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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烟专业化分级散烟收购模式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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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川省烟草公司凉山州公司，四川 西昌 615000；2.湖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武汉 430051） 

摘  要：为适应现代烟草农业飞速发展需要，对传统把烟收购模式进行创新探索，以寻求适合产业进步的新型收购模式。通

过散烟收购与传统把烟收购模式对比实践表明，与传统把烟收购相比，烘烤工场专业化分级散烟收购模式在减少烟农用工、

节约成本、提高烟叶收购质量、增加烟农售烟收益方面效果明显；烟叶收购点散烟收购模式效果稍差，但优于传统把烟收购

模式。综合分析，以烘烤工场收购模式总体效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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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of Specialized Grading and Purchasing in Loose Flue-cured Tobacco 
Le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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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imulate modern tobacco agriculture, we explored a new tobacco leaf purchasing mod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new model of specialized grading and purchasing of loose flue-cured tobacco leaves could reduce work force of tobacco grower, 
save cost of work force, increase purchasing grade quality and enhance income of grower obviously, compared with that of 
traditional grading and hand tying. The effects of grading and purchasing of purchasing place in loose flue-cured tobacco leaves were 
superior to traditional model, but under the model of specialized grading and purchasing of curing workshop. The model of 
specialized grading and purchasing of curing workshop were best in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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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分级扎把收购模式普遍存在掺杂使假、烂

烟扎把、大把头等不良现象，导致烟叶把内纯度低、

收购等级质量较差[1]，不能充分体现出优质优价的

收购原则，也造成了烟叶资源浪费。近年来，各产

区对收购模式进行了改进，推行实施烟叶初分预检

制，以提高收购等级质量和收购效率[2-5]。同时对烤

烟部分等级散烟收购方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

了初步成效[6-7]。散烟收购模式是指烟农在完成烟叶

分级后，不扎把而直接进行收购和工商交接。烟叶

散烟收购对控制非烟物质混入，减少烟农用工和生

产成本，提高烟叶等级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

通过对烤烟散烟全等级收购模式的实践，以探索适

合现代烟草农业发展的新型烟叶收购管理模式，为

烟叶生产收购减工降本、提质增效提供参考。 

1  散烟收购试点基本情况 
2010 年在凉山州会理县南阁——湖北中烟工

业有限责任公司基地单元，开展了烟叶专业化分级

散烟收购试点。单元包括 4个种烟乡、10个村、49

个组，977户，种植烤烟 1113.33 hm2，计划收购烟

叶 2 500 000 kg。各乡生产水平相近、收购管理基

本一致。收购模式设 3种，M1：烘烤工场专业化分

级散烟收购模式，收购试点涉及南阁、海溪 3个烘

烤工场；M2：烟叶收购点散烟收购模式，包括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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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团山、茅草 3个烟叶收购点；M3（对照）：传

