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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烟草业发展透视 

转变观念 解放思想，为中国烟草发展和强大奠定基础 

——国家局党校第二期司局级班学员赴云南烟草调研报告 

  云南烟草是中国烟草的支柱，云南烟草的兴衰直接关系到全国烟草业的命运。在国家局

党校的精心组织和云南省局的周密安排下，第二期司局级班学员于六月九日至十六日赴云南

烟草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考察调研。这次调研时间虽短，内容却非常丰富，对玉溪、昆明、红

河、曲靖四个卷烟厂和迪庆州、丽江地区烟草企业的生产经营和改革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考

察，行程安排紧凑有序，学员们普遍感到收获巨大，确实不虚此行。 

  一、云南烟草当前基本情况 

  2000年，云南烟草经受了严峻的市场考验，保持了稳定发展的势头。全省收购烤烟

1131万担，占全国总收购量的1/3，其中上等烟比例30.03%，中等烟比例59.83%；生产卷烟

612.77万箱，占全国总产量的17.9%；销售卷烟622.08万箱，其中省外销售506.67万箱，

省内销售115.41万箱；出口卷烟2.23万箱，出口烟叶80万担，创汇1亿美元；年末卷烟库存

接近控库指标，比去年同期有了大幅度的下降；卷烟价格基本保持了平稳。全省烟草共实现

税利343.2亿元，占全国烟草行业实现税利总额的32.6%。 

  今年1-5月，全省烤烟移栽456.42万亩，比去年种植面积444.5万亩增加11.92万亩，增

长2.68%，烤烟移栽工作全部结束；卷烟产量完成265.61万箱，同比增长5.28%；卷烟销售

完成250.61万箱，同比增长1.64%，其中省外销售199.09万箱，同比增长0.2%，省内销售

50.15万箱，同比增长5.6%；实现税利145.10亿元，同比增长3.72%，其中税金105.61亿

元，同比增长2.06%，利润39.49亿元，同比增长8.47%。 

  面对几年来“两烟”产品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云南省局按照国家局提出的

“一要规范、二要改革、三要创新”的工作重点，在突出抓好市场开拓的同时，狠抓规范、

改革与创新工作，促进全系统的稳定发展。特别是2000年倪局长到云南烟草视察时对云南烟

草提出加快改革步伐的要求后，云南烟草围绕建立“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收入能

高能低”的竞争激励机制，从人事、用工、分配和内部机构改革等几个方面加大了改革的力

度。曲靖烟草企业率先在中层干部选拔上普遍推行竞争上岗后，去年在全厂每一个岗位都推

行了竞争上岗，拓宽选人用人渠道，激发了企业的活力。在去年“三合一”企业厂与局（公

司）行政班子分设中，省局（公司）党组在曲靖、昭通、大理烟草企业实施民主测评、末位

调整、竞争上岗等选人用人新办法，末位调整3位副处级干部，从15位竞争人选中选拔8位同

志进入企业班子。干部选拔任用方法的改革，受到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的好评，成为有力推动

企业加快内部改革的动力。在减员增效、分流富余人员以及剥离社会职能方面，也迈出了新

步伐，取得实效。红河卷烟厂公开拍卖公车，全部取消了公务用车，连厂长到昆明开会都是

租车。红塔集团剥离了学校和食堂。昆明卷烟厂剥离了车队、学校和生活服务公司等社会职

能。红河卷烟厂通过减员增效，分离社会职能，在岗正式职工由1998年的1620人，减到现

在的1100人，净减520人，减幅为32.1%；并做到增产不增人，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全

员实物劳动生产率由1997年的181箱/人提高到2000年的503箱/人，增幅达178%；生产工人



实物劳动生产率由1997年的814箱/人，提高到2000年的976箱/人，增幅达20%，在全国名列

第一。全省烟草企业截止2001年5月底，内部退休职工达5015人，占正式职工总数45718人

的10.9%；在岗正式职工由1998年的45068人，下降到2000年底的42503人，近两年净减

2565人，减幅为5.7%。 

  在全省烟草系统积极推进改革的同时，省局（公司）也非常重视机关自身的改革工作，

并做了充分的准备。去年底，在国家局关于省级局机构改革的意见出台后，云南省局及时上

报了机构设置、定员定编、人员分流的“三定”方案，最后国家局核准云南省局设置13个处

室，135人的编制。按照国家局批准的方案，云南省局于去年底、今年初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完成了机关的机构改革工作。机构改革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对处级干部重新聘任和

