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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烤烟生产的基本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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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调查案例，运用成本收益率分析方法，从微观层面横向比较我国不同烟区烤烟生产的差异，
描述当前我国烤烟生产的基本特征和地区分布状况。本文认为，烤烟生产的比较利益首先受制于适宜的自然

环境条件，再者，当地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其有持续性影响，这是影响烤烟生产的两个不可变的因素。不可

变因素引导着当地政府对烤烟生产的态度，决定着烟草公司对烟农的支持力度。从全国来看，烤烟比较利益

较低的趋势仍将持续，烟叶税是连接县政府和烟草公司的利益纽带，有利于协同干预当地的烤烟生产，提高烤

烟生产的比较利益。因此，减少烟叶税的税率来调整当地政府的干预行为，对全面限制烤烟生产会产生重要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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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烟是本世纪我国卫生事业面临的一项严峻挑
战，控烟政策也是当今我国最重要的公共卫生政策

之一。在控烟活动的各个环节上，限制烤烟的生产

属于第一个环节，因此，目前我国的烤烟生产的基本

状态如何？如果要实行限制烤烟生产应该从何做

起？这种生产结构的转换将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这

是在推行控烟政策过程中必须搞清楚的基本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烤烟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生产

布局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笔者根据１９８１—２００８
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概算，南方烟区的烤烟产量

在全国所占的比例由１９８１年的３８．８９％上升到２００７
年的７６．１６％，黄淮烟区由１９８１年的５５．３５％下降到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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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３％，北方烟区近几年保持５％～６％的比例①。

关于目前我国的烤烟生产方式，一方面，政府控制

烤烟的收购和价格，在较多的烤烟生产县内，县政府和

烟草公司合作，实行给予烟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补贴

和烟叶生产性投入补贴的政策；另一方面，政府不再强

制要求烟农种烟，烟农有权选择是否生产烤烟，使得我

国烤烟产量与烟农的生产积极性密切相关。烟农的生

产积极性主要取决于种烟成本和收益的变化，通过对

烤烟和互竞作物的收益比较，烟农做出种与不种、种多

还是种少的决策判断，形成基于优化自身利益的选择

机制。烤烟生产比较利益的大小，决定着限制烤烟生

产的干预政策所能取得的成效。

国内从比较利益角度对烤烟生产的文献并不是

太多，局限于对烤烟生产比较利益的现状描述，对其

形成原因缺乏进一步的分析。蒋和胜等曾对 ２００２
年四川省主产烟叶的部分县、市进行调查，结果认

为，生产烟叶比较效益不高，农户生产烟叶的收入远

远低于生产桑蚕茧、糖料或茶叶收入。［１］胡德伟等对

２００４年我国烤烟的生产成本和比较收益进行了细致
分析，进一步说明了比较利益偏低的现实。［１２］

本文中采用的数据，除注明出处以外，来自于笔

者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００９年５月期间的实地调查。调
查地点选择了八个县（市），分布于三个不同烟区（图

１）。调查对象包括了生产烤烟和不生产烤烟的农
户，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干部和农技员。

