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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基于本国国情，在盐业管理上采取了完全市场化运作模式。本文分

析了美国盐业发展历程、产销情况、市场主体变化情况以及市场流通模式的基本特

征，并提出对推进我国盐业市场化改革和成熟的市场流通主体建设的借鉴和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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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世界上经济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也是较早实行盐业市场化模式运行

的国家。美国盐业改革历程及市场化运行基本模式对我国正在推进的盐业市场化改

革和成熟的市场流通主体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美国盐业基本情况 

美国的盐资源十分丰富，拥有众多的岩盐矿层、湖盐和天然卤水等资源。在美

国的东部、中部和北中部，由于当地雨水较多，不适宜日晒盐生产，但富有岩盐矿

层和盐丘；在美国的西部，气候干燥，卤水资源丰富，主要为盐湖和干涸盐湖。尽

管美国盐资源丰富，但由于需求有限，盐资源得到了有序开发利用，按照以销定产

原则组织生产，实现了产销基本保持平衡。 

1、制盐业发展历程 

美国近代盐业经济始于 18 世纪末，制盐的集团化生产始于 19 世纪 80 年代。

制盐业在美国的发展，如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①为用

盐自给自足而作的努力；②通过深钻方式探寻岩盐；③运用科学方法，发展以盐为

基础的大规模化学工业。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在美国的大西洋沿岸曾出现过一次狂热的产盐尝试，其方

式是利用太阳能蒸发咸水湖中的海水（或在铸铁锅中将海水熬浓）。到独立战争结

束之际，因生产成本较高，制盐企业普遍效益不佳，无力同从英国本土或从西印度

地区的进口盐竞争，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后半期。当时，食盐被认为是证

明联邦政府介入各州事务合理性的重要根据，美国把多数产盐地都保留给各州拥

有，再由各州将它们租赁给私人制盐商，并征收税收。同时，对外国投资本土盐业

有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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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盐的集团化生产始于 19世纪 80年代早期，当时通过深度钻探方式发现

了丰富的盐矿资源。随着盐矿资源的发掘，真空制盐技术的发展，美国盐的产量大

幅增加，并逐步成为世界盐的主要生产国，盐产量长期占据世界第一，直到 2005

年，中国盐产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产盐国。 

随着美国盐业市场化不断推进和自然竞争结果，目前，美国制盐生产主要由少

数几个大型企业集团控制，集团内部产销合一，通过以销定产的方式，根据市场需

求情况进行自我调整，美国盐的产销量及价格基本保持了平衡与稳定。 

近年来中美两国盐的产量及品种结构情况分别见图 1、图 2。 

图 1：2004 年以来中美盐的产量发展对比 

 

 

 

 

 

 

 

 

 

 

图 2：当前中美两国盐的品种结构对比 

 

 

 

 

 

 

 

 

备注：美国盐产品按加工工艺进行统计，为便于对比，作者将我国的湖盐、海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美国 中国

46%

36%

11%
7%7%

0

47% 46%

0%

10%

20%

30%

40%

50%

卤水 岩盐（旱采） 真空精制盐 日晒盐

美国 中国



 3 

盐列入日晒盐品种。从中美两国产盐结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盐业发展主要集中于

高耗能的真空精制盐，而美国的盐业主要以低耗能生产的卤水、旱采盐方式为主，

真空精制盐所占份额较低。 

 

2、盐的用途及消费结构 

直到 19 世纪中期，美国几乎所有生产出来的盐都用于供人们（或某些动物）

直接或间接（如肉类加工）食用，工业用途较少。这一局面在英国人造苏打工艺传

入美国后发生变化。该工艺 1882 年传入美国，1900 年该工业就消耗了全美盐产量

的一半左右。到 1957 年，美国近 80%的盐产品被氯碱化工业所消耗（多数直接利用

卤水）。尽管美国化学工业发展迅速，但随着公路融雪融冰用盐的普及应用，化工

用盐比重逐步下降，而融雪融冰用盐则持续增长。 

随着美国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与繁荣，根据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原则，美国十分

