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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程

（云南省烟草大理州公司 云南 大理 ６７１０００）

摘 要 “两烟”是重要的经济来源，烟草产业构建的基础是烟农生产的烟叶，要建立以烟农为中心，

建设好烟厂第一车间，实现烟厂、科研单位、烟叶产区和烟农利益共同体关系，做到利益共享，形成紧密的

战略伙伴合作关系即 “四位一体”。本文论述了 “四位一体”间关系，如何实现利益共同体，共同做强、做

大、做实、做精烟草产业。体现以烟农为中心的新的发展观，实现国家利益、消费者利益、烟农利益至上的

共同价值观。

关键词 烟厂 科研单位 烟叶产区 烟农 利益共同体

在连续１５年成为中国创收大户之后，烟草业不负重望，再创佳绩。在 《中国税务》杂志２００４年第９期

推出的２００３年度中国纳税百强排行榜中，烟草业荣登榜首牞中国纳税百强排行榜 （总排名）中有３４个卷烟厂

榜上有名，占３４％，这３４个卷烟厂纳税在１０３４５８万元至９６３０４１万元间。上海烟草 （集团）公司、玉溪红

塔烟草 （集团）有限公司纳税排名第二和第三名。前１００强之中，烟草行业总纳税额达８３０亿元，占据１００

强中的三分之一席。其次是石油化工行业，合计达到５３８亿元。社科院财贸所何振一研究员说： “烟草和能

源行业仍是国家税收的命脉和支柱。”云南省的玉溪红塔烟草 （集团）有限公司、昆明卷烟厂、红河卷烟厂、

曲靖卷烟厂、云南红塔集团楚雄卷烟厂、大理卷烟厂和会泽卷烟厂７个卷烟厂进入纳税百强行业中，大理卷

烟厂排名第八十位。云南省无一家非烟企业进入纳税百强，而当时的云南省九个卷烟厂中有７个就进入纳税

百强。以云南这个中国第一烟草大省为例，烟草提供税收已经占到云南财政收入的７０％左右 （２００３年实现利

税３８１亿元），从这些数据足以说明烟草行业的重要性，云南是烟叶生产和卷烟生产大省， “两烟”生产在

全省经济发展中，起不可替代的作用，是财政、烟农、烟草企业的重要或主要经济来源。对于一个卷烟厂来

说，年增加一个亿的利税收入是非常有可能的，在５至１０年内增加１０个亿的也并非没有，但是，要发展其

它产业年增加一个亿税利是非常难做到的。因此各行业支持卷烟厂、发展卷烟厂，把卷烟厂当作发展经济的

核心工作来抓也是必要的。卷烟厂所需的主要原料烟叶和烟草公司生产经营的烟叶，在现阶段生产的主体或

单位构成是烟农，烟农生产的烟叶质量和数量，直接关系到烟农的收入，影响烟草公司的烟叶经营管理，更

关系到卷烟厂生产的卷烟质量，从而影响消费者对卷烟的认可。因此，烟农生产的烟叶直接对财政、卷烟工

业、烟草公司及烟农收入造成影响。也就是说，卷烟工业、烟草公司、财税收入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烟农。

因此，要建立以烟农为中心，建设好烟厂第一车间，实现烟厂、科研单位、烟叶产区和烟农利益共同体关

系，做到利益共享，形成紧密的战略伙伴合作关系即四位一体。共同做强、做大、做实、做精烟草产业。尽

最大努力增加烟农收入，缓解 “三农”问题。烟农收入增加要体现在烟叶质量的提高、工业可用性强，这样

财政收入、卷烟工业、烟草公司可以同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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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以利为纽带建立四位一体的关系

