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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叶产业化经营新模式运行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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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评价烟叶产业化经营新模式“公司＋技术员＋烟农”的实际运行效果，验证烟农对新模式改善

烟叶产业化经营的总体感知。【方法】综合考虑业内专家、公司管理者、烟叶技术员与烟叶种植大户代表、烟叶种植散

户代表的讨论结果，结合烟农的实际建立包括经营规模指标、一体化指标、效益指标、组织服务指标、科技进步指标等

５类２级指标及１６个３级指标的烟叶产业化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对山东省安邱市烟农的问卷调查，采用模糊评价

法对原始数据进行了统计处理。【结果】新模式的综合评价值为３．１２２，介于“很高”与“高”之间，表明新模式对安邱市

烟叶产业化经营有显著的改善效果，组织化程度、管理效率、技术服务、烟农效益等得到明显提高，但在技术员素质提

升、烟农的投入方向、公司与烟农利益关系调整等方面仍需做进一步改进。【结论】烟叶生产的专用性决定了其产业

化经营不能简单套用一般农产品的组织模式，而进一步发展与烟叶生产特性相适宜的“公司＋技术员＋烟农”新模式

的前提，是从烟农的视角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合理、准确地反映烟农对新模式改善烟叶产业化经营的总体效果，判断

新模式在运行中存在问题的根源，从而为各级管理部门提供政策改进的指导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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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产业化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在全国兴起以