图１　调研县（市）在全国烟区所处的位置图

１调查区域中烤烟生产的比较利益

选择和烤烟生产存在着互竞性的作物，经过比

较后决定选取适宜当地生产、生产面积较大的粮食

品种，南方以生产籼稻为主，湖南是早籼稻的主产省

份，黄淮是生产小麦和玉米的主要地区，东北则以生

产粳稻、玉米、高粱等为主。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

料汇编２００８》［３］，采用成本收益率的测度方法，通过
对调研省份烤烟与其他粮食作物的成本收益率进行

比较，用两者成本收益率的差值来衡量各地烤烟生

产比较利益的高低，其中成本收益率等于净收益除

以总成本，净收益等于总收入减去总成本。

从下页表１和表２可以看出，与粮食作物相比，
烤烟的成本收益率较低。在不考虑补贴的情况下，

多数省份烤烟的成本收益率为负值，差距是显而易

见的。辽宁省的成本收益率为正，差距较小，这主要

与东北地区烤烟生产的亩产较高相关。

烤烟的补贴和粮食作物相比要高很多，通过大

量的补贴，烤烟的成本收益率得到大幅提高，例如山

东省 烤 烟 的 成 本 收 益 率 能 从２２４％ 提 高 到
２８６１％。尽管如此，含补贴的烤烟与含补贴的比较
作物相比，它们的成本收益率仍有相当的差距。实

地调查开始之前，从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数据分析

中得到了一个初始的判断。下面借助成本收益率的

分析方法，就各个调查县烤烟生产的自然环境和农

业发展水平，以及比较利益的具体状况展开分析。

２烤烟生产优势中的不可变因素

所谓不可变因素是指二个方面：第一，烤烟生产

的自然环境；第二，当地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这两

个因素都是烟农和烟草公司不可改变的，但它们对

当地的烤烟生产发展有极大的影响。

２．１烤烟生产的自然环境
本文调研的八个代表性县（市），处于北方烟区的

有阜新县，处于黄淮烟区的有渑池县、襄城县、蒙阴县、

宜君县和青州市，处于南方烟区的有桂阳县和遵义县。

调研的县（市）是或曾经是生产烤烟较为有名的地区，

属于不同的生产类型，目前有的保持着正常的生产状

态，有的扩大了生产规模，有的则在逐年收缩。

１４

① 简单起见，本文沿用“南方、黄淮、北方”三大烟区的划分方法。因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海南、西藏、青海几乎没有烤烟

生产历史，宁夏和新疆的烤烟产量近年一直处在２０００吨以下，分析中忽略上述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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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０７年烤烟及粮食作物的成本收益率（％）