烟厂通过卷烟品牌、生产中式卷烟，满足消费者需求，实现烟叶效益的最大化，积累资金，推动社会的

发展。烟叶产区的行政、烟草公司是烟叶生产的组织、经营管理单位。烟农是烟叶生产的主体。在卷烟、烟

叶生产方面科研单位是技术的依托单位。烟厂、科研单位、烟叶产区和烟农是生产烟叶和烟草制品的主体单

位，四体是相辅相成的利益共同体关系。卷烟工业所需原料的主体来源于烟农生产的烟叶，很大一部分烟叶

产区的地方财税主要来于烟叶，烟草公司的获利归根结底也源于烟叶，因此，与烟草及制品相关产业所获得

的税利归根结底是来源于烟农生产的烟叶，没有烟农生产的烟叶，就没有烟草系统，也没有卷烟工业。因

此，以烟农为中心，利为纽带建立四位一体的关系，建立基本烟农队伍在烟草业持续稳步发展中起到非常重

要的作用。

１．１ 卷烟企业在四位一体关系中起龙头的作用

为了应对竞争，烟草工商分设后，烟草工业正组建工业集团，卷烟工业联合重组、品牌扩张，整合卷烟

品牌，正向大品牌、大市场、大企业的方向演变、发展。卷烟工业是把烟叶通过卷烟工艺流程加工成广大消

费者接受的卷烟，烟叶只有通过卷烟才能实现消费者对烟叶的需求，卷烟是烟叶的载体，烟叶的风格特点通

过卷烟来表达出来。卷烟工业也是实现烟叶利税最大化的烟叶加工厂，是烟叶升值的主要转化器，通过卷烟

工业实现烟叶效益的最大化。在四位一体中卷烟工业起龙头作用，拥有强大的卷烟企业，就能解决地方许多

问题，如财政问题，２００３年常德卷烟厂纳税 ４２亿元。另外，还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如玉溪红塔烟草

（集团）有限公司２００３年纳税９１．６亿，带动了与卷烟配套相关企业的发展牞 实现地方持续稳定的发展，为

国家作出了突出贡献。卷烟企业强大了，烟叶收购价如执行一价区价格和调拨价提高，烟叶产区地方政府财

税增加、烟草公司也受益。地方财税的增加、烟草公司利润提高，是建立在烟农种烟的基础上，是第一车间

创造的，烟农经济收入也得到提高。

１．２ 科研部门在四位一体关系中起关键 （核心）的作用

由于领先一步的思维创新和技术创新，加上重视第一车间的科技和生产，使玉溪卷烟厂由不起眼的一般

小烟厂发展成为拥有多个驰名商标品牌的全国著名的企业， “红塔山”卷烟品牌曾经连续７年雄踞全国最有

价值１０个品牌之首。省外，以上海烟草 （集团）公司为代表，杭州、宁波、南京等卷烟厂组成的本地几乎

没有优质烟叶的沪烟系；以及以长沙、常德卷烟厂为代表的本地没有足够优质烟叶的湘烟系；此外，还有正

在崛起的武汉烟草 （集团）有限公司。这些烟厂非常重视科研工作，重视技术创新，重视烟叶技术中心。虽

不唯文凭、职称， “惟才是举”，但问题是，怎么判断才能的大小呢？因此，很多烟厂很重视科研人员的文

凭、职称等等，厂领导以拥有大量的博士生、硕士生为荣，重视科研工作。上海烟草 （集团）公司、长沙卷

烟厂、颐中烟草 （集团）有限公司、武汉烟草 （集团）有限公司、常德卷烟厂技术中心是国家级企业技术中

心，我省玉溪红塔烟草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是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在长沙卷烟厂建立我国烟草

行业第一个博士后工作站，常德卷烟厂、玉溪红塔烟草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也设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全国目前已基本形成 “云烟系、沪烟系和湘烟系”三大版图卷烟格局。中高档卷烟中华、芙蓉王、苏烟、白

沙和利群等冲击云烟系品牌。省外卷烟厂在烟叶原料不占优势的条件下，重视人才、重视科研，一方面重视

烟厂技术中心科研人员，另一方面与社会上的科研部门合作，加大对两烟的研究，提高烟叶和卷烟科技含

量，弥补原料的不足。消费者认可的高档卷烟中华、芙蓉王、苏烟品牌，特别是芙蓉王品牌的快速崛起，说

明科技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以物流自动化、高架仓库、电脑调控、车间整洁和花园式的工厂为代表的卷烟工

业到处可见，目前、省内外烟厂硬件建设差异化缩小，卷烟工业的竞争主要是思维 （观念）创新和人才、科

技、原料、管理等的竞争，建设科技先导型企业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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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烟叶产区在四位一体关系中起基础保障作用

