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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烟草宏观视野 

龙岩卷烟厂 

——“七匹狼”的足迹 

一、发展回顾 

  龙岩卷烟厂是1951年11月在购买改造三友、南方两家私营企业基础上成立的福建省第

一家国有卷烟企业。建厂初期仅有职工30多名，年产卷烟400余箱。历经近半个世纪的艰难

创业，龙岩厂现已发展为全国烟草行业29家重点企业之一，拥有2000多名员工和具有国际

90年代先进水平的卷烟生产设备，年生产能力达45万箱以上，资产总额20亿元，其中固定

资产9亿元。1998年生产卷烟36.93万箱，实现调拨销售收入21亿元，税利总额11.8亿元，

其中利润总额1.3亿元。实现税利总额在福建省300家重点工业企业中排名第一位，经济效

益综合指数在全行业排名第8位。 

  回顾建厂以来的发展历史，主要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50年至1976年。1958年，龙岩厂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得以扩建，1959年产量

达到1.52万箱，告别了民房式的老厂房，摈弃了作坊式的生产，进入地方工业骨干企业行

列。1960-1976年，由于受左倾错误思想和“文革”的影响，企业基本上停滞不前。 

  第二阶段1977年至1982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政策使龙岩烟厂迎来了

第二次扩张。1977年，产量已达8.5万箱，但厂房狭小、设备拥挤、工艺流程紊乱，通风、

采光、防尘、防潮设施远远不能适应生产的需要。经过历时5年的改造、扩建，1982年实际

生产卷烟13万箱、产值8371万元、税利5056万元，分别比1976年增长86%、120%、100%。 

  第三阶段1983年至1994年。1983年12月，企业厂长负责制开始实行。面对当时产品大

量滞销积压的困境，企业采取了“保老牌、攻质量、打翻身仗”的果断决策，围绕着市场需

求，主攻产品质量，从劳动纪律到工艺配方，从产品外观到内在质量，发起了一场全方位的

质量攻关战，使主导产品“乘风”当年获省优产品称号，终于扭转了销售危机。紧接着开始

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工作。 

  “六五”技改总投资1423万元，其中外汇276万美元，引进了具有８０年代先进水平的

机械设备和仪器，使企业的综合实力及各项经济效益指标飞速发展，1986年底，新设备投产

仅1年2个月，就还清技改资金贷款本息。1988年企业被晋升为全国烟草行业首批国家二级

企业。 

  “七五”技改总投资12196万元，建造了一座1.4万平方米的滤嘴烟车间，引进了2台

MK95卷接机、5台MK8卷接机、5台“超九”卷接机，并配套引进意大利Sasib6000型包装

机。通过“七五”技改，奠定了龙岩厂进入全国大中型企业行列的坚实基础。1992年，龙岩

卷烟厂在全国500家大中型企业排名第276位，烟草加工业第30位；1993年被国家经贸委、

中国烟草总公司核定为国有大型二档企业。1993年7月，国家烟草专卖局将龙岩厂列入10%

大中型重点技术改造企业，为龙岩厂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八五”技改共投资5.4亿元，分十大项目实施。通过“八五”及10%重点技术改造，

从根本上提高了工艺保证能力，促进了经济效益的快速发展。1991年至1994年，在产量不

变的情况下，龙岩卷烟厂税利每年以1亿元的速度增长。 

  第四阶段1995年以来至今。这段时期，全国卷烟市场逐步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

竞争一年比一年激烈。对此，龙岩厂针对产品档次低，工艺制造水平低，原辅料消耗居高不

下的实际情况，适时地转变观念，增强市场意识、质量意识和服务意识，采取外拓市场、内

抓管理策略，在加快新产品开发的同时，努力走“工商联手、共创名牌”的联产联销的新路

子。1995年11月，与晋江烟草公司联合开发了“七匹狼”高档烟，在第一个销售年度即突

破1万箱。接着，相继开发特醇“乘风”中档烟、红“七匹狼”高档烟。新产品开发使龙岩

厂走出了销售困境。1999年5月，白“七匹狼”被评为全国名优卷烟。另一方面，从1995年

底起，历时两年多时间，龙岩厂与日本烟草产业株式会社、郑州烟草研究院分别开展混合型

低焦油产品开发和提质降耗工程的技术合作，对制丝线进行持续不断的技术改造，从根本上

提高了工艺制造水平，促进了经济效益稳步提高。1998年龙岩厂与1995年相比，产量增长

了10%、调拨销售收入增长了140%、税利总额增长了120%。短短3年时间，主要经济效益指

标实现了翻番。 

二、主要成就与经验 

  龙岩卷烟厂地处贫困的山区、老区，交通不便，信息较闭塞，却能发展为国内先进的现

代化卷烟企业，为国家和地方建设作出突出贡献。这主要得益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得益于

