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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时间节点来看，明后两年这些

改革都应取得明显进展，如果等到

2020 年就太晚了。到 2020 年应该是改

革收尾时期或调整遗留问题。

本报记者 张龙

废除专营 放开价格

盐改由专项小组负责力度空前

“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盐业体制改革这

一次动真格了，“跨区域用盐”未来也不用担心

被罚了。

记者从权威人士处获悉，此次盐业体制改

革方案的草案，已经在国家发改委委主任办公

会上原则通过， 同时将该草案送交有关部门，

从 8 月份开始征求各有关部委的意见， 目前

看，方案已获得 8个以上的有关部委通过。

“但有的部委根据本部门要承担的任务，

提出了一些意见，意见正在协调中。 ”中国盐业

协会内部人士称。 工信部一位官员向记者证

实，该草案已经有了，是国家发改委牵头在做，

什么时间公布出来还不能确定。

一位曾推动过盐业体制改革的官员向记

者透露：“盐业专营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早

就应该改，但一直被一些利益集团所阻挠。 食

盐专营的实质就是政企不分，仍是计划经济那

一套，同时容易滋生腐败。 ”

向计划经济说再见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盐业体制改革方案

分为 6 个部分共 20 项： 一是盐业体制改革的

指导思想和目标原则； 二是取消食盐专营、许

可经营制度后实行最严格的食品监管制度；三

是健全食盐储备体系， 确保食盐安全供应；四

是加快盐业体制调整提升产业竞争力；五是健

全法律法规，实施依法治盐；六是强化领导落

实各项任务。

此外， 草案还包括从 2016 年起废止盐业

专营有关规定，允许现有食盐定点企业进入市

场，允许食盐流通生产企业跨区经营，放开所

有盐产品价格，放开小工业盐等其他用盐的经

营。

“食盐生产和批发企业的现有许可证不再

进行核发，有效期延至 2016 年底。 包括现有食

盐定点生产和批发在内的各类企业从 2016 年

开始申请新的食盐生产和流通许可，该许可从

2017 年开始生效，获得许可的企业进行相应的

经营活动。 ”中国盐业协会内部人士称。

值得注意的是，草案还提出：未来食品药

品监管部门，开始承担盐政执法职能。

盐业改革早有预兆。 今年 4 月，国家发改

委废止《食盐专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虽然此项

改革只是将食盐定点生产企业由原来的国家

发改委批准下放到地方政府来审批，食盐专营

并没有向市场放开，但业内认为这是在为盐业

市场化改革铺路。

中国盐业协会内部人士援引一位部委领

导的话说：“改革的目的， 要建立市场经济，市

场经济原来说是基础作用， 现在是决定性作

用， 到 2020 年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都要往这个方向走，只是早晚的问

题，只是盐业特殊，放在了后面。 ”

上述曾推动过盐业体制改革的官员表示，

盐业专营就是行政手段，早已不符合市场经济

的要求了。

曾经是推不动的改革

从 2001 年开始， 中国已先后发起 6 次盐

业体制改革，但 14 年过去了，盐业改革方案始

终没有实质性落地。

“想改革的是食盐生产企业， 由于是食盐

专营，只能卖给盐业公司，这些企业有劲使不

上，能力也发挥不出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

对企业是不公平的。 盐业公司说买谁的就买谁

的，生产企业很难受。 ”上述曾推动过盐业体制

改革的官员说。

上世纪 90 年代，为实现“2000 年消除碘缺

乏病”的目标，国务院在 1994 年出台《食盐加

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并发文同意“对

食盐实行专营”。

该官员说， 普及碘应该是卫生部门的事

情，通过食盐加碘只是方法之一，现在却成了

食盐专营的借口之一。

改革的路并不顺畅。 2001 年，国家经贸委

盐业管理办公室提出废除和修改《盐业管理条

例》和《食盐专营办法》，实行盐业管理和经营

政企分开，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允许价格浮动，

但最后不了了之。

上述官员在这一年曾提出过盐改方案，

“第一步是政企分开，第二部放开小工业盐，再

加三年过渡期，最后允许生产企业进入流通市

场。 ”该官员说。

受困于各种因素，这项改革建议最后不了

了之。 时至今日，新一轮的盐业改革和 2001 年

的改革方案内容极其相似。

2009 年初，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

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盐业是要重点推进的改

革之一”。 盐业改革随即被再次提上日程。

（下转第八版）

近日有报道称，国家发改委已向各省物价

部门公布了药价改革的征求意见稿，意图将药

品价格全部放开，实现药品价格市场化，具体

改革方案将在本月向国务院报批， 最快 2015

年 1月起实施。 而江西、湖北、广东等省也于近

期相继出台了药品价格放开的相关政策。

11 月 15 日， 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

议上表态，“加快推进”价格改革。 而这一表态

也被业界解读为，放开药品价格的尝试获得了

高层支持，放开日程表指日可待。

市场平稳，企业暗战加剧

不过，对此也有业内外人士表示，药品

价格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 短期内很难实

施，“从目前主管部门的一系列表态显示，中

国希望用一个包括药品价格改革在内的新

的医疗服务体系替代现有体系，不是单个部

门对政策进行调整就能完成的，所以明年年

初付诸实施的可能性并不大。 ”一家外资医

药企业驻北京负责人李先生向记者表示。

同时，李先生表示，药价松绑会加剧低价

药和非处方药物的市场竞争， 但影响不会太

大。“目前，市场上大部分低价药，生产厂家数

量都较多，药品价格放开后，药企为扩大销售

数量必然进行价格竞争。 ”

