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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两种商品实行专
营：一种是烟草，另一种就是
食盐。现行的食盐专营始于
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中国
正开展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
病等多项工作，但实施效果
不理想，这促使政府开始考
虑食盐专营。

1996年5月27日，国务院
颁布了《食盐专营办法》，标
志着国家正式对食盐实行专
营制度，各地食盐统一由当
地盐业公司负责供应。

按照该办法，我国食盐
产品的生产由政府特许的部
分企业按政府下达的计划进

行，食盐的批发销售则只能
由政府制定的唯一经销商盐
业公司来执行。由此，食盐生
产商只能把产品按政府确认
的价格卖给盐业公司，而不
能直接在市场上销售。各地
盐务部门和盐业公司也是

“两套班子一套人马”。

食盐专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废止

只只是是下下放放审审批批权权，，食食盐盐仍仍专专营营
本报济南4月21日讯(记者 林媛

媛) 21日，国家发改委宣布即日起废
止《食盐专营许可证管理办法》。本办法
于2006年4月由设于发改委的盐业管理
办公室下发。

消息发布后，中国盐业协会很快
在官网上发表了说明，称废止《食盐专
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并不意味着取消
食盐专营，国务院发布的《食盐专营办
法》继续有效，食盐专营政策目前没有
变化。

对于这一说明，山东省盐务局副
局长于本杰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认
同。“这个管理办法是2006年发布的，当
时发改委主管盐业，但是2008年工信部
成立之后，盐业行政管理职能就转由
工信部承担了。”于本杰说，“这份管理
办法在废止之前就已经失去了实际作
用，此次废止可以说是政府的一次简
政清理。”

于本杰介绍，食盐专营许可证包含
定点食盐生产许可证、食盐批发许可证
和食盐准运证三种。“批发许可证一直是
国务院印制，各省盐务局发放；准运证也
在2012年由工信部下放到省里。”于本杰
说，定点许可证以前采用的是各省提初
审意见后国务院审批的方式，但2013年
也下放到了各省盐务局，“也就是说，现
在三证的审批权限都在省里。”

此次许可证管理办法废止是否会
影响地方盐业的发展，于本杰认为影
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这个文件的废
止对于目前盐业的行政管理职能没有
任何变化，所以也很难说到影响。”

本月初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盐业产
销座谈会上，中国盐业协会理事长董
志华表示，2013年对中国盐业来说是困
难的一年。“以工业盐市场为例，目前中
国工业盐市场面临严峻考验，行业存
在产能过剩和进口量增加的问题。”中
国盐业协会预计，2014年中国盐业市场
的现状还将继续。

盐业为何专营？

消除碘缺乏病促使食盐专营

一直以来，食盐暴利屡
遭质疑。按照国家发改委和
各省物价局规定，食盐出厂
价为每吨300-500元。但在
多数的超市货架上，500克一
包的食盐普遍标价1 . 3元，
换算后即每吨2600元。记者
了解，市场上食用盐的零售
价普遍在2600元/吨，批发价
为2200元/吨，大型食品厂可

以从省盐业公司以600-700
元/吨的价格批发到食用盐，
而小型食品厂则必须在当地
盐业公司拿货，拿货价近
1000元/吨。

通过专营的食盐，从车
间到了市场终端，价格提高
了近十倍。导致卖“公盐”比
私盐还贵。

控制着食盐价格的中盐

公司就是专营的受益者。有
学者估算，目前全国每人每
年被盐业公司多收的钱也就
10元左右，但积少成多，中盐
及各省盐业公司借此每年获
取130亿元的超额利润。中盐
公司总资产从2003年的37亿
元飙升至2010年的310亿元，
增长逾8倍，利润亦从8452万
元翻涨至6亿元。

专营利润多大？

盐业公司利润是生产企业十倍

中国历代都实行了盐的专
营制度，最初的主要原因是税
收，但随着经济发展，盐税对财
政收入的支持愈加有限。盐税
占国家税收的百分比由1950年
的5 . 49下降至2006年的0 . 04。

近年来，取消食盐专营的
呼声很高，但因涉及到“用盐安
全”，改革的阻力很大。按照官
方的说法，“食盐专营”主要是
为了保障食盐加碘工作的有效
实施。但从世界范围看，食用碘
盐并非防治碘缺乏病的唯一手
段。也就是说，食盐加碘不等于
食盐专营。

据了解，盐业改革已经开
始提速，但既得利益者不断拼
凑借口阻挠改革，以致盐改总
是“空欢喜”。2011年中盐协会
就与发改委体改司在一个内部
会议上提出，食盐专营全面放
开最快也要等到2016年。

(宗禾)

专营何时放开？

盐业专营

对税收贡献已很小

专营暴利

拖住食盐市场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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