烟 区 省份 成本收益率 比较利益

黄淮烟区

山东
烤烟 小麦

－２．２４ ３０．９０
－３３．１４

河南
烤烟 小麦

－２．８０ ５４．１３
－５６．９３

陕西
烤烟 小麦

－１．４４ １１．５８
－１３．０２

南方烟区

湖南
烤烟 早籼稻

２．６１ ２８．７５
－２６．１４

贵州
烤烟 早籼稻

－２．２４ ２９．１２
－３１．３６

北方烟区 辽宁
烤烟 粳稻

１５．８３ ２５．６１
－９．７８

　　　数据来源：《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２００８》
　　　注：本表数据不含补贴

表２　２００７年烤烟及粮食作物的成本收益率（％）

烟 区 省份 成本收益率 比较利益

黄淮烟区

山东
烤烟 小麦

２８．６１ ４０．２９
－１１．６８

河南
烤烟 小麦

９．２５ ５９．３５
－５０．１０

陕西
烤烟 小麦

９．７９ １４．４２
－４．６３

南方烟区

湖南
烤烟 早籼稻

１６．５３ ３４．００
－１７．４７

贵州
烤烟 早籼稻

１０．６４ ３３．６７
－２３．０３

北方烟区 辽宁
烤烟 粳稻

２９．００ ３１．６６
－２．６６

　　　数据来源：《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２００８》
　　　注：本表数据含补贴

表３　调查县烤烟生产的自然地理状况

县（市） 地 貌 气 候 土 壤 适宜性

桂阳县 丘陵、岗地 温、光、水资源季节分布协调 红壤，紫色土 ＰＨ５．５～７．０ 最适宜区

遵义县 丘陵、盆地 立体气候明显 黄壤，ＰＨ５．５～６．５ 最适宜区

渑池县 丘陵 干旱、冰雹、干热风 红壤、黄壤，ＰＨ６．５～７．５ 适宜区

襄城县 低山、平原、低洼 干旱、干热风 褐土，ＰＨ７．９～８．４ 适宜区

蒙阴县 山地、丘陵 小气候差异，旱灾 棕壤，ＰＨ６．８～７．０ 适宜区

青州市 平原、低山、丘陵 春寒长 褐土，ＰＨ７．２～８．３ 适宜区

宜君县 丘陵、沟壑、山区 干旱、气温忽高忽低 褐土，ＰＨ８．１～８．３ 次适宜区

阜新县 低山、丘陵 冰雹 棕壤，风沙土ＰＨ６．５～８．５ 次适宜区

　　　　　　　　　数据来源：根据调查得到的资料汇总，部分数据来自中国土壤数据库

　　２．１．１地貌特征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生产烤烟的山区居多，平原

生产的较少，运输困难的地区生产居多，交通条件便

利的地区生产较少。生产规模较大的地区一般为低

山、丘陵地带，平原地区的生产规模呈收缩状态。交

通发达，农产品运输网络完善，运输成本低，农户摆

脱了农产品易腐的风险，倾向于生产例如果品和蔬

菜等收益较高的经济作物，交通条件较差的县，农户

的生产品种只能在一些传统、耐贮藏的作物（例如烤

烟和粮食）中间进行选择．
２．１．２气候特征
各地的气候条件差异显著，综合比较来看，桂阳

县和遵义县的气候较为适宜生产烤烟。湖南省的桂

阳县，温、光、水资源的季节分布与优质烤烟生长发

育的过程正好匹配，能够保证烤烟的质量和单产，有

利于提高烤烟的比较利益。其他县相比之下则或多

或少受到各种不利气候因素的影响，易引发病虫害

和自然灾害，使当地烤烟的质量不能稳定，产量时高

时低。

２．１．３土壤特征
品质好的烤烟生产对土壤质量有特殊要求。我

国产烟区的土壤，生产烤烟的适宜性从高到低主要

有红壤、黄壤、紫色土、褐土、棕壤土。土壤的 ＰＨ值
影响着烤烟生产的适宜程度，从表３中看，遵义县、
桂阳县土壤的 ＰＨ值生产烤烟最为适宜。从土壤所
含有机成分和元素上看，桂阳县土壤为红壤，养分丰

富，生长的烟叶抗病性强。遵义县的土壤为黄壤，较

适合生产烤烟，受病虫害危害较轻。襄城县、青州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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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宜君县为褐土，蒙阴县和阜新县为棕壤，这些县

生产烤烟与桂阳县和遵义县的品种有所不同，品质、

等级方面差一些。

地貌、气候、土壤三个影响因素是相互关联的，

综合影响当地烤烟的比较利益。根据表３中各项指
标的综合反映，参考《中国烤烟生产区划（单行本），

２００９》，可以看出，桂阳县和遵义县的气候、土壤适宜
生产烤烟，烤烟的质量上乘，为生产烤烟的最适宜

区。渑池县、襄城县、蒙阴县、青州市四个县（市）气

候条件一般，土壤综合指标不高，烤烟质量中等，为

生产烤烟的适宜区。宜君县和阜新县生产烤烟的气

候条件差、土壤质量不高，宜君县干旱严重，阜新县

气温偏低，两县的烤烟品质欠佳，为生产烤烟的次适

宜区。［４］

２．２当地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在农村调查中我们观察到，当地的烤烟生产发

展和本县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某种相关的现象，如

果本县的第二、三产业发展较快，或者农村市场化发

育程度较高，当地的烤烟生产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

抑制。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某些规律性的联系？选

用第一产业占本县ＧＤＰ比例和从事农业生产人员占
社会总人口的比例这两个指标，代表当地农业经济

发展水平①，这里的农业产值指的是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农业生产人员指农林牧渔业生产人员。［５］以下就

