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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中国烟草产业企业规模结构随产业成长过程而演进的过程和现状进行了分析，进而指出了烟草产业企 

业规模结构存在的f"l题，对中国烟草产业企业规模结构的调整优化提出了一些建议，为中国烟草产业企业规模结构的 

调整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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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而言，在一个产业的成长过程中， 

其企业规模结构也会以特定的规律或趋势 

发生相应的变化，在文献[1]中，我们对产业 

成长过程和成长周期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分 

析，讨论了产业成长过程的“艾纪阶段分期” 

及艾纪阶段和产业结构演进的天系：在文献 

[2]和文献[3]中，我们研究了中国烟草产业 

的企业规模经济特征。通过文献[4]和文献 

[5]的研究，我们得到的结论是：经过几十年 

的发展．中国烟草产业经历了从初成期到晚 

成期三个完整的产业成长阶段，现在已经处 

于成熟后期。 

然而，中国烟草产业的企业规模结构并 

没有按照产业成长过程与企业规模结构关 

系的一般规律发生相应的演进过程：本文的 

目的就是要在文献[】]一文献[5]的基础上， 

对中国烟草产业企业规模结构随产业成长 

过程 演进的过程和现状进行分析，进而指 

出烟草产业企业规模结构存在的问题，为中 

国烟草产业企业规模结构的调整提供参考 

依据。 

1 中国烟草产业成长过程的阶段描 

述 

根据我们的分析结 

果，中国娴草产业成长过 

程的艾纪分期可以归纳成 

表 l所示的情况 

从 20世纪 50年代初 

到 l970年前后是中 烟 

草产业的导入期 ．在这段 

时期内，巾国烟草产业的 

卷烟年产量 (5年平均 

列)不到450万～600万箱， 

Ag(T)值介于 l0％～20％ 

l970年前 岳到 l982 

年是中国l姗草产业的初成 

期，在这段时期内．中 烟 

草产业的卷烟年产量(5午 

表1 中国烟草产业成长过程分析数据表 

说明：表1中的企业个数是根据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轻工业 

统计年鉴》和国家烟草专卖局编写的《烟草系统统计年报》等资科汇总 

而得到的不完全统计数据 

平均序列)由 】970年的600万箱，增加到 

l982年的 1 5l9厅箱．1982年对应的艾纪数 

为Ag(T)=40 5 

从 l982年到 l988年是中国烟草产业 

的中成期、在这段时期『JJ．中同烟草产业的卷 

烟年产量(5年平均序列)由 1982年的 l 5l9 

万箱．增加钊 l988年的2 599万箱、l988年 

对虚的艾纪数为 Ag(T)=69 4 

从 l988年到 l995年足中国 草产业 

的晚成期，在这段时期内，中国烟草产业的卷 

烟年产量(5年平均序列)由l988年的2 259 

万箱，增加到 l995年的3 364万箱．1995年 

对应的艾纪数为Ag(T)=89．8： 

到 l995年之后．是中国烟草产业的成 

熟后期，到2O00年，中国烟草产业的艾纪数 

为 Ag(T)=97．8 

从成长过程的特点来看 ．中国烟草产业 

经历了一个先慢后快的成长过程～导入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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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成期分别经历了 l5年，中成期和晚成期 

所经历的时间只有 6、7年。 

2 中国烟草产业成长过程中企业规 

模结构的演进 

这里，我们把企业的平均规模(年产量) 

