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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中国烟草产业既面临着国外烟草产品进入的冲击以及控烟履约的双重压力，又担当着为国家财政增税的重任，

其发展已不能单纯依靠国内需求拉动，更应该积极面向全球需求，开发国际市场。为了精确地测度我国烟草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构建了国际市场占有率（IMS）、贸易竞争力指数（TC）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三个指标，以计量经济学手段分析了我

国烟草产品在全球市场中的主要特征及问题。研究发现，我国烟草及烟草产品的整体竞争力较弱，但烟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一

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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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外学者从税收政策、市场占有率、市

场营销方式、顾客忠诚度等角度研究了烟草产品的国

际竞争力。其中，较为全面和系统的是 Van Liemt G
（2002）对 20 世纪 90 年代世界烟草产业发展现状的

研究，提出了跨国烟草公司保持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

三种方式。[1] 但此类研究仅说明了世界烟草业的发展

状况，缺乏对其竞争力发展趋势的动态分析。中国学

者则从烟叶和卷烟的国际市场占有率、烟草行业发展

战略、财税体制等局部对我国烟草产品国际竞争力进

行了分析，此类研究多立足于分析国际市场占有率，

缺乏系统性研究，且很少有综合性实证方法的运用。

2000—2014 年的 15 年间，我国烟草贸易进出口

总额的年均增长率为 13.56％，远高于世界烟草贸易

额的年均增长率 5.38％。烟草贸易总额一直增长，从

2000 年的 5.06 亿美元上升至 2014 年的 30.02 亿美元。

如图 1 所示，2008 年之前，我国的烟草贸易额一直

处于顺差，但顺差逐年减少。包括 2008 年在内的后

七年，共有 4 年贸易额呈逆差。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精

确地测度我国烟草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助于从产品

结构和市场结构两个维度来有的放矢地调整我国烟草

产业的外向度。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UN COMTRADE）数据库，作者整

理计算所得。

图 1  2000—2014 年中国烟草贸易额（亿美元）

Fig.1 China’s tobacco trade volume 2000-2014

1 中国烟草国际竞争力指标测算

本文采用国际市场占有率（IMS）、贸易竞争力

指数（TC）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三个指标

测算我国烟草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1）国际市场占有率：一国某类产品出口额占

全世界该类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

MSij=Xij / Xwj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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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j 为 i 国 j 商品的出口贸易额，Xwj 为世界 j 商品

