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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烟草论文集 

论打造文山烟叶品牌的对策及措施 

摘 要 面对加入世贸组织，文山烟草同中国烟草一样，将面临更严竣的挑战。发挥优势，

提高科技含量，打造文山烟叶品牌，是文山烤烟发展的必然选择。大力实施各项科技兴烟措

施，努力提高烟叶质量，并认真做好烟叶产品的宣传、营销及相关服务工作，是打造文山烟

叶品牌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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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烟草进口关税的降低、非贸易壁垒的削减、非关税保护措施的撤

消，国内烟草市场将逐渐由全封闭转为全开放，烟叶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作为烟叶生产大国

的中国，烟叶生产发展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如何充分利用地域优势，提高烟草的科技含

量，生产危害性较小、安全性较高的烟叶，将是我国烟草得以发展的关键。烟叶作为文山经

济的主要支柱产业，其发展与地方经济密切相关。面对新的经济形势，文山烟叶如何发挥自

身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积极打造文山烟叶品牌，如何将自然优势转换为品牌优势，主动参

与市场竞争，将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１ 打造文山烟叶品牌的重要性 

    文山烟叶近１０年来，一直深受国内各厂家的喜爱，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文山烟叶

“清香”、“醇和”，内在化学成分比较协调，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比较容易进入各厂家

的卷烟工业配方。造就文山烟叶独特风格的原因是特殊的地理环境。充分利用这一地域优

势，大力发展烟叶生产，将有利于促进文山经济的发展。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市场竞争日

趋激烈，市场转向以买方市场为主，品牌越来越显得重要。没有品牌的市场是脆弱的市场，

没有品牌的竞争是脆弱的竞争。品牌是产品各方面特征的集中表现；在竞争激烈的市场，品

牌是进入市场的通行证，是占领市场的王牌。面对新的经济形势，我们应该主动出击，采取

有效措施，参与市场竞争，并不断通过科技创新，增加科技兴烟的含量，提高烟叶生产的技

术水平，提高烟叶的总体质量水平，提高文山烟叶的知名度；逐步实现“文山烟叶”由一般

品牌转化为名牌，真正做大做强“文山烟叶”这一品牌。 

    品牌是一种无形资产，有自己的名牌，才会有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开

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消费理念和方式日趋成熟。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名牌将成为更多消

费者的选择。打造文山烟叶品牌，实施名牌战略，树我品牌，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文山烟草

人应该做的份内事，也是文山烟草得以发展的关键所在。 

    ２ 打造文山烟叶品牌的优势 

    文山州位于云南省东南部，北纬２２°４１′～２４°２８′，东经１０３°３５′～

１０６°１１′之间，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典型高原地带，地势和纬度影响，境内兼有北

热带、南亚热带、中亚热带、北亚热带、南温带、中温带６种气候类型，立体气候较为明

显。地貌形态主要为喀斯特岩溶地貌，主要土壤类型为红壤，ＰＨ值偏酸。年降雨量１ ０



００～１ ３００ｍｍ，年平均气温１３．７℃～１８．２℃，≥１０℃的活动积温４ ８５

０～５ ８００℃，其自然生态条件适宜发展烤烟生产。辖区８个县、人口３１７万、总耕

地３９３ ３３３公顷。根据云南省烤烟生产区划：文山州最适宜区为４县２５个乡镇，总

耕地６７ ６００公顷，其中旱地４４ ６６０公顷，每年可稳定发展烤烟２万～２．７万公

顷，产量２．５万～３万吨；适宜区为５县１９个乡镇，总耕地２．９１万公顷，其中旱地

１．６１万公顷，每年可稳定发展烤烟０．６７万～１万公顷，产量１万～１．５万吨。文

山烤烟种植最适宜区、适宜区面积达４．９２万公顷，每年可产烟叶３．５万～４．５万

吨，发展烤烟生产具有较强的区位优势。 

    在烟叶复烤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为适应国内卷烟工业的发展和出口烟叶的需要，１９９

５年建成一条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打叶复烤生产线，年复烤烟叶１．５万吨，既满足国内烟

