是单一的社交功能，“谁能满足他们
的核心诉求，谁就能火，这就是为什
么江小白酒质那么差但还能火爆的
核心原因。”

不过梁超认为，即使在未来，年
轻化的白酒也只能迎合极小众消费
群的需求，需求量不大，再加上普遍
品质偏低，真正在乎白酒品质的消
费者不会选择之类产品，因此其难
以形成大的消费趋势，也难被复制、
模仿。

中高端白酒涨价或带动中低端销售
我国农产品前三月
出口额增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