的出口贸易额。MSij 越大，说明 i 国 j 商品的国际竞

争力越强。

（2）贸易竞争力指数：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差额

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反映该国某产业的贸易竞

争力水平：

TCij= 
Xij - Mij

         Xij + Mij

                         （2）

Xij 为 i 国 j 商品的出口贸易额，Mij 为 i 国 j 商品

的进口贸易额。当 TCij= 0 时，说明 i 国 j 商品的进口

规模和出口规模持平。

（3）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一国某类产品占其出

口总值的份额与世界该种产品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

率，表现该国某类产品的比较优势程度：

RCAij=  
Xij  / Xi

             Xwj  / Xw

                         
（3）

Xij 为 i 国 j 商品的出口贸易额，Xwj 为世界 j 商品

的出口贸易额，Xi 为 i 国商品出口总额，Xw 为世界商

品出口总额。

1.1 国际市场占有率分析

2000—2014 年，我国烟草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

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2000—2003 年，国际市场占

有率从 1.44％上升到 2.33％；[2]2004—2008 年，市场

占有率相对稳定，为 2.2％；2009—2014 年，市场占

有率从 2.61％上升了 0.4％，而 2015 年之后则一直保

持在 3％左右。烟叶的国际占有率与烟草整体的国际

占有率变化趋势相似，15 年的平均市场占有率为 4.4
％，是我国国际市场占有率最高的烟草产品。雪茄

烟的国际市场占有率非常小，不到 1％，但上升趋势

明显。卷烟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变化分为三个阶段：

2000—2003 年，市场占有率从 0.98％上升到 1.95
％；2004—2008 年， 从 1.74 ％ 下 降 至 1.33 ％；

2009—2014 年，从 1.58％上升至 2.12％，15 年来的

平均国际市场占有率为 1.68％。其他烟草制品（包括

烟草薄片、膨胀烟丝、斗烟、鼻烟、烟丝等烟草制品）

的国际占有率 15 年间持续增长，从 2000 年的 1.19％
上升至 2014 年的 3.18％，上升了近 2％，其平均值

为 1.85％，成为了我国国际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二的烟

草产品。说明我国的烟草整体的国际竞争力处于波动

式的上升趋势。（如表 1 所示）

表 1  2000-2014 年中国烟草及分类产品国际占有率

Tab.1 Market share of China’s tobacco and classified products 2000-2014                                               %

年份 烟草及烟草制品 烟叶 雪茄烟 卷烟 其他烟草制品

2000 1.44 2.79 - 0.98 1.19

2001 1.89 3.27 - 1.48 1.09

2002 2.10 3.88 - 1.70 0.98

2003 2.33 4.15 0.00 1.95 1.16

2004 2.20 3.93 - 1.74 1.16

2005 2.15 3.86 0.01 1.68 1.28

2006 2.15 3.89 0.00 1.64 1.34

2007 2.15 4.16 - 1.48 1.16

2008 2.23 4.34 0.00 1.33 1.89

2009 2.61 4.76 0.01 1.58 1.96

2010 3.00 5.74 0.00 1.72 2.49

2011 2.92 5.80 0.00 1.73 2.52

2012 2.99 5.41 0.01 1.95 3.06

2013 3.00 5.05 0.02 2.07 3.28

2014 2.91 4.91 0.04 2.12 3.18

平均值 2.40 4.40 0.01 1.68 1.85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UN COMTRADE）数据库，作者整理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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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4 年，我国成为世界第八大烟草出口

国（表 2），但与世界排名前三的国家比有很大差距。

我国烟草平均国际占有率为 2.96％，而德国则达到

12.90％，相差了近 10％。德国、荷兰和巴西三国的烟

草国际市场占有率总和达 30％以上，而排名在其后面

的 7 个国家的烟草国际市场总占有率仅为 24.87％，说

明国际烟草市场集中度很高。

表 3 显示，2010—2014 年，我国烟叶的平均国

际占有率为 5.38％，相对于烟草国际占有率要大，排

名世界第五位。排名第一的巴西烟叶的平均国际占有

率为 24.52％。排名第二的为美国，其烟叶国际占有

率在 10％左右。第三位是津巴布韦，其平均国际占

有率为 5.98％。这说明我国的烟叶虽然在我国烟草产

品中相对具有竞争力，与津巴布韦的差距确在缩小，

但与巴西、美国还有很大差距 [3]。

表 2  2010—2014 年世界烟草出口大国（地区）烟草国际占有率

Tab.2 Market share of the leading tobacco export countries(regions)’ 2010-2014                                          %

烟草出口大国
年份

平均值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德国 13.50 15.45 12.74 11.29 11.55 12.90

荷兰 12.13 13.51 11.13 10.78 8.18 11.15

巴西 8.11 7.51 7.73 7.42 5.67 7.29

阿联酋 1.65 1.53 6.19 6.68 8.10 4.83

波兰 4.63 4.63 4.42 4.63 5.83 4.83

美国 4.91 4.34 3.93 4.33 4.09 4.32

比利时 3.34 3.51 3.06 3.12 3.23 3.25

印度 2.58 2.04 2.19 2.46 2.17 2.29

中国香港 2.39 2.29 2.32 2.39 2.55 2.39

中国 3.00 2.92 2.99 3.00 2.91 2.96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UN COMTRADE）数据库，作者整理计算所得。

表 3  2010—2014 年中国和世界烟叶出口大国（地区）国际占有率

Tab.3 Market share of China and other leading tobacco leaf export countries(regions)’ 2010-2014                        %

烟叶出口大国
年份

平均值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巴西 25.24 25.61 26.33 25.00 20.44 24.52