烟叶产区涉及到烟叶生产基本的烟田烟地，基本的基础设施如水利、烤房等，以及组织烟叶生产和烟叶

经营的地方政府和烟草公司。烟叶产区的基本烟田地和基础设施需要政府和烟草公司按烟叶种植区划和规划

落实，确保烟田烟地旱涝保收，卷烟厂所需的烟叶应该是种植在符合该烟厂卷烟风格的区域内，配套生产技

术，通过烟叶产区的综合协调，生产符合烟厂需求的优质烟叶，烟叶产区的任务是组织烟农生产，完成烟叶

生产经营调拨计划。更加突出烟叶产区和卷烟厂的利益共同体关系，论气温云南没有山东、河南等省高，论

土壤云南优势也不明显。云南烟叶的优势应该是在大的气候环境下形成的有独具特点的或者个性特点突出的

符合工业需求的烟叶。在品质区划和种植区划中，力戒传统的以气候类型和地理环境为主的区划，因为，只

要是云南烟区基本具备云南气候特点，在区划时，体现与工厂的利益共同体关系。一些烟草农业专家或工业

科研单位以几个数据为依据区划的不适种植的烟区，只要烟厂认为符合其卷烟风格 （各烟厂卷烟风格不同对

烟叶要求也不同），就应该属于优质烟区。烟叶产烟区的种烟区划应该以烟厂需求为主的区划，建立某一烟

厂需要的优质产烟区，而这一烟区不一定适于其它烟厂。关于烟叶的质量评价问题是复杂的问题，但是，要

进行反思，过去，云南烟叶常与美国、津巴布韦、巴西等烟叶相比较，得出云南烟叶与国外烟叶的差距，找

出烟叶存在的不足。现在，能不能把与国外烟叶比较云南烟叶存在的不足，当成恰恰是云南烟叶的优势，是

云南烟叶的个性特点之所在，是中式卷烟原料之优势，是独特云南的烟叶风格，并使之成共识，发扬光大。

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省内外烟厂驰名或著名的卷烟品牌离不开云南烟叶。比如，糖的问题，卷烟工业只能

立足于云南烟叶糖稍高的现实，研究开发品牌，一方面云南地理气候特点很难降糖，另一方面违反自然规律

降糖后，烟叶的风格优势还存在否。如果全世界生产的烟叶都是津巴布韦一样的烟叶风格，津巴布韦烟叶优

势在哪里，津巴布韦烟叶还紧俏吗？

１．４ 烟农在四位一体关系中处于中心的作用

中国特色的烤烟生产中，烟农是组成烟叶生产的最基本单位，如果没有烟农在其基本烟田地上种烟生产

烟叶，就没有烟叶产区的烟叶财税收入、烟草公司的利润。烟农是烟叶生产的主体，烟农种烟区域、烟叶质

量符不符合卷烟品牌的风格，能否满足烟厂对烟叶需求，直接影响到消费者对卷烟的需求，影响卷烟品牌的

销售。因此、烟农在卷烟厂、烟叶产区和落实科技中所处的作用非常重要。如果烟农不种烟或者烟农所种出

的烟叶质量较差，影响到烟叶的加工链和烟草产业链。因此，要建立以烟农为中心的利益共同体关系，把烟

叶生产确实当成卷烟厂的第一车间，要确实解决 “三农”问题，解决烟农问题，把烟农当作是卷烟厂、烟草

公司员工的延伸，卷烟工业和烟叶生产中要把烟农当作发展烟草产业的中心，一切为了烟农，多服务于烟

农，为烟农服务。

２ 以烟农为中心、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现四位一体

２．１ 烟叶产区以烟农为中心，加大 “四基本建设”和一个耕作制度建设的力度

“四基本建设”是指烟叶生产所必须的基本烟农、基本烟田、基本设施和基本科技队伍，一个耕作制度

是指以粮烟为主体的轮作制度。以基本烟农为中心，对植烟的基本烟田进行科学的区划和规划，把烟草种植

在烟厂认为的最适烟区和适宜烟区，而不是传统的以气候生态为主划分的最适烟区和适宜烟区，烟厂卷烟风

格所需求的优质烟叶可能与传统意义上讲的优质烟叶不一定相同。每一个烟厂生产的卷烟风格不同，内涵不

同，烟厂对优质烟叶要求不尽相同。在基本烟田地的建立上要 “稳住基本田烟、发展山地烟”，要保证有稳

定的可以实现轮作的生产优质烟叶的基本烟田地，基本烟田地确定后，各级政府和烟草公司要加大对基本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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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投入，完善和配套水利设施和烘烤设施，建立旱涝保收的基本烟田，以及能烘烤出优质烟叶的烤房设

