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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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5.75 点，较上期（2024 年

6 月)上涨 33.99 点，涨幅 2.41%；较基期（2018 年 1 月）上涨 445.75 点，

涨幅 44.58%；再次刷新指数运行周期内最高值；较周期内最低点 981.91 点

（2018 年 12 月）上涨 463.84 点，涨幅 47.24%。

新华·中盐两碱工业盐价格指数报 1301.29 点，较上期（2024 年 6 月)下

跌 6.61 点，跌幅 0.51%；较基期（2018 年 1 月）上涨 301.29 点，涨幅 30.13%；

较周期内最高点 1736.66 点（2022 年 4 月）下跌 435.37 点，跌幅 25.07%；

较周期内最低点 816.2 点（2020 年 8 月）上涨 485.09 点，涨幅 59.43%。



新华·中盐食用盐（商超）价格指数走势

数据来源：新华财经数据库

新华·中盐食用盐（商超）价格指数报 1445.75 点，较上期（2024 年 6

月)上涨 33.99 点，涨幅 2.41%；较基期（2018 年 1 月）上涨 445.75 点，涨

幅 44.58%；再次刷新指数运行周期内最高值；较周期内最低点 981.91 点（2018

年 12 月）上涨 463.84 点，涨幅 47.24%。



2022 年以来低钠食用盐月度销售占比

数据来源：新华财经数据库

分城市来看，截至 2024 年 7 月，哈尔滨、石家庄、南宁、乌鲁木齐、南京、

郑州、太原、长沙、贵阳、青岛超市销售食用盐均价较 2024 年 6 月上涨；北京、

拉萨、济南超市销售食用盐均价较 2024 年 6 月持平；上海、广州、呼和浩特、

合肥、重庆、西安、南昌、兰州、银川、天津、杭州、武汉、长春、西宁、昆明

超市销售食用盐均价较 2024 年 6 月下跌。



各城市商超渠道食用盐的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新华财经数据库

注：1.食用盐价格为超市终端零售价格，含增值税。

2.呼和浩特市本期价格由于月内华联超市结账情况暂无销售，降幅相对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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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个，

分别是北京、上海、乌鲁木齐、杭州、昆明；超市食用盐销售单价在 4-5 元/斤

之间的城市有 7 个，分别是广州、重庆、兰州、天津、南宁、贵阳、济南；超市

食用盐销售单价在 3-4 元/斤之间的城市有 8 个，分别是哈尔滨，南昌、银川、



石家庄、武汉、长春、太原、西宁；超市食用盐销售单价在 3 元/斤以下的城市

有 6 个，分别是呼和浩特、合肥、西安、郑州、拉萨、青岛。

低钠盐销售方面，7 月份超市渠道销售低钠盐占比超过 15%的城市为北京、

广州、重庆、石家庄、乌鲁木齐、杭州、长春、郑州、昆明、青岛。

新华·中盐两碱工业盐价格指数

数据来源：新华财经数据库

本期新华·中盐两碱工业盐价格指数报 1301.29 点，较上期（2024 年 6 月)

下跌6.61 点，跌幅0.51%；较基期（2018 年1 月）上涨 301.29 点，涨幅30.13%；

较周期内最高点 1736.66 点（2022 年 4 月）下跌 435.37 点，跌幅 25.07%；

较周期内最低点 816.2 点（2020 年 8 月）上涨 485.09 点，涨幅 59.43%。

分区域来看，2024 年 7 月，陕西、安徽、江苏、湖北、山东、湖南、辽宁、

天津两碱工业盐出厂价格较 2024 年 6 月上涨；宁夏两碱工业盐出厂价格较



2024 年 6 月持平；江西、河南、重庆、新疆、河北、青海、云南、四川两碱工

业盐出厂价格较 2024 年 6 月下跌。

各省份两碱工业盐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新华财经数据库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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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江西、河南、山东、湖南、云南、四川、辽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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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宁夏。



