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an

（2024.11.01-11.30）



新华·中盐系列价格指数月报
第 60 期（2024.11.0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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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3.81 点，较上期（2024 年

10 月)下跌 28.93 点，跌幅 2.14%；较基期（2018 年 1 月）上涨 323.81 点，

涨幅 32.38%；较周期内最高点 1445.75 点（2024 年 7 月）下跌 121.94 点，

跌幅 8.64%；较周期内最低点 981.91 点（2018 年 12 月）上涨 341.90 点，

涨幅 34.82%。

新华·中盐两碱工业盐价格指数报 1333.75 点，较上期（2024 年 10 月)下

跌 41.73 点，跌幅 3.03%；较基期（2018 年 1 月）上涨 333.75 点，涨幅 33.38%；

较周期内最高点 1736.66 点（2022 年 4 月）下跌 402.91 点，跌幅 23.20%；

较周期内最低点 816.2 点（2020 年 8 月）上涨 517.55 点，涨幅 6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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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3.81 点，较上期（2024 年 10

月)下跌 28.93 点，跌幅 2.14%；较基期（2018 年 1 月）上涨 323.81 点，涨

幅 32.38%；较周期内最高点 1445.75 点（2024 年 7 月）下跌 121.94 点，跌

幅 8.64%；较周期内最低点 981.91 点（2018 年 12 月）上涨 341.90 点，涨

幅 3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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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北京、上海、呼和浩特、重庆、南昌、

兰州、乌鲁木齐、南京、武汉、长春、郑州、西宁、贵阳、青岛超市销售食用盐

均价较 2024 年 10 月上涨；哈尔滨、济南超市销售食用盐均价较 2024 年 10

月持平；广州、合肥、西安、银川、天津、南宁、杭州、太原、长沙、昆明超市

销售食用盐均价较 2024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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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本月（2024 年 11 月）大润发超市有促销活动，故月内商超食用盐价格较上月（2024 年 10 月）

降幅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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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是上海、兰州、乌鲁木齐、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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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个，分别是北京、呼和浩特、重庆、南昌、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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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个，分别



是广州、哈尔滨、银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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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个，分别是合肥、西安、南宁、太原、青岛。。

低钠盐销售方面，11 月份超市渠道销售低钠盐占比超过 15%的城市为北

京、重庆、乌鲁木齐、南京、杭州、长春、郑州、太原、贵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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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3.75 点，较上期（2024 年 10

月)下跌 41.73 点，跌幅 3.03%；较基期（2018 年 1 月）上涨 333.75 点，涨

幅 33.38%；较周期内最高点 1736.66 点（2022 年 4 月）下跌 402.91 点，跌

幅 23.20%；较周期内最低点 816.2 点（2020 年 8 月）上涨 517.55 点，涨幅

63.41%。

分区域来看，2024 年 11 月，新疆、河北、云南两碱工业盐出厂价格较 2024

年 10 月上涨；青海、四川、辽宁两碱工业盐出厂价格较 2024 年 10 月持平；



陕西、安徽、江苏、湖北、江西、河南、重庆、山东、湖南、天津、宁夏两碱工

业盐出厂价格较 2024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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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国内原盐市场持稳运行，本月原盐市场交易主要受下游装置检修因素

