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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烟草业发展透视 

烟草企业技术创新的思路及对策 

  烟草企业技术创新是指烟草业企业新产品和新工艺构想产生，研究开发，投入或应用于

生产，进行市场销售并实现商业利益过程的技术经济活动。人类社会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高低决定着企业的兴衰，随着中国加入WTO，烟草市场必将面临着日趋

激烈的国际竞争。烟草企业必须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本文在烟

草企业技术创新方面作一些探索，以求抛砖引玉。 

  一、烟草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容和思路 

  烟草企业技术创新内容应选择目前烟草行业关键性突出的“瓶颈”技术。技术创新要以

市场为导向，以提高企业竞争力为目的，要有利于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烟草企业技术创新内

容主要有： 

  (一)烟叶种植及醇化技术。烟叶是烟草工业的基础，烟田是卷烟工业企业的“第一车

间”。纵观国内外烟草强势企业，无不具有烟叶原料方面的优势。中国烟草企业要和国外烟

草集团抗衡，必先建立稳定、优质的烟叶供应基地。在烤烟、白肋烟、香料烟等烟叶种植及

醇化技术方面开展技术创新活动。（1）烟草育种技术方面：烟草企业可与国家科研部门合

作，应用太空育种新技术、生物基因遗传等技术进行烟草育种改良，培育适宜中国气候、土

壤的烟草良种，以品种改良来改善烟叶的香气质与香气量，昆明卷烟厂在“神舟”号太空飞

船上搭载的烟草种子返回地面后，已经在云南试种选育，期望培育新一代的烟草种。（2）

烟叶种植采收技术方面：在烟叶漂浮载培技术、生物法防治烟草病虫害、测土配方施肥、化

学抑芽技术等方面开展研究创新，便于烟叶基地推广及具体操作。为便于烟叶配方中不同产

地烟叶协调性与互补性差异探索，要研究不同区域种植的烟叶特性。（3）烟叶初烤技术方

面：要加强节能烤房、烟叶调制变黄技术、烤制期自动化控制等方面技术创新。（4）在烟

叶醇化技术方面：烟草企业力求在复烤烟自然醇化及人工醇化技术工艺方面有所创新，创新

成果应具有技术经济价值。要加强对烟叶人工醇化技术和自然醇化技术对比的试验和研究工

作，选择适合本企业技术经济特点的醇化工艺技术。 

  (二)烟叶复烤及仓储保管技术。我国烟叶企业与国外比较，现行全国性普遍采用的挂杆

复烤技术从总体上看已很落后，复烤技术的差距已不是个别设备及工序的差别，而是整个复

烤工艺的差异,急需在复烤工艺上创新，全面采用打叶复烤等新技术。打叶复烤具有大片率

高、造碎率低、劳动生产率高等优点。（1）应加强适合本企业特点复烤工艺技术研究，推

广柔打、低温慢打等打叶复烤新持术。（2）在仓储保管技术方面，要消除目前烟叶露天堆

存的现象，改变烟叶存储过份依赖药物防虫的现状，全面采用密封降氧存储技术，推广仓储

物流管理自动化技术，有利于提高烟叶品质，降低仓储成本。 

  (三)烟草薄片生产及配方技术。烟草薄片对降低烟叶消耗，增强烟丝填充值，改善烟支

吸味，降低制造成本具有重要作用。应加强对烟草薄片制造工艺技术的研究开发，完善辊轧

法、造纸法、稠浆法制造烟草薄片加工工艺，慎重选择适应本企业技术经济特征的薄片加工



工艺。三峡卷烟厂经过技术创新，在全国率先采用辊压法制造薄片，取得较好经济效益。

（1）烟草企业要通过改进薄片配方和工艺，采用新的香料、糖料及改良粘合剂，使薄片色

香味能适应中高档卷烟需要。（2）应积极研究薄片烟丝掺兑比例对卷烟的吸味影响，提高

烟丝掺兑比例。 

  (四)卷烟工艺及配方技术。工艺配方技术是烟草企业的核心技术，是烟草产品开发致胜

的法宝。烟草企业应努力提高卷烟工艺技术水平。（1）加强对工艺过程基础理论研究。以

降低产品成本及提高产品质量为目的进行卷烟制造工艺设计技术创新，完善烟草制品总体工

艺设计。（2）完善对烤烟、白肋烟、香料烟处理工艺。研究烟叶烘焙过程中反应机理及形

成的烟气特征，确定烟叶加料配方组份。（3）要重视药物性卷烟添加剂提取的工艺技术开

发，创新药物性卷烟开发技术。特别要发挥我国中草药传统优势，解决好中草药药味与卷烟

香气、吸味协调性。（4）采用新观念，创新烟叶叶组配方设计。要加强对烟叶配方基础理

论、叶组配方计算机辅助设计、不同烟叶特性对卷烟配方产生的影响等多方面研究。要重视

配方技巧和配方手段的改进，应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探索产品配方创新途径，跟踪和

研究世界先进的烟叶配方及工艺技术。 

  (五)辅助材料开发及应用技术。目前，辅助材料在卷烟成本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辅助