国家烟草专卖政策，得益于几代人的艰苦创业、顽强拼搏。到1999年上半年止，建厂48年

来共为国家和地方上缴税利68亿元。其中，改革开放20年来，实现税利61亿元。回顾建厂

以来的历史，主要有以下体会: 

  (一)抓住有利时机，持续不断地进行技术改造，增强企业发展后劲 

  技术改造在企业发展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从龙岩卷烟厂的发展来看，每一次大规模

的技改，都使龙岩卷烟厂走向新的辉煌。“六五”、“七五”、“八五”及10%重点技术改

造总投资才7亿多元，但产生的效益却超过其七、八倍。“八五”技改完成后，1995年以来

龙岩厂根据生产和工艺质量的要求，又完成两条线的片烟线改造，增加贮叶柜、烟丝在线膨

胀设备、流化冷却床、螺旋蒸梗机、振筛，改进加香加料系统；新增一条打叶复烤生线；抓

紧完成二氧化碳膨胀烟丝项目的征地、立项、报批；对影响全局的公共配套工程进行整改，

确保生产线上蒸汽、空压及给水压力的稳定，改善空调系统，使车间达到恒温恒湿；在卷包

车间增设咀棒发射机和装封箱机等等。从根本上提高了工艺条件的保证能力，提高了生产的

自动化水平，为企业提高产品质量、档次，创名牌产品，增强市场竞争力，增加经济效益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狠抓全面质量管理，认真贯彻ISO9002国际质量标准、提高产品内外在质量是企业

在市场上决胜的重要条件 

  1983年，龙岩厂曾因产品质量出问题导致市场销售陷入困境，靠采取全员、全方位的质

量控制，提高产品质量才在市场上打了一个翻身仗。1994年后，龙岩厂始终把稳定和提高产

品质量作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前提，积极贯彻ISO9002国际质量标准，使产品生产、运

输、销售全过程处于受控状态。1995年11月成为行业第四家通过ISO9002质量体系认证的卷

烟企业。通过质量认证后，又对质量手册和程序文件进行了修改换版，制订了贯标考核办

法，并使贯标工作向打叶复烤、动力车间、烟叶库区和烟厂控股的多种经营辅料生产厂家延



伸，确保了质量体系的有效运行，于1998年分别通过了行业审核和上海认证中心的复评认

证。始终如一而又严格的贯标工作，使龙岩厂产品内外在质量在稳定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几

年来，企业产品在国家各级市场抽检中合格率均达100%，“富健”于1994年获全国优等

品，特醇“乘风”于1998年获全国卷烟一等品，白“七匹狼”1999年被评为全国名优卷

烟。 

  (三)创名牌，实施“名牌战略”是企业实力快速增强、产品结构迅速上移的重要手段 

  1995年以来，龙岩厂把树名牌作为烟厂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确立强烈的名牌意识和服

务意识，培育、拓展中高档名优烟市场，使企业走上了“名牌质量效益型”道路。龙岩厂通

过周密调查，制定了借牌与创牌并举的名牌开发战略。开发、改造老牌号，使老牌号不断焕

发新生活力，不仅减少了投入，又早日见到成效。“七匹狼”原本是晋江一个较为知名的制

衣品牌，龙岩厂使之移植到卷烟，成功开发了白“七匹狼”、红“七匹狼”高档烟，1998年

“七匹狼”系列达到4万箱，1999年预计可达6万箱。“乘风”、“古田”原本是六、七十

年代的老牌号，龙岩厂分别开发成功特醇“乘风”、翻盖红“古田”二类烟，1998年这两个

牌号达8万箱，1999年预计可突破11万箱。名牌产品的创立，使龙岩厂1995年以来的省内外

市场日益拓展，结构档次迅速上移，牌号的集中度越来越高，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目

