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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愿透露身份的中央部
委官员向记者提供了一份材
料，详细列举了卫生系统专家
对食盐专营体制影响后期防病
的七条总结。

“我们都被盐务局的宣传
骗了，其实都是一样的盐，只是
换了个包装。”从事盐业反垄断
维权的上海律师邹佳莱说，正
因这些问题的存在，食盐专营
改革的呼声从未中断过。

2014年 4月，发改委废止
《食盐专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被很多人误读为食盐专营制度
废除，其实，2008年大部制改
革将发改委工业管理职能划归
工信部，也就不负责食盐管
理，这不过是发改委清理部门
旧法规而已。

不过，盐务改革的脚步正
在逼近。

曾在经贸委消费品司任副
司长的陈国卫是食盐专营制度
改革推动者之一，他2000年到
消费品司工作后看到食盐专营
领域的种种问题，开始主张废

止专营制度。为了游说他，中
盐也没少费心思。最终，改革
大潮将至。

2014 年 10 月 29 日，中国
盐业协会对外披露，盐业体制
改革方案已在国家发改委主任
办公会议通过，预计2016年废
止专营制度，2017年全面按照
新的方案实行。2017年正是董
志华所说的“八年之后”。

行业专家对此预测，盐改
后通过市场化竞争，食盐价格
会下降，食盐品种会更加丰富。

“是他们赢了，早该废除
的制度，结果还要拖两年才能
废止，是他们赢了。”虽说陈
国卫现在已经退休，但一些好
友还是向他表示祝贺，他却认
为自己没有胜利。

2014 年 10 月 17 日，费克
宇的案件因为“没有犯罪事
实”被当地公安局撤销。而程
怀志也接到了盐务局电话，以
后卖给他的肠衣盐，只要 550
元/吨。

（据南方周末）

食盐专营
难以卸下的护身符
2001年起的十年间，国家曾制定过六次盐改方案，均因利益等问题搁浅。

行业专家预测，盐改后通过市场化竞争，食盐价格会下降。

盐务局的人来了，带着二十多个装
卸工人来了，开着卡车来了，封了前盐
务职员公司的盐。

很快，费克宇因涉嫌非法经营被警
察带走--他将肠衣盐卖给江苏宿迁一
家肠衣厂，当地盐务局认为肠衣盐是食
盐，属于其专营范围，费是在贩卖“私
盐”。

这次出事之前，费克宇曾于2009年
任宿迁市宿豫区盐政处纠察队长。因
为盐，这不是他第一次被警察带走。

从盐政处下海后，费克宇开了一家
盐贸公司。2012年，邻近宿迁市的徐州
睢宁县盐务局查处一起利用工业盐冒
充食盐案，犯罪嫌疑人使用的工业盐来
自宿迁市苏盐商贸有限公司，费因是公
司老板被抓。

那次费在看守所被查出高血压，取
保候审，一年之后不了了之。2012 年
底，费的公司更名为宿迁市鼎盛盐业公
司。未料两年后，2014年 6月 27日，被
抓的情节再度上演。宿迁市盐务管理
局（以下简称宿迁盐务）没收了嘉辉肠
衣公司“非法”从鼎盛盐业公司购买的
38.65吨肠衣盐。

费克宇事后称，他与宿迁盐务就肠
衣盐是否属于食盐专营范围有极大争
议。国务院颁布的《食盐专营办法》中
并未规定肠衣盐属于食盐，经营食盐批
发业务必须拥有食盐批发许可证，用盐
企业应当从当地取得食盐批发许可证
的企业购进食盐。事实上，真正拥有食
盐批发许可证的是与盐务局一套班子
两块牌子的地方盐业公司。

“专营企业实质上就是垄断。”宿迁
盐务综合管理部主任赵忠给记者展示
了盐务局认为肠衣盐是食盐的两份依
据，一份是发改委 2003年公布的《食盐
价格管理办法》，该办法将食盐与肠衣
盐的定价权一并交给省级价格主管部
门。