施。确保烟农生产优质烟叶的基本条件，减轻烟农负担，体现以烟农为中心的新的发展观，烟农和政府、烟

草公司、烟厂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烟农生产的基本设施解决以后，对生产工业需求的优质烟叶打下基

础，是建立利益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的烤烟生产，成千上万的烟农是生产烟叶的主体，户均规

模很小，社会化生产能力低，有限的土地需要最大化的产出，烟农精耕细作水平高，投入化肥、农药等成本

高，由于烟农栽烟规模太小，投入产出不高，烟农收入低，农民致富力低。津巴布韦、巴西生产的是符合当

地气候生态的烟叶，有各自烟叶风格特点，这种风格不是刻意追求的，是在这种土地上自然就能产生这种特

点的烟叶。津巴布韦是农场制为主生产烟叶，农场主雇佣的农民工资水平低，生产烟叶成本不高。巴西由于

拥有广扩的相对平整的土地，户均种烟规模大、人均占有土地多，以增施化肥、农药等生产成本，获取高产

高效益，不如多增加栽烟面积，获取更高效益。因此，国外在烟草生产中投入成本不是非常高，津巴布韦农

场主和巴西烟农烟叶生产规模大，规模效益好。我国的现实是城市和农村差距较大， “三农”问题突出，党

中央国务院对 “三农”问题非常重视，因此，烟叶生产中以烟农为中心，生产优质烟叶，增加烟农收入，缓

解三农问题，逐渐实现烟叶生产的可待续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贡献。

２．２ 卷烟工业与烟农建立利益共同体关系

卷烟工业同样需要优质的原料生产优质的卷烟，各卷烟厂生产的卷烟风格不同，对原料的需求不同，对

优质烟叶有不同的理解和要求，有的卷烟厂所需的烟叶，按常规生产和交售，烟农经济收入可能受到影响。

如云南省传统的当家烤烟品种红花大金元是清香型云南卷烟的代表性品种。过去，云南许多传统高档卷烟源

于红花大金元品种烟叶，但是该品种有自身的弱点，栽培难，病害多，发病重，烟叶难烤，青筋烟多，等级

质量差，烟农经济收入比栽种其它品种低，烟农不愿种植该品种。因此，如果卷烟厂确因使用该品种烟叶能

生产高档次卷烟，能满足消费者需求，在符合政策的前提下，争得上级主管单位、地方行政领导和烟草公司

的同意后，卷烟厂由于使用红花大金元优质烟叶的原因，工业反哺农业，从增值的利润中拿出一部份资金，

对烟农作特殊品种适当补助，使烟农经济收入不低于栽种的其它品种，甚至略高于其它的品种。要体现以烟

农为中心，以烟农为本，烟厂得利，烟农得利，烟草公司、国家也受益，并向良性化发展。卷烟厂的车间要

延伸到烟田中，烟叶生产是卷烟厂的第一车间，卷烟厂要考虑到第一车间烟农的经济收入，如果没有了烟

农，第一车间也没有了。正确处理好烟农收入与卷烟工业对烟叶质量需求关系，卷烟厂与产烟区逐步建立定

点、定向、定量的生产调拔关系，简言之，烟厂需要什么烟叶，生产什么烟叶，实现订单生产，以烟厂需求

为核心，按质论价，优质优价，不损伤各方利益。如果烟厂需要的烟叶是前作不种作物的一季田，或抓烟叶

品质从前作开始，减少前作对烟叶质量的影响，要求前作统一作物品种、统一施肥、统一时间播种、统一收

获时间的作物，或种植产量低但符合卷烟品牌的优质烤烟品种或技术措施等等，这些对烟农来说是收入受到

影响，但只要生产的烟叶符合高档卷烟的要求，烟厂应该反哺烟农，体现利益共同体。

２．３ 科研单位、科技人员与烟农建立利益共同体关系

烟草科研单位立足于烟农、立足于烟叶生产，解决烟叶生产中制约烟叶生产的实际问题，烟叶生产中的

重大质量问题，产生科研问题，需要科研单位的科学试验，回答生产问题，解决田间地头的问题。科研单位

的研究结果需要基层科技队伍落实，把科研成果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烟农是烟叶生产的主体，现实的问题

是烟农户均种烟面积小，涉及烟农多，土地间、烟农间、前作间种烟差异大，户均面积越小差异化越大，年

内年度间烟叶质量差异越大，对工业负面影响越大。由户均种植烤烟规模小，配生出许多的质量问题。在户

均生产规模较小的现实生产模式下，为了提高烟农的种植水平，狠抓科技到位率，提高烟叶可用性，烟草公

司科技人员与烟农建立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实现烟草公司加农户的生产经营管理模式。烟草公司配科技人员