美国 10.96 10.31 9.31 9.50 9.63 9.94

津巴布韦 3.92 5.90 6.41 6.81 6.84 5.98

印度 6.65 5.08 5.76 6.60 5.83 5.98

马拉维 5.46 5.07 5.24 4.41 5.41 5.12

比利时 3.51 4.10 3.66 3.67 5.18 4.03

土耳其 3.74 3.29 3.52 3.44 4.38 3.67

德国 3.29 3.66 2.86 2.99 3.47 3.26

阿根廷 2.72 3.36 3.05 2.55 2.24 2.78

中国 5.74 5.80 5.41 5.05 4.91 5.38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UN COMTRADE）数据库，作者整理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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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4 年，我国卷烟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呈

上升趋势，但上升幅度较小，仅 0.4％。我国卷烟出

口额虽系我国出口产品的第二名，但国际市场占有率

并不高。2010—2014 年，我国的平均国际占有率与

世界排名第十的韩国的平均国际占有率，相差近 1％。

2014 年，与排名第十的瑞士仅相差 0.5％。这说明，

我国卷烟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很弱，但与卷烟出口

大国的差距在逐渐缩小（表 4）。

如表 5 所示，2010—2014 年，我国其他烟草制

品的出口份额排名世界第十，为 2.91％。与世界前列

的荷兰、德国和比利时的国际市场占有率相距还是很

大，但与另外的其他烟草制品出口大国差距在 4％以

内，最小的差距为 0.04％。这说明，随着我国其他烟

草制品的出口份额逐渐增大，与除荷兰、德国、比利

时以外的其他烟草制品出口大国相比，在一定程度上

具有相对竞争力。

表 4  2010-2014 年中国和世界卷烟出口大国（地区）国际占有率

Tab.4 Market share of China and other leading cigarettes export countries(regions)’ 2 010-2014                               %

卷烟出口大国
年份

平均值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德国 20.14 22.10 17.75 15.29 15.02 18.06

荷兰 16.85 18.36 13.97 13.18 8.07 14.08

波兰 7.77 7.56 7.37 7.73 9.52 7.99

阿联酋 - - 10.32 10.95 13.08 6.87

中国香港 4.09 3.80 3.93 4.17 4.33 4.06

新加坡 2.96 2.98 3.29 3.39 3.79 3.28

罗马尼亚 2.77 2.91 2.53 2.85 3.82 2.97

瑞士 3.47 3.32 2.52 2.38 2.65 2.87

印度尼西亚 2.37 2.36 2.51 2.82 3.16 2.64

韩国 2.97 2.53 2.63 2.23 2.76 2.62

中国 1.72 1.73 1.95 2.07 2.12 1.68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UN COMTRADE）数据库，作者整理计算所得。

表 5  2010—2014 年中国和世界其他烟草制品出口大国（地区）国际占有率

Tab.5 Market share of China and other leading tobacco products export countries (regions)’ 2010-2014                           %

其他烟草制品出口大国
年份

平均值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荷兰 18.14 18.32 18.12 16.70 15.99 17.45

德国 12.50 14.79 14.46 13.20 13.56 13.70

比利时 7.94 7.75 6.47 6.42 6.51 7.02

法国 6.26 5.41 5.27 4.97 3.87 5.16

英国 6.38 5.98 4.18 3.72 3.78 4.81

丹麦 4.05 4.37 3.37 3.04 3.21 3.61

瑞典 1.75 1.83 3.89 3.89 3.87 3.04

马来西亚 3.35 3.46 4.26 2.60 2.40 3.21

俄罗斯联邦 2.13 2.09 3.42 3.49 3.60 2.95

中国 2.49 2.52 3.06 3.28 3.18 2.91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UN COMTRADE）数据库，作者整理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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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贸易竞争力指数分析

结合经典文献，可以将我国烟草产品的贸易竞争

力指数分为以下几类：0.8 ≤ TC ≤ 1，具有强竞争力；

0.5 ≤ TC ≤ 0.8，具有较强竞争力；0 ≤ TC ≤ 0.5，
具有较低竞争；贸易竞争力小于 0 时，竞争力很弱，

越接近 -1，越没有竞争力 [4]。

通过测算我国烟草及烟草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

（见表 6），可以得出我国烟草及烟草产品贸易竞争

力有以下特征：

（1）我国烟草整体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在 2000—
2004 年相对较高，平均贸易竞争力指数为 0.23，从