7 月份，两碱工业盐价格持稳运行。本月国内原盐市场供应相对充足，考虑

到本月我国主产区大多已进入主汛期，产区当地降雨量较前期有所增加，部分盐

企生产工作基本完成，多以维护生产装置为主，原盐生产及交易节奏放缓，叠加

外贸市场进口盐货源流入，国内原盐市场交易选择增多。同时下游部分两碱企业

进入周期性检修，企业开工负荷降低，原盐市场采购需求减弱，本月市场成交价

格微幅波动。

具体来说，海盐方面，本月国内多地区降雨增多，产区内卤水浓度降低，盐

企大多暂缓产盐工作，华北、华东及东北地区盐企为准备秋季产盐工作，本月以

维护生产装置工作为主，北方部分产区仍持续进行产盐收尾工作，产区内盐企产

量增速缓慢，考虑到我国部分省份已进入腌制备货阶段，下游市场海盐需求较前

期有所增加，产区库存流通顺畅，需求增长或对原盐交易价格有积极影响。井矿

盐方面，市场销售仍以供给合约为主，上半月各主产区企业保持较高负荷运行，

产量相对稳定，供给顺畅；下半月开始，由于华中地区部分井矿盐企业开始进行

装置检修工作，区域内企业开工率略有下降，产量较前期有所减少，考虑到下游

工业市场需求稳中有增，养殖企业畜牧用盐需求增加，市场需求大幅释放，叠加

江西省内企业面临市场旺季保供压力，井矿盐市场供应或存在一定压力。湖盐方

面，本月湖盐市场维持平稳运行态势，在供应方面，多以合约货供给客户为主，

湖盐企业以销定量，青海湖盐因环保问题供应受限，能否正常供应仍是工业价格

不稳定因素，7 月份市场供应相对稳定，交易节奏顺畅，销售量维持前期。下游

市场需求方面，本月部分地区检修装置数量增多，湖盐产量稍有减少，但对市场

交易影响较弱，供需双方相对稳定，市场成交情况变化不大。



下游纯碱市场方面，本月市场交易价格微幅波动。在供应端，纯碱检修装置

不及预期，月内部分碱厂虽仍存一定检修计划，但检修时间普遍较短，企业开工

率小幅波动，叠加高温天气因素影响，纯碱产量震荡上涨，产区库存同步上浮，

同时由于天然碱产能兑现，市场“高供给”态势延续。在需求端，重碱需求维持

前期，轻碱需求先跌后涨，同时，本月光伏玻璃产线开始冷修，浮法玻璃变动较

少，日熔量之和小幅回落，短期内纯碱市场采购多以满足区域刚需为主。库存方

面，7 月生产企业库存震荡上涨，社会库存维持前期，纯碱市场总库存去库压力

逐渐显现。考虑到市场累库工作持续，纯碱供应宽松格局难改，供需过剩或对碱

厂利润形成一定抑制作用，下游采购积极性偏弱，市场现货交易价格预期跟随后

续市场库存变化同步波动。

液碱方面，本月国内市场供需关系持续稳定，成交节奏有序，出货顺畅，但

部分地区观望情绪仍存，地方企业或依据自身库存情况小幅调整液碱出厂报价。

具体来说，在供应端，各地区液碱生产装置基本稳定，在产企业保持高负荷生产

工作，停车检修和复产企业并存，叠加个别新增烧碱产能处于试生产过程，液碱

整体产量保持高位，市场货源供应充足。在需求端，本月氧化铝行业整体稳定运

行，部分企业开工负荷延续前期上调趋势，液碱消化能力较前期有所增加，市场

需求稳中有增，出厂价格方面，大多企业多以执行合约价格为主，河南、山西及

山东地区月内对订单交易价格向上小幅调整，对当地及周边地区液碱市场形成一

定利好支撑。印染及造纸行业进入传统销售淡季，多地企业仅少量采购以满足刚

需，开工负荷小幅下滑，液碱需求同步下行。外贸方面，海外市场需求旺盛，液

碱出口量较前期有所增加，对当地内贸市场形成一定利好支撑。



片碱方面，月内片碱产量呈“先跌后涨”态势，考虑到企业前期库存相对充

足，且区域内多以合约货源交易为主，国内片碱市场整体供应稳定。在库存方面，

各产区区域性差异明显：西北地区本月停车检修数量增加，装置负荷持续降低，

当地市场供应量小幅减少，区域内库存持续减少；华北地区前期检修企业多已复

产并恢复高负荷运行，产量增加，区域内库存持续累积；考虑到华东地区当地企

业产能规模较小，市场多以北方货源交易为主，华南及西南地区由于北方高浓液

碱市场支撑作用，市场成交量稳中向好，库存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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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中国原盐产量为 807.32 万