来，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农业的发展，被认为是以最小

的变革成本实现农业产业进步的有效途径，农业产

业化经营被称为我国农业组织形式的“第三次革

命”［１］。通过多年实践，随着“公司＋农户”、“公司＋

合作社＋农户”、“公司＋基地＋农户”等经营模式
［２］

的不断完善，“公司＋烟农”产业化模式（以下简称传

统模式）很快在烟叶生产中得到大力推广，在很短时

间内有效地提高了烟农的种植积极性。但近年来，

由于受传统模式自身缺陷的影响，烟叶产业化经营

陷入了重重危机，烟叶种植面积连年下滑。这些缺

陷主要表现在３个方面：第一，传统模式的松散性与

不稳定性，客观上决定了双方之间难以建立起稳定

的利益机制；第二，烟叶市场体系的不完善大大减弱

了契约的约束力，使合同既不能对公司、也不能对烟

农构成有效约束［３］，“敲竹杠”行为大行其道［４］；第

三，烟农的组织化程度与管理效率严重滞后，直接阻

碍了烟叶产业化向更高层次的发展［５］。这些问题的

存在不利于烟叶生产的持续发展，迫切需要改进传

统的经营模式，以扭转烟叶生产过于分散和规模过

小的局面，实现管理与规模的健康发展［６］。

目前，已有学者从宏观层面研究了农业产业化

经营中的产业组织模式［７］，探索了农户选择农业产

业化发展道路的限制因素，并得出了影响农户选择

决策的相关因素［８］。同时，针对“卖难”与“买难”问

题，姜雅莉等［９］、牛若峰［１０］提出了农业产业化利益

分配的新模式。作为全国著名的黄烟生产基地，山

东省安邱市从２００３年开始就大胆尝试与探索“公司

＋技术员＋烟农”的产业经营模式（以下简称新模

式），虽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未恢复到历史最

好水平。为此，安邱市迫切需要从最具有发言权的

烟农中，得到对新模式实际效果的真实反映，以为制

定相应的改进政策及其执行工作提供依据。目前，

对农业产业化模式进行评价的成果，多集中于产业

化水平及其发展阶段的分析和判断［１１１５］，站在烟农

的角度评价某种模式对产业化经营改善效果的评价

体系及模型尚不多见。本研究以山东省安邱市为

例，试图通过对烟农的实地走访与问卷调查，合理地

评价新模式的实际运行效果及其存在问题的根源。

１　新模式在烟叶产业化传统模式上的

改进

　　烟叶是一种经济作物，只能卖给烟草公司，不能

转为它用，这就决定了烟叶自身的专用性。烟叶种

植不仅需要苛刻的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而且烟叶

质量与产量更受到烟农种植技术水平、种植规模、农

资质量等方面的影响，因此，烟农投入的专用性也比

较强。专营烟叶收购、加工、调拨的烟草公司，其加

工设备、厂房等同样具有极高的资产专用性。另外，

烟株的移栽、烟叶的采摘、烘烤后烟叶的储存以及交

售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错过时机将损害烟叶的品

质，影响烟叶的等级价格。生产专用性、时间限制等

因素决定了烟叶的产业化经营不能简单“照抄”其他

模式，必须发展与烟叶生产特性相适宜的产业化模

式。为此，人们将目光投向了上联公司、下接烟农的

技术员，只有他们才能将烟农组织起来，将提升烟叶

生产的质量水平与技术能力落到实处。长期以来，

技术员的职责逐渐被边缘化，未在烟叶产业化中发

挥出应有的作用。技术员熟悉烟叶生产特性与烟草

行业信息，通过他们掌握的烟叶生产新技术、新工艺

为烟农提供服务，不但能够提高烟农的生产技术与

品质意识，而且有利于加强烟农与公司之间的信息

沟通，增强相互间的信任度。因此，新模式本着维护

烟农权益、发挥技术员作用、发展烟叶专业化生产、

实现高效管理的原则，进行了如下４个方面的改进。

１．１　合同管理

烟叶生产中任何一个工序出现问题都将对烟农

的收入产生很大影响，特别是在病虫害防治与烘烤

阶段。由于烟农普遍凭借经验种植，不愿意接受新

技术，这就需要每个环节中都有技术员在现场提供

完善的技术服务和规范的生产措施。为此，新模式

要求在公司与烟农签订烟叶种植与交售合同的基础

上，公司、烟农与技术员再分别签订服务管理合同。

这些合同不但规定了公司向烟农提供价格优惠的农

资、烟农向公司交售烟叶等基本内容，更重要的是合

同也严格界定了公司通过技术员向烟农提供技术服

务的责任、技术员管理与服务的内容以及烟农向技

术员承诺按技术规范进行烟叶种植等具体条款，保

证了各方合同的履行。

１．２　个性化服务

为确保烟叶生产技术推广的入户率、技术措施

的到位率以及提供服务质量的满意率，公司为烟农

建立了包括合同号、种植面积、种植品种等基本信息

的ＩＣ卡档案。技术员根据烟农的具体情况实行分

类指导，管理到户，并及时收集相关信息，严格考核

烟叶生产环节和交售烟叶质量，进行动态管理，有效

地保证烟叶生产方案的落实和烟叶的收购质量，促

进烟农种烟水平和分级技术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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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利益分享

新模式加大了烟农对技术员的考评，将技术员

服务内容通过ＩＣ卡由计算机生成当日工作记录，并

不定期检查技术员负责的烟田。在烟叶收购中，让

技术员监督评级员与司磅员，以防止“压等级”、“压

重量”等损害烟农现象的发生。新模式将技术员的

工作绩效、经济收入与烟农权益直接挂钩，以充分调

动技术员的积极性。

１．４　技术推广

为加快烟草生产关键技术的推广实施，加大教育

投资力度，提高技术员专业水平，根据烟叶生长阶段定

期分类举办烟农培训班，同时根据病虫害预报信息及

时向烟农传授预防治疗措施。为降低种植风险，设置

专项灾害补偿基金，统一为种植大户提供保险；中散户

烟农由公司组织投保，费用由烟农与公司共同分担。

２　烟叶产业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针对以上４个方面的改进，本着科学、系统、导

向、可靠、实用等原则，从数据的可测度性和调研的

可操作性出发，在客观反映公司与烟农利益关系的

现实水平基础上，建立了烟叶产业化评价指标体系，

从而达到从烟农视角评价新模式对烟叶产业化经营

改善的效果、引导各利益主体采取有效措施推进产

业化发展的目的。在这一评价指标体系中，尽可能

地利用现有历史统计材料和便于收集到的调查资

料，使各评价指标对应的数据易于从问卷调查中获

得。

２．１　评价指标的选取

在充分利用现有素材的基础上，邀请安邱市业

内专家５人、公司管理者７人、烟叶技术员１１人、烟

叶种植大户代表８人、烟叶种植散户代表１５人，根

据烟农的关注方向和安邱市烟叶产业化发展现状以

及对新模式评价的目的，通过多次座谈讨论，最终确

定了５类２级指标以及相应的１６个３级指标，具体

设置如表１所示。

表１　烟叶产业化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置

Ｔａｂｌｅ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ｔｏｂａｃｃ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１级指标