据记者了解， 低价药目录包含化药品种

283 个、中成药品种 250 个，共 533 个品种 1154

个剂型，其中，中药独家品种占中成药品种约

16%，化药独家品种、独家剂型更少。

李先生对记者说，“不过由于生产企业众

多，大部分低价药的价格是在长期市场竞争中

形成的，利润空间并不大，因此即使最高零售

限价放开，市场实际交易价格和竞争格局基本

不会出现大幅波动。 ”

业内人士认为，即使是华润双鹤的降压

0 号、天士力的复方丹参滴丸，中新药业的

速效救心丸、清咽滴丸等少部分独家品种或

者准独家品种，企业也不会盲目调价。 北京

大学药学院陈敬博士指出，“低价药大多是

市场竞争充分，大部分药品，即使是独家品

种也有可替代的产品，其价格没有多少上涨

空间。 ”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独家低价药的

销售重心目前更倾向于 OTC 渠道， 如果大

幅提价可能面临“价涨量缩”的风险。

（下转第八版）

本报记者 张博

药品价格放开 药企并购冲动加剧

能源价格博弈从未停歇，而未来这一对决或将在市场中

充分展现。

11 月 19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

划（2014—2020 年）》（下称“《计划》”）明确指出，到 2020 年，

基本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能源市场体系。 同时，推

进能源价格改革。 推进石油、天然气、电力等领域价格改革，

有序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 天然气井口价格及销售价格、上

网电价和销售电价由市场形成，输配电价和油气管输价格由

政府定价。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李佐军看来，“市场经济下， 价格就应该由买者和卖者决定。

并且，按照时间节点来看，明后两年这一改革应取得明显进

展。 ”

难免触及各方利益

能源价格改革一提再提，其难度不可名状，此《计划》无

异于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回应。

事实上，“能不能推动取决于政府改革部门的决心，其中

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难度。 ”李佐军接受《中国企业报》记

者采访时说道，“价格改革一定会有难度，因为涉及利益的调

整。 ”

“价格是供求双方博弈的结果，如果对供方有利，那么就

会造成对需方不利，反之同理。因此，主要看哪一方的力量更

大一些。 ”李佐军表示。

山东一炼化企业相关人士坦言，“目前，炼厂的燃料结算

机制相对比较滞后，一般在月初时由中石油或中石化分别制

定各自结算价格，接下来一个月的燃料价格都按照这个价格

进行结算，但是产品则是随着市场在进行波动。 ”

而最近一段时间原油持续下跌，“这对炼厂则是非常不

利的。 ”上述炼厂人士这样说道。

金银岛分析师王延婷认为，“成品油定价体制刚调整，近

一两年再调整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

王延婷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从实行新的定价机制

后到目前为止，炼油企业的利润还是在转好，算是比较符合

市场运行规律， 短期内成品油价格机制不会大幅度调整，但

是后续天然气方面会有所调整。 ”

《计划》让能源市场看到了方向，但还需要相关政策的跟

进。

事实上，“很多改革今年已经开始了，大多数改革都在制

订方案过程中，很多方案还没有出来，届时可能就会有更大

面积改革，改革也将加快速度。 ”李佐军表示，按照三中全会

精神，到 2020 年，我国重大改革要取得决定性成果。因此，这

些改革要完成，而且要有决定性成果，其中包括能源价格改

革。

李佐军直言，“按照时间节点来看，明后两年这些改革都

应取得明显进展，如果等到 2020 年就太晚了。 到 2020 年应

该是改革收尾时期或调整遗留问题。 ”

或致生产成本上升

按照《计划》，将降低煤炭消费比重。 到 2020 年，全国煤

炭消费比重降至 62%以内。 同时，提高天然气消费比重。 到

2020 年， 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将提高到 10%以

上。

在煤炭消费总量控制与能源结构转型国际研讨会上，国

际能源署能源分析师 Johannes�Truby 表示，在一次能源当中

石油和煤炭占比持续下降，而天然气比例持续上升，已经成

为首要能源。并且，未来的天然气市场会有比较好的前景。因

此， 天然气贸易将更加灵活， 在市场上将获得更好的价格。

“未来液化天然气成本越来越高，价格也会越来越高。 ”

花旗银行的资本市场环境金融全球主管 Michael�Eck-

hart 给出的数据显示，2014 年中国的煤炭消费是亚洲金融危

机爆发以后首次下降，去年同比下降了 1.25%。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滕飞表示，煤炭

所产生的一些外部性成本有相当一部分没有体现在现行的

煤炭定价机制中，因而产生了过度使用化石能源和能源消费

结构不合理等等市场失效的情况。如果要纠正这种市场失效

的情况，首先要把这部分外部成本体现在目前现行定价机制

中去，通过价格指导消费者合理地利用能源。

“价格改革推进，不可避免会出现调价，可能会出现能源

价格上调。”李佐军解释说，原因在于，“过去这些价格被人为

压低了，价改后，可能会出现价格上涨，那么对于以石油、煤

炭、天然气等为生产资料的生产企业，成本自然就会上升。 ”

“如果改革造成某一方利益损失过多， 可能就会通过税

费进行调节。”李佐军表示，“无论是降价还是涨价，充分市场

化都是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从长远来看，对各行业都将利

好，但短期可能会有部分利益损失。 ”

能源价改已启程

将有决定性成果

本报记者 陈玮英

【价格改革·食盐】

【价格改革·药品】

【价格改革·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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