重视盐产品用途的研发，目前盐的用途多达 14000 多种。根据美国官方统计，美国

盐的消费结构可以分为以下基本类别：化工用盐、融雪盐、经销商渠道、食品加工

用盐、畜牧盐、一般工业用盐、水处理用盐、出口及其它。 

① 化工用盐：美国化工用盐消费占比约为 45%，化工用盐大约 91%是液体盐。 

② 融雪盐：美国是世界上融雪融冰用盐消耗量最大的国家，每年融雪盐的 

消费量在 1000万吨以上，消费量约占 30%。美国政府采购量占 80%以上。美国政府

相关部门认为只要处理得当，大量使用融雪盐不会对环境造成太大的影响。主要原

因一是美国对融雪盐设有专门的技术标准，以减少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二是融

雪盐的使用仅在冬季，经过雨水的冲刷，以及城市完善的排水系统，盐碱化一般不

会太严重；三是美国地广人稀，路边土地盐碱化造成的影响不大。 

③ 经销商渠道：经销商渠道销售盐约占 10%，该渠道主要分销家庭使用的 

直接入口食盐、软水用盐及生活用盐等。美国直接入口食盐品种丰富，按照用途、

口味、包装、规格、颗粒度和消费习惯等细分品种，以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个性化

需求。美国根据其国情，食盐分加碘盐和不加碘两种，同时供应市场，由消费者自

由选择。 

④ 食品加工用盐：主要用于食品加工行业，如肉类加工、奶业、罐头、烘 

焙、谷物加工等，消费量约占 5%。 

⑤ 畜牧盐：主要用于畜牧养殖业，消费量约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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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一般工业用盐。主要用于纺织印染、金属加工、橡胶、采油、造纸、皮 

革加工等，消费量约占 3%。 

⑦ 水处理用盐：美国水处理用盐消费占比约为 1%。主要是美国各级政府用 

于公共水处理需求较大，约占软水盐销量的 70%。其余 30%为商业渠道销售。 

⑧ 其它用途及出口约占 2%。 

中美盐业消费结构对比见图 3。 

图 3：目前中美盐业消费结构对比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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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45% 30% 10% 5% 4% 3% 2% 1% 

中国 82.2% 0① 5.6%② 5.2% 0.4% 5.3% 1.3% 0 

①中国有融雪盐产品，但数量较少，并未做单独统计，在消费中所占比重可以忽略。 

②由于中美统计口径不同，中国经销商渠道是指口食盐消费占比。 

二、美国盐业市场流通模式 

    美国盐业市场流通模式的主要特点可以简单概括为“寡头垄断、产销合一、以

销定产、有序竞争”。具体而言，具有如下特点： 

1、经营格局——寡头垄断 

美国是盐业流通完全市场化运行的国家。经过市场竞争、兼并重组、优胜劣汰，

在市场竞争法则的自然选择下，美国盐业形成了产销合一、寡头垄断的经营格局。

在美国盐的商品化生产初期，盐的生产销售处于相对杂乱无序状态，有关资料显示，

1880 年全国有 268 个制盐企业。1970 年，美国形成了 50 家盐业公司控制着 95 家

盐厂的经营格局。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以及不断增加的能源和人工成本，汇率波动导

致进口价格的不断下降以及过度的产能等因素，美国盐业经过新一轮兼并重组，

2013年形成了由 28个公司控制 61家盐场的经营格局。由此，美国盐的生产和销售

呈现两大明显变化。一是产销合一，制盐企业和销售企业联合在一起；二是寡头垄

断，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产业集中度显著提升，盐的制造和销售企业数量进一步减

少。2013 年，美国政府矿产资源统计资料显示，美国共生产盐 4010 万吨，其中莫

顿公司、北美盐业公司、嘉吉公司、岩盐公司等几家大型集团控制着全美约 90%以

上的盐业市场份额（图 4：目前美国盐业公司盐产品产销市场份额情况）。这些集团

公司产销高度一体、经营高度集中，形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寡头垄断模式。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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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都是国际化跨区域、跨产业的公司，盐只是其业务经营的品类之一。如莫顿国

际公司由莫顿盐业公司、加拿大盐业公司和巴哈马盐业公司三部分组成，且已涉足

中国食盐市场；嘉吉公司已成为大宗商品贸易、加工、运输和风险管理的跨国专业

公司，经营范围涵盖农产品、食品、金融和工业产品及服务；北美盐业公司是全球

领先的钾肥、镁肥以及盐产品生产商之一。 

图 4：目前美国盐业公司盐产品产销市场份额情况（不含液体盐） 

 

 

 

 

 

 

 

 

