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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数简介

新华·中盐系列价格指数由中国经济信息社、中国盐业集团

有限公司共同发布，由新华指数研究院编制并运营。根据编制

规则，指数以 2018 年 1 月为基期，基点 1000 点，旨在客观

反映超市渠道食用盐和两碱工业盐市场价格走势，为市场提供

定价参考与决策支持。

 本期概要及市场运行情况简析

本期新华·中盐食用盐（商超）价格指数报 1253.60 点，较上期（2024 年

4 月)上涨 95.74 点，涨幅 8.27%；较基期（2018 年 1 月）上涨 253.60 点，

涨幅 25.36%；较周期内最高点 1387.12 点（2023 年 6 月）下跌 133.52 点，

跌幅 9.63%；较周期内最低点 981.91 点（2018 年 12 月）上涨 271.69 点，

涨幅 27.67%。

新华·中盐两碱工业盐价格指数报 1273.49 点，较上期（2024 年 4 月)下

跌 18.07 点，跌幅 1.40%；较基期（2018 年 1 月）上涨 273.49 点，涨幅 27.35%；

较周期内最高点 1736.66 点（2022 年 4 月）下跌 463.17 点，跌幅 26.67%；

较周期内最低点 816.2 点（2020 年 8 月）上涨 457.29 点，涨幅 56.03%。



新华·中盐食用盐（商超）价格指数走势

数据来源：新华指数

新华·中盐食用盐（商超）价格指数报 1253.60 点，较上期（2024 年 4

月)上涨 95.74 点，涨幅 8.27%；较基期（2018 年 1 月）上涨 253.60 点，涨

幅 25.36%；较周期内最高点 1387.12 点（2023 年 6 月）下跌 133.52 点，跌

幅 9.63%；较周期内最低点 981.91 点（2018 年 12 月）上涨 271.69 点，涨

幅 27.67%。



2022 年以来低钠食用盐月度销售占比

数据来源：新华指数

分城市来看，截至 2024 年 5 月，北京、上海、广州、合肥、重庆、哈尔滨、

兰州、银川、天津、乌鲁木齐、长沙、西宁、贵阳、昆明、济南超市销售食用盐

均价较 2024 年 4 月上涨；呼和浩特、西安、南昌、石家庄、南宁、杭州、武汉、

长春、郑州、拉萨、太原、青岛超市销售食用盐均价较 2024 年 4 月下跌。



各城市商超渠道食用盐的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新华指数

注：1.食用盐价格为超市终端零售价格，含增值税。2 南京市由于在 4 月取值区间并未提货，本期涨跌数

据以“-”标记

分价格区间来看，本期超市食用盐销售单价在 5 元/斤以上的城市有 9 个，

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乌鲁木齐、南京、杭州、西宁、贵阳、昆明；超市食

用盐销售单价在 4-5 元/斤之间的城市有 6 个，分别是广州、重庆、兰州、长春、

长沙、济南；超市食用盐销售单价在 3-4 元/斤之间的城市有 8 个，分别是呼和



浩特、哈尔滨、南昌、银川、石家庄、南宁、武汉、太原；超市食用盐销售单价

在 3 元/斤以下的城市有 5 个，分别是合肥、西安、郑州、拉萨、青岛。

低钠盐销售方面，5 月份超市渠道销售低钠盐占比超过 15%的城市为北京、

上海、广州、重庆、石家庄、乌鲁木齐、杭州、长春、郑州、太原、昆明、青岛。

新华·中盐两碱工业盐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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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新华·中盐两碱工业盐价格指数报 1273.49 点，较上期（2024 年 4 月)