材料对卷烟品质也具有较大的影响，辅助材料技术创新有利于控制烟草制品成本，改善烟草

制品的品质。（1）烟草企业应加强嘴棒过滤性能、改性过滤材料、加碳过滤棒降焦等基础

理论研究，力争在其制造技术及国产化方面技术创新。（2）加强国产BOPP收缩膜、金卡纸

等辅助材料在进口机组上适应性方面探索研究，尽快提高辅助材料国产化率。 

  (六)卷烟降低焦油的工艺和技术。加强降焦技术的研究，争取逐年将降低卷烟焦油合

量，逐步与国外低焦油安全型卷烟市场接轨。降焦技术创新可以从烟草育种改良、烟叶配方

改革、提高辅助材料性能、研究烟丝膨化技术等方面着手，同时研究烟叶糖碱比、烟叶部

位、烟丝填充值、保润剂、助燃剂等对焦油含量的影响，应用纳米技术和推广烟草薄片、丙

纤加胶棒等措施降低卷烟焦油含量。 

  (七)香精香料制造及调配应用技术。香精香料技术属烟草企业关健技术，因其直接影响

烟草制品的吸味及内在品质。目前我国烟草企业高档香精香料基本上依靠进口，不利于我国

烟草企业在内在质量及卷烟吸味方面形成自己的风格，此外，国内烟草企业盲目仿效使用香

精香料的现象也不容忽视。因此，应在香精香料制造及使用技术上探索创新。（1）大型烟

草企业应逐步开展国际间及院校间合作，引进成熟的先进技术，重点开发高档香精香料。上

海烟厂同国内院校合办香精香料研究所，取得良好效果，使上海烟厂在香精香料技术方面处

于行业领先地位。（2）烟草企业应加强对香精香料的香气与烟叶自然香味协调性研究，探

索香精香料在配方中影响卷烟整体香气、吸味的规律。 

  (八)混合型卷烟开发技术。目前，世界卷烟消费正从烤烟型向混合型转化。混合型卷烟

具有安全性、成本优势，我国应加快混合型卷烟开发。目前，我国烟草企业混合型卷烟开发

相对而言比较落后，从其在国内及国际市场占有率、卷烟吸味、内在质量等方面看与世界有

相当大差距，重视混合型卷烟开发技术，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应用基础研究。包

括化学成份对混合型卷烟感官和物理性能影响，如挥发碱、一氨基氮、钾等；辅助材料对卷

烟风格特征及焦油含量的影响。如卷烟纸透气度、卷烟吸阻分布、滤嘴性能；混合型卷烟加

香加料工艺技术。（2）混合型卷烟系统设计创新。包括：设计手段和方法、设计内容如叶

组配方、产品设计理论及应用研究。（3）加工工艺及方法技术创新，包括白肋烟处理工

艺、加工工艺质量及线路、工序控制质量等。 

  (九)烟草设备及配套技术。我国烟草企业经过技术引进及技术改造，整体装备水平已上



新台阶。这方面技术创新重点是对引进的设备消化吸收及开展整体设备、零配件国产化努

力，尽可能在卷烟制造设备上高起点上技术创新。日本企业是机电设备技术创新的成功典

范，汽车、复印机、照相机等由美国企业发明，日本企业引进后通过消化吸收，在其产品功

能、装备等多方面技术创新，从而在与美国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了竞争优势。（1）烟机制造

企业应在烟机设备设计、制造方面展开技术创新，研制出世界一流的烟机设备，提高我国卷

烟工业企业装备水平。技术创新内容有制丝控制过程自动化、数控型梗丝机、叶丝及梗丝膨

胀设备、高性能数控卷接机组、卷接包设备的配套对接、企业管理信息采集及生产过程监控

自动化等。（2）卷烟工业企业应努力提高设备的有效作业率，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原材料

消耗。 

  二、烟草企业技术创新的对策及建议 

  (一)烟草企业应强化技术创新意识。要提高烟草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必须树立强烈的创

新意识，具备浓郁的技术创新氛围。目前，由于企业管理体制及企业资金实力、科技水平、

技术创新人才等方面的限制，我国烟草企业的创新意识不强。由于技术创新效益的滞后性，

特别是基础研究短期内看不出效益，企业技术创新积极性不高。企业技术创新包括工艺创新

和产品创新，工艺创新要冒一定的产品质量稳定性风险；产品创新推向市场后，消费者有一

个逐步接受的过程，面临着一定的市场经营风险。云南红塔集团推出新产品金装“红塔山”

2000型，经历了消费者由不熟悉到熟悉，不接受到逐步接受，在全国逐步启动市场的过程，

其产品创新经受了一定市场风险，取得良好效果。因此烟草企业领导应高瞻远瞩，应用战略

眼光看待技术创新，克服由于制度、体制等不合理造成的企业短期行为，敢冒一定风险进行

产品及工艺创新实验，将企业技术新纳入企业战略规划，分步实施。 

  (二)确立烟草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要以企业为主体，建立多层次的技术创新体

系，逐步完善企业技术创新机制，实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紧密结合。我国企

业长期生存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创新的主体意识不强。因此，企业必须摆脱对政府、上级公