影响，前期部分地区下游碱厂或仍有一定数量的生产装置处于停车检修阶段，原

盐市场需求较弱，考虑到进口盐船货持续流入，但国内原盐田现货市场供应充足，

且进口盐品质不一，目前原盐交易或小幅波动。伴随部分下游停车企业逐步恢复

正常生产节奏，企业开工稳步上升，对原盐采购需求增加，交易价格或小幅增加。

海盐市场方面，本月海盐集中产盐阶段逐步收尾，盐企产量较前期小幅减少，

伴随部分市场内原盐需求不断增加，地方企业库存持续下调。分区域来看，北方

企业盐企前期生产平稳，部分地区由于前期卤水浓度偏低因素影响，产盐周期有

所延长，产量较去年同期有小幅下滑。临近月底，多数产区已进入收尾期，区域

内盐企库存相对合理，交易多以合约供给为主，各地区盐企库存水平逐渐走低，

进口盐对于国内海盐市场并未产生较强影响，海盐市场延续平稳运行。

井矿盐方面，本月多数产区内井矿盐持续高负荷运行，产能及库存均维持合

理态势，产量稳定，市场供应能力充足。分地区来看，华中地区生产负荷小幅减

弱，华东地区下游配套井矿盐装置计划投产，拉动当地原盐供应能力或增加。具

体来说，广东地区受海盐秋扒及进口盐持续流入因素影响，当地井矿盐交易价格

偏弱运行；湖南地区当地盐企库存较高，区域内现货供应充足；江苏地区个别井

矿盐装置仍处于检修阶段，叠加下游交易行情偏软，碱厂拿货积极性不高，压价

意愿渐起；北方地区冬日腌制食品陆续上市，同时融雪剂用盐量较前期增加旺盛，

部分企业或存一定调涨心理，市场整体交易价格仍稳定。

湖盐方面，西北地区盐企前期多以销定产，由于下游市场需求减弱，地方盐

企销量较前期有所减少，自月中开始，产区内需求增加，盐企产量提升，而部分

地区受铁路运力有限因素影响，下游市场消化能力滞缓，库存或承压运行，市场



灵活促量。两碱企业月初阶段多开工正常，企业限产、装置检修及降负荷现象均

有发生，市场交易以满足企业刚需为主。月中开始，部分前期两碱企业检修装置

逐步减少，目前多数盐企主要以供应前期客户为主，部分产区仍处于尾盐生产阶

段，市场交易按需稳量。

下游纯碱方面，11 月市场需求偏弱势运行，纯碱交易价格或震荡下行。具

体来说，在供给端，月内多产区内检修计划较预期偏多，企业产量高位小幅震荡。

月初阶段产区内检修安排较多，产能降低，从月中开始，多数企业检修计划陆续

结束，产量较前期有所提高，考虑到市场需求偏低，少量企业持续进行设备交替

检修工作，叠加新产能投放不及预期，各产区企业多及时按需调整企业生产计划，

本月内总产值呈“先减后增再微幅下调”趋势。在需求端，重碱需求小幅下降，

轻碱需求相对稳定，浮法、光伏玻璃均冷修多条产线，日熔量之和较前期有所下

滑，由于金九银十效应逐步消退，短期内下游碱厂采购积极性较弱，企业订单减

少。考虑到后期地产相关政策预期落地，或对竣工端玻璃产生一定提振作用，市

场供需结构或得到改善，纯碱交易价格或小幅反弹。库存方面，月初阶段，生产

企业库存波动上行，社会库存略有下降，临近月底，上游企业多开始去库存工作，

企业库存持续减少，社会库存不断增加，考虑到目前纯碱供应过剩格局仍存，市

场中下游采购意愿偏弱，整体来看，市场总库存窄幅向上波动。

液碱市场，本月国内市场库存稳定，多数企业多依据自身库存情况灵活调整

报价。具体来说，在生产端，部分地区因区域内液碱装置停车检修，产量较前期

有所减少。在需求端，氧化铝行业装置生产正常，液碱消化能力稳定，广西、河

南、山西等地区采购价格上调，对当地及周边地区液碱交易市场形成一定利好支



撑。造纸及化纤行业企业开工稳定，市场采购多以满意企业刚需为主，备货意愿

较弱，少量企业或持有一定观望意愿，市场成交节奏有所放缓。外贸方面，近期

外盘市场环境较好，或支撑内贸市场向好发展。

片碱方面，本月市场整体产能相对稳定，多数地区以消化本地货源为主，市

场供应充足，交易价格变动不大。受地方企业检修计划影响，交易区域性波动明

显：华北地区企业生产平稳，生产装置持续高负荷运行，产量高位稳定，交易顺

畅。华东地区企业多以供给合约客户为主，生产负荷稳定，库存压力较小。华南

及西南地区本月外贸订单数量增加，市场成交较前期增长明显，整体交易持续顺

畅，贸易商库存小幅下调。西北地区企业停车检修数量较多，片碱产量缩减，考

虑到液碱价格上调，市场需求相对稳定，但新疆、青海等地铁路运力紧张，市场

供应趋缓，多因素影响下或拉动当地片碱交易价格小幅上移。自下半月开始，多

数企业陆续恢复前期生产节奏，由于下游企业多已完成月内生产任务，下游非铝

企业片碱采购数量较前期减少，片碱企业库存或存一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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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中国原盐产量为 605.33 万

吨，同比下跌 13.47 万吨，跌幅 2.18%。2024 年以来累计产量 4997.39 万吨，

同比上涨 589.92 万吨，涨幅 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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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中国原盐进口量为 111.87 万

吨，同比上涨 63.36 万吨，涨幅 130.64%。2024 年以来累计进口量 1033.10