竞争上岗。在对现任处级干部进行民主测评的基础上，经过组织考核，完成了对现任处级干

部的调整和重新聘用，并按照国家局规定和参照省级国家机关机构改革的经验，对13名处级

干部改任了非领导职务；对空缺的13个副处级岗位全部进行了竞争上岗。机关共有38名同志

报名参加了竞争，通过民主推荐、资格审查和民主测评，最后确定了16名同志参加竞岗演讲

和民主评议，经组织考核和任前公示，8名同志走上了处级领导岗位。第二阶段，对机关的

主任科员进行全员竞争上岗和副主任科员及科员实行双向选择，经过竞岗演讲、民主评议，

以及双向选择和考试，有57名同志聘为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及科员双向选择岗位也通过申

报岗位、双向选择、考试、聘用的程序进行，有45名同志聘为副主任科员。 

  通过机构改革，处室由原来的19个减至13个，人员由原来的214人减为现在的135人，

其中内退44人。结构设置、职能划分、编制分配趋于科学合理，更加有利于强化职能；一批

得才兼备、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发现、考查并储备和培养了一批

优秀的年轻干部，为今后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奠定了基础；现职处级干部平均年龄由

改革前的49.9岁降至现在的45.2岁，处级领导班子年龄、文化和专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促

进了人员合理流动，实现了干部队伍的优化组合；广大干部职工感受到了竞争的压力，又增

强了搞好工作的动力，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精神风貌焕然一新。省局（公司）机关

的改革初步建立起了内部的竞争激励机制。同时，也使下属单位受到了震动，为全省烟草系

统下一步的改革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二、调研考察体会与收获 

  通过考察与座谈，学员们的普遍感受是云南烟草企业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厂容

厂貌、技术装备、企业管理、营销理念到职工精神状态，与前几年相比均有“士别三日，当

刮目相看”的长足进步。现将体会与收获简述如下： 

  1.红塔集团重视内部的规范管理，为企业的两个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红塔集团作为中国烟草的排头兵，在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近几年进行了较多的内部

规范工作，尽力做到按经济规律办事，减少外部行政环境的影响，以企业效益为中心，对集

团资产进行了重新整合，并加强了科技创新和人才引进工作。通过内部规范管理和资产的重

新整合，红塔集团的思想政治工作、廉政建设、核心竞争力和境外市场开拓都有了明显的进

步，为企业的两个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红塔集团总裁“宁可不当领导也不能去坐牢”的格言博得广大学员的赞许。红塔集团家

大业大，树大招风，处在风口浪尖上要把好舵确实很难，惟有用规范的制度管理，才能确保

目标的实现。正是这几年的内部规范管理使得今天的红塔集团免受外部环境的震荡，也使全

体员工保持了饱满的工作热情，在卷烟市场剧烈变化中实现了稳定发展。 



  红塔集团始终把科技创新作为首要任务来抓，投资3亿元的红塔技术中心被认定为国家

级技术中心。科技创新的最重要因素是人，红塔集团设立了博士后工作站，并采取多种方式

招揽人才，现已拥有博士、硕士、大学生等工程技术人员100多人，研究领域已包括微生物

技术和遗传工程。低焦油、低危害卷烟的开发也一直在努力赶超先进水平。新开发的混合型

卷烟已于去年十月在海外上市，当年销量9607件，预计今年可达10万件。 

  2.昆明卷烟厂深化内部改革，强化市场营销，推行干部使用竞争上岗，实施末位淘汰，

加快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的步伐。 

  昆明卷烟厂近几年所遇到的销售形势比云南其他骨干烟厂更加严峻。为此，昆明卷烟厂

在深化内部改革、强化市场营销、推行干部使用竞争上岗、实施末位淘汰和加快分离企业办

社会职能等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首先，在干部的选拔任用中引入竞争机制，不断加大对

