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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三季度我国盐业市场分析简报

一、2022年三季度原盐产销及市场情况

（一）我国原盐产量库存情况

协会调研数据显示，2022 年 1-9 月年我国原盐累计产量约

6336万吨，同比增加 0.4%。其中海盐产量约 1484万吨，同比增

加 3.1%；井矿盐产量约 3877万吨，同比减少 0.9%；湖盐产量约

975万吨，同比增加 2.0%。

2022 年 1-9 月原盐产量情况（表 1）

累计产量（万吨）同比增减（%）占比（%）

海盐 1484 3.1 23.4

井矿盐 3877 -0.9 61.2

湖盐 975 2 15.4

合计 6336 0.4 100

2022 年 1-9 月各盐种产量情况（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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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9月底我国原盐库存约 1310万吨，同比减少 7.7%；

其中海盐库存约 620万吨，同比减少 12.9%；井矿盐库存 96万吨，

同比减少 11.1%；湖盐库存约 594万吨，同比减少 0.7%。

（二）工业盐进出口情况

1.进口情况：国家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 9月我国进口

工业盐 74.03万吨，环比减少 13.1%，同比增加 108.9%。1-9月我

国累计进口工业盐 631.75万吨，同比增加 67.2%。其中从印度进

口工业盐占比 52.21%，从澳大利亚进口工业盐占比 21.12%，从墨

西哥进口工业盐占比 26.23%。9 月进口工业盐平均单价 49.92 美

元/吨，较上月环比下降 7.8%。

2022 年 1-9 月工业盐进口情况（表 2）

数量（万吨） 同比增减（%）

9月进口工业盐 74.03 108.9

1-9月累计进口工业盐 631.75 67.2

2021-2022 年 1-9 月工业盐进口情况（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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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9月，我国浙江省进口工业盐量最多，占比 27.73%；

江苏省进口工业盐量占比 19.38%，山东省进口工业盐量占比

15.79%。

2.出口情况：2022年 1-9月我国累计出口工业盐 34.41万吨，

其他 43.5%

2022 年 1-9 月各省份进口工业盐情况（图 4）

2022 年 1-9 月从各国进口工业盐情况（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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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减少 21.71%。其中，出口至日本的工业盐量占比为 55.06%，

出口至韩国的工业盐占比 24.34%，出口至越南的工业盐占比

4.45%。9月出口工业盐平均单价 82.33美元/吨，较上月环比增长

13.1%。

2022 年 1-9月我国山东省出口工业盐量最多，占比 54.28%，

江苏省出口工业盐量占比 14.67%，辽宁省出口工业盐量占比

5.76%。

2022 年 1-9 月出口至各国工业盐情况（图 6）

2021-2022 年 1-9 月工业盐出口情况（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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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原盐市场情况

2022年第三季度，我国工业盐市场以稳为主，前期价格有所

下降，后期局部价格略有上涨。

8 月份，国内原盐市场整体供需稳定。海盐产区基本消耗库

存为主，井矿盐多产区由于高温限电限产，导致部分企业周期性

停车检修，湖盐地区下游装置轮换检修，市场成交节奏放缓。整

体供应量稳定，但由于下游化工企业受限电及疫情影响，需求减

少，导致部分地区销售出现一定压力。

9 月份，国内原盐市场稳中下调。部分地区海盐秋扒展开，

井矿盐开工率逐渐提升，市场供应有所增长。当月上旬，国内多

地疫情影响，下游消费能力下降。尽管华东及西南地区限电解除，

但两碱行业恢复缓慢，采购能力偏弱。

2022 年 1-9 月国内工业盐价格情况（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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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国内原盐市场局部虽有波动，但整体稳定。10月初