Ｆｉｒｓｔｇｒａｄｅｉｎｄｅｘ

２级指标

Ｓｅｃｏｎｄｇｒａｄｅｉｎｄｅｘ

３级指标

Ｔｈｉｒｄｇｒａｄｅｉｎｄｅｘ

说明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烟农对新模式改善

烟叶产业化经营

效果的评价Ａ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ｎｅｗ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

ｔｏｂａｃｃｏ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ｙｆａｒｍｅｒｓ

经营规模指标Ｂ１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ａｌｅ

ｉｎｄｅｘ

产值规模Ｃ１１

Ｏｕｔｐｕｔｖａｌｕｅｓｃａｌｅ

烟农对所在地区烟叶预期总产值的感知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ｔｏ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ｔａｌｏｕｔｐｕｔｖａｌｕｅｆｏｒｔｏｂａｃｃｏｆａｒｍ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ｉｒｒｅｇｉｏｎ

大户发展状况Ｃ１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

ｌａｒｇｅ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烟农成为烟叶大户的期望及对现有大户的感知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ｓｍａｌｌｔｏｂａｃｃｏｆａｒｍｅｒｓｔｏｂｅｃｏｍｅｌａｒｇｅｏ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ｐｅｒｃｅｐ

ｔｉｏｎｔ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ｌａｒｇｅｏｎｅ

产业规模状况Ｃ１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ｃａｌｅ

烟农对所在地区烟叶面积、产量的感知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ｔｏａｒｅａｏｕｔ

ｐｕｔ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ｏｒｔｏｂａｃｃｏｆａｒｍ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ｉｒｒｅｇｉｏｎ

一体化指标Ｂ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ｄｅｘ

烟农组织化程度Ｃ２１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ｏｆ

ｔｏｂａｃｃｏｆａｒｍｅｒｓ

烟农对良种普及、配方施肥、专用设施在烟叶生产中应用的了
解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ｖａｒｉｅｔｙ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ｉａｌ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ｏｂａｃｃ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

合同执行状况Ｃ２２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ｃｏｎ

ｔｒａｃｔ

烟农交售烟叶时对公司给予等级价格的认可程度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

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ｇｒａｄｅｐｒｉｃｅｄｕｒｉｎｇｓｅ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ｔｏｂａｃｃｏ

公司对烟农的利润返还

状况Ｃ２３

Ｐｒｏｆｉｔｒｅ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ｃｏｍ

ｐａｎｙｔｏｔｏｂａｃｃｏｆａｒｍｅｒｓ

烟农对公司２次决算制度执行状况的感知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ｔｏｅｘｅ

ｃ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ｆｉｎ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ｃｏｍｐａｎｙｆｏｒｔｏｂａｃ

ｃｏｆａｒｍｅｒｓ

效益指标Ｂ３

Ｂｅｎｅｆｉｔｉｎｄｅｘ

烟叶生产的综合劳动状

况Ｃ３１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ａｂｏｒｏｆ

ｔｏｂａｃｃ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烟农对烟叶生产获得的产量、产值及利润的满意评价Ｓａｔｉｓｆａｃ
ｔｉｏ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ｔｏｏｕｔｐｕ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ｐｒｏｆｉｔｆｏｒｔｏｂａｃ
ｃｏｆａｒｍｅｒｓ

烟农人均收入增长程度

Ｃ３２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ｒｏｗｔｈ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

ｆａｒｍｅｒｓ

烟农在烟叶产业化经营中对自家收益增长的满意评价Ｓａｔｉｓ

ｆａｃｔｉｏ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ｉｒｉｎｃｏｍ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ｏｂａｃｃｏ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ｏｂａｃｃｏｆａｒｍｅｒｓ

公司产值利税状况 Ｃ３３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ｆｉ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ｎｙ

烟农对公司效益、盈利能力及政府支持力度的感知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ｔｏ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ｎｙｂｅｎｅｆｉｔ，ｐａｙｏｆｆ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ｔｏｂａｃｃｏｆａｒｍｅｒｓ

烟叶生产比较效益认知

度Ｃ３４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ｃｏｍ

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ｎｅｆｉｔ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烟农对烟叶与农作物收益的横向比较评价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ｏｒｉ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ｔｏｂａｃｃｏａｎｄｃｒｏｐｐｅｒｆｏｒｔｏｂａｃｃｏ