干部管理和考核的力度，对中层干部实行末位淘汰制，每年淘汰3~4%约7~8名中层干部，干

部考核工作基本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并对干部年轻化作出要求。其次强化市场营销，

选用精兵强将充实营销队伍，确保巩固省内省外两个市场。由于昆明卷烟厂约70%的卷烟在

省外销售，近几年受到的市场冲击较大，因此昆烟的市场观念转变较早，市场营销人员扩充

也较早，现已达每万箱一人的队伍规模。再次加快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的步伐，分流企业富

余人员，实行减员增效。目前已创办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安置企业富余人员，组

建了九九集团股份公司、九九物业公司和九九运输公司；职工学校的剥离工作也将于7月底

结束，职工医院与烟厂的脱钩问题正在积极探索。 

  3.曲靖卷烟厂的团队精神、制度管理和以诚待人将使企业步入良性循环。 

  石林和吉庆卷烟有一大批忠诚的消费者。曲靖卷烟厂的成功得益于一个好班子、一个好

思路、一个好制度和两手都过硬。曲烟的团队精神、制度管理和以诚待人是行业内有口皆碑

的，也正因此曲烟才在近几年的市场动荡中受影响较少，98年以来每年实现税利增长都在4

亿元以上，一直保持着稳定的规模、效益双增长。2000年又创出了完成卷烟产量84.08万

箱，同比增长1.92%，实现税利31.71亿元，同比增长25.93%的佳绩。 

  得益于企业良好信誉的“福”牌卷烟一炮打响，反过来又使企业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福”牌已成为曲烟的一面旗帜，“福”牌统帅全厂的系列产品开发创新思路必将使曲烟步

入良性循环，使石林有福、吉庆如意。 

  4.红河卷烟厂的“人本管理”为企业持续快速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红河卷烟厂“不求最大，但求最好”的发展思路使企业实现了税利8年增长29倍的高效

益，从92年产量10万箱，税利不到亿元提高到2000年产销61万箱，实现税利28亿元。这还

是在每年付出3亿多元生产计划指标调剂费用的情况下实现的。红河卷烟厂的“人本管理”

思想使企业的制度和技术不断创新，因而使效益实现了8年的连续增长。预计今年卷烟产销

量可达70万箱，又将实现规模、效益的进一步增长。 

  红河卷烟厂制度创新的核心是内部分配机制合理制定，摒弃一般企业内部的承包及计件

制或论资历的工资管理方式，而是实现按劳动价值分配。工资只考虑岗位，没有职称与资历

的因素；奖金只论业绩好坏，不作为工资的补充，因而能够真正起到激励作用。 

  红河卷烟厂技术创新的核心是把简单劳动和重复性工作交给机器去做，把人从体力劳动

中解放出来，强化培训，提升素质，发挥人的能观主动性去研究问题，去创新。如果你不研

究、不创新，你就没有工作可做。 



  红河卷烟厂的“人本管理”和彻底的内部分配机制改革为企业持续快速发展插上了腾飞

的翅膀，使红烟成为国内最有发展潜力的企业。 

  5.全省的卷烟销售网络建设为云南烟草的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合一”企业厂与局（公司）行政班子分设后，城区卷烟配送的网建工作有了重大进

展；昆明城区卷烟配送有限公司今年1~5月已实现销量3.3万箱，比去年增加2.3倍，效益增

加12倍，达3000多万元，市场控制力大大提高。另外，丽江地区和迪庆州的卷烟销售网络

建设也有大的进展。扎实的网建工作为云南烟草的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6.省局在烟叶生产发展上的环保意识值得全国同行学习。 

  丽江地区是山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由于丽江的海拔、气候、土壤都比较适合烟叶种

植，且烟叶质量好，很受市场欢迎，丽江政府和烟草公司都希望发展烟叶为农民和财政增加

收入。省局考虑到烤烟需要消耗大量木材做炭火，而当地的森林砍伐已很严重，从保护环境

和当地人民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出发，没有给丽江多安排烟叶种植面积。这种环保思路是很

值得全国同行学习的。 

  三、对云南烟草发展的建议及探讨 

  云南烟草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是顺应了时代趋势和理念创新的结果。在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的改革开放初期，云南烟草顺应我国经济逐步市场化的潮流，抓住机遇，进行了一系列的