2005年开始，贸易竞争力指数逐渐下降，甚至为负值，

最低位 2014 年 -0.14。2005—2014 年，平均贸易竞争

力指数为 0.025。说明我国烟草整体贸易竞争力有越

来越弱的趋势。

（2）2000—2014 年，有两种烟草产品具有较强

竞争力：卷烟和其他烟草制品。卷烟的贸易竞争力

指数一直保持在 0.5 以上，平均贸易竞争力为 0.65。
而其他烟草制品的平均贸易竞争力指数为 0.68，2000
年取得最高值，为 0.92，有下降趋势。

（3）2000—2014 年，烟叶和雪茄烟的贸易竞争

力指数很低，平均贸易竞争力指数均为负数。烟叶的

贸易竞争力指数仅在 2004 年为正值，其他年数均为

负值。这是因为 2000 年以来，我国的烟叶进口量一

直保持着较高速度的增长，年均增长率达 17.49％，

而烟叶出口的年增长率为 10.08％，导致贸易竞争力

指数为负值。而雪茄烟则是一直以来我国竞争力最弱

的烟草产品，平均贸易竞争力指数为 -0.47，说明我

国生产高档烟草制品的烟叶质量以及加工水平都远远

低于世界雪茄烟出口大国的水平（表 6）。

表 6  2000—2014 年中国烟草及分类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

Tab.6 TC index of China’s tobacco and classified products 2000-2014

年份 烟草及烟草制品 烟叶 雪茄烟 卷烟 其他烟草制品

2000 0.19 -0.04 - 0.53 0.92

2001 0.18 -0.10 - 0.68 0.91

2002 0.28 -0.02 - 0.78 0.85

2003 0.23 -0.07 -0.95 0.72 0.56

2004 0.28 0.06 - 0.62 0.56

2005 0.17 -0.10 -0.76 0.64 0.61

2006 0.10 -0.17 -0.99 0.66 0.79

2007 0.08 -0.14 - 0.62 0.59

2008 -0.03 -0.23 -0.96 0.58 0.53

2009 0.02 -0.16 -0.60 0.57 0.43

2010 0.13 -0.07 -0.95 0.61 0.85

2011 0.00 -0.22 -0.85 0.66 0.56

2012 -0.02 -0.29 -0.60 0.71 0.56

2013 -0.05 -0.35 -0.36 0.66 0.77

2014 -0.14 -0.46 -0.04 0.63 0.69

平均值 0.09 -0.16 -0.47 0.65 0.68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UN COMTRADE）数据库，作者整理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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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

我国烟草及各类烟草产品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测

算结果如表 7。当 RCA ≥ 2.5 时，有极强的出口竞争

力；当 1.25 ≤ RCA <2.5 时，有较强的出口竞争力；

当 0.8 ≤ RCA <1.25 时，有中等出口竞争力；当 RCA 
<0.8 时，说明竞争力较弱。

从表 7 可见，我国烟草及各类烟草产品的显性比

较优势指数均小于 0.8，说明我国烟草整体竞争力很

弱。显性比较优势呈下降趋势，说明烟草出口额在我

国商品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在相对减少，我国烟草

业的国际竞争力在逐渐减弱。

各类烟草产品中，烟叶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相对

较高，在 2000—2003 年接近 0.8，竞争力相对其他烟

草产品较高。由于我国卷烟主要为烤烟型卷烟，而世

界流行的是混合型卷烟，因此我国的卷烟在国际市

场上的需求不大，出口竞争力很小。[5] 而雪茄烟和其

他烟草制品则是因为在资源禀赋以及加工制造工艺方

面，与高品质烟草种植业和烟草加工业发达国家之间

的差距较大，因此出口竞争力也很弱（表 7）。

表 7  2000—2014 年中国烟草及分类产品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Tab.7 RCA of China’s Tobacco and Classified Products 2000-2014