有业内人士透露，价格主管部门实
际上会根据当地盐务局的意见确定食
盐价格，而把肠衣盐写进《食盐价格管
理办法》没有上位法依据，这是中盐公
司“捎带进去”的。

另一纸文件则是江苏省盐务局
2014年7月18日下达的，其中指出肠衣
盐管理依据食盐管理办法执行，但该文
件晚于费克宇的盐被查收。

宿迁盐务认定肠衣盐适用食盐管
理条例，自然属于盐务局专营范围，违
反条例从民营公司购买肠衣盐，不仅要
没收，还得罚款。

费克宇坚定认为，“是我的盐业生
意抢占了盐务局的市场，所以宿迁盐务
有意找我的麻烦。”据费介绍，同是从国
家定点盐矿进购的饲料盐和肠衣盐，他
的售价均是 550元/吨，而宿迁盐务执行
江苏省物价局的食盐定价标准，分别卖
808元/吨和880元/吨。

肠衣，是将猪、牛、羊的小
肠经过加工刮制所保留下来的
一层透明薄膜，除了可以做灌
制香肠的衣膜，还能做琴弦、球
拍等。肠衣盐是用于肠衣防腐
的盐。

江苏省南通下辖的县级市
如皋有一片工业园--“肠衣
城”，这里聚集的数百家肠衣企
业肠衣盐年使用量在三万吨左
右。盐商陆建冲看准这个市
场，从中盐控股的金坛盐矿以
每吨低于盐业公司 130元的价

格购买肠衣盐销售到如皋，此
举引发如皋市盐务局不满，接
下来他经历了与费克宇类似的
故事：火车将肠衣盐运到如皋，
盐务局的人早早就在车站门口
守候，直接把盐没收。

性格倔强的陆建冲，一直
坚持与如皋盐务局打官司，甚
至自己找人制作视频揭露盐务
局的“霸行”。由于如皋盐业公
司长年垄断市场，如皋肠衣企
业必须先支付货款，却往往不
知盐何时到货，视频中提到如

果企业向盐业公司的人送些好
处，盐才会及时送到。

“盐业公司不讲理，土匪，
有钱的企业买他的盐就及时
送，我们小企业就不送，简直没
法过日子。”某肠衣企业主说。

2014年10月25日，陆建冲
拿到了如皋市人民法院判定其
败诉的行政裁定书，裁定书里
竟然写错了被执行人陆建冲的
名字。

荒唐不止于此。如皋市盐
务局局长在2013年写的工作回

顾和展望里这样讲，“我局多次
与法院领导沟通增进感情，说
明金大洋案件的重要性，最后
法院形成了倾向于我局行政决
定的基本共识。”

2014年10月15日，河南新
郑市龙湖镇开餐馆的黄先生夫
妇因用了从郑州带回的食盐，
被新郑市盐业管理局，没收部
分食盐并处罚款200元。

“跨区用盐被罚”一时成为
笑谈，而取消食盐专营制度呼
声也从未间断。

事实上，从 2001年起的十
年间，国家曾制定过六次盐改
方案，试图攻破盐业专营的堡
垒。

最早一次的盐改方案，是
国家经贸委盐业管理办公室
2001年提出的，主张废除和修
改过时的《盐业管理条例》和
《食盐专营办法》；实行盐业管
理和经营的政企分开，管理职
能从盐业公司中分离出。为了
渡过难关，中国盐业总公司还
在 2001年 8月 24日的《人民日
报》刊登了《食盐专营健康防线
福泽万代》的文章。最后，因国
家经贸委被撤销，盐改搁浅。

第二次盐改恰逢 SARS 爆
发，抢盐风潮直接影响盐改进
程。紧接着，国务院进行机构
改革，盐业管理职能划归国家
发改委工业司，改革方案再度
搁浅。

2004 年，也就是第三次盐
业体制改革是从修订《盐业管
理条例》开始的。7 月 29 日，
《〈盐业管理条例〉完善修改稿》
由中国盐业协会完成并转交国
家发改委，可方案最终未公布。

