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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报价

《2016-2022年中国食盐市场调查与投资战略咨询报告》信息及时，资料详实，指导性强，具

有独家，独到，独特的优势。旨在帮助客户掌握区域经济趋势，获得优质客户信息，准确、

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战略发展定位不

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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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盐，是生命之源、百味之祖，它不仅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也是重要的工业基础原料，

被广泛的应用于其他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由于关乎国计民生，盐行业

具有较强的特殊性。  

       在我国古代，盐业的管理模式经历了官商专卖、官督商销、民运民销模式，其中管理模式

的核心是官府专卖。古代实行盐业专营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征收盐税以充盈国库。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盐业管理体制经过了一系列的重大调整，但对食盐仍然以专营管

理的模式为主，实行定点生产、统一收购、统一分配。建国初期，我国盐业以国营为主，公

私兼运兼销，1954 年后，我国实行盐业产销由国家专营，以克服食盐供应困难的局面。1990

年 3 月，国务院颁发了《盐业管理条例》，正式确立了我国盐业专营的管理模式，规定食盐

、国家储备盐实行定点生产、统一收购、统一分配，食盐批发业务由各级盐业公司统一经营

。食用盐、国家储备盐和国家指令性计划的纯碱、烧碱用盐，由国家实行统一分配调拨。其

他用盐，制盐企业在完成国家分配调拨计划和按规定确保合理库存的基础上，可在盐业行政

主管部门的指导下进行自销。1994 年 10 月，为解决我国碘缺乏的现状，消除碘缺乏危害，国

务院颁发了《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并决定实行食盐专营政策。1995 年 11 月

，国家经贸委、纪委发布了《关于改进工业盐供销管理体制和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放开

对工业盐的管制，执行国家保护价，工业盐向市场经济过渡，食用盐继续推行国家专营。

       1996 年国务院颁布了《食盐专营办法》，我国的食盐严格执行专营制度，从生产、运输到

批发环节，都由县级以上政府的盐业管理部门统一管理。推行食盐专营制度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我国为外环境严重碘缺乏的国家，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病工作是政府的一项长期公益性任

务。

 我国食盐计划体制的基本五步     步骤   简介       第一步   国家发改委向省市区下达编制下一年

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通知，其中包括食盐计划。       第二步   各省市区盐务管理

部门和盐业公司负责提出本地方的需求量，产区省份提出食盐的可供量。       第三步   国家发

改委委托中盐总公司对各省市区上报的计划草案进行平衡和协调，提出全国年度食盐调拨计

划建议草案。       第四步   上述草案上报国家发改委审批下达，由国家发改委向各省市区盐务

管理部门、盐业公司和中国盐业总公司下达年度食盐分配调拨指标计划和食盐干线运输计划

。       第五步   各食盐定点企业按照计划生产，各级盐业公司按计划收购、调运和销售。   资

料来源：智研数据中心整理

 

目前我国的食盐专营制度主要体现在计划环节格局为：在某一地理范围内（通常按照行政省



区划分），生产由政府特许的少数几家生产企业按政府下达的计划进行，销售则只由政府指

定的唯一一家经销商（盐业公司）来执行，生产商只能把产品按照政府确认的价格卖给政府

指定的经销商，而不能直接在市场上销售。

 盐业专营体制下的管理机构职能     

   名称   原管理部门   备注   

        1   食盐准运许可   省级人民政府盐业主管机构   2013.1.1   起工信部停止签发食盐准运证，

运输食盐使用各地盐业主管部门印制的加盖地方盐业主管部门印章的食盐准运证       2   食盐批

发许可证   发改委（国务院盐业主管机构）   可能下放审批权到省级盐业主管机构       3   定点

生产企业许可证   发改委（国务院盐业主管机构   13 年已下放审批权到省级盐业主管机构       4 

 定价审批权   发改委（国务院盐业主管机构）   可能下放到省级盐业主管机构       5   指令性生

产计划   发改委（国务院盐业主管机构）   可能下放到省级盐业主管机构       6   新建制盐项目

核准   省级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   有可能上移至国务院相关部门   资料

来源：智研数据中心整理

 

       &ldquo;十二五&rdquo;规划中提到了铁路和盐业的体制改革，随着铁路系统政企和政资的

分离，按照&ldquo;十二五&rdquo;规划，盐业体制改革必须解决。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点之一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其方案中提到的纯公益类企业也包括粮盐国企，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

 国内盐业制度改革进程     时间   政策变动       1996年   国务院颁布了《食盐专营办法》这一行

政法规，实行严格专营       2002年   经贸委被撤销，盐政管理职能转移到国家发改委。       2002

年   原经贸委下发《关于盐业管理职能有关问题的通知》，旨在政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但遭遇波折搁浅。       2004年   广东省就撤销了食盐专卖局，两年后又恢复。       2005年   在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意见》中首次写入盐业改革。       2006年   十一五规划中将盐业体制改革

放在重要位置。       2009年   发改委体改司制定《关于推进盐业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征求意