ｆａｒｍｅｒｓ

７８第６期 杨　屹等：烟叶产业化经营新模式运行效果评价



续表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ｏｆｔａｂｌｅ１

１级指标

Ｆｉｒｓｔｇｒａｄｅｉｎｄｅｘ

２级指标

Ｓｅｃｏｎｄｇｒａｄｅｉｎｄｅｘ

３级指标

Ｔｈｉｒｄｇｒａｄｅｉｎｄｅｘ

说明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烟农对新模式改善

烟叶产业化经营

效果的评价Ａ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ｎｅｗ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

ｔｏｂａｃｃｏ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ｙｆａｒｍｅｒｓ

组织服务指标Ｂ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ｄｅｘ

组织服务广度Ｃ４１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ｗｉｄｔｈ

烟农对公司在产前、产中、产后所提供的信息、技术、服务、资
金、物资、销售等的评价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ｔｏｏｆｆｅｒｅ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ｆｕｎ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ａｎｄｓａｌ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组织服务质量Ｃ４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烟农对公司提供的服务水平的满意程度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ｔｏ

ｔｈｅｏｆｆｅｒｅ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ｂｙｃｏｍｐａｎｙｆｏｒｔｏｂａｃｃｏｆａｒｍｅｒｓ

组织服务效益Ｃ４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ｂｅｎｅｆｉｔ

烟农对接受公司服务后增加收入的感知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ｔｏ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ｃｏｍｅａｆｔｅｒ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ｔｈ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ｆｃｏｍｐａｎｙ

科技进步指标Ｂ５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科技进步贡献状况 Ｃ５１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烟农对技术服务在总产出增长中贡献的感知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ｔｏ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ｈａｒｅ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ｆａｒｍｅｒｓ

生产技术转移能力 Ｃ５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ｏｂａｃ

ｃ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烟农对公司推广烟叶种植新技术状况的评价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ｔｏ

ｎｅｗ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ｆｏｒ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ｉｎｇａｎｄ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ｔｏｂａｃｃｏｇｒｏｗｔｈｏｆ

ｔｏｂａｃｃｏｆａｒｍｅｒｓ
技术人员培养能力 Ｃ５３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

ｎｉｃｉａｎｆｏｒｔｏｂａｃｃｏｆａｒｍ

ｅｒｓ

烟农对公司及技术员传授烟叶生产技术的评价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ｔｏ

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ｎｙ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ｏｆｆｅ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ｔｅｃｈ

ｎｉｃｉａｎ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ｆａｒｍｅｒｓ

２．２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将各指标对烟叶产业化经营的改善效果分为

“很高”、“高”、“一般”和“低”４个等级，对应的评价

集可确定为犈＝（犲１，犲２，犲３，犲４）＝（４，３，２，１）。

为确定各指标的权重，邀请上述座谈人员现场

就２级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作出判断比较并给出相

应数值，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后再就对应的３级指标

进行相对重要程度比较，据此求出２级评价指标的

权重犠犻犼（犻＝１，２，…，５）及３级评价指标的权重犠犻犼

（犼＝１，２，３，４）。需要说明的是，讨论往往得到的是

一种折中的结果，即便是知识层次较高的专业技术

人员，也常常作出与初衷相反的选择，而烟农代表更

倾向于使用单一比较，一旦选项过于复杂便难以作

出符合心理反映的真实判断。为使确定的指标权重

具有说服力，在多次讨论中，业内专家、公司管理者、

烟叶技术员耐心地围绕烟农的基本思路开展讨论，

最终在确定指标重要程度的基础上，得到各指标的

评价矩阵（表２）。

表２　烟叶产业化评价２级指标的判断矩阵

Ｔａｂｌｅ２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ｓｅｃｏｎｄｉｎｄｅｘｉｎｔｏｂａｃｃｏ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 Ｂ１ Ｂ２ Ｂ３ Ｂ４ Ｂ５