是８个调查县经济发展水平的排列情况（表４）。

表４　２００７年调查县的农村经济发展的水平

调查县（市）
第一产业占

ＧＤＰ比例（％）
农村居民

人均纯收入

从事农业生产人员占

社会总人口的比例（％）
烤烟生产

优势

渑池县 ９．２３ ４４０６ ２６．５３ 无

青州市 １０．９９ ６１０５ １７．５１ 无

襄城县 １８．６５ ４６０８ ４１．１７ 无

蒙阴县 １９．７４ ４６７１ ２５．７７ 无

桂阳县 ２３．４５ ４６８１ ３０．４３ 有

遵义县 ２６．２９ ３６１３ ３４．７６ 有

宜君县 ３５．００ ２２３３ ４４．１５ 不明显

阜新县 ５１．６５ ４２２２ ２９．６９ 有

　　从表４可以看到，第一产业的产值占ＧＤＰ比例
小于２０％的有青州市、蒙阴县、渑池县、襄城县，农
业的产值在经济结构中已经处于较次要的地位，表

明这四个县的工业化发展水平较高；从就业结构来

看，除了襄城县外，青州、渑池和蒙阴三县从事农业

的劳动力也已经下降到２６％以下，而这四个县在烤
烟生产上已经逐渐失去了优势。此外，桂阳县、遵

义县、宜君县和阜新县四县，第一产业的产值占

ＧＤＰ比例要大于 ２０％，在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比
例要高于３０％，这四个县的工业化发展程度相对滞
后，各县的烤烟生产不同程度地还保留着一定的优

势，因此，可以推断，烤烟生产优势与当地农村经济

发展水平的高低存在着相关关系，工业化发展水平

较高的县域，烤烟生产将受到抑制性影响。其主要

原因是，烤烟生产成本中，雇工成本约占６％，这属
于计价的成本，所占比例较小；农户劳动力投入如

果按照折价计算，要占到５０％，如果当地的市场化
发育程度较低，或者工业化发展水平滞后，农村劳

动力就业的市场机会较小，由于不存在可以参照的

市场劳务价格，农民就忽略了家庭劳动力投入所占

的计价成本，他们估算烤烟生产的收入时，是没有

计入家庭劳动力成本的毛收入，实际上高估了烤烟

生产的亩均收益率，生产优势似乎很明显。但随着

工业化的加快发展和市场体制的完善，拓宽了农村

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农村劳动力就进入了市场的计

价体系，农民就接受了家庭劳动力投入的计价成

３４

① 数据来源于２００８年各县（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０８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部分数据取自中
国资讯行高校财经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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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烤烟生产中家庭劳动力的成本就显现了出来；

随着市场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农民会选择把劳动力

投向收益更高的行业，而烤烟生产是一个劳动力投

入密集型的产业，就会在很大程序上受到劳动力转

出的冲击。这就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抑制烤

烟生产的内在联系。

３构成烤烟生产优势的可变因素

所谓烤烟生产优势的可变因素，主要指县政府

对烤烟生产的组织干预和烟草公司对生产基础设施

的投入。这两个干预措施产生的效果，既和当地自

然生产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等这些不可变的因素存

在着正相关关系，同时对形成烤烟生产的持久优势

具有重大的影响力。本文重点就桂阳县、青州市和

阜新县这三个县的政府干预和烟草公司的基础设施

投入、生产性补贴情况进行分析。

３．１桂阳、阜新和青州烤烟生产的政府干预和基础建
设投入

３．１．１政府的组织干预
在各县的烤烟生产中，政府干预力度的差别是

十分明显的。桂阳县的烤烟生产规模近几年保持在

１７万～２１万亩之间，产量在全国排名第二，生产的
烤烟优质率很高，均价和亩产都较高，是全国重点烤

烟企业的主要原料。桂阳县近五年烟叶税收入占当

地财政收入的１８％以上，２００８年更是达到了２５．２５％
（表５），高比例的财政贡献显示了烤烟生产在该县经
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桂阳县政府高度重视烤烟生