见稿）》，但却陷入僵局       2010年   28 家制盐企业签署《全国部分大中型制盐企业对盐业体

制改革的建议》，由中盐协会向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相关部委转交，但无实质进展。      

2010年   发改委牵头制订的盐业体制改革方案大体框架完成，但受既得利益者多方阻挠，再次

搁浅       2011年   日本地震引起短时期抢盐现象，工信部随即表示食盐生产和供应有充分保障

，盐业总公司启动应急机制，专营改革再次被推向风口浪尖。       2011年   十二五改革将盐业

制度改革放在重要位置。       2013年   工信部停止签发食盐准运证，运输权下放给省、市、自

治区地方政府。       2013年   对国务院第197   号令《食盐专营办法》修正，将食盐定点生产企

业审批权从国务院下放至各省、市、自治区。       2013年   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到粮盐等国



企改革。       2014年   废止《食盐专营许可证管理办法》（2006   年4 月28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令第45 号发布）。   资料来源：智研数据中心整理

 

       食盐出厂价近年来没有什么变化，但从工厂到市场终端价在格提高了近十倍，批发销售环

节的盐业公司享有巨大的垄断利润。

       综上，我国盐业专营制度急待改革。首先实现政企分开，放开各个环节的管制，取消对盐

产品销售的行政许可及运输许可，让市场来调节食盐价格，由于我国盐产能过剩，在生产方

面可以加强控制，通过一系列兼并重组组建几个规模化的，跨区域、跨所有制的产销一体化

的大型盐业集团，形成政府监管下的寡头垄断竞争机制。

 我国食盐行业现有格局及有可能的改革方向     生产   批发   运输   销售       实行定点生产许可制

度，只有通过政府主管部门的审定才能取得食用盐定点生产资格，国家对食用盐生产实行指

令性计划管理   经营食用盐批发业务，必须依法申请领取食用盐批发许可证。食盐批发许可证

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盐业主管部门审核发放。   食用盐托运或者自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

用各地盐业主管部门印制的加盖地方盐业主管部门印章的食盐准运证，方可承运食用盐运输

业务。   食用盐销售调拨需凭国家对食用盐的分配调拨指令性计划，只能通过各省盐业公司经

销。       由于我国盐产能过剩，在供给端进行控制是必要的，政府主管部门审批，形成几家符

合各项标准的大型食盐生产企业，寡头垄断竞争，类似日本（四大盐业生产企业产量占比约

为95%）   让生产企业进入流通领域，和各地盐业公司探讨合作模式。工信部直接将批发许可

证发放给盐企或全国范围内的寡头垄断竞争的5-8个盐业集团。   各制盐企业加入竞争，或和

寡头垄断的几个盐业集团共同组织运输。   打破垄断销售格局，食盐生产企业直接进入市场，

各盐厂与渠道掌控能力强的这几个盐业集团探讨合作模式或用自建品牌对外销售。   资料来源

：智研数据中心整理

 

       《2016-2022年中国食盐市场调查与投资战略咨询报告》由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公司领衔撰写

，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家

经济信息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海关总署、知识产权局、智研数据中心提供的最

新行业运行数据为基础，验证于与我们建立联系的全国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组织的权威统计

资料。

       报告揭示了食盐行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中国食盐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

析，并分析了中国食盐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和公司领导层

做战略规划提供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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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16-2022年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六章 中国食盐行业消费市场分析

第一节 中国食盐消费者收入分析

一、中国人口、人民生活分析

二、2014-2015年消费者收入水平

三、2015年消费者信心指数分析

第二节 食盐行业产品目标客户群体调查

一、不同收入水平消费者偏好调查

二、不同年龄的消费者偏好调查

三、不同地区的消费者偏好调查

第三节 食盐市场消费需求分析

一、食盐市场的消费需求变化

二、食盐行业的需求情况分析

三、2015年食盐品牌市场消费需求趋势

第四节 食盐消费市场状况分析

一、食盐行业消费特点

二、食盐消费者分析

三、食盐消费结构分析

四、食盐消费的市场变化

五、食盐市场的消费方向

第五节 不同客户购买相关的态度及影响分析

一、价格敏感程度

二、品牌的影响

三、购买方便的影响



四、广告的影响程度

五、包装的影响程度

第六节 食盐行业产品的品牌市场调查

一、消费者对行业品牌认知度宏观调查

二、消费者对行业产品的品牌偏好调查

三、消费者对行业品牌的首要认知渠道

四、消费者经常购买的品牌调查

五、食盐行业品牌忠诚度调查

六、食盐行业品牌市场占有率调查

七、消费者的消费理念调研

 

第七章 食盐行业竞争格局与竞争策略分析

第一节 波特五力模型分析

一、现有企业间竞争

二、潜在进入者分析

三、替代品威胁分析

四、供应商议价能力

五、客户议价能力

第二节 行业集中度分析

一、市场集中度分析

二、企业集中度分析

三、区域集中度分析

第三节 2014-2015年食盐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一、2014-2015年国内外食盐竞争分析

