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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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2.74 点，较上期（2024 年

9 月)上涨 54.74 点，涨幅 4.22%；较基期（2018 年 1 月）上涨 352.74 点，

涨幅 35.27%；较周期内最高点 1445.75 点（2024 年 7 月）下跌 93.01 点，

跌幅 6.59%；较周期内最低点 981.91 点（2018 年 12 月）上涨 370.83 点，

涨幅 37.77%。

新华·中盐两碱工业盐价格指数报 1375.48 点，较上期（2024 年 9 月)下

跌 18.20 点，跌幅 1.31%；较基期（2018 年 1 月）上涨 375.48 点，涨幅 37.55%；

较周期内最高点 1736.66 点（2022 年 4 月）下跌 361.18 点，跌幅 20.80%；

较周期内最低点 816.2 点（2020 年 8 月）上涨 559.28 点，涨幅 6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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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2.74 点，较上期（2024 年 9

月)上涨 54.74 点，涨幅 4.22%；较基期（2018 年 1 月）上涨 352.74 点，涨

幅 35.27%；较周期内最高点 1445.75 点（2024 年 7 月）下跌 93.01 点，跌

幅 6.59%；较周期内最低点 981.91 点（2018 年 12 月）上涨 370.83 点，涨

幅 3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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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上海、合肥、重庆、西安、兰州、南宁、

乌鲁木齐、南京、武汉、郑州、太原、长沙、贵阳、昆明超市销售食用盐均价较

2024 年 9 月上涨；济南超市销售食用盐均价较 2024 年 9 月持平；北京、广州、

呼和浩特、哈尔滨、南昌、银川、天津、石家庄、杭州、长春、拉萨、西宁、青

岛超市销售食用盐均价较 2024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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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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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个，

分别是上海、广州、乌鲁木齐、杭州、贵阳、昆明；超市食用盐销售单价在 4-5

元/斤之间的城市有 9 个，分别是北京、重庆、南昌、兰州、天津、南京、长沙、

西宁、济南；超市食用盐销售单价在 3-4 元/斤之间的城市有 7 个，分别是呼和

浩特、哈尔滨、银川、石家庄、武汉、长春、郑州；超市食用盐销售单价在 3

元/斤以下的城市有 6 个，分别是合肥、西安、南宁、拉萨、太原、青岛。



低钠盐销售方面，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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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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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5.48 点，较上期（2024 年 9 月)

下跌 18.20 点，跌幅 1.31%；较基期（2018 年 1 月）上涨 375.48 点，涨幅

37.55%；较周期内最高点 1736.66 点（2022 年 4 月）下跌 361.18 点，跌幅

20.80%；较周期内最低点 816.2 点（2020 年 8 月）上涨 559.28 点，涨幅

68.52%。

分区域来看，2024 年 10 月，陕西、江西、河南、河北、湖南、云南、辽

宁、天津两碱工业盐出厂价格较 2024 年 9 月上涨；宁夏两碱工业盐出厂价格较

2024 年 9 月持平；安徽、江苏、湖北、重庆、新疆、山东、青海、四川两碱工

业盐出厂价格较 2024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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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个，

是陕西、安徽、江苏、湖北、江西、河南、重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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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个，分别是新疆、河北、