万吨，同比上涨 331.22 万吨，涨幅 4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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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中国原盐出口量为 12.42 万

吨，同比上涨 1.98 万吨，涨幅 19.01%。2024 年以来累计出口量 42.45 万吨，

同比下跌 11.33 万吨，跌幅 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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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中国纯碱产量为 333.73 万

吨，同比上涨 24.23 万吨，涨幅 7.83%。2024 年以来累计产量 3185.73 万吨，

同比上涨 521.77 万吨，涨幅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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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中国烧碱产量为 368.36 万

吨，同比上涨 15.16 万吨，涨幅 4.29%。2024 年以来累计产量 3560.97 万吨，

同比上涨 199.81 万吨，涨幅 5.94%。



 行业资讯：

盐业资讯

 11 月 5 日，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暨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在国家会展中

心（上海）盛大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中盐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耀强应邀参加开幕式。中盐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中盐交易分团团长王云参加主题为“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促进企业高质

量发展”的分论坛。中盐集团所属 12 家企业代表共计 100 余人组成的中盐

交易分团参加本届进博会，再次点亮“进博时刻”。（来源：中盐集团有限

公司）

 11 月 12 日，中盐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耀强在集团总部会见了广西盐业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邱潮涌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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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盐集团有限公司）

 11 月 18 日上午，中盐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耀强会见了到访的国家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河北局分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晁铭波一行，双方就进一步深化

合作进行了工作交流。李耀强介绍了中盐集团改革发展历程、“1+3”主业

体系和战略规划等情况，重点介绍了在推动食盐产销一体化、深化供应链管

理改革等方面的实践和成果。李耀强表示，中盐集团将深入贯彻落实京津冀

协同发展战略，深化与国储局河北局的合作，探索在新型电商渠道建设、大

宗物资交易与物流仓储等方面的有效合作模式，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合作共

赢。晁铭波介绍了国储局河北局的功能定位和改革发展情况，以及在粮食、



战略物资、能源、应急救灾“四大储备”方面开展的工作和成效。晁铭波表

示，国储局河北局将依托地理区位、物流交通、储备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为

中盐集团拓展在河北业务并辐射全国提供专业化服务，希望与中盐集团进一

步加强交流，拓宽合作领域，推动双方高质量发展。（来源：中盐集团有限

公司）

 11 月 26 日，中盐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耀强接受《企业观察报》的采访。

在采访中，李耀强表示，目前红四方肥业已经成长为专业从事复合肥和氮肥

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乃至服务的国内复合肥龙头企业，也是中盐集团“1+3”

主业体系中农肥业务板块的运营主体，更是中盐集团服务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业务载体。李耀强还提到，当前中盐集团的重点工