司的依赖思想，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成为技术创新活动的载体。烟草企业要成为技术创新

活动投入主体，作为投入主体享受创新成果收益。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应放手企业进行技术

创新活动，完善对企业技术创新管理及服务体系。 

  (三)加大企业技术创新开发投入。烟草企业技术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前期市场调

研、中期的R＆D、中间试验及后期产业化及销售，整个创新系统需要统筹规划，分布投入。

技术创新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科研开发投资，具备一批高素质的科研开发人才队伍。目前，

国外烟草集团科研开发投资约占其销售收入的3％-5％，甚至更多。据调查，我国卷烟工业

企业在科研开发方面投资占销售收入比例不到1％，科研人员素质不高，与我国烟草业目前

大量技术难题亟待解决的现实不相适应。因此，应建立技术创新开发投入新机制，逐步提高

资金及人力资源投入。 

  (四)企业“橄榄型”模式应转变为“哑铃型”。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生产能力

较强，科研开发及营销能力较弱，经营模式呈“橄榄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

求强化企业科研开发及营销能力。生产能力力求精干高效，经营模式呈“亚铃型”。目前，

企业产量受到国家指令性控制，限产的产品通过市场销售变成商品，各企业市场份额相对稳

定，相当一部分企业对新产品开发及营销能力重视不够，企业经营模式呈“橄榄型”。随着

中国加入WTO，外烟进入中国市场，市场平衡局面将被打破。严峻的形势逼迫我们调整经营

模式，强化技术创新能力及营销能力，加快烟草企业“橄榄型”经营模式向“哑铃型”模式

转变。 

  (五)加强烟草企业同科研部门产学研合作。企业同科研院校、研究所合作是企业获取技



术，实施技术创新工程的重要途径。我国一些烟草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经验和成果，而科研部

门具有以上方面的优势，产学研联合，加快成果转化，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南昌卷烟厂同

南昌中医院合作。成功地开发出疗效型“金圣”牌卷烟；美国的硅谷高科技技园是借助斯坦

福大学的科研力量而发展起来的产学研模式典型。产学研合作，有利于培养企业的技术人才

和科技创新能力，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六)建立烟草企业技术创新激励机制。要把烟草企业技术创新落到实处，以技术创新能

力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必须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激励及约束机制包括两个层面：烟

草行业主管部门对企业的激励与约束，企业内部对企业员工的激励与约束。对技术创新，可

以实行方针目标管理，出台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政策与措施。烟草行业主管部门对企业的激

励与约束的内容有：对生产计划调整、科研经费补贴、技术改造审批等、对企业领导层的奖

惩等多方面。企业内部对员工的激励约束措施有：政治激励、荣誉激励、精神鼓励、职务升

降、奖金奖励等，烟草企业应建立科研人员收入分配激励机制，提高科研人员技术创新积极

性。 

  (七)建立和完善烟草企业的技术创新系统。应建立健全企业技术中心组织设置，配备相

应的研究开发人员，配置科研开发的设备。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能有效地组织协调，有效地

实施，培养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玉溪红塔集团1997年投资3亿元建立科研中心，开展安全

型卷烟研究，目前已将焦油降低到12毫克，美国一家科研机构经过研究，一支“红塔山”烟

所含有害物质，仅为世界名牌品的1／40。红塔集团依靠科研中心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成功

地改造了传统产品，产品化学指标提前两年达到国际卫生组织的要求。实践说明，建立企业

技术创新系统是进行创新活动的重要组织形式。 

  (八)建立规范的技术成果交易市场。科研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在我

国现阶段，科研部门技术开发能力较强，经济实力相对而言比较薄弱，企业正好与之互补，

规范的技术交易市场是产业资本与知识资本相结合的桥梁。烟草企业由于自身技术创新能力

差异，对于本企业经营急需但自身还不具备的技术创新成果，只能通过技术交易市场取得，

这就要求建立规范的技术交易市场。烟草企业或科研部门取得重大创新成果后应及时申报专

利以寻求《专利法》的保护，企业要能通过规范的技术交易信息系统查询急需的创新技术成

果，经过规范的技术评估机构评估其成果价值，技术供需双方能顺利地交易技术创新成果。 

  (九)深入开展企业技术创新示范工程。烟草行业技术创新示范工程包括企业层次示范、

项目层次示范两个层次。企业层次示范旨在通过示范工程使一批示范企业建立和完善技术创

新机制，并通过示范企业带动全行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探索出对烟草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

激励与扶持的具体措施，国家局可建立对企业技术开发中心认定与评价的动态机制，特别对

重点企业加强检查与考核。项目层次示范内容侧重于对制约我国烟草工业企业的重要技术的

研究开发，由国家局委托有科技实力和经济能力的大企业实施技术攻关。目前，在烟叶种植

及醇化、烟叶复烤及仓储、烟草薄片、卷烟配方及工艺，辅助材料开发、香精香料、卷烟降

焦、混合型卷烟开发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在整体上与世界先进水平尚有一定差距，应

继续深入开发研究。对于成熟的创新成果，要采用多种方式示范推广，建立全国性技术创新

成果信息网络体系，使技术创新示范成果产生实际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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