青海、宁夏。

10 月国内原盐市场平稳运行态势，市场供应稳定，需求小幅增加。纯碱行

情持续下行，液碱行情持续向好，宏观刺激政策发力，叠加各企业四季度业绩报

告压力，后期国内原盐或将稳中偏强运行。

海盐市场方面，本月多数海盐产区进入集中产盐阶段，市场用盐需求区域性

差异化明显，受减产预期影响，交易价格或持稳偏强运行。具体来说，海盐生产



受上月连续强降雨天气影响，盐企秋季产盐工作持续延长，产量预期下滑，市场

供应能力小幅减弱，部分地区交易节奏放缓，虽有进口盐补充，但海盐产区减产

对来年生产供应造成影响，短期内价格有小幅下调，后期看涨。

井矿盐方面，伴随十一节后复工，各省盐企产销平衡，企业库存压力较小，

市场成交价格表现稳定。山东、陕西等地区或受海盐影响，区域内企业库存较其

他地区偏低，多积极出货，交易价格小涨后平稳；河南、川渝等地区盐企调涨意

愿强烈，下游碱厂多持观望态势，上下游博弈情绪渐起。月中开始，江苏部分企

业开启短期小规模检修工作，区域内市场供应减少，市场成交氛围相对温和，由

于纯碱行情下行，部分地区井矿盐库存水平增加，出货水平较前期有所放缓，企

业多挺价销售。

湖盐方面，本月湖盐市场维持良好运行态势，产量增加，市场货源供应增长

明显，区域内库存水平不断攀升，部分地区或存一定胀库压力。考虑到湖盐交易

多以本地合约供给为主，地方盐企多“以销定产”，部分地区受市场运力因素限

制，外销时间较前期略有增加，交易价格小幅波动。

下游纯碱方面，10 月份，纯碱企业开工率、产量较前期均有所增加。在需

求端，由于纯碱期货市场月初呈冲高回落表现，下游企业多观望，采购积极性稍

显不足，轻碱、重碱需求均小幅减少。月内浮法玻璃多条产线进行点火及冷修工

作，光伏玻璃产线变动较小，日熔量之和延续前期环比下降趋势。而在库存方面，

本月纯碱生产企业库存大幅增加，社会库存波动减少，总库存持续累积，市场交

易多以满足企业待发订单刚需为主，碱厂多持稳价心态，部分地区交易价格微幅

松动。临近月底，宏观政策刺激发力，降准、降低存量房贷利率等政策陆续发布，



国内房地产业交易数据环比提升，下游玻璃等价格开始小幅上调，市场情绪有所

修复，或一定程度拉动纯碱需求，市场向好发展。

液碱市场，本月国内整体供应相对稳定，市场交易行情持续向好。在生产方

面，月初假期期间，市场运力小幅降低，交易多维稳走货。节后复工，运力逐步

恢复，液碱总体产量稳定，市场交易中库存货占比增加，部分地区按计划安排后

期检修，液碱产能持续低开工率运行，部分区域供应偏紧，对市场支撑明显，区

域内企业或选择前往外围市场拿货，市场整体表现出明显的上涨行情，企业多根

据自身库存情况灵活调整出厂价格。下游方面，需求市场呈区域性好转态势，氧

化铝企业仍保持较高负荷生产，高利润氛围烘托下，企业开工积极性较高，新增

产能不断释放，高开工率带动纯碱需求不断增加，对烧碱采购量有所提高，山东、

河南、广西等地区企业采购价格出现多次上调，非铝下游采购需求同步小幅跟进，

对当地及周边地区液碱市场形成一定利好支撑。造纸及化纤行业生产稳定，企业

液碱消化顺畅，大型企业逐步开启备货工作，中小型企业多以刚需采购为主。

片碱方面，考虑到液碱市场持续上扬，片碱生产成本增加，叠加片碱市场因

设备检修产量下降，下游市场需求延续，月内片碱供应偏紧，或对片碱市场形成

一定提振作用，本月市场交易波动运行。分产区来看，本月西北地区片碱企业检

修设备数量增加，装置负荷下降，产量下滑，企业库存压力小幅减轻，处于合理

水平，同时厂家新单报价上调，拉动各区域价格同步上行。华东、华北地区企业

持稳运行，产量稳定，市场供应充足，多以消化本地货源为主。华南及西南地区

市场多以供给长约客户为主，月内成交节奏加快，但伴随西北煤炭保运措施出台，

受新疆、青海地区铁路运输能力下调因素影响，交货时间或有一定滞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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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中国原盐产量为 512.75 万

吨，同比上涨 33.50 万吨，涨幅 6.90%。2024 年以来累计产量 4392.06 万吨，

同比上涨 603.39 万吨，涨幅 1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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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中国原盐进口量为 94.84 万吨，

同比上涨 29.86 万吨，涨幅 45.94%。2024 年以来累计进口量 921.24 万吨，

同比上涨 267.85 万吨，涨幅 4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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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中国原盐出口量为 8.01 万吨，

同比上涨 1.51 万吨，涨幅 23.17%。2024 年以来累计出口量 30.03 万吨，同

比下跌 13.31 万吨，跌幅 3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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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中国纯碱产量为 307.04 万