年份 烟草及烟草制品 烟叶 雪茄烟 卷烟 其他烟草制品

2000 0.37 0.72 - 0.25 0.31

2001 0.44 0.76 - 0.34 0.25

2002 0.42 0.77 - 0.34 0.19

2003 0.40 0.72 0.00014 0.34 0.20

2004 0.34 0.61 - 0.27 0.18

2005 0.30 0.53 0.00076 0.23 0.18

2006 0.27 0.49 0.00003 0.20 0.17

2007 0.25 0.48 - 0.17 0.13

2008 0.25 0.49 0.00009 0.15 0.21

2009 0.27 0.50 0.00058 0.16 0.20

2010 0.29 0.56 0.00009 0.17 0.24

2011 0.28 0.56 0.00030 0.17 0.24

2012 0.26 0.47 0.00091 0.17 0.27

2013 0.25 0.42 0.00148 0.17 0.27

2014 0.22 0.38 0.00333 0.16 0.24

平均值 0.31 0.56 0.00051 0.22 0.22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UN COMTRADE）数据库，作者整理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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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证研究的主要结论

（1）我国烟草及烟草产品的整体竞争力较弱，

通过对比其他烟草出口大国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标，

可以看出我国烟草的国际占有率很小；但从 2007 年

以来，有上升趋势，说明我国烟草的国际竞争力在逐

年缓慢提升。

（2）我国烟叶的国际市场占有率相对较高，显

性比较优势指数相对较高，但贸易竞争力指数为负值。

说明我国的烟叶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的竞争力，但与

世界烟叶出口大国的差距很大。这是因为我国出口烟

叶品质不高，烟叶生产仍主要是传统农业生产的粗放

式经营，烟叶品种更新速度较慢，缺乏质量指标评价

体系，长期依靠降低出口价格的方式来增加出口。同

时，随着我国经济以及烟草加工业的发展，对高档烟

制品的需求增加，因此大量进口高品质烟叶 [6]。一方

面，我国烟叶出口价格走低，而另一方面进口烟叶价

格持续提高，导致我国烟叶的贸易竞争力指数越来越

小，由正值变为负值。

（3）我国卷烟的贸易竞争力指数的变化不大，

且从 2012 年开始有下降趋势。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从

1995 年的 1.76[7] 下降至 2014 年的 0.16。我国卷烟的

竞争力从 2000 年以来，没有明显的提升，是因为我

国的卷烟目前仍然以烤烟型卷烟为主，很难打开国外

市场。但我国卷烟近年来的出口增长率大于世界卷烟

出口增长率，国际市场占有率近年来有小幅上升。说

明随着我国国内烟草行业的重组和兼并，烟草工业的

横向一体化已经基本成型，烟草行业进行产业链整合，

实现纵向一体化，使中式卷烟更具世界竞争力和国际

影响力，卷烟的出口贸易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8]

卷烟的国际竞争力有逐渐改善转好的趋势。

（4）雪茄烟的竞争力最弱，但 2000—2014 年来，

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指数、显性比较优势指

数均处于缓慢上升趋势，说明我国的雪茄烟竞争力在

逐渐改善。鉴于近年来国际市场对雪茄烟的需求量逐

年递增，我国工业企业应加快出口型雪茄烟的研发，

进一步改善制造工艺，提高雪茄烟的出口竞争力。

（5）其他烟草制品的国际占有率近年来逐渐提

高，尤其是从 2012 年开始，达到 3％以上。但贸易

竞争力指数有下降趋势，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先下降

后缓慢升高。说明我国其他烟草制品的竞争力有所

改善，但和世界其他烟草制品的出口大国相比还有

较大的差距。

（6）结合我国烟草行业的实际，导致我国卷烟

出口竞争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烟草的产

业组织是内生性的，是为国内工商企业的生产经营、

为国内消费者的购买而设计的；然而，烟草制品的出

口面对的是完全按市场经济规则生存和竞争的国外中

间商、生厂商和消费者。在当前国内烟草产业的经营

面临整体困境的条件下，应该更积极地调整产业布局，

加大出口产品的研发力度，提高我国烟草产品的出口

竞争力，主动开发国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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