下跌 18.07 点，跌幅 1.40%；较基期（2018 年 1 月）上涨 273.49 点，涨幅

27.35%；较周期内最高点 1736.66 点（2022 年 4 月）下跌 463.17 点，跌幅

26.67%；较周期内最低点 816.2 点（2020 年 8 月）上涨 457.29 点，涨幅

56.03%。

分区域来看，2024 年 5 月，陕西、安徽、重庆、河北两碱工业盐出厂价格

较 2024 年 4 月上涨；青海、宁夏两碱工业盐出厂价格较 2024 年 4 月持平；



江苏、湖北、江西、河南、新疆、山东、湖南、云南、四川、辽宁、天津两碱工

业盐出厂价格较 2024 年 4 月下跌。

各省份两碱工业盐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新华指数

注：1.两碱工业盐出厂价格包含增值税。

分价格区间来看，本期两碱工业盐单价在 300 元/吨及以上的地区有 12 个，

是陕西、安徽、江苏、江西、河南、山东、湖南、云南、四川、辽宁、天津、宁

夏；两碱工业盐单价在 300 元/吨以下的地区有 5 个，分别是湖北、重庆、新疆、

河北、青海。



5 月份，两碱工业盐价格小幅震荡。具体来说，产区持续进行产盐工作，受

天气因素影响，市场供应能力呈区域性差异，我国原盐市场成交价格小幅波动。

海盐方面，北方地区由于本月内天气适宜，多地区进入集中产盐期，盐企生产规

模扩大，产量较前期有所增加，市场供应能力增强，原盐市场货源持续增加，个

别地区出现盐企清库存现象，保障市场交易顺畅，原盐市场成交价格小幅降低。

南方局部地区受暴雨大风等恶劣天气影响，盐企产量小幅降低，考虑到下游部分

企业两碱装置仍维持高负荷工作，叠加个别产区外销受限，企业为满足刚需调整

向周边地区采购，拉动原盐成交价格持续上行。井矿盐方面，本月盐企开工正常，

多以供给合约客户为主。整体来看，月内井矿盐装置仍维持较高负荷运行，企业

库存不断增加，市场货源供应充足，伴随国内其他盐种供应量增加，对部分地区

井矿盐销售造成一定冲击，叠加月内华东及西南多地两碱装置处于轮换检修状

态，下游企业采购需求降低，市场销量小幅下降，交易价格同步下移。湖盐方面，

本月市场整体供给平稳。自月中开始，湖盐产区开启集中产盐工作，产量提升，

支撑企业库存余量保持稳定，青海产区由于受环保治理影响货源减少，同时，西

北地区下游企业多已经恢复生产，市场需求增加，产区内库存下降明显，仍存在

供不应求现象，区域内向外采购情况增多，部分地区市场供应或维持紧张状态。

下游纯碱市场方面，本月纯碱市场交易价格呈“先涨后跌”态势。在供应端，

本月上半月纯碱检修计划较少，部分前期检修企业恢复生产，产量环比小幅增加，

下半月开始，江苏、河南等地区部分企业开启停车检修工作，但并未对市场产量

整体产生影响，同时由于月底多家企业结束检修工作，市场纯碱产量预期持续高

位运行。在需求端，市场持续向好发展，重碱需求稳中有增，轻碱需求保持稳定，



考虑到本月内浮法、光伏玻璃新增多条产线，日熔量之和高位运行，下游企业采

购积极性相对平稳，碱厂订单略有减少，交易价格小幅波动。库存方面，本月生

产企业库存小幅下降，社会库存稳中有增，总库存持稳运行。由于下游市场需求

仍持稳运行，企业采购积极性变动不大，纯碱供应过剩趋势或持续，现货交易价

格偏弱调整。液碱方面，本月国内液碱市场供需关系基本稳定，市场观望情绪浓

厚，大多企业根据自身库存情况灵活调整出厂报价。具体来说，在供给端，五一

节后安排停车检修的液碱企业数量较前期有所增加，部分地区产量降低，但由于

市场其他企业仍保持高负荷运作，叠加新增产能逐步释放，国内液碱产量整体仍

维持较高水平，市场供应能力充足。在需求端，氧化铝行业生产顺畅，市场交易

多以执行合约为主，采购相对稳定。液碱成本小幅降低，印染、造纸行业采购多

为中小企业满足生产刚需，大量备货操作相对有限，市场交易相对谨慎，交易价

格小幅波动。片碱方面，本月片碱市场区域性差异明显。具体来说，西北地区片

碱装置先检修后复产，负荷能力增强，产量增加，市场供应量充足。华北地区整

体持稳运行，企业负荷、产量等无明显变动。华南区域贸易节奏顺畅，当地供销

相对平衡，成交量维持前期。西南及华东地区片碱企业产能稳定，但下游市场需

求增加，部分企业选择前往北方产区采购，由于南北运输运力紧张，市场供应能

力偏弱，华南市场交易价格小幅上涨。



 市场综述：

1.原盐产量

2023-2024 年度中国原盐产量统计（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4 年 4 月中国原盐产量为 448.20 万

吨，同比上涨 60.40 万吨，涨幅 15.58%。2024 年以来累计产量 1522.20 万

吨，同比上涨 235.65 万吨，涨幅 18.32%。



2.原盐进口量

2023-2024 年度中国原盐进口量统计（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数据显示，2024 年 4 月中国原盐进口量为 95.94 万吨，

同比上涨 8.83 万吨，涨幅 10.13%。2024 年以来累计进口量 354.20 万吨，

同比上涨 23.38 万吨，涨幅 7.07%。



3.原盐出口量

2023-2024 年度中国原盐出口量统计（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数据显示，2024 年 4 月中国原盐出口量为 1.44 万吨，

同比下跌 0.11 万吨，跌幅 7.09%。2024 年以来累计出口量 13.97 万吨，同比

下跌 14.11 万吨，跌幅 50.26%。



4.纯碱产量

2023-2024 年度中国纯碱产量统计（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4 年 4 月中国纯碱产量为 317.40 万

吨，同比上涨 53.70 万吨，涨幅 20.36%。2024 年以来累计产量 1241.91 万

吨，同比上涨 190.21 万吨，涨幅 18.09%。



5.烧碱产量

2023-2024 年度中国烧碱产量统计（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4 年 4 月中国烧碱产量为 351.90 万