2、产销模式——产销合一、以销定产 

美国盐的资源十分丰富，但盐的产销量基本保持稳定，近十年来，美国年平均

盐产量 4380万吨，近两年来受需求下降影响，产量维持在 4000万吨左右，没有出

现盲目扩大产能、生产过剩、无序竞争现象，其要诀就在于美国盐业市场的寡头垄

断、产销合一、以销定产模式。盐业公司向所属制盐企业下达生产计划，盐业公司

一般与用户签订长期合同，根据合同供货数量将生产计划下达给所属制盐企业，有

效地杜绝了盲目生产。 

3、运行机制——政府监管、行业协调、企业自律 

美国未设立专门的盐业法规，也没有管理盐的专门机构，盐产品与其它普通商

品一样，在市场竞争的框架内运行，受反垄断法、反倾销法、食品法等法律法规的

管制。政府及美国盐业协会对各种用途盐的技术标准做出规定，各公司必须严格遵

照执行。公司作为市场经营的主体，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市场经营规则。 

美国盐业协会对促进行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美国盐业协会是一个基于北美

地区，致力于倡导盐的诸多益处，特别是为确保冬季道路安全、优良水质和健康营

养的非营利性行业组织。协会成立于 1914 年，成立之初叫盐生产者协会，1963 年

改名为盐业协会。目前协会有团体会员 37 个（团体会员除美国国内相关成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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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包括北美、南美、欧洲、亚洲等相关国家的单位。中国盐业总公司系该协会

的团体会员）。美国盐业协会代表美国盐行业与政府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协调企业

与政府之间的公共政策、公共关系，代表行业说话，为行业争取合法权益；负责协

调会员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盐业协会还经常开展食盐知识宣传，盐的生产、使用

等方面的调查与研究，组织开展各种学术活动，为会员提供信息服务。比如，当前

社会存在偏见，有些人认为吃盐有害健康，对盐业市场造成困扰。为此，协会履行

“消除不准确的公众认知”职责，通过组织专家研究，客观公正地提供正确信息，

引导社会舆论，促进市场销售。美国盐业协会积极发挥作用，补充和完善了美国盐

业市场运行机制。 

4、销售及物流模式——直销+非直销+第三方物流 

美国盐业公司在产品销售上主要有直销和非直销两种模式。工业用盐、融雪盐

等大宗用盐均由厂商直接销售给客户；而食用盐一般通过食品公司、经营商、连锁

超市、大型购物中心销售给消费者。盐业公司的业务流程和内部机构设置都是围绕

市场和用户设立，坚持用户至上的理念。 

在美国，盐业公司一般采用较低成本的第三方物流配送盐产品，仅有个别规模

较大的厂商才拥有自己的物流配送中心。美国盐的运输基本都是依靠陆路运输，这

也是盐业公司在不断优化运输半径和运输方式中做出的选择。美国幅员辽阔，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政府禁止汽车远程运输。随着高速公路网的形成，快捷畅通

而且能够直接到点的近距离汽车运输成为首选。以莫顿盐业公司为例，该公司汽车

运输盐的数量已经达到 80%，而火车、船只的运输仅分别占 15%和 5%。汽车运输中，

50公里以内的约 30%、150公里以内的约占 50%，150公里以上的约占 20%。汽车运

输中，既有直达用户的，也有运至仓储配送中心的。仓储配送中心一般靠近盐厂，

由盐厂将包装好的成品盐运至仓储配送中心，以便用户就近提货或仓储配送中心就

近送货。 

5、价格机制——市场定价 

盐产品的种类和价格完全由盐业公司根据市场形势自主研发、自行定价，不受

政府部门干预。但市场占有率较高的盐业公司在价格上拥有话语权，盐业协会在盐

的价格上不做协调工作，否则将违反《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同时，盐业公司也

不得采取低价倾销的行为，否则将会受到严厉的经济制裁。由于美国的盐业市场竞

争主体较为成熟，各盐业公司之间并没有出现恶性的价格竞争行为，形成了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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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价格，小企业跟价的定价模式。近年来，美国各种盐的出厂价基本保持稳定，

盐业公司也保持了合理的利润空间（图 5：近十年美国各种盐的平均出厂价）。 

图 5：近十年美国各种盐的平均出厂价（单位：美元/吨） 

盐种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真空精

制盐 
128.39 130.75 145.90 154.95 158.59 178.67 180.08 174.00 170.00 175.00 

日晒盐 49.25 58.14 65.06 61.65 64.33 72.09 57.41 51.19 71.87 70.00 

岩 盐

(旱采） 
25.83 25.84 24.98 27.84 31.39 36.08 35.67 38.29 36.89 37.00 

液体盐

(卤水) 
7.01 7.03 6.99 7.11 7.99 7.85 7.49 8.14 8.44 8.50 

 

6、市场准入模式——双轨制 

美国对制盐生产企业和盐业销售企业采取不同的市场准入模式。政府负责盐矿

开采的审批，制盐企业必须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进行登记。但盐的

销售企业设立相对简单，仅是普通的市场经营主体，无进入门槛。 

    三、主要借鉴和启示 

美国盐业市场化运作机制对我国正在进行的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盐业体制改革，

培育我国成熟的食盐市场流通主体，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1、产销合一、寡头垄断是我国盐业市场化改革和发展的必然方向。 