叶市场的需求，又为烟叶出口创造了良好条件。 

    ３ 文山烟叶生产的现状 

    文山烟叶经历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特别是近年通过学习借鉴、参与

合作，烟叶生产不论是种植水平还是调制技术都得到很大提高。每年收购烟叶均在２万～

２．５万吨。公顷产由原来的１ ０５０～１ ５００ｋｇ提高到１ ８７５～２ ２５０ｋ

Ｇ，上等烟比例由过去的１０％～１５％提高到２０％～３０％，烟叶收购等级合格率由２

２％提高为８３．８２％，烟叶的化学成分逐渐趋于协调。在２０００年国家烟叶生产购销

公司组织的优质烟叶全面质量鉴定中，文山州丘北、砚山、文山３县送的９个样通过统一的

外观质量、物理特性、化学成分、评吸质量等鉴定，其中结果是：在全国２１６个送样中，

丘北、砚山、文山３点的烟叶，外观质量、物理特性、化学成分、评吸质量均达中等偏上水

平，丘北点的质量被排在云南乃至全国之首，可与进口烟叶相提并论。 

    虽然这几年在烟叶发展中取得一定成绩，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烟叶种植专业化程度低。文山烟叶生产仍是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一家一户，一户

几亩，生产主体分散弱小、势单力薄，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弱，生产成本高，烟叶进入市场

后，缺乏价格上的竞争优势。因而，造成烟叶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弱。 

    二是烟叶种植的整体水平低。具体表现为：抗自然灾害能力低，烟叶生产很大程度是靠

天，生产波动较大，产量质量不稳：烟农文化素质较低，科技普及率低，接受新技术、新事

物意识淡薄，一些好的技术措施难以落实；布局上存在不合理、缺乏合理轮作。 

    三是烟农分级水平及收购的等级合格率有待进一步提高。受价格因素影响，长期以来烟

农对分级扎把认识不到位，质量意识淡薄，对分级扎把不重视、投入少，分级水平不高，烟

站收购的等级合格率低，这些问题不利于文山烟叶的发展。 

    ４ 打造文山烟叶品牌首先应该思考的问题 

    ４．１ “文山烟叶”品牌的设计和注册 

    品牌的设计就是对所申报的品牌作细致入微的设定，包括产品、企业、个性、符号等品

牌全方位的内容。品牌设计认同经传播后，即为被消费者所认同的品牌形象。品牌设计应考

虑品牌的理念识别、行为识别、视觉识别三方面的内容。 

    设计好的品牌要及时向有关部门申报注册。这样品牌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 



    ４．２ 文山烟叶品牌的定位 

    文山烟叶以清香、醇和、内在化学成分协调而扬名。打造文山烟叶品牌，首先要考虑品

牌的定位，文山烟叶品牌的定位：应是比较定位，以清香烟叶为主，发掘与之相关产品。 

    ４．３ 文山烟叶品牌的维护 

    品牌是消费者与产品有关的全部体验，品牌不完全是产品，产品只是其中的一方面。品

牌是客户最终认可的产品和服务。产品和服务的好坏具体表现在质量上，所以质量才是关键

的问题。文山烟叶品牌要着眼于长远的规划，拒绝短期利益的诱惑。文山烟叶品牌经营要做

到在务实的基础上，提高烟叶质量，强化服务质量，大胆创新。在品牌维护上要视商标为生

命。商标是产品的名字标识，要不断创新，创新才会使品牌不断发展和延伸。建立一个强势

品牌：一是需要保持销量、市场份额健康成长；二是要注重品牌形象提升和品牌资产积累，

只有这样品牌才可能驰骋市场长盛不衰。做大、做强文山烟草，不仅要靠技术创新，而且要

和体制创新结合起来，认真抓好每一项具体工作。 

    ５ 打造文山烟叶品牌应采取的措施 

    加入ＷＴＯ后，面对经济一体化，市场竞争的国际化，要使我们的品牌真正具有国际竞

争力，就必须提高核心竞争力。要提高核心竞争力就得从树立良好品牌形象抓起，认真做好

企业标识、产品质量、服务、营销等与品牌形象有关的具体工作，促进良好品牌形象的树

立。 

    ５．１ 实行烤烟区域化、适度规模化、产业化生产的模式 

    抓住国家对烟叶生产实行“双控”和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这一契机，正确引导、调整种

植结构、合理布局、合理轮作，促使我州烟叶种植向最适宜区、适宜区转移，逐渐达到烟叶

种植区域化。通过调整种植结构和布局，促使烟叶生产向种烟能手转移、向专业户转移，逐

步实现规模化、专业化生产。烟草产业化是发展现代烟草农业的必然趋势，是按现代化大生

产的要求在纵向上实行产销一体化，在横向上实行资金、技术、人才集约经营，最终实现生

产专业化、产品商品化、服务社会化的生产经营格局。烟草实行产业化生产可以通过市场—

—公司——基地的运行方式，把分散生产者组织起来，形成较大的市场竞争主体，增强参与

市场竞争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促进烟草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文山烟叶