作为衡量中国烟草产业企业规模结构的基 

本指标，对中国烟草产业企业规模结构在其 

成长过程中的演进趋势进行分析j 

2．1 导入期发展阶段 

在中国烟草产业的导入期，全国卷烟生 

产企业的平均规模不足 2万箱，所以 ，企业 

规模结构是分散的、小型化的。此时无论是 

资本积累的规模还是技术发展水平，以及需 

求结构都决定了企业小型化发展趋势。 

2．2 初成期发展阶段 

在中国烟草产业的初成期，企业规模结 

构也是分散的。在这个阶段内，中国烟草产 

业的总产出有了很大的提高，1982年全国卷 

烟产量增加到 l 5l9万箱。但由于卷烟生产 

企业的数量增加也很快，l982年全国卷烟生 

产企业的数量达400多家。所以，在这个阶 

段内，企业的平均规模仍不足4万箱。 

2I3 中成期发展阶段 

在中国烟草产业的中成期，随着产业内 

企业实力的普遍加强，市场需求的增长和技 

术进步等方面因素的推动作用，产业也基本 

具备了实现企业规模经济性的生产技术基 

础条件，规模与规模结构的“经济性”强化作 

用开始显现。特别是在 1985年前后，国家强 

令关停并转了一批规模小、效益差的卷烟生 

产企业，使中国卷烟企业的平均规模有了一 

个大幅度的提高，到中成期的终点 1988年， 

中国卷烟企业的平均规模已经达到了7．3万 

箱。 

2．4 晚成期和成熟后期发展阶段 

在中国烟草产业的晚成期，市场需求趋 

于饱和，产业供给接近或超过市场需求，产 

业内企业实力差距增大，市场竞争已经非常 

激烈。但是+以产业内部企业规模的经济性 

与规模结构经济性进一步强化为标志的“经 

济性”纯化过程开始发挥作用。特别是在 

1992年，国家又强令关停并转了一批规模 

小、效益差的卷烟生产企业，使中国卷烟企 

业的平均规模又有了一个大幅度的提高。到 

1995年，中国烟草产业系统内的卷烟生产企 

业还有212家，平均规模达到了 l5．9万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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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罔烟草产业的成熟后期，以产业内 

部企业规模的经济性Lj规模结构经济性进 

一 步强化为标志的“经济性”纯化过程的作 

用进一步发挥，那些不能充分利用规模经济 

和市场竞争能力弱的企业并没有被进一步 

淘汰，近年来烟草行业坚持“扶大关小”，对 

质量低劣、浪费资源、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 

小烟厂积极稳妥地实施关停并转 、到2000 

年底+卷烟生产企业停产 ll家、关闭5家、 

申请破产9家，取消法人资格的卷烟生产点 

其2O家 到2002年中国从事卷烟生产的企 

业有 162家，平均规模也达到了22．6万箱： 

3 中国烟草产业的企业规模结构现 

状分析 

经过几t年的发展，中国烟草产业的企 

业规模结构在其成长过程中的演进趋势体 

现了“初成期的企业规模结构‘非经济’—— 

中成期的企业规模结构 ‘经济强化’——晚 

成期和成熟后的企业规模结构‘经济纯化”’ 

过程的一般特征。但是，从总体来旨，中成期 

的企业规模结构‘经济强化’作用和晚成 

期和成熟后的企业规模结构‘经济纯化’ 