理念创新：排除各种阻力，引进国际上先进的技术装备；充分利用云南烟叶香味特征扩大云

南卷烟的影响；狠抓烟叶质量，把烟厂的第一车间引申到烟田；让经营者获利丰厚，迅速抢

占卷烟市场。最终使云南烟草走向了初步的辉煌。 

  在新形势下云南烟草仍需进一步发展壮大，以面对经济全球化中国际大公司的严峻挑

战。云南烟草的发展仍需进一步转变观念，解放思想，为中国烟草发展和强大奠定基础。 

  1.云南烟草的发展需更着眼于战略思维。 

  烟叶是烟草行业的重要资源。让云南烟叶尽量多的进入到各地的卷烟配方中，云南烟的

风格才能广为消费者接受，也才能让云南烟风靡市场，独领风骚。如果云南烟叶局限在云南

卷烟和少数其他牌号中使用，得不到云南烟叶的卷烟生产企业就会想方设法用包括进口烟叶

在内的其他烟叶来生产受市场欢迎的卷烟，这样，市场的卷烟风格就会发生大的变化，云南

烟叶与云南卷烟的影响就会逐步缩小，云南烟草的发展将会成为无源之水，届时云南烟草必

将风光不再。因此，从战略思维考虑，那种将云南烟叶作为“战略资源”加以控制而不与他

人享用的观点是极不可取的，是会断送云南烟草锦绣前程的。与市场资源、人才、体制、机

制等问题一样，在对待烟叶资源问题上，云南烟草的发展同样需要战略思维。 

  2.云南烟草的发展要强化世界眼光。 

  玉溪卷烟厂提出的“天下有玉烟，天外还有天”是有世界眼光的，但在现实中玉烟人看

到的可能更多的是“天下有玉烟”。请看玉烟卷烟生产二部黑板报上的“品牌英雄榜”：

1999年第一品牌是“红塔山”，价值423亿元；2000年第一品牌是“红塔山”，价值439亿

元。我们未能看到世界第一品牌“万宝路”的价值是多少。 

  毋庸置疑，玉溪卷烟厂的中国第一当之无愧。但角逐世界的重任自然也首先落在了玉烟

人的肩上。玉烟人要挑战的目标应是世界大品牌，而不仅仅是维持国内第一。随着中国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与世界大品牌的竞争已发生在我们的家门口，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再

不更新观念，将使我们的优势丧失怠尽。 

  3.要有居安思危的长远经营观念。 

  盛衰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关键是如何让兴盛期尽可能持久。 

  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是尊重客观规律的。有兴盛必有衰落，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

律，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自然法则，但是兴盛期的长短却是可以通过人们的主观努力而改

变的。云南烟草历经了近十年的辉煌，怎么保持兴盛而不衰落，怎么招揽、培养、留住人才

而不断发展、创新，应当是云南每个烟草人，也是全国每个烟草人都应时时考虑的重要问

题。 

  4.要不断降低成本，提高核心竞争力。 

  提高核心竞争力最关键的是要做大做强品牌，主业必须围绕品牌来经营，多元化也应从

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增强企业实力方面去发展。风险很大、可能会拖累主业或不熟悉的产业

要避免涉足。 

  做大做强品牌的立足点仍应是降低成本并给经营者丰厚的利润。这既是云南烟草过去成

功的经验，也仍是将来取胜的法宝。目前云南烟草的高收入、高福利和生产、生活环境的高

投入，以及趋于下降的经营者利润，很可能直接制约云南卷烟品牌的做大做强。当前充足的

资金是否投入到了可能会拖累主业的某些产业，省局对企业多元化投资该如何加强管理等问

题也值得深思。 

  5. 加大企业和产品的集中度，不断创新，维持领先地位。 

  企业集中度一直是云南烟草的重大问题。国家局和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云南红塔集团的

做实要求仍未得到落实，省内省外市场上的内耗和每个烟厂建设中的重复投入必然加大产品

成本，影响云南烟草的核心竞争力。只有更进一步加大企业和产品的集中度，才能有充足的

人力和财力保持领先地位，做到市场反应灵敏，具备强大的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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