产，强力干预烤烟的生产，桂阳县成立烤烟生产收购

领导小组，组长由县长担任。各产烟乡镇设立烤烟

生产收购领导小组，组长由乡镇一把手担任，建立了

一个强势的管理系统。政府的有力干预，在烟田的

基本建设中调集资金和协调各种社会关系、以及落

实年度的烤烟种植面积这两个方面，具有无可替代

的影响力，政府的组织干预能够很大地提高烤烟生

产的投资效率。

表５　三个县烤烟的生产状况

调查县 调查年份
是否有

烟办

每亩基础设施

建设投入（元／亩）
生产面积

（万亩）

亩产

（公斤）

均价（不含补贴）

（元／斤）
烟叶税

占比（％）

桂阳县 ２００９ 有 ５１８．２４ ２０．６０ １６０ ７．７６ ２５．２５

青州市 ２００８ 无 无投入 ０．０４５ １０８ ５．４０ ０．０３

阜新县 ２００７ 无 ２９９．５５ ２．１８ １７８ ４．８６ ２．０１

　　烤烟生产九十年代以前曾是青州农业的支柱
产业，也是烤烟引入我国以后最早发展的生产地

区，曾经占到青州农村产值比例的三分之一，生产

面积曾达到２０多万亩。从１９９４年，随着该市工业
化进程的加快，烤烟面积持续缩减，到２００８年仅剩
下西南山区５４户生产，生产面积仅４５０亩，烟叶税
更是微乎其微。原来该市设有烟办，九十年代中期

就撤销了。这是因为政府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转向

发展其他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生产，２００６和
２００７年连续两年，青州市的农业总产值中，蔬菜、
果品、粮食、畜牧、和花卉产值之和达到９３％以上，
在这样的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背景下，烤烟的生产

面积就逐年递减。

阜新县近几年烤烟生产面积稳步小幅上升，亩

产保持较高水平，由于生产的主要是填充型烤烟，收

购价格较低，烤烟的产值在当地的农业产值中占据

不了重要的位置，烟叶税占当地财政收入的比例在

２％～３％之间，县政府对烤烟生产的态度是稳定种
植面积。阜新县政府内没有设立烟办，烤烟生产的

协调工作主要靠县烟草公司来处理，多年来烤烟生

产大致保持在相同的水平上。

３．１．２烟草公司对农户的基础设施投入和生产
性补贴

烟草公司在烟田基础建设和改造烤房上的投

入，对保持烤烟的持久生产优势至关重要。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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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２００７年三个调查县烤烟的比较利益计算表（元／亩）

县（市） 桂阳县 青州市① 阜新县

烤烟 早籼稻 烤烟 小麦＋玉米 烤烟 粳稻

总收入 ２３５２ ９２０ １１６１ １０８６ １８０７ ８１４

总成本 ２１０２ ８２８ １４１０ ８８０ １２０８ ５３７

物资费用 ９５１ ５９６ ８１０ － ５２８ ２５２

人工成本 １００８ １９４ ６００ － ５４８ １５５

土地成本 １４３ ３８ － － １３２ １３０

净收益 ２５０ ９２ －２４９ ２０６ ５９９ ２７７

每亩补贴 ２２４ ６０ ３４０ ８０ １４５ ４５

不含补贴的成本收

益率（％）
１１．８９ １１．１１ －１７．６６ ２３．４１ ４９．５９ ５１．５８

不含补贴的比较利

益（％）
０．７８ －４１．０７ －１．９９

含补贴的成本收益

率（％）
２２．５５ １８．３６ ６．４５ ３２．５０ ６１．５８ ５８．１０

含 补 贴 的 比 较 利

益（％）
４．１９ －２６．０５ ３．４８

　　表６显示，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三年来，桂阳县烟草公
司共投入资金３．０２亿元，每亩基础建设投入５１８．２４
元，投入水平远远超过了其他县（市），其中烟水配套

的资金占了一半，使烟草生产的基础设施得到了明

显改善，烤烟的持续生产能力变强，烤烟品质进一步

提高。此外，２００７年，桂阳县的每亩生产补贴为２２４
元，通过补贴使成本利润率提高了１０．６６个百分点，
比较优势提高了３．４１个百分点。
２００７年，阜新县烟草公司投入生产基础建设资