前，“七匹狼”、特醇“乘风”、“富健”系列已占总产量的85%以上。 

  (四)积极开展对外技术合作，狠抓提质降耗工程是企业走上良性循环轨道的一个重要的

突破口 

  在国家局的牵线搭桥和精心指导下，龙岩厂于1995年底，分别与日本烟草产业株式会社

和郑州烟草研究院开展了开发低焦油混合型产品和提质降耗工程的技术合作。两项对外技术

合作的实施，从根本上转变了龙岩厂的管理、技术观念，培养、锻炼了技术管理队伍，使设

备性能点检、工序质量评价、“设备保证工艺、工艺保证质量”等先进的管理方法在工艺、

设备、计量、质量管理方面推广应用。不仅成功开发了低焦油混合型“华友”牌卷烟(焦油

含量每支13毫克以下，烟气中烟碱含量每支1毫克以下)，而且较好地弄清了影响质量、消耗

的关键工序和环节。通过每年对几百个项目的整改，从根本上解决了打叶整体质量差、梗丝

含末率高和在线过程烟叶损耗大等难题，彻底改变了原来工艺制造水平在行业中的落后局

面，单箱烟叶消耗从1995年的44.45公斤下降到1999年6月的38.38公斤。 

  (五)狠抓各项基础管理工作，是企业实现“稳中求进”的根本保障 

  1997年以来，龙岩厂认真贯彻国家局《关于开展企业管理年活动的实施意见》，围绕争

创全国卷烟优势企业的目标，从细微之处入手，从管理的薄弱环节入手，不断夯实现场、质

量、设备、工艺、安全等管理基础，在全厂开展了“创建管理样板车间”和设备管理达国家

二级企业等活动。特别是突出成本管理，深入学习邯钢经验，加强原辅料的定额管理，加大

了对各项财务费用、制造费用的考核控制。1997年、1998年分别实现降耗节支3050万元和

3400万元。制丝二车间被国家局授予“全国烟草行业管理样板车间”、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

获“全国烟草行业科技进步二等奖”、档案管理通过了国家一级，企业列入了全国烟草行业

15家技术创新试点企业、11家管理创新重点联系企业、10家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之

一，被评为“全国烟草行业1991-1996年技术创新先进企业”。 

  (六)在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切实抓好精神文明建设是企业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

必由之路 

    龙岩厂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了党的政治核心作用，

推进了企业精神文明建设，连续8年保持了“福建省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称号，厂党委



于1998年被评为“福建省先进基层组织”，企业被全国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状。

1995年以来，企业连续获福建省第五届、第六届文明单位。 

三、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制丝线老化。HAUNI线已使用10年，工艺设备的设置、检测与控制水平已相对落

后，仿COMAS线属第一批国产消化线，运行故障率高，且两条线用工较多，过程损耗大，运

行费用高。目前虽已达到一定的工艺制造水平，但今后已没有进一步改造的余地。 

  （二）厂区拥挤。占地面积仅50亩，建筑密度高达0.63，远高于国家规定上限0.47的

标准，周边均为居民稠密区与街道，征地难度相当大。龙岩厂现已批准实施的二氧化碳膨胀

烟丝技改项目在厂区内已无空地可用，“十五”期间将要实施的制丝线改造、现代化自动物

流仓储等技术技改项目在厂区内也无法实施。 

  （三）政府及有关部门多次要求龙岩厂迁出闹市区。由于龙岩厂地处龙岩市中心，市环

保部门确定龙岩厂厂区所处地段为二类混合区，因紧挨民房，白天噪音不得高于60db，夜间

不得高于50db。近年来，龙岩厂虽每年投资几百万元环保治理，但夜间噪音仍达不到标准，

周围居民对此意见很大。 

  （四）企业的管理、技术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的日益临近及

人们对安全性卷烟的需求日益增大，开发适应国际潮流口味的低焦油混合型卷烟已迫在眉

睫。近年来龙岩厂虽在国家局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列入了行业29家重点发展企业及技

术创新试点、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管理创新试点企业之列，但与先进企业相比，与肩负振兴

民族卷烟工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龙岩厂目前仍存在一定的差距，管理还比较薄

弱，市场基础还不够扎实，产品的竞争力还不强。 

  （五）假烟猖獗。龙岩厂产品从高档到低档、从沿海到山区、从省内到省外市场都受到

假烟的严重冲击。 

四、未来发展目标与思路 

  （一）按照“狠抓基础，稳中求进”的指导思想，继续狠抓各项基础管理工作，拟从今

年开始用3年左右时间，与上海质量管理科学院开展方针目标管理、统计技术应用等技术咨

询合作，通过合作转变观念，力争用先进的管理手段、管理方法使企业各项基础管理进一步

扎实，达到全国一流管理水平，把企业创建为全国卷烟优势企业。 

  （二）积极实施“十五”发展规划，实施二氧化碳膨胀烟丝工程，争取得到国家局的支

持，把厂区迁出闹市中心。与此同时，继续与郑州院开展卷烟配方、生化工程、烟叶仓储与

养护技术合作等方面，抓好企业技术中心建设，配备先进的烟草科研技术装备、过程控制系

统、计算机信息管理网络和自动化物流系统，继续与国外先进烟草企业合作，搞好混合型低

焦油产品的研制开发工作。使企业具备较高水平的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能力，增强产品的

竞争能力，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三）按照国家局“1144”跨世纪改革与发展思路，在行业组织结构、产业结构、市场

结构、产品结构调整中抓住机遇，培植名牌，扩大名牌总量，在做好兼并云霄卷烟厂工作的

同时，总结经验，在行业企业组织结构调整中发挥自己的优势，逐步创造规模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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