生产为千家万户种植，生产规模小、烟农知识水平和技术素质差，接受新技术的能力有限，

加上多数烟区经济基础较差，投入不足，烟叶生产技术措施难以落实，烟叶生产的技术水平

和烟叶质量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烟叶总体质量水平的提高。为此，积极探索烟叶区

域化、适度规模化、产业化生产的模式，可以解决烟叶质量差异问题，有利于各项先进技术

措施的实施和新技术推广，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烟叶生产的总体水平，使之形成规模经营，

实现规模效益。笔者认为：要实现规模效益、规模经营，在烟叶种植最适宜区必须积极推行

承租式的种烟方式，以户为单位，面积在１．３３～３．３３公顷比较为宜；充分发挥种烟

能手的优势，实现规模化、专业化发展。 

    ５．２ 实行定单式的生产方式 

    烟草企业通过与烟农签订种植收购合同，建立一种契约关系，结成利益共同体，有利于

烟叶生产向产业化发展，有利于先进生产技术、经营管理方法能及时应用到生产中去。通过

合同把市场需求信息及时传递给烟农，使其在生产规模和生产结构上与市场相适应。通过扶

持与服务，将产品在各个环节实现的增值向烟农部分返还，改变单纯由烟农承担风险的状

况，使烟草农业能像其他产业一样获得社会平均利益，提高烟草农业的比较效益，实现企



业、烟农在利益上的双赢，文山烟草才会稳步发展。 

    ５．３ 加大科技兴烟力度，提高烟叶生产、加工的整体水平，促进烟叶质量的进一步

提高 

    ５．３．１ 选用良种、辅之相应技术措施，保持文山烟叶“清香风格”。通过选用良

种和采取相应措施，保持烟叶的“清香风格”，最大限度地让清香优势转变为比较优势、让

比较优势转换为品牌优势。 

    ５．３．２ 加大测土施肥、病虫害防治等课题的研究应用。采取有效措施，合理解决

烟叶生产中的农药残留问题、烟叶尼古丁高的问题，逐步实现烟叶的无公害生产，生产符合

卷烟工业需要的安全型烟叶。从而，促进文山烟叶稳步健康发展。 

    ５．３．３ 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生产技术，大力推广剪叶炼苗、肥料定位深施、养足烟

叶成熟度、科学调制等先进技术，努力提高烟叶生产、调制的整体水平，生产更多符合市场

需求的产品。 

    ５．３．４ 加快打叶复烤工艺的改进，使其尽快与国际标准接轨，加工复烤出国际需

要的打叶片烟。 

    ５．４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质量为中心、以销定产、强化服务的经营方针 

    以质量取胜，以质量求生存、求发展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烟叶生产应紧紧围绕市场

需求而开展，市场需要什么样的烟叶就生产什么样的烟叶。生产必须适应市场，用市场需求

指导好生产。烟叶生产实行合同定单式生产程序。 

    质量上：烟叶生产是以质取胜的产业，谁生产的烟叶质量好谁就拥有市场。烟叶不论生

产还是加工都必须注重质量的提高。提高烟叶质量应抓好以下环节：一是大田栽培管理，二

是烟农及收购人员分级培训，三是收购站（点）的管理，四是复烤加工前的纯化，五是复烤

时的工艺质量管理。 

    服务上：一是政府部门要转变职能，做好服务，为烟草企业、生产者提供烟叶生产、销

售的有关信息，鼓励引导烟叶生产向最适宜区、适宜区转移，向种烟能手转移，充分发挥政

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实现烟叶区域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二是作为烟叶生产的具体经营

者，应以市场为导向、以质量为中心、以销定产，合理组织生产、加工、销售。并在整个过

程中提供必要的服务，让自然优势最大限度地转换为经济优势，实现国家、企业、生产者利

益最大化。 

    ５．５ 加强对外合作，扩大文山烟叶的知名度和市场份额 

    一是办好上海烟草集团烟叶示范基地。文山自１９９８年与上海烟草集团开展技术合作

以来，每年向该集团提供优质烟叶约５千吨，使其文山烟叶进入上烟集团的卷烟配方，也为

文山烟叶争占国内市场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是办好英美烟草公司（ＢＡＴ）的烟叶技术合作试验示范基地。通过与ＢＡＴ开展技

术合作，提高烟叶的种植水平和调制技术水平，改善烟叶质量，生产出更多符合国际需求的

国际型烟叶，拓展文山烟叶的市场占有份额，逐步使文山烟叶与国际烟叶市场接轨，为文山

烟叶出口国际市场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文山烟草，２００１，（２） 

张 明 

云南省烟草文山州公司 

[网站导航] | [设为首页] | [联系方式] | [意见反馈] 

www.tobacco.org.cn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中国烟草学会 

本网站由中国烟草物资电子商务网提供技术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