金６５３万元，每亩基础建设投入２９９．５５元，投入以烤
房建设为主。２００７年，阜新县的每亩补贴为１４５元，
使成本利润率提高了１１．９９个百分点，比较优势提
高了 ５．４７个百分点，比较利益从１．９９％提高到
３４８％，从负值转为正值。

青州市烤烟生产面积连续收缩，早几年已经停

止了生产基础建设的投资，烟草公司转而加大了对

生产投入的补贴力度。２００７年，青州市的每亩补贴
高达３４０元，使成本利润率提高了２４．１１个百分点，
比较优势提高了 １５．０２个百分点，比较利益从
４１．０７％提高到２６．０５％，但是仍然是较大的负值。

调查中看到，农民生产烤烟计算效益时，对烟草

公司能够给予的各种生产性补贴，或者平价提供的

烟苗、化肥等投入品，还是计算在内的，他们往往和

生产粮食作物的政府补贴作比较，一般来说，烟草公

司提供的生产补贴要高出很多，这是维持农民种烟

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烟草公司提供的生产性

补贴，按照产区的分类，各县之间的差距较大，落实

到农户上甚至差别会更大，可以肯定的是，自然条件

适宜生产烤烟草和高等级烤烟产出占的比例较高的

县，针对有较强生产能力的种烟农户，烟草公司补贴

的力度就加大，这是保证优质烤烟来源的重要措施。

３．２桂阳、青州和阜新烤烟生产的比较利益分析

桂阳、青州和阜新这三个县（市），在一定程度上

代表着三个烟区不同的生产发展方向。桂阳县烤烟

生产的比较利益在湖南省处于较高水平，湖南省

２００７年烤烟的比较利益为１７．４７％（含补贴），桂阳

县烤烟的比较利益却能达到４．１９％（含补贴）。桂阳

县内多为丘陵，拥有良好的地理环境、适宜的气候条

件，烤烟的质量和亩产均为上等，保证了烤烟生产有

较高的亩均收入；桂阳县的第二、三产业发展水平不

高，农业劳动力的就业受到较大的限制。提高粮食

作物的成本收益率受制于收购价格，烤烟生产是农

村的传统产业，在较长时期内能保持着明显的优势；

所以，政府对发展烤烟生产的十分重视，强有力的生

５４

① 小麦＋玉米为一年两季，其中总成本没有细分，青州市烤烟和小麦＋玉米的成本中没有包括土地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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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组织干预以及对烤烟生产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

提高了烟农的生产积极性，促使烤烟生产的比较利

益逐年有所扩大。

案例１：仁义镇是安徽中烟集团在桂阳县联办的
烟叶生产基地之一，仁义镇的梧桐村是现代农业烤

烟市级示范点。梧桐村烟农李某，男，４３岁，家里４
个劳动力。种烟有２０多年的历史，种烟技术较好，
２００８年租地种了６亩烤烟，每亩烤烟成本１０００元
（不含劳力），种苗由烟站免费发给，化肥、农药投入

４００元／亩，土地租金每亩 ４００元（按 ５００斤稻谷折
价），烤烟亩产３５０斤，烤烟均价８．８５元／斤（含补贴
０．６元／斤），亩均收入 ３１００元，扣掉土地租金 ４００
元、人工折价１２００元和其他成本１０００元，亩均纯收
入为 ５００元。如果不计算人工折价，亩均收入为 １
６００元，近几年病虫害不大，烟站的配套服务比较好，
收益还是不错的。今年在外打工的儿子回来了，计

划再租４亩地，共种１０亩烤烟，但租不到土地了。
青州市原来是烤烟引入我国后最早形成的生产

区域，青州市的情况与桂阳县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在

一定程度上代表着黄淮烟区内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

地区的生产变化趋势。山东省 ２００７年烤烟的比较
利益为１１．６８％（含补贴），青州市烤烟的比较利益
低至２６．０５％（含补贴）。一方面，青州市因春寒期
较长，对保持烤烟的质量和亩产水平存在着不利影