指导烟农烤烟生产，根据各地情况，一个科技人员指导一定数量的农户，实行绩效挂钩，与所指导的农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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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利益共同体的关系。烟草公司给科技人员适当的责、权、利，如在双控政策下，科技人员有权代表与烟农

签定收购合同，以及化肥农药等烟用物资的供给，烟草公司给予培训费等支持。烟草公司制定的常规有效的

各生产时期技术，技术人员与烟农共同负责高水平落实到位。生产的每个过程和责任目标，烟草公司组织有

关人员实行不定期检查，凡达不到技术规范要求的，给予扣分，科技人员绩效受到影响，反之，高水平落实

到位并达目标的，给科技人员加分，薪酬分配高。这样体现烟农为中心，烟农收入高，责任目标完成好，说

明技术到位，科技人员收入也高，反之，烟农田间烟株长势差，技术措施不到位，烟农收入低，科技人员薪

酬分配也低。在绩效考核时体现科学合理，能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不能以扣分为主的简单的考核，更多

体现加分来考核，只是由于工作完成质量不同科技人员间加分量有差异。由于烟农的不合理要求，使之达不

到目标，技术人员有权在下一年的烤烟生产中，不再与其签定烟叶收购合同。这个前提条件是烟农的种烟经

济收入要高。这样烟农与科技人员是生产的整体单位，多个的整体单位完成生产目标任务。每个科技人员与

烟农是共同体，每个科技人员都在落实相同的骨干科技措施到共同体中，实现全县的科技到位率高，推动了

科技的进步。

３ 以烟农为中心，烟草公司为龙头， 以诚信为基础，以利益共同体为纽带，共

同创建烟叶品牌

烟叶的生产主体是千家万户的烟农，因此，创建烟叶品牌，围绕烟农为中心，生产的烟叶品质要有云南

烟叶清香型特点，并突出差异性、个性化特点，能够满足卷烟工业需求。烟草公司在烟叶营销策略上，要应

对卷烟工业的联合重组，品牌扩张，烟叶营销从过去简单的烟叶销售关系转移成战略伙伴关系，从烟叶数量

型向烟厂所需的结构型转变，从烟叶的外观质量向烟厂所需的内在质量转移。优化战略合作伙伴，烟叶营销

向大企业、大市场、大品牌转移。烟农、烟草公司生产烟叶时要更多为烟厂品牌考虑，全州应共同做强、做

大、做实、做精大理烟厂卷烟品牌，如果大理卷烟品牌进入驰名商标，将带动社会的发展，有利于打造大理

烟叶品牌。在外销烟叶时，尽可能使生产的烟叶在驰名或著名卷烟品牌中使用，满足消费者需求，实现以卷

烟为载体，表达烟农生产的烟叶品质特点，共同做强、做大、做实卷烟品牌，烟农生产的烟叶在名优卷烟品

牌特别是弛名商标的品牌中应用，烟叶的知名度也和弛名商标的卷烟品牌一样提升，烟叶也靠强、靠大、靠

实了名优烟厂，为创建烟叶品牌打下基础。这样烟农生产的烟叶，具有稳定的卷烟工业市场，卷烟厂也离不

开烟农生产的品牌烟叶，甚至烟厂投资在烟草公司的统一规划下，加强烟叶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稳固与烟

农的战备合作伙伴关系，实现利益共同体。

总之，卷烟工业所需的主要原料源于烟农生产，烟叶生产是第一车间，是卷烟工业的最基础，具有不可

替代性。烟农生产的烟叶质量有波动，卷烟市场就出现波动，涉烟企业或单位，必须以烟农为中心，建立新

的发展观，不损害烟农利益，在国家政策下，尽可能增加烟农的收入，多为烟农办有益的事，烟农是卷烟厂

和烟草公司的延伸。烟农也应该为烟草公司和卷烟厂排忧解难，按科研单位、烟草公司技术人员的要求生产

优质烟叶，提高烟叶技术含量，相互间建立诚信关系。最终，烟厂、科研单位、烟叶产区和烟农实现利益共

同体关系，做大、做强烟草产业，有利于国家、集体、个人，实现国家富强、社会和谐、人民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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