作是推进中盐股份公司的上市。2019 年，中盐集团启动了商业模式、组织

体制的改革，目前正处在上市辅导期，已经进入冲刺阶段。此外，虽然中盐

集团的盐穴资源综合利用板块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但也锚定上市目标打造

了平台企业。这一业务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是中盐集团服务“双

碳”战略的未来产业布局之一，是盐行业的新质生产力。2017 年以来，中

盐集团积极落实盐改任务，从倡导良性竞争、推动行业专业化重组、创新商

业模式、实施“三品战略”、践行“健康中国”行动推广低钠盐等一系列改

革着手，维护行业秩序稳定，重塑行业发展格局。中盐集团将继续深化内整

外合，大力推动盐业企业产销一体化，积极与地方盐企开展战略合作，推动

专业化整合，共同构建我国盐行业新发展格局。李耀强谈到，盐化工业务是

化解传统盐产能过剩、推动产业升级的关键环节，将按照专业化、精细化、



绿色化的方向发展。下一步中盐集团将继续服务制造业供应链安全，主动面

向新能源行业发展对纯碱等产品的需要，巩固扩大纯碱产能优势，持续围绕

稳链固链强链延链加强资源整合。农肥业务将以此次上市为契机，进一步推

动优质农肥资源向上市平台集中，为更好履行农肥使命奠定基础。盐穴资源

综合利用将在推动产业规模化发展基础上，积极开展盐穴储氢、盐穴液流电

池等前沿研究，整合科研资源，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同时，中盐集团还将

加快财务管理、资产管理、供应链管理平台等 N 个服务支撑平台公司建设，

整合资源和力量，提高专业化水平。（来源：中盐集团有限公司）

 10 月 31 日，由中国盐业协会组织，国盐检测（天津）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

《软水设备专用盐》《软水设备专用盐生产技术管理规范》团体标准技术研

讨会在天津成功召开。来自中国盐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盐业协会、江苏

瑞丰盐业有限公司、山东临沂盐业有限公司等 16 家单位，涉及生产、质检、

产品销售、技术研发等不同领域的 40 余名代表参加会议。会议由中国盐业

协会秘书长刘艳杰主持，中国盐业协会科学技术工作委员会主任赵建国出席

会议。中国盐业协会于今年 4 月启动了《软水设备专用盐》《软水设备专用

盐生产技术管理规范》标准的制定和调研工作。两项团体标准的制订对规范

企业管理、提高产品质量、保护消费者权益、降低使用风险等方面意义重大。

同时，这两项团体标准也是协会团体标准技术委员会成立以来启动和制订的

首个标准项目，这对于协会团体标准工作的推动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两项

团体标准由中国盐业协会提出并归口，国盐检测（天津）有限责任公司、中

盐国本盐业有限公司牵头起草。研讨会上，标准起草组对标准的编制情况及



进展作了详细介绍，参会人员针对标准文本内容逐条进行了交流和讨论，分

别从各自专业的视角提出了合理的建议和意见。（来源：中盐集团有限公司）

 近日，以“数智领航 新质发展”为主题的第十四届中国轻工业信息化大会

及智能居家展洽会在重庆隆重举行。会上正式发布了 100 项中国轻工业数字

化转型急需解决技术“揭榜挂帅”方案名单和 287 项中国轻工业数字化转型

“领跑者”案例名单。浙盐集团所属浙江省盐业股份有限公司“食盐智控平

台一体化建设方案”“食盐智控平台搭建”及苏盐集团“一体化管控平台”

和“蒸发与离心干燥等工序的单/多回路智能控制与工艺整体优化控制”同

时入选 2024 年中国轻工业数字化转型急需解决技术“揭榜挂帅”方案和“领

跑者”案例名单。（来源：浙盐股份公司、苏盐集团）

 江苏省科协公布 2024 年江苏省院士专家（企业）创新中心，全省共遴选出

43 家，苏盐井神院士专家创新中心位列其中。（来源：苏盐集团）

 11 月 23 日至 25 日，为深入贯彻落实《“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推

动我国健康相关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中国保健协

会主办的“中国健康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在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隆重开幕。

与此同时“全国海盐食盐发展研讨会”作为大会重要的专题会议同步举行。

研讨会以“高端食盐—生态海盐”为主题，围绕生态海盐产学研一体化发展、

产品认定流程与规范、品牌内涵以及销售策划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来

源：中国盐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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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