吨，同比上涨 15.50 万吨，涨幅 4.61%。2024 年以来累计产量 1407.00 万吨，

同比上涨 80.60 万吨，涨幅 6.08%。



 行业资讯：

盐业资讯

 5 月 10 日，中盐集团召开 2024 年助力乡村振兴工作推进会。中盐集团党

委副书记敦忆岚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聚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突出中

盐特色，巩固造血模式，不断创新帮扶工作机制，不断深化推进陕西定边、

宜川两县定点帮扶工作。各企业负责人既要“挂帅”、又要“出征”，着力

打造“有盐同咸 无盐同淡”的帮扶品牌。（来源：中国盐业集团）

 5 月 11 日-12 日，由新华社、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主办的“2024 世界品牌

莫干山大会”在浙江德清举行。中盐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耀强作题为《胸

怀国之大者，打造民生健康金字招牌》的主旨发言。强调中盐集团把落实健

康中国减盐行动、大力推广低钠盐、促进国民健康作为当前重要工作任务，

以“低钠、绿色、多样”赋予中盐产品新的时代内涵，持续提升品牌形象和

影响力。重点介绍了中盐集团在推广低钠盐方面的工作进展、当前任务和下

一步计划，表示将充分发挥低钠盐在维护健康中的重要作用。（来源：中国

盐业集团）

 5 月 11 日，新华社、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中国品

牌》杂志社等单位在浙江联合发布“2024 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榜单。

中盐集团品牌价值再创新高，达到 136.54 亿元，同比增长 34.85%，位列

食品加工制造领域榜单第四位。5 月 12 日，在 2024《中国品牌十年路》报



告发布会暨论坛上，中盐集团《民生为本 社会责任》品牌案例入选“品牌

十年中国优秀企业品牌案例”。（来源：中国盐业集团）

 5 月 27 日上午，中盐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耀强在集团总部会见了华为

云首席数字转型官宋孝龙一行，就深化数字化智能化领域合作开展工作交

流。李耀强希望与华为公司深化合作，在制盐智能工厂、安全生产管控、企

业数据治理、人才培训等方面得到华为公司专业化支持。宋孝龙表示华为公

司将立足中盐集团数智化转型目标，紧紧围绕企业需求提供专业化服务，促

进形成数据驱动、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应用场景，为企业改革发展赋能。

王辉介绍了前期对中盐所属企业开展数智化建设需求调研的情况，提出了在

数智化转型、信创改造、联合创新等方面的建议。（来源：中国盐业集团）

 5 月 28 日，中国盐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在京召开。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李耀强主持会议，14 家股东单位的 20 余位股东代表以现场

和视频的方式出席会议，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层人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了股份公司《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2023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等 10 项议题。与会的股东代表充分肯

定了公司 2023 年度在经营管理、积极有效应对突发事件履行社会责任、增

加股东回报等方面取得的成绩。（来源：中国盐业集团）

 5 月 10 日，2024 年中国品牌日活动在上海开幕，活动主题是“中国品牌，

世界共享；国货潮牌，品筑未来”。浙盐集团所属浙盐股份作为浙盐集团主



业平台，以品牌创新成果亮相展会“美好市集”展区，收获了来自各级领导、

全国消费者、媒体代表的驻足和青睐。公司通过现场食盐知识科普、各品类

产品展示等内容，全面展现浙盐雪涛“健康、力量、质感、纯净”的品牌形

象，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持续提升。（来源：浙盐集团）

 5 月 10 日，中盐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耀强一行到访浙盐集团。浙资运

营党委委员、副董事长施小东，浙盐集团、浙盐股份主要负责人参加座谈交

流。双方深入分析了盐业体制改革实施以来我国盐行业发展情况、当前面临

的形势以及下一步发展趋势，一致表示要共同维护行业秩序、塑造良好行业

生态、营造良性竞争环境。双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合力，构建以产业为基

础、以资本为纽带、以业务为核心的战略合作体系，携手打造生态价值链。

（来源：浙盐集团）

 5 月 29 日下午，惠州市饭店行业协会以“诚信优质服务 助力大湾区高质量

发展”为主题举办第五届第二次会员大会。惠州公司作为食盐独家供应单位

受邀参加活动。惠州公司在活动现场设立宣传摊位，摆放“粤盐”产品，工

作人员通过现场讲解、发放物料以及美食分享的方式向参会人员介绍盐产品

和调味品，生动地向在场人员宣传“粤盐”产品特色，受到广泛好评。不断

提升“粤盐”品牌的知名度与认可度。（来源：广东省盐业集团）



附录 1：各城市食用盐均价表（单位：元／斤）











数据来源：新华指数 以上均价数据均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附录 2：各省份两碱工业盐均价表（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新华指数

以上均价数据均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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