Ｂ１ １ １／２ １／３ １ ２

Ｂ２ ２ １ １ １ ２

Ｂ３ ３ １ １ ２ ２

Ｂ４ １ １ １／２ １ １

Ｂ５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 １

　　 现以２级指标为例。在评价矩阵（表２）的基础

上，计算被比较要素对于该准则的相对权重，得到各２

级指标的权重为：犠１＝０．１５，犠２＝０．２５，犠３＝０．３，犠４

＝０．１６，犠５＝０．１４。用下面公式进行一致性检验：

犆犐＝（λｍａｘ－狀）／（狀－１），

犆犚＝犆犐／犚犐。

式中：λｍａｘ为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犆犐为检验数，狀

为方阵的阶数，犆犚 为调整后的检验数，犚犐为修正

值。

一般地，调整后的检验数犆犚必须小于０．１，才

能确定该判断矩阵具有一致性。经计算得：λｍａｘ＝

∑
５

犻＝１
∑
５

犼＝１
犫犻犼犠犻＝５．２１，其中犫犻犼为表２判断矩阵中的数

值。查不同维度狀的随机指数表可知，当狀＝５时，

犚犐＝１．１２，则犆犚＝０．０５２５／１．１２＝０．０４７。由于犆犚

＜０．１，故可确定该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同理可得３级指标的权重系数如表３所示。

表３　烟叶产业化评价体系中２，３级指标的权重系数

Ｔａｂｌｅ３　Ｗｅｉｇｈｔ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ｉｒｄ

ｇｒａｄｅｉｎｄｅｘｉｎｔｏｂａｃｃ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２级指标

Ｓｅｃｏｎｄｇｒａｄｅｉｎｄｅｘ

权重（犠犻）

Ｗｅｉｇｈｔ

３级指标

Ｔｈｉｒｄｇｒａｄｅｉｎｄｅｘ

权重（犠犻犼）

Ｗｅｉｇｈｔ

Ｂ１ ０．１５ Ｃ１１ ０．０３９

Ｃ１２ ０．０６９

Ｃ１３ ０．０４２

Ｂ２ ０．２５ Ｃ２１ ０．０５６

Ｃ２２ ０．１１４

Ｃ２３ ０．０８０

Ｂ３ ０．３０ Ｃ３１ ０．０６４

Ｃ３２ ０．０９６

Ｃ３３ ０．０５６

Ｃ３４ ０．０８４

Ｂ４ ０．１６ Ｃ４１ ０．０３３

Ｃ４２ ０．０６１

Ｃ４３ ０．０６６

Ｂ５ ０．１４ Ｃ５１ ０．０２８

Ｃ５２ ０．０５４

Ｃ５３ ０．０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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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评价方法

按照随机取样原则抽取烟叶种植村，再对所在

村的烟农进行随机现场问卷调查。根据问卷调查的

汇总结果，得出该模式改善烟叶产业化经营效果的

评价矩阵犚犻犼：

犚犻犼＝

狉１１ 狉１２ … 狉１犼

狉２１ 狉２２ … 狉２犼

   