响，亩产水平不稳，烤烟质量多年来改善缓慢，亩均

收入很难提高。另一方面，青州市地处山东半岛的

交通要道，地势多为平原，区位优势明显，是全国工

业化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青州也是全国农产品市

场发育最完善的地区，青州北部的乡镇因为靠近寿

光县的全国农产品集散中心，蔬菜大棚发展迅速；东

部乡镇受到昌乐瓜果批发市场的辐射影响，大棚西

瓜生产迅速普及。互竞作物的比较利益逐年挤占了

生产烤烟的种植面积，造成烤烟的比较利益迅速下

降，农民逐渐都放弃了烤烟生产。

案例２：据青州市王坟镇烟站介绍，当地有几十
年的种烟历史，现在王坟镇主要种小麦、玉米和山

楂，其中山楂产量全国第一，一亩能挣２５００多元，农
民种烟是因为保持着传统的种烟偏好。村民老赵，

５１岁，家里２个劳动力，１９８０年就开始种烟，自有１
个烤房，２００７年还种了５亩烟，算计后发现种烟费时
费力不挣钱，如果不算人工和土地，最多也就收入

７００元，如果在外出打工，上建筑工地盖房子，一天可
以挣８０元，一年可以干２００天。他虽然对种烟有偏

好，但还是放弃了种烟，２００８年改种了玉米、小麦和
大豆，可以留出时间外出打工。

辽宁省２００７年烤烟的比较利益为１２６６％（含
补贴），阜新县烤烟的比较利益为３．４８％（含补贴）。
阜新县的比较利益率较高，与烤烟的亩均生产成本

较低、亩产水平较高有关。阜新县是我国优质填充

型烟叶生产基地，生产的烤烟主要作为卷烟的生产

辅料，在三个县中，阜新县烤烟生产中的物资费用和

人工成本最低，收购价格也是最低的。阜新县地处

北方烟区，自然条件不很适宜烤烟生产，烟草的质量

较次，但单产还能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平均亩收入

能够达到中等程度，因为生产成本较低，成本收益率

相对就高一些。阜新县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县，全

县第二、三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大部分农村劳力只

能在农业中就业，不计入家庭劳力投入的成本，因此

还可以一定程度上保持着烤烟生产的比较利益

优势。

案例３：阜新县于寺镇是一个农业大镇，土地面
积较多。虎掌沟村的烟农老姚，５０岁，家里劳动力３
个，从１９９６年起种烟，自己建了 １个小烤房。２００８
年种烟８亩，亩产４５０斤／亩，忙时还请了７、８个亲戚
来帮工；如果扩大生产面积，就要雇工，这就不划算