吨，同比上涨 149.15 万吨，涨幅 22.66%。2024 年以来累计产量 2931.32 万

吨，同比上涨 406.40 万吨，涨幅 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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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中国原盐进口量为 105.65 万吨，

同比上涨 28.26 万吨，涨幅 36.51%。2024 年以来累计进口量 595.91 万吨，

同比上涨 117.97 万吨，涨幅 2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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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中国原盐出口量为 2.57 万吨，

同比上涨 0.68 万吨，涨幅 36.20%。2024 年以来累计出口量 17.89 万吨，同

比下跌 14.01 万吨，跌幅 4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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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中国纯碱产量为 334.57 万

吨，同比上涨 67.78 万吨，涨幅 25.40%。2024 年以来累计产量 1899.88 万

吨，同比上涨 318.33 万吨，涨幅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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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中国烧碱产量为 358.54 万

吨，同比上涨 32.57 万吨，涨幅 9.99%。2024 年以来累计产量 2134.54 万吨，

同比上涨 140.89 万吨，涨幅 7.07%。



 行业资讯：

盐业资讯

 7 月 9 日下午，中盐集团与上海浦东新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浦东

新区办公中心举行。上海市委常委、区委书记朱芝松，市政府副秘书长、区

委副书记、区长吴金城，中盐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耀强共同见证签约。

副区长毕桂平，中盐股份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范志代表双方签署协议。

双方将在落实健康中国战略倡导市民健康生活方式、推动盐文化发掘和传

承、筹建盐文化馆助力浦东新区新场古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等方面深化合

作，实现共赢发展。（来源：中国盐业集团）

 7 月 5 日下午，集团公司以视频会方式召开第八期中盐投资（战新）业务分

享会。会议通报了二季度中盐企业战新业务开发进展情况，对做好集团与重

点所属企业战新领导小组联席会准备工作和认真做好年中投资计划调整、及

时做好固定资产投资闭环管理，完成项目竣工验收与后评价自查与整改等重

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来源：中国盐业集团）

 6 月 12 日上午，中盐集团与中国能源研究会在北京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

仪式。中国能源研究会党委书记、理事长史玉波，中盐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李耀强出席签约仪式并讲话。双方围绕深化合作进行了充分交流，一致表

示将以此次战略合作签约为新起点，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在盐穴储能技术

交流与推广、能源 ESG 治理、盐穴储能前沿研究等方面务实合作，为推动



绿色低碳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来源：中国盐

业集团）

 7 月 26 日上午，江苏苏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成立暨苏盐物流综合信息平

台签约仪式在南京举行。苏盐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郑海龙出席仪式并讲话。

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海青，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蒋刚，签约合作单位

洞隐云链科技公司董事长潘文艺以及苏盐井神公司有关领导等参加仪式。仪

式上，蒋刚宣读了《苏盐集团党委关于同意组建江苏苏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的批复》。郑海龙、王海青、蒋刚等共同为江苏苏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揭牌，并见证了苏盐供应链公司与洞隐云链科技公司战略合作伙伴协议签

约。（来源：中国盐业集团）

 7 月 4-5 日，广东盐业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陈楚带队到福建省盐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交流考察，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彭国光参加有关活动。7

月 4 日下午，双方召开座谈交流会，共同回顾了长期以来良好的合作成果，

并就推动后续更加紧密合作进行深入探讨，提出了有益的思路。7 月 5 日，

陈楚一行在福盐集团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林杰的陪同下，实地考察了莆

田盐场、山腰盐场的盐田生产和技改情况，并前往晶秀、晶海两个食盐定点

生产企业，深入了解了福建海盐制盐技艺传承、技术创新和产品系列。此次

交流考察活动促进了广东盐业集团与福盐集团的合作，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

信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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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财经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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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财经数据库

以上均价数据均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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