二、2014-2015年我国食盐市场竞争分析

三、2014-2015年我国食盐市场集中度分析

四、2016-2022年国内主要食盐企业动向

五、2015年国内食盐拟在建项目分析

第四节 食盐市场竞争策略分析

一、2015年食盐市场增长潜力分析

二、2015年食盐主要潜力品种分析

三、现有食盐产品竞争策略分析



四、典型企业品牌竞争策略分析

第五节 食盐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一、食盐行业竞争格局的影响因素分析

二、2016-2022年我国食盐市场竞争趋势

三、2016-2022年食盐行业竞争策略分析

四、2016-2022年食盐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第八章 主要食盐企业竞争分析

第一节 中国盐业总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4-2015年经营状况

四、2016-2022年发展战略

第二节 江苏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4-2015年经营状况

四、2016-2022年发展战略

第三节 四川久大制盐有限责任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4-2015年经营状况

四、2016-2022年发展战略

第四节 湖南省轻工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4-2015年经营状况

四、2016-2022年发展战略

第五节 广东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4-2015年经营状况



四、2016-2022年发展战略

第六节 山东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4-2015年经营状况

四、2016-2022年发展战略

第七节 安徽省盐业总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4-2015年经营状况

四、2016-2022年发展战略

第八节 湖北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4-2015年经营状况

四、2016-2022年发展战略

第九节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4-2015年经营状况

四、2016-2022年发展战略

第十节 天津长芦汉沽盐场有限责任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4-2015年经营状况

四、2016-2022年发展战略

 

第九章 食盐行业发展趋势与前景预测

第一节 我国食盐行业前景与机遇分析

一、我国食盐行业发展前景

二、我国食盐发展机遇分析

第二节 2016-2022年中国食盐市场趋势分析



一、2014-2015年食盐市场趋势总结

二、2016-2022年食盐市场发展空间

三、2016-2022年食盐产业政策趋向

四、2016-2022年食盐技术革新趋势

五、2016-2022年食盐价格走势分析

六、2016-2022年国际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七、2016-2022年食盐发展趋势分析

第三节 未来食盐需求与消费预测

一、2016-2022年食盐产品消费预测

二、2016-2022年食盐市场规模预测

三、2016-2022年食盐行业总产值预测

四、2016-2022年食盐行业销售收入预测

第四节 2016-2022年中国食盐行业供需预测

一、2016-2022年中国食盐供给预测

二、2016-2022年中国食盐需求预测

三、2016-2022年中国食盐供需平衡预测

四、2016-2022年中国食盐产品价格趋势

五、2016-2022年主要食盐产品进出口预测

 

第十章 食盐行业投资现状与投资环境分析

第一节 2015年食盐行业投资情况分析

一、2015年总体投资及结构

二、2015年投资规模及增速

三、2015年分行业投资分析

四、2015年分地区投资分析

五、2015年外商投资情况

第二节 经济发展环境分析

一、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二、2016-2022年投资趋势及其影响预测

第三节 政策法规环境分析

第四节 技术发展环境分析

一、2015年食盐技术发展分析



二、2016-2022年食盐技术发展趋势分析

第五节 社会发展环境分析

 

第十一章 食盐行业投资机会与风险分析

第一节 行业活力系数比较及分析

一、2015年相关产业活力系数比较

二、2012-2015年行业活力系数分析

第二节 行业投资收益率比较及分析

一、2015年相关产业投资收益率比较

二、2012-2015年行业投资收益率分析

第三节 食盐行业投资效益分析

一、2014-2015年食盐行业投资状况分析

二、2016-2022年食盐行业投资效益分析

三、2016-2022年食盐行业投资趋势预测

四、2016-2022年食盐行业的投资方向

五、2016-2022年食盐行业投资的建议

六、新进入者应注意的障碍因素分析

第四节 影响食盐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SWOT分析）

一、2016-2022年影响食盐行业运行的有利因素分析

二、2016-2022年影响食盐行业运行的不利因素分析

三、2016-2022年我国食盐行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分析

四、2016-2022年我国食盐行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分析

第五节 食盐行业投资风险及控制策略分析

一、2016-2022年食盐行业市场风险及控制策略

二、2016-2022年食盐行业政策风险及控制策略

三、2016-2022年食盐行业经营风险及控制策略

四、2016-2022年食盐行业技术风险及控制策略

五、2016-2022年食盐行业同业竞争风险及控制策略

六、2016-2022年食盐行业其他风险及控制策略

 

第十二章 食盐行业投资战略研究

第一节 食盐行业发展战略研究



一、战略综合规划

二、技术开发战略

三、业务组合战略

四、区域战略规划

五、产业战略规划

六、营销品牌战略

七、竞争战略规划

第二节 对我国食盐品牌的战略思考

一、企业品牌的重要性

二、食盐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三、食盐企业品牌的现状分析

四、我国食盐企业的品牌战略

五、食盐品牌战略管理的策略

第三节 食盐经营策略分析

一、食盐市场细分策略（zyyzg）

二、食盐市场创新策略

三、饮料品牌定位与品类规划

四、食盐新产品差异化战略

第四节 投资战略研究

一、2015年调味品行业投资战略

二、2015年食盐行业投资战略

三、2016-2022年食盐行业投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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