统收购模式，选取 3个收购点。 

2  散烟收购模式 

2.1  烘烤工场专业化分级散烟收购模式 

2.1.1  烘烤工场专业化分级散烟收购流程  在烟

叶工作站指导下组建专业化分级队，与烟农代表协

商确定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为烟农提供成熟采

收、编竿、装炕、烘烤、下炕及分级服务。烟叶烘

烤经回潮后进行专业化分级。每条专业化分级线设

置 4个工位，第 1工位下竿除杂，第 2工位颜色分

组，第 3、4 工位对样专业化分级，分级后烟叶进

入收购流程。每条散烟收购线设主评员、质管员、

验级员、过磅员各 1名，质管员对专业化分级员所

挑选的烟叶进行现场抽检，抽检合格的开具合格

证，进入封闭定级程序，由验级员和质量检验员共

同确认等级质量，烟农确认后，经过磅→电子结算

→散烟包装→烟包标识流程后，进入储运环节。对

工商双方共同确认等级质量的烟叶，按每等级烟叶

随机抽取 100片计算等级合格率。散烟包装入库后，

经工商双方共同确认数量及等级，进行工商交接确

认，直接调运到工业企业指定的复烤厂进行复烤加

工。 

2.1.2  主要岗位设置及职责  质管员：对专业化分

级队所定等级散烟进行检验，开具合格证，不合格

的则督导分级队重新分级。主评员：对经质管员检

验合格的散烟进行等级确认。质量检验员：由工业

企业派驻，与主评员平衡收购眼光，共同确定散烟

等级。 

2.2  烟叶收购点散烟收购模式 

2.2.1  烟叶收购点散烟收购流程  烟叶收购点按

25 000～40 000 kg/人的工作量配置专业化预检初

分定级员。预检员对烟农自行分级的烟叶进行入户

预检，不合格的则由烟农重新分级，对合格的散烟

开具交烟通知单，并组织烟农交售。初检员对每捆

散烟进行初检，初检不合格则烟农不享受 25.00 元

/50 kg的专业化分级补贴，且需向收购点专业化分

级队支付 20.00 元/50 kg的专业化分级费，由专业

化分级队负责就地重新分级。合格烟叶由定级员复

验，经烟农确认后收购入库。定级员和质量检验员

对已入库散烟进行等级质量确认，在入库散烟达到

一定数量可调拨后再确认散烟质量和数量，进入调

拨环节。 

2.2.2  岗位设置及职责  专业化预检初分定级员：

对烟农自行分级散烟进行预检初分定级，预检合格

的开具“交售通知单”，并组织烟农交售，不合格

的则指导烟农重新分级。专业化分级员：对初检不

合格的散烟重新分级。定级员：对初检合格的散烟

进行复验，与质量检验员共同确认散烟等级和数

量。质量检验员：由工业企业派驻，与定级员平衡

收购眼光，共同确定散烟等级质量和数量。 

3  散烟收购模式应用效果 

3.1  不同收购模式用工及成本情况 

M1 收购模式实行专业化运作，效率较高（表

1），且此环节烟农未投入用工，与 M3模式相比，

烟农节约了 4.75个工/50 kg，按 50.00元/工计算，

烟农用工投入节约了 712.50元/667m2，扣除烟农支

付给分级队的费用（从采收到分级按 51.50元/50 kg

收取）154.50元/667m2，则烟农增加相对收益 558.00

元/667m2。在 M2 收购模式中，烟农仅减少了扎把

用工，与传统把烟收购相比，仅节约用工 0.27个/50 

kg，节约用工投入 40.50 元/667m2，计入行业补贴

（25.00元/50 kg）75.00元/667m2，烟农增加相对收

益 115.50 元/667m2。而在 M3 模式中，烟农用工 

 
表 1  散烟收购与传统把烟收购模式用工情况对比 

Table 1  The labor cost  
收购模式/(个工·50 kg-1) 

环节 
M1 M2 M3 

采收 1.00 1.00 1.00 

编竿上炕 0.27 0.73 0.73 

烘烤 0.27 1.27 1.27 

分级 1.03 1.23 1.23 

扎把 0.00 0.00 0.27 

堆码 0.00 0.02 0.02 

运输交售 0.02 0.23 0.23 

合计 2.59 4.48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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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最高，用工费用 712.50元/667m2。 

3.2  不同收购模式下的烟叶收购质量对比 

散烟收购模式烟叶造碎损耗显著高于 M3收购

模式（表 2），不仅造成烟叶质量损降，也降低了烟

农部分收益。在 M1收购模式中，烟叶分级由熟悉

分级技术的人员集中操作，非主观因素造成的掺杂

使假率和混级片数最低，因而等级合格率最高。M2

模式中，烟农在家中自行分级操作，掺杂使假率明

显高于烘烤工场散烟收购模式，混级片数和等级合

格率居中。在 M3收购模式中，烟农有用低次等烟

扎把和混入青杂烟的习惯，掺杂使假率最高，混级

片数最高，其等级合格率最低。 

 
表 2  不同收购模式烟叶收购质量对比 

Table 2  The contrast of purchasing quality in different 
purchasing model 

收购 
模式 

烟叶造 
碎量/% 

掺杂使 
假/% 

混级片数/ 
100片 

等级合 
格率/% 

M1 1.50aA 0.59aA 11.12aA 88.29aA 
M2 1.50aA 2.01bB 13.24bA 84.75bB 
M3 0.50bB 5.62cC 17.14cB 78.50cC 

注：小写字母表示差异达 5%显著水平，大写字母表示差异达 1%显著

水平。下同。 

 