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中国烟草产业在 

企业规模结构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 

性。在中成期和晚成期，中国烟草产业的 

企业规模结构并没有达到利润规馍结构 

标准产量小于“同税一成利规模下限”的 

企业有 143

箱，占全国总产量的59-4％：也就是说，在统 

一 税率的条件下，全国有近90％的卷烟企业 

的销售利润率低于 10％一 

产量大于“同税一成利规模下限”的企 

业只有 l7家企业，实际年产量为 l 36l万 

箱，占全国总产量的40．6％ 也就是说，在统 

一 税率的条件下，全国只有 lO％的卷烟企业 

可以获得 lO％的销售利润率 

这样的企业规模结构与中国烟草产业 

的总体规模和产业发展阶段所要求的企业 

产量规模结构是有明显差距的： 

3．2 产业集中度不高，竞争结构不合理 

产业的集中度和产业内企业竞争结构， 

是企业规模结构在产品市场上的直接反映 

从总体上讲，烟草产业应该是一个垄断性较 

强的产业，应具有较强的产业集中度=我们 

用 1998年的卷烟产量和标准产量 (销售收 

入)来测算中国烟草产业目前的产业集中 

度，结果见表 2： 

从表2的数据来看，中国烟草产业标准 

表 2 中国烟草产业目前的产业集中度 

和经济规模结构水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 

方面： 

3．1 企业数量多、规模小。经济效益差 

中国烟草产业企业规模结构的不合理 

性最直接和最明显的表现是：企业数量多、 

规模小，多而分散，规模经济效益差。大多数 

企业的规模没有达到合理的经济规模。2000 

年，中国烟草产业拥有的卷烟企业 162家， 

平均规模为20．7万箱，还不到中 烟草产业 

企业的 “同税一成利规模下限”45万箱的一 

半。 

在我们所研究的160 1、企业巾，1998年 

的实际总产量为 3 349．5万箱。企业的实际 

年产量分布在 2 00O箱～222万箱之间，标准 

产量在400箱～545万箱之间。 

标准产量小于 “同税保本规模下限”的 

企业有 69家企业 ，实际年产量为 277．8万 

箱，占全国总产量的8．3％j也就是说，在统 

一 税率的条件下，全【刊有43％的卷烟企业不 

能赢利～ 

产量(销售收入 )前 4名企业和前 8名企业 

所占的份额分别为32．1％和43．0％，按照贝 

恩对20世纪50年代美国产业集中程度与 

垄断程度的分类标准，中国烟草产业的集中 

程度所对应的类型是 “低集中寡占型”(前4 

名企业和前 8名企业所占的份额分别为 

30％～35％和40％～45％)，仅仅高于垄断程度 

最低的“原子型”产业竞争结构。与发达国家 

烟草产业的垄断程度——“最高寡占型”相 

差4个档次。“最高寡占型”产业内部的企业 

数为20家左右，而中国烟草产业前 20家企 

业所占有的实际产量和标准产量(销售收入) 

份额只有 44-4％和60．8％ 

所以，中国烟草产业的集中度还属于一 

种垄断程度很低的松散结构+这样的产业竞 

争结构与中国烟草产业的总体规模和产业 

发展阶段所要求的是有明显差距的，更不适 

应中国实行“烟草专卖制度”的要求 

3．3 企业产品品种结构分散，主导产品规模 

偏小 



 

第一，从整个产业角度来看，低档卷烟 

的比例过大。全国卷烟产量中，三级以下的 

卷烟所占的比重达到70％左右，高档卷烟的 

比例偏低，是中国烟草产业卷烟品种结构一 

个明显的特征(具体情况见表3)。 

第二，中国烟草产业中卷烟生产企业的 

表3 产品品种结构表(1998年) 