吨，同比上涨 34.73 万吨，涨幅 12.75%。2024 年以来累计产量 2852.00 万

吨，同比上涨 497.54 万吨，涨幅 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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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中国烧碱产量为 361.00 万

吨，同比上涨 15.49 万吨，涨幅 4.48%。2024 年以来累计产量 3192.61 万吨，

同比上涨 184.65 万吨，涨幅 6.14%。



 行业资讯：

盐业资讯

 10 月 8 日下午，中盐集团与中煤地质总局在京签订股权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中盐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耀强，中煤地质总局党委书记贾春曲共同见证

签约，并就推动井矿盐及钾、芒硝、天然碱、溴、碘等地下矿产的勘察、工

程设计、钻探施工、盐井修复、矿山治理等业务领域的合作进行座谈交流。

此次股权项目合作是在前期双方战略合作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标志着双方

合作进入新的合作阶段。（来源：中国盐业集团）

 10 月 14 日，中盐集团召开子企业上市专题工作会。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李耀强主持会议并讲话，党委副书记敦忆岚、总会计师王晓雯出席会议。

集团公司投资发展部汇报了集团公司资本运营工作机制建设情况和子企业

上市规划等重点工作落实情况，随后，各分公司汇报了落实集团子企业上市

规划中不同发展阶段的重点工作。（来源：中国盐业集团）

 10 月 14 日下午，中盐集团召开第四季度扩大有效投资工作专项会议。集团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耀强主持会议并讲话，党委副书记敦忆岚、总会计

师王晓雯出席会议。李耀强在讲话中指出，中盐集团前三季度已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总额与去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基本持平，但距离年初确定的 10%

增长目标仍有一定差距。敦忆岚通报了中盐集团前三季度投资完成情况，对

第四季度扩大有效投资工作进行了部署，从加快重大项目论证、决策与实施、



优化流程、支持协同、针对性解决关键问题等方面做出全面部署和要求。（来

源：中国盐业集团）

 10 月 17 日下午，中盐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耀强在集团总部会见了安徽

省生态环境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罗太忠一行，双方就进一步

深化战略合作、推动盐行业高质量发展开展座谈交流。未来，双方将巩固拓

展合作成果，在食盐产销协同、低钠盐推广等方面继续深化合作，积极创新

合作模式，进一步实现互利共赢。（来源：中国盐业集团）

 10 月 19 日，ESG 中国·创新年会（2024）在北京举办。会议以“赋能新质

生产力，共创可持续未来”为主题，现场发布了《2024 年度 ESG 卓越实践

报告》，中盐集团《“盐”守初心，全力保障国民舌尖上的安全——发挥央

企责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获选年度 ESG 卓越实践案例，这是 2023 年

ESG 卓越实践报告首次发布以来中盐集团再次获此殊荣。（来源：中国盐业

集团）

 10 月 25 日至 27 日，第 33 届中国厨师节博览会在四川宜宾举行，期间由

新华社品牌工作办公室、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世界厨师联合会亚洲区委

员会携手打造的“健康中国减盐行动”走进餐饮行业——健康换盐“益”起

行动暨中盐之夜主题活动于 26 日晚间举行。（来源：中国盐业集团）



 10 月 28 日是毛泽东同志视察中盐红四方前身企业蜀山化肥厂 65 周年纪念

日。在这个令石油和化工人难忘的重要日子里，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

司被授予“石油和化工行业红色教育基地”。（来源：中国盐业协会）

 10 月 14 日上午，苏盐集团与金陵饭店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充分发挥各

自资源、产品、市场、渠道等优势，共同谋划双方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

价值链协同发展新路径，加强党建、品牌、文化深层次交流合作，携手打造

省属国企合作共赢新典范。（来源：苏盐集团）

 10 月 21 日下午，苏盐集团与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在淮安举行科技创新战

略合作签约仪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党委书记、主任赵志强，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郑海龙出席签约仪式并讲话。郑海龙表示苏盐集团将与省生产力促进

中心进一步加强在科技创新组织体系规划建设评估、高能级创新平台载体打

造、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引进等方面的合作，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更大力

度推进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来源：苏盐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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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