2005年是国务院确定的改
革攻坚年，中国盐业体制改革
这一“被改革遗忘的角落”正式
进入公众的视野。这也是第四
次盐改。4月 4日，国务院出台

《关于 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
革的意见》，提出了2005年十项
重点工作，其中第二项要求“深
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
制改革”，在“深化垄断行业和
公用事业改革”中提出“研究制
定盐业体制改革方案”。这是
国务院首次明确提出研究制定
盐业体制改革方案。2006年 5
月至 7 月，受国家发改委工业
司、体改司委托，国家发改委经
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我国盐
业体制改革研究”课题组先后
到四川、青海、贵州、上海、江
苏、广东、海南等地调研，充分
听取了各方意见。

然而，由于 2008 年 3 月国
务院大部制改革后，国家发改
委的工业管理职能划归工信
部，盐业体制改革工作遭遇第
四次搁浅。

第五次盐改始于 2009年。
次年1月，国家发改委牵头制订
的盐业体制改革方案大体框架
已经完成，允许生产企业进入
市场，由生产企业与现有省、
市、县盐业公司自由竞争；放开
盐业公司以外的流通企业进入
盐业行业。

据报道，中盐协会理事长
董志华曾公开表示，这些方案
由于各种原因都停下来了，其
中中盐协会做了大量的工作，

使得2009年盐业体制改革小组
提出的方案暂时停下来，给盐
业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如果
立即废除食盐专营会造成大批
职工失业，而8年后有编制的老
职工基本到了退休年龄，盐改
可以实现平稳过渡。

据了解，正因这项建议让
2009 年的第五次盐改方案搁
浅。

第六次提出盐改是2011年
4月，当时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
与管理研究所盐改课题组提
出，食盐专营体制改革是我国
盐业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课
题组认为，食盐加碘不等于食
盐专营。专营这种高度垄断的
管理体制，导致经营效率较低、
垄断滋生腐败、产销矛盾突出
等问题，食盐专营代价高昂。
打算采用“三步走”战略进行改
革，但最终因盐业体制改革将
极大地“损害”既得利益者的垄
断利润，受到多方阻挠。

至此，六次盐改全部夭折，
而食盐专营仍牢牢成为盐业公
司垄断经营的“护身符”。

事实上，盐务最早归轻工
部管，轻工部彼时还挂着中国
盐业总公司（以下简称中盐）的
牌子，上世纪 90年代体制改革
时将轻工部原有的职能划到了
经贸委，1996年颁布的《食盐专

营办法》规定，食盐年度生产计
划由国务院计划行政主管部门
下达，而行业专家解释称，实际
上，发改委计划司把这项权力
下放给了中盐。

中盐因此掌握着全国食盐
年度生产计划，食盐定点生产
盐矿每年生产多少食盐、调配
到哪些省份，都需要中盐的指
令。对于各省盐业公司来说，
从附近盐矿调盐和远距离调盐
的成本相差甚远，这背后存在
的利益寻租问题在行业内早已
不是秘密。

以山东为例，山东是产盐
大省，山东盐商基本不从中盐
购盐，因此与中盐交恶，中盐减
少山东盐厂的外调计划，造成
山东盐矿产能过剩。而青岛市
因为是计划单列市，中盐单独
为其制定不同于山东省的计
划，二者关系反而不错。

中盐的食盐调配在业内又
被称为“开票”，中盐按照事先
制定的计划从盐矿购买食盐，
然后再销售给地方盐业公司，
这一买一卖其实只体现在票据
上，地方盐业公司拿到中盐的
票据往往也是直接从盐矿拉
盐。但经过这一次转手，食盐
的价格就从出厂的约 500元/吨
变成到消费者手里的约 3000
元/吨。

专营废止，盐价下降？

推不动的盐改，断不了的寻租

执法者？土匪？

一个前盐务职员的反戈

十年六改未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