3.3  不同收购模式对烟农售烟收益的影响 

   在 M1收购模式中，由于专业化分级人员技术

水平较高，烟叶等级纯度好，体现了优质优价的收

购原则，各项经济指标最高（表 3），烟农售烟收益

显著高于 M2和 M3 收购模式。而在 M3 收购模式

中，由于存在低次等烟扎把和掺杂使假等因素，优

质烟叶经济指标难以在收购中体现出来，其各项经

济指标最低。 

 
表 3  不同收购模式烟农售烟收益对比 

Table 3  The contrast of income of grower in different 
purchasing model 

收购 
模式 

上等烟/ 
% 

中上等烟/ 
% 

橘色烟/ 
% 

均价/ 
(元·kg-1) 

售烟收益/ 
(元·667m-2) 

M1 52.42aA 89.59aA 85.39aA 15.66a 2349.00aA 
M2 45.66bB 83.86bB 72.99bB 14.10b 2115.00bA 
M3 41.35cC 79.25cC 71.70bB 13.39b 2008.50cB 

注：为避免产量差异引起售烟收益差异，单产统一按 150 kg/667m2计算。 

 

3.4  散烟收购模式行业投入收购成本情况 

散烟收购模式与传统把烟收购模式相比，需增

加烟叶分级台、分级筐、储烟筐（M2 收购模式未

增加增湿器）等基础投入，增加了收购设施成本（表

4）。按行业目前最低投入标准计算（M2 收购模式

扣除增湿器投入），需增加散烟收购投入 9.64 元

/50kg，加上分级补贴投入（M2模式为 25.00元/50 

kg 分级补贴），散烟收购较传统把烟收购至少增加

投入 34.64元/50 kg 投入，增加了行业投入负担。

纸箱包装方式在纸箱成本、封箱胶带、装卸运输方

面成本较麻片包装方式高。 

 
表 4  散烟收购增加成本情况 

Table 4  The actuality of increased inputs of industry in the 
model of purchasing in loose flue-cured tobacco leaves 

散烟收购/(元·50 kg-1) 
项目 

把烟收购/ 

(元·50 kg-1) 麻片包装 纸箱包装

分级台  1.97 1.97 

分级筐  0.64 0.64 

储烟筐  1.68 1.68 

称重 

打包机 
 5.35 5.35 

收购设施 

 

增湿器  3.50 3.50 

包装物资  5.40 5.40 9.80 

装卸 0.50 0.50 0.80 
装卸运输 

运输 1.00 1.00 2.17 

合计 6.90 20.04 25.91 

 

4  散烟收购存在问题与建议 
   与传统把烟收购相比，两种散烟收购模式均能

减少烟农生产用工、降低用工成本、增加售烟收益

和提高烟叶收购质量。M2 收购模式降低烟农用工

效果不明显，M1 收购模式降低烟农用工较多，但

行业补贴投入略高于 M2收购模式。综合分析，以

M1 收购模式总体效果最佳。本研究对散烟分级采

用了公司部分补贴加市场化操作的运作尝试，走出

了单纯由公司投入雇请分级人员的模式[6]，提高了

专业化分级队的市场适应能力和自我发展活力。按

部位收购模式[8-9]亦是提高烟叶等级质量的一种探

索，但也是在增加基础投入和公司承担分级费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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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进行的，同时该收购模式忽视了烟农售烟收

益的个体差异，难以调动烟农的种烟积极性。 

在散烟收购模式探索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进

一步实践改进：一是散烟收购行业投入较高，如进

一步扩大散烟收购规模，需就如何减轻行业投入、

扩展投入渠道进行进一步探索。二是烟叶造碎率较

高，需进一步探索烟叶回潮的方式、方法和回潮设

施，以减少烟叶造碎损失。三是与把烟收购相比，

验级效率低，表现为收购效率相对较低，约为传统

把烟收购模式的 50%，尚需进一步探索散烟检验技

术，提高定级员的片烟定级能力。四是散烟由于体

积松散，占用空间大，入库后现有库房面积难以容

纳堆放需求，需在出库调拨程序上进一步改进完

善。五是烘烤工场专业化分级散烟收购模式须有采

摘、分类编竿、烘烤、分级一条龙的专业化服务做

支撑，在社会经济欠发达烟区，烟农其他务工收入

难度大，烟农宁愿自己投工采烤和分级，而不愿意

交纳专业化服务费，建议在不同经济发展烟区继续

进行新型模式探索实践。六是基层站点抵触情绪

大，创新收购模式积极性不高，还需扭转观念，提

高创新发展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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