狉犻１ 狉犻２ … 狉犻

熿

燀

燄

燅犼

。

式中：狉犻犼＝犱犻犼／犱狀，其中犱犻犼为第犻个指标选择第犻个评

价等级的人数，犱狀 为参加评价的总人数。设犘犻犼表示

标识为第犻犼的３级指标改善烟叶产业化经营效果大

小的评价值，则有隶属度值犘犻犼＝犚犻犼×犈
犜，其中１≤犘犻犼

≤４。犘犻犼值越大，表示该指标改善烟叶产业化经营的

效果越好；反之则越差。设犕犻犼表示标识为犻犼的３级

指标对烟叶产业化经营改善效果大小的加权评价

值，则有犕犻犼＝犠犻犼×狆犻犼，由此可知，该模式改善烟叶

产业化经营效果大小的综合评价值犕 为：

犕＝∑
犻

犼＝１
犕犻犼＝∑

犻

犼＝１
犠犻犼×犘犻犼。

其中１≤犕≤４。犕 值越大，表示新模式对烟叶

产业化经营的改善效果越好；反之表示新模式对烟

叶产业化经营的改善效果越差。

３　实证分析

出产自安邱的烟叶长期出口到英美烟草公司、

莫非公司等国际知名烟草企业，并参与“中华”等知

名品牌的卷烟配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安邱市较早

地在全国推行了“公司＋烟农”模式。１９９７年烟叶

年种植面积曾高达６６６７ｈｍ２，但自１９９８年以后，虽

然政府扶持烟农的资金年年递增，但烟叶种植面积

却连年大幅下降，年均面积仅保持在２６６７ｈｍ２ 左

右，２００３年一度降至２０００ｈｍ２。为此，安邱市积极

推行“公司＋技术员＋烟农”模式，试图改变这种被

动局面。在新模式的推动下，当地政府、烟草公司等

各有关单位积极增加技术投入，仅用于建设烟农烤

房、购置大型农机、兴修水利与生产道路及为烟农大

户种植投保等方面就投入了８００多万元，较传统模

式下年均增长８．４３％。虽然目前烟叶种植面积只

有２００３年的６８％，更未达到１９９７年烟叶年种植面

积的历史最高水平，但这些举措还是取得了一定成

效。安邱市烟叶种植面积在２００５年降至９６７ｈｍ２

后，２００６年提高到１０８０ｈｍ２，２００７年已恢复到了

１３６０ｈｍ２，烟叶种植面积与烟叶种植大户（每户种

植面积达３．３ｈｍ２ 以上）数量呈明显上升趋势，合同

履约率及烟叶产量、质量均有所提高。

３．１　数据来源

２００７０６～０７，从安邱市烟叶种植村中随机抽取

了牛家沟村、夏秋峪村、柿子园村、王家庄村等１７个

自然村进行走访。为落实调查结果的可信度，尽可

能以各种方式贴近烟农。在向烟农详细介绍调查问

卷的目的并征得本人同意后，详细讲解各指标含义，

逐一解释各指标内容。在１个多月的现场问卷调查

中，共发放调查问卷２３９份，收回问卷２２４份，其中

有效问卷１７３份，占回收问卷的７７．２３％。

３．２　评价结果

依据上述评价体系以及评价方法对调查问卷的

数据进行处理，其结果见表４。由表４可知，新模式

的综合评价值为３．１２２，表明新模式对改善安邱市

烟叶产业化经营具有较好的效果。

　　由表４可以看出，效益指标与组织服务指标下

的７个３级指标的得分值都在３．０以上，其中，烟农

对接受烟叶公司服务所增加收入的感知（Ｃ４３）为

３．３５，表明烟农对这些改善效果较为满意；科技进步

指标下也有２个３级指标的评分值达到３．０以上，

反映烟农对技术服务因素在总产出增长中贡献份额

的感知与公司向烟农传播推广烟叶种植新技术状况

的评价较为认可；烟叶大户发展状况（Ｃ１２）、烟农组

织化程度（Ｃ２１）的评分值分别达到３．４７和３．３８，反

映烟农已经看到了烟叶大户的成效，期望通过良种

普及、配方施肥等方面的广泛应用也向烟叶大户发

展。从其他指标看，利益机制、组织化程度与管理效

率等难题也得到了部分的解决与明显改善，获得了

烟农的基本认可。调查结果显示，传统模式的缺陷

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得到克服，较好地达到了推行新

模式的目的。

总体上讲，在新模式的推行过程中，烟叶生产管

理、烟叶技术推广、烟叶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均得

到了一定程度的完善，烟农关心的资金支持、技术辅

导、现场管理、灾害预防等对其切身利益有较大影响

的因素，在该模式中得到充分保障，烟农的积极性逐

渐高涨，新烟叶种植户不断涌现，如柘山镇２００５年

烟叶种植新户占总烟农的４７．６％，２００６年又增加

６２户。烟叶种植户逐渐向适度规模的大户型发展，

柘山镇夏秋峪村３户村民在２００５年承包６．７ｈｍ２

的基础上，２００６年又承包１０．１ｈｍ２ 从事烟叶生产，

户均纯收入达１．９４万元；石埠子镇柿子园村一位村

民于２００６年个人种植５．１ｈｍ２ 烟叶，纯收入达２．１５

万元，成为该镇闻名的烟叶种植大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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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新模式对安邱市烟叶产业化的改善效果评价

Ｔａｂｌｅ４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ｏｆｎｅｗｍｏｄｅｌ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指标