了。种烟１亩地投入１０００多元，当年天气调顺，亩
均纯收入为１２００元（含补贴），种玉米的收入是８５０
元，和玉米相比，种烟投工量大，但收入也较多，还是

划得来。他忧虑的是种烟每年都要看天气，如果遭

了灾，种烟的损失就要大大超过种玉米。

４结论

就全国来看，产烟区普遍实行了对烟农基础建

设的投入和生产性补贴的支持措施，在一些适宜生

产县域的投入力度还相当大，但烤烟生产的比较利

益总趋势是下降的，全国烤烟生产面积近几年在持

续减少，但减少的幅度较为平缓。从地区分布上讲，

南方烟区的烤烟生产面积有所扩大，黄淮烟区的生

产面积在持续减少，北方烟区的生产面积处于维稳

态势。

各个地区烤烟生产比较利益的变化，与下述的

两类因素相关：

（１）不可变因素。首先，和其他作物相比，烤烟
是一种生产性投入很高的作物，环境变化和气候灾

害，是形成高风险的主要原因之一。自然环境适宜

的地区，因为烤烟质量较高和稳定的产量，很大程度

６４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２００９年９月第２卷第９期

上抵消了生产的高风险，提高了烤烟生产的比较利

益；其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农产品的

市场环境发育成熟，在运销环节上各种农产品市场

风险的差别在缩小，和一些互竞作物的贸易条件来

比较，烤烟统购制度的长处已经不明显；其三，农村

劳动力就业充分的地区，劳动力的价格上升较快，烤

烟生产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劳动力成本增大挤占

了烤烟生产的赢利空间。反之，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相对滞后的地区，烤烟生产还能保持着相对的优势。

（２）可变因素。不可变因素引导着可变因素的
投入，首先，在适宜生产烤烟和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

的地区，由于烤烟生产对地方税收的贡献很大，促使

政府采取积极态度来推动烤烟生产的发展；而在自

然条件不适宜、或者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

地方税收主要来之于第二、三产业，县政府就降低了

对烤烟生产的关注度，甚至不被列入本地农业生产

发展的规划中。其二，在自然环境适宜和有政府支

持下的产区，县烟草公司随之加大了对农户烟田建

设和烤房改造的投入，同时增加投向烟农的生产性

补贴，这些投入对提高烟农的生产积极性产生了长

期的影响，全国烟草总公司还指定了一批烤烟生产

的基地县，给予重点扶持，确保当地烤烟产业的稳步

发展。

就全国来说，如果没有对烟农基础建设的投资

支持和生产性补贴，烤烟生产和互竞作物之间的比

较利益处于颓势，即使在自然条件适宜性较好的南

方烟区也是如此，因此，如果烤烟生产和其他作物一

样，实行市场机制引导的生产方式，烤烟生产不免要

出现大幅下降的局面，但因为烤烟生产是整个烟草

产业的基础，烟草产业既支持着巨大的税收，又提供

了几百万个就业岗位，所以政府的意向是必须稳定

烤烟生产在烟草产业中的基础地位。［６］农村体制改

革３０年以来，已经解除了几乎所有农产品生产的计
划控制，实行了市场机制引导的生产方式，但烤烟生

产除外，继续实行着控制收购和价格的专卖制度，要

在农村市场制度下实行单一品种的计划控制，就必

须要得到县、乡政府强有力的干预，所以，农村税费

制度改革后，虽然免除了所有的农业税收，但单独保

留了烟叶税，烟叶税作为地方税种的制度设计，维系

着县、乡政府和烟草公司的合作纽带，在落实农户种

烟面积、控制烟叶的收购渠道、协调烟田和水利改造

工程中的各种社会关系这三个关键环节上，县、乡政

府起到了核心的组织作用；而县烟草公司的职责是，

执行烤烟的计划收购和调拨、提供烤烟生产的技术

支持、以及提供烟农基础建设的投资和生产性补贴，

因此不难发现，县、乡政府的支持在烤烟生产的组织

机制中的核心作用，要限制烤烟生产，首先必须改变

县、乡政府的干预行为，其次才是在转产过程中，给

农户提供必需的转产补贴和技术支持。

如果减少烟叶税的税率来调整县、乡政府的干

预行为，对全面限制烤烟生产会发生重要的影响，但

就目前的状况来看，还不具备条件促使政府做出如

此重大的逆向调整。但从上述有关构成烤烟生产优

势不可变的因素分析中可以看到，在自然环境不适

宜、农村劳动力就业充分和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的产区，具备了实行限制烤烟生产的基本条件，农户

已经在调减烤烟的种植面积，如果因势利导，给予

县、乡政府一定的财政补助，同时给予农民转产所需

的技术支持和生产补贴，一定会收到较好的限产效

果。因此，建议可以选取符合上述条件的烤烟产区

进行干预试验，获得促使烟农转产调整所需的投资

估算和执行转产政策的经验，对全面落实《烟草控制

国际框架公约》，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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