海盐主要产区山东潍坊、东营、烟台等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并伴

有雷电和大风。1-3日降水过程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全省超

7成地区出现暴雨，平均降水量为 98.6毫米，超过 10月降水量历

史极值。局部产区出现海潮侵袭，导致当地出现防洪堤坝溃坝，

海水倒灌，部分盐田损毁，中高级卤水质量遭到破坏，企业库存

损失较为严重。井矿盐产区原料煤价格大幅上涨，企业成本压力

增加，个别企业出现停车检修，但整体供应较为稳定，价格有所

上调。湖盐产区生产受疫情和运力不足的影响，湖盐产量下降，

但价格变化不大。需求方面，由于下游化工需求动力不足，价格

略显低迷，导致对市场价格上涨较为抵触，但下游前期价格有上

涨基础，且盐业企业成本压力较大，未来供应偏紧，工业盐难有

下降空间。

近期价格方面，山东潍坊地区平均出厂价格约 380-400元/吨

（含税），其它地区和井矿盐企业价格在 370-380元/吨（含税）。

天津地区出厂价格约 390-400元/吨（含税）；河北地区出厂价格

约 420-430元/吨（含税）。湘鄂赣地区工业盐出厂价格 380-410

元/吨（含税），河南地区工业盐出厂价格 400-430元/吨（含税）

不变，重庆四川地区工业盐出厂价格约 470-490元/吨（含税），

江苏地区工业盐出厂价格 410-430元/吨（含税）；西北地区井矿

盐出厂价格 260-270元/吨（含税），青海湖盐价格 160-170元/吨

（含税）。

二、2022年三季度两碱产量及市场情况

（一）纯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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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 1-9月我国纯碱累计产量 2144.4

万吨，累计同比下降 1.6%。

第三季度及近期纯碱价格在前期整体下降，并在后期逐渐趋

稳。8 月纯碱市场稳中有降，由于当月上旬下游玻璃产品价格上

行，企业去库存速度较快，带动纯碱市场走高；下半月下游需求

略显低迷，采购积极性不高，多按需采购为主，纯碱企业出货压

力较大。

9 月市场稳中有升，上半月延续 8 月市场状况，由于玻璃现

货市场价格下跌，对纯碱需求一般；下半月玻璃现货市场价格小

幅上涨，玻璃现货市场整体向好，临近国庆假期，由于企业补货

增加玻璃销售量，多数地区库存压力缓解，带动纯碱市场需求上

涨。

10月纯碱价格整体暂稳运行，下游玻璃市场基本稳定，现货

价格在当月中上旬价格上涨，但中下旬价格下跌，整体波动不大，

企业按需补货，近期，纯碱行业开工率在 89%左右，市场产销基

本平衡。

临近年底，纯碱市场多平稳运行为主，综合预计后期纯碱价

整体稳定，具体看下游市场需求。

2022 年三季度纯碱价格市场情况（表 3）

7月 8月 9月 10月

纯碱产量（万吨） 249.3 225.2 215.8 236.2

轻质纯碱平均价格（元/吨） 2790 2620 2670 2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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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烧碱情况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 1-9 月我国烧碱累计产量

2972.0万吨，累计同比增加 2.8%。

第三季度及近期烧碱价格前期稳中有降，后期大幅上涨并于

近期有所回落。8 月烧碱价格整体下行，当月，由于南方地区持

续高温，部分地区为保民用电减少了工业用电量，液碱装置开工

负荷下调，个别烧碱企业出现提前停车检修现象。此外，下游氧

化铝市场持续低位运行，部分企业处于亏损状态，行业整体开工

负荷下降，耗碱量持续减少，观望情绪较重。

9 月份烧碱价格强势上行，当月，部分重点企业装置检修，

且国庆假期的到来，下游企业不同程度的备货刺激烧碱价格上行。

除此之外，出口市场的好转对烧碱价格上涨起了助推作用，烧碱

企业涨价心态较强，烧碱价格上涨。

10月烧碱价格先涨后跌，前期延续 9月态势，下游企业需求

旺盛，且烧碱外贸出口较好，烧碱价格持续上涨。但下旬由于企

业开工率逐渐恢复，生产稳定，产量增加，货源较为充足，但是

下游市场情绪观望为主，导致价格逐渐回落。预计烧碱后续或弱

势行情运行为主，具体看下游市场需求。

2022 年三季度烧碱价格市场情况（表 4）

7月 8月 9月 10月

烧碱产量（万吨） 333.5 333.3 321.5 338.3

烧碱平均价格（元/吨） 1090 1052 1238 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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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2年三季度食盐产销及相关情况