Ｉｎｄｅｘ

权重（犠犻犼）

Ｗｅｉｇｈｔ

效果Ｅｆｆｅｃｔ

４ ３ ２ １
犘犻犼 犕犻犼

Ｃ１１ ０．０３９ ３４ ６４ ７０ ５ ２．７３ ０．１０６

Ｃ１２ ０．０６９ ９４ ６９ ７ ３ ３．４７ ０．２３９

Ｃ１３ ０．０４２ ４６ ５４ ６４ ９ ２．７９ ０．１１７

Ｃ２１ ０．０５６ ９０ ６１ １９ ３ ３．３８ ０．１８９

Ｃ２２ ０．１１４ ６８ ３９ ３５ ３１ ２．８３ ０．３２３

Ｃ２３ ０．０８０ ７３ ４４ ２９ ２７ ２．９４ ０．２３５

Ｃ３１ ０．０６４ ７４ ６０ ３９ ０ ３．２０ ０．２０５

Ｃ３２ ０．０９６ ７７ ４９ ４１ ６ ３．１４ ０．３０１

Ｃ３３ ０．０５６ ７５ ６１ ２８ ９ ３．１７ ０．１７８

Ｃ３４ ０．０８４ ８４ ４０ ４９ ０ ３．２０ ０．２６９

Ｃ４１ ０．０３３ ７７ ５４ ３６ ６ ３．１７ ０．１０５

Ｃ４２ ０．０６１ ８２ ４８ ４１ ２ ３．２１ ０．１９６

Ｃ４３ ０．０６６ ８８ ５９ ２４ ２ ３．３５ ０．２２１

Ｃ５１ ０．０２８ ８１ ４５ ４２ ５ ３．１７ ０．０８９

Ｃ５２ ０．０５４ ８３ ６８ １９ ３ ３．３４ ０．１８０

Ｃ５３ ０．０５８ ６４ ５３ ３２ ２４ ２．９１ ０．１６９

１．０００ ３．１２２

　　与此同时，从调查走访中也反映出了一些不尽

人意之处。如新模式中技术员的作用发挥得远不如

想象的好，这使得一些烟农对推行新模式的前景并

不乐观。对技术员培养能力的评价，选择“低”的烟

农占到１３．８７％。在交谈中，约有１５％的烟农直言

技术员服务态度恶劣。这说明科技与生产的投入虽

增幅较大，但忽视了对技术员的管理，也忽视了一些

配套的后续工作，比如对烟农种植管理技术的培训

学习及烟农质量意识的培养等管理控制仍然还不到

位，明显存在着投入方向偏差的问题。还有一部分

烟农对合同执行、公司利润返还等提出了质疑，有

１７．９２％与１５．６１％的烟农对其分别选择了“低”。

在与烟农的座谈中，反映特别强烈的是在烟叶交售

时，公司“压级”、“压价”现象仍然存在，对烟叶种植

散户尤为严重。在调查中，有３位烟农散户拒绝填

表，坦言新模式不好，称公司只照顾烟叶大户利益，

反映出公司与烟农的利益分配关系仍存在滞后的一

面，相关政策的宣传与执行力度尚显不够，在一定程

度上存在着不重视散户种植者利益的现象，公司与

烟农的利益联盟体系仍需完善。

４　结　论

不管推行什么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都要切实

关心烟农的实际利益。评判一种模式、一项政策的

好坏与否，归根结底最具有发言权的是烟农。本研

究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没有追求评价技术上的创新，

而是应用贴近现实、有操作意义的评价方法，对山东

省安邱市推行的“公司＋技术员＋烟农”的烟叶产业

化经营模式进行了合理评价。应用评价指标体系进

行评判，不仅能准确地反映烟农对新模式改善烟叶

产业化经营效果的总体感知，而且通过各指标的分

值，还可以判断出该模式在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产

生的原因，从而为各级管理部门的决策提供指导依

据。从烟农评价结果来看，虽然新模式对烟叶产业

化经营的改善效果明显，但也存在着提高技术员的

服务意识、增强技术投入、调整公司与烟农利益关系

等问题。

由于未做烟叶以外的农业产业化现状的深入调

查，目前还难以证实该评价指标体系在用于评估其

他农产品产业化模式运行效果时的适用性。事实

上，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与资源禀赋存在着一定的

差异，烟叶产业化的发展阶段也各不相同，很难作出

各种模式对烟叶产业化推进效果的横向比较。本研

究之所以强调合理评价，就是未能解决差异性问题。

值得关注的是，如何更多地借鉴田野调查法，取得真

实有效的数据，从而建立更加客观的评价指标体系，

将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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