美国盐业市场健康、平稳、有序运行，其关键在于产销合一、寡头垄断的经营

体制。我国政府目前在积极谋划盐业体制改革，无庸讳言，盐业市场化是大势所趋，

但改革一定要结合我国国情。我国目前的盐业现状是经营主体众多、产销分离、食

盐和工业盐分类管理。盐业改革既要考虑行业长远发展，也要考虑体制转型期的社

会稳定。政府要做好盐业改革的顶层设计，明确各方责任；盐业企业要顺势而为，

共同努力推进产业集中，构建盐业成熟的市场主体。 

因此，借鉴美国的经营体制，我国盐业市场化改革，应重点做好以下两项工作。

一是推进产销联合，提高产业集中度。我国自 2005 年起，盐产量连年高居世界第

一，但制盐产业“多小散弱”，管理粗放，产能盲目扩张，产量平均呈 8%的速度增

长，制盐企业开工率严重不足，企业间无序竞争，大打价格战，企业利润空间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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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甚至亏损，经营难以维续，陷入了共损的怪圈，这与美国盐业的市场需求量决

定产量、盐的出厂价保持基本稳定的状况截然相反（图 6：2006 年以来我国制盐产

能与开工率走势）。因此，我国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盐业企业联合重组，逐步淘汰

落后产能，控制新增产能，优化原盐生产布局和产能结构，可从节能降耗方面出台

相关政策，限制高耗能的井矿盐发展，合理开发海湖盐资源，鼓励发展液体盐。通

过提高产业集中度，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盐业市场新秩序。二是构建寡头垄断格

局。借鉴美国盐业市场寡头竞争的经验，尽可能减少市场经营主体，避免无序竞争。

政府应做好盐业改革顶层设计，发挥现有盐业企业优势，借力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之

机，通过注入资本金、设置企业准入门槛等多种方式鼓励优势企业开展企业并购，

减少盐业经营主体，加快推进盐业主体规模化，扶优汰劣，为培育成熟的市场主体

创造外部条件。 

我国盐业虽然产量居世界第一，但由于企业主体过多，恶性竞争，产能过剩（参

见图 6：2006 年以来我国制盐产能与开工率走势），资源浪费，制盐企业普遍效益

不佳，市场化竞争的残酷与无奈迫使制盐企业寄托于有政策保护的食盐业务，引发

社会对食盐专营政策改革的大讨论。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食盐市场化改革不是解

决当前盐业问题的妙药，反而可能会造成中国盐产业更大的危机。在当前全球化经

济背景下，国外游资觊觎中国盐业已久，如何避免散弱的中国盐业被国外强势企业

控制，吸取粮油等行业市场化改革教训，应是政府在推进盐业改革时值得关注的问

题。 

图 6：2006 年以来我国制盐产能与开工率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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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盐业协会建设，服务行业企业。 

行业协会介于政府、企业之间，是政府与企业的桥梁和纽带。我国盐业协会在

组织行业内部交流、协调行业与政府间关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中国盐业协会应进

一步丰富工作内涵，代表全国盐业企业利益，履行与政府之间的公共政策、公共关

系沟通，企业之间的协调合作，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信息对接等职能。通过协会的作

用，推进盐业企业在市场规则框架内有序竞争。 

3、加强盐产品用途和品种的开发。 

美国根据盐的用途、口味、包装、规格、颗粒和消费习惯等，对盐产品的用途

和品种进行了细分，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而从我国实际看，关于盐的用途及品

种方面的研究开发相对较少，表现为品种比较单一，有附加值的产品种类较少。我

国是世界第一大盐的产销国，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盐的开发和销售有广阔的市

场前景。如在液体盐方面，美国化工用盐 91%采用液体盐，而我国液体盐比重仅占

7%；在融雪盐、软水盐的市场开拓方面，随着居民对生活品质要求的提高以及国家

对环境保护的重视，软水盐和融雪盐市场大有可为，市场亟待开发，而目前我国刚

刚起步；在高端口食盐品种研发推广方面，还有很多差距，盐业企业应在品种规格、

包装、口味、颗粒等方面推陈出新，满足不同消费群体需求。 

4、强化企业内部改革与管理，提升企业软实力。 

受长期以来的国有、计划体制影响，与国际同行业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盐业企

业的内部管理水平和效率远远滞后。目前，我国制盐企业人均年盐产量不足 640吨，

运销企业人均年销盐量不足 200吨。而美国盐业企业现代化程度高，管理先进，人

均年盐产量在 3000 吨以上。因此，我国盐业运销企业要在盐业市场化改革中生存

和发展，必须按照现代企业要求，对标先进，加强内部改革创新，加大对人力资源

的培育与开发，加速品牌培育与宣传，强身健体，不断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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