（一）食盐产销情况

协会调研数据显示，2022年 1-9月，我国食盐累计产量约 764

万吨，同比减少 0.5%；食盐累计销售约 776万吨，同比减少 0.3%。

2022 年 1-9 月食用盐产销情况（表 5）

（二）食盐进出口情况

1.进口情况：2022 年 9 月我国进口食用盐 0.06万吨。1-9 月

我国累计进口食用盐总量 6.82万吨，同比减少 31.96%。其中从澳

大利亚进口的食用盐量最多，达到 6.45万吨，占比 94.57%。9月

我国进口食用盐平均单价 680.4美元/吨，较上月环比下降 32.5%。

2022 年 1-9 月食用盐进出口情况（表 6）

数量（万吨） 同比增减（%）

食用盐产量 764 -0.5

食用盐销量 776 -0.3

数量（万吨） 同比增减（%）

1-9月累计进口食用盐 6.82 -31.96

1-9月累计出口食用盐 44.9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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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口情况：2022年 1-9月我国累计出口食用盐总量 44.94

万吨，同比减少 14.0%。我国以出口韩国食用盐为主，其他贸易

国依次为：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中国香港。9 月我国出口

食用盐平均单价 89.10美元/吨，较上月环比下降 8.5%。

（三）食盐市场相关情况

三季度，食盐市场整体维持前期行情，行业内部竞争依旧激

烈，价格处于低位。前期，全国各地疫情基本转入常态化防控，

2021-2022 年 1-9 月食盐进口情况（图 8）

2021-2022 年 1-9 月食盐进口情况（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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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疫情有所好转，企业受疫情管控影响堆积的订单基本得到恢

复。下游方面，随着十一国庆节临近及疫情的有效控制，餐饮流

通需求逐步好转，下游食品加工企业开工率逐渐增加，带动食盐

消费需求，部分销售企业库存压力降低，采购氛围积极向好，销

售量稳中趋涨。但 10月下旬，多地疫情有所反复，且随着重要会

议召开，防疫政策趋紧，物流运输受限，对企业生产销售造成一

定影响。此外，近两月煤炭价格大幅上涨，企业生产成本增加，

食盐生产成本处于高位，但迫于经营压力，食盐批发价格并无明

显变化，也将对食盐行业整体效益带来一定影响，企业间仍需加

强沟通，加强自律，避免低价竞争，维护行业整体利益。

年初开始，中国盐业协会就积极配合工信部做好《食盐定点

生产企业和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规范条件》的修订工作，前期，协

会将行业对《规范条件》（征求意见稿）的意见进行了汇总，并

反馈工信部，目前，征求意见工作已基本结束，工信部将对相关

建议进行认真研究并按流程办理，拟于年底前发布，确保明年换

证工作正常进行。此外，按照《规范条件》及各级主管部门相关

要求，协会将协助企业在设备设施、产品质量、信用建设、追溯

等方面自查自改，以满足审核条件，顺利通过明年的换证工作。

四、盐业第三季度市场特点

一是北方海盐部分地区受灾严重，但供应量整体稳定。前三

季度我国原盐产量略有增加，主要是由于海盐产区今年前三季度

天气状况良好，海盐产量同比有所增加。10月初山东多地遭受强

降雨影响，局部产区出现海潮侵袭，导致当地出现防洪堤坝溃坝，

海水倒灌，部分盐田损毁，中高级卤水质量遭到破坏，企业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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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较为严重，未来海盐的供应量或将造成紧张局面，且对明年

的春产也会带来一定影响。井矿盐产区三季度受下游需求、生产

成本、高温限电等多重影响产量有所下降；湖盐地区受疫情影响

物流交通受阻，但由于盐及副产盐产能较大，市场整体无大的变

化。

二是进口盐量基本稳定。前三季度进口工业盐较去年同期增

长幅度较大，由于前两年受疫情影响，国外企业开工率下降，海

运成本大幅增加，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工业盐进口，尤其 2021年进

口量处于低点，但随着国内工业盐价格上涨和国外疫情好转，今

年上半年进口工业盐量恢复到疫情前水平；此外，但 9月环比有

所减少，且进口价格大幅下降，说明进口盐依然只是国内市场的

补充，其进口量和价格随着国内行情调整。

三是化工行业需求稳定增长。前三季度两碱产量增减幅度不

尽相同，烧碱产量增长，纯碱产量下降，两碱用盐需求约增加 2%，

对工业盐需求形成稳定支撑。价格方面，尽管三季度两碱市场均

出现波动，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但较去年整体平均价格依然有

20%以上的增长。

四是食盐市场竞争依旧激烈。三季度食盐市场尽管因节日及

疫情的好转，需求有所上升，但企业成本压力较大，市场低价竞

争的局面依旧未有改观，近两年由于工业盐市场的好转，部分企

业已将经营重心逐渐向工业盐转移。

（2022.11.4，中盐协会经济运行部整理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