量中的比重达到71．7％．二级烟与一级烟的 

比重只有28．3％ 

显然，中国烟草产业的卷烟产品品种结 

构是偏低的一这种产品品种结构是制约中国 

烟草产业特别是卷烟企业赢利水平的重要 

因素 

产品品种结构偏低。从中国卷烟品级在企业 

规模结构的对应关系来看，中国的低档卷烟 

主要是由中小企业生产出来的。我们用“企 

业标准产量与实际产量的比值——品级系 

数”来表示企业产品品种结构的高度 如果 

品级系数小于 l，说明企业的品级档次偏低。 

那么，品级较高的只有四家企业，品级系数 

小于0．8的企业有 127家，占全国卷烟企业 

总数的79．4％(具体情况见表4)。 

第三．中国烟草产业中卷烟生产企业的 

表 4 品级系数与规模对照表 

4 对中国烟草产业企业规模结 

构调整的政策建议 

4．1 企业规模结构的调整 

首先．凋整中国烟草产业企业规模结构 

的原则应该是：f 遵循产业成长过 的基本 

规律，使中国烟草产业晚成期和成熟后的企 

业规模结构“经济纯化”怍用得到充分发挥； 

②坚持市场导向与政策导向相结合的原则， 

克服 “地方保护势力”，通过合理的政策导 

向，促进市场机制在企业规模结构调整中的 

主导怍用 

凋整中国烟草产业企业规模结陶的主 

产品品种结构的获利能力较差。对烟草产业 

而言，不同品级卷烟的获利能力有明显的差 

别。我们用与上文中“标准价格分析”相同的 

方法，对各级卷烟的“标准成本”进行了分 

析，得到了一级卷烟到五级卷烟的“标准成 

本”，结果见表5(限于篇幅，具体分析数据与 

过程从略)。 

现在，我们用已经得出的卷烟的标准成 

本、标准成本与等级之间的对应关系，和中 

国烟草行业的税收情况(这里，成本税率取 

为 l00％，1998年度为 101．2％)，对不同品级 

卷烟的获利能力进行简单地分析。各品级烟 

的标准成本、标准成本、税收与利润的有关 

数据列入表5。 

从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在统一税收的 

条件下，三级以下的卷烟是很难赢利的。在 

中国卷烟的总产量中，三级以下的卷烟在产 

要措施与相应目际应该 

包括如下 几个方而： 

第一，根据中国烟 

草产业企业规模经济特 

征，建立小企业淘汰机 

制：通过计划配额的调控、市场准人制度和 

限制“地方保护”等措施，加快小烟厂的改 

造、提高或淘汰的进程 划定卷烟企业的最 

小规馍和最小规模的界定标准和指杯，尽快 

把那些规模小 效益差的小企业淘汰出去。 

促使中国烟草产业中的卷煳企业规模结构 

提高到～个新水平，以增强中国烟草产业的 

整体效益和竞争能力 

第二，建立公平的企业税收机制，扭转 

先行的“大企业多缴税，小企业少缴税”的不 

合理税收结构和税率 使所有的卷烟企业在 

税收方面处于公平竞争的状态，通过财政和 

市场的双重杠杆作用．加快对“规模小、效益 

差“的卷烟企业的淘汰过程，“纯化”中国烟 

草产业的企、业规模结构 

第三，任末来的3～5年内，首先淘汰近 

70家标准产量在6万箱以下的小企业，使中 

表5 各品级烟的价格、成本、税收与利润数据表(1998年) 国烟草产业内的卷烟企业数量减少到 

80家左右，同时使企业的平均规模超 

过40万箱，接近或达到中国烟草产业 

企业的 “同税～成利规模下限”——一45 

万箱： 

第四，在未来的10年内，再淘汰近 

3O家标准产量在 3O万箱以下的卷烟 、世， 

使中国烟草产

到50家左右，同时使企业的平均规模超过 

70万箱左右，使中国烟草产业的企业规模结 

构得到进一步“纯化”一 

4．2 企业竞争结构的调整 

调整中国烟草产业企业竞争结构的原 

则应该是：①遵循产业成长过程的基本规 

律，促使中国烟草产业集中度提高；( 坚持 

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并重的原则，以适应国 

际竞争力为目标调整中国烟草产业的企业 

竞争结构，具体为： 

第一，根据中国烟草产业的市场 、资源 

特点，建立和培育一批大型企业集团。通过市 

场的合理分工、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一致对外 

的“共生战略”确立，加快中国烟草产业企业 

竞争结构的凋整进程：建立“市场导向”、“资 

源导向”、“技术导向”和“混合导向”四类企业 

集团作为中国烟草产业的企业竞争主体，提 

高中国烟草产业的集中度和国际竞争能力= 

第二，结合中国烟草产业的规模结构凋 

整进程，在未来的3～5年内，使中国烟草产 

业前4名企业的销售收入集中度达到5O％， 

前8名企业销售收入集中度达到 70％，使中 

国烟草产业的企业竞争结构达到“中等寡占 

型”水乎。 

第三，在未来的 1O年内，使中国烟草产 

业前4名企业的销售收入集中度达到7O％， 

前8名企业销售收入集中度达到 85％，使中 

国烟草产业的企业竞争结构达到 “强寡占 

型”水平，实现中国烟草产业的企业竞争结 

构水平与其产业成长过程阶段和总体实力 

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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