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5 年 2月 第 41卷 第 1期 
Journal of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s), Feb. 2015, 41(1):035–041 

DOI:10.13331/j.cnki.jhau.2015.01.007 
投稿网址：http://xb.hunau.edu.cn 

中国烤烟种植区域布局变迁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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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两大烟区”(南、北烟区)和“五大烟区”(西南烟区、东南烟区、长江中上游烟区、黄淮烟区、北方

烟区)2个层面，对 1983—2012年中国烤烟种植区域布局变迁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表明，1983—2012年，

中国烤烟种植呈现“北烟南移”格局，尤其是向西南地区迁移的趋势明显。在此基础上，根据农业区位理论与生

产者行为理论，进行变量选取、理论假设和模型构建，并利用 Eviews 软件对影响烤烟主产区区域格局变迁的因

素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烤烟主产区区域格局的变迁受到土地资源、地理气候、经济、技术进步和国家政策

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对于黄淮主产区而言，影响最显著的因素是人均耕地、农户粮食供给水平、技术进步、国家

政策和农民非农就业机会；对于西南主产区而言，影响最显著的因素是农户粮食供给水平、技术进步、国家政策

和自然灾害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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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s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regional layout change of flue-cured 
tobacco planting from 1983 to 2012 in China from two aspects, one aspect was North and South tobacco growing region, 
the other was Southwest tobacco growing region including Southeast tobacco growing regio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region, Huanghuai tobacco growing region, North tobacco growing region.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from 
1983 to 2012, the migration tendency of domestic tobacco planting layout was moved gradually from North to South, 
especially to southwest. On this basis, variance selection, theory hypotheses and model construction were conducted 
according to the agricultural location theory and producer behavior theory and eviews was used analyze the impact 
factors of flue-cured tobacco planting layout change from 1983 to 2012 in China.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planting 
layout change of tobacco in flue-cured tobacco main planting regions of China had correlation with land resource, 
geography and climate, economic conditi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national policies. For Huanghuai main planting 
region, the most obvious factors were per capita arable land, grain supply of househol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national 
policies and employment opportunity besides farming for famers. For Southwest main planting region, the most obvious 
factors were grain supply of househol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national policies and natural dis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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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叶种植作为烟草行业供应链的起始点，在整

个行业中处于重要的基础地位。烟叶种植布局的变

化不仅影响烟叶供给总量，而且对烟叶价格、农民

增收乃至整个烟草产业的安全性产生深远影响。研

究中国烟叶种植布局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对国

家制定烟叶生产和贸易政策、提高烟叶生产比较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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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促进烟草生产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

意义。 
近年来，有关中国粮食生产区域格局变化及其

成因的研究，将主要影响因素归结于人均耕地面

积、灌溉条件、自然灾害、粮食单产、复种指数、

经济效益比、社会需求、非农就业机会、城镇化、

工业化和人均 GDP 等[1–7]。廖玉芳等[8]研究分析了

气候变化对湖南双季稻、油菜、棉花、柑橘、油茶

和烟草等种植结构的影响。朱启荣[9]通过对中国棉

花主产区生产布局变化的研究，发现其影响因素主

要为种植业内部比较效益、农民非农就业机会、农

户的粮食安全保障水平、灌溉条件、自然灾害、技

术进步和国家政策。张蓓等[10]通过分析中国荔枝生

产格局的变化，认为气候条件、产业政策、成本和

品种选择是主要影响因素。刘天军等[11]对中国苹果

主产区变化规律进行了分析，认为自然灾害、非农

就业机会、粮食安全保障水平、技术进步、市场消

费需求和国家政策因素对苹果生产布局有显著影

响，但存在区域差异。黄国友等[12]利用 Arcmap 得
出 1996—2010 年中国烤烟种植业重心区位变化呈
西南偏移趋势，其重心偏移表征了烤烟种植业与价

格调整、产区经济结构、烟叶质量、烟叶市场、政

策环境密切相关。袁庆禄等[13]认为，中国烤烟生产

的技术效率总体较为稳定，但要进一步提高，则需

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肖汉乾等[14]将土地资源信息

与气候区划进行叠加，得出怀化中南部及邵阳西南

部是湖南烟叶发展的重点区域。张超等[15]利用湖南

省 1961—2010 年逐日降水量、气温和日照时数，
探讨了气候变化对烟草生产的影响。 
基于已有研究及中国烤烟种植面积和产量在

烟叶生产中占主要地位的事实，笔者在分析 1983— 
2012年即实行烟草专卖制以来，烤烟种植布局变迁
特征的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从地理气候、土地

资源、技术进步、经济条件、国家政策多个角度揭

示中国烤烟主产区种植区域格局变化的影响因素，

以期为优化烟叶种植区域布局、稳定烟叶供给、最

终实现烟草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考虑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海南、西藏、

青海几无烤烟种植历史，而江苏、宁夏和新疆等地

烤烟产量长期处于 2 000 t以下的实际情形，忽略上
述省、市、自治区，并按照 2个层次，将中国烤烟
种植区域划分为不同烟区。一是按照传统划分标

准，大致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划分为南、北烟区。
南方烟区包括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

西、云南、贵州、四川(含重庆)9个省份，北方烟区
包括安徽、河北、山西、内蒙、辽宁、吉林、黑龙

江、山东、河南、陕西、甘肃 11 个省份。二是基
于《中国烟叶种植区划》(单行本)[16]中的“五大烟

区”划分和统计上的便利性，将云南、贵州、四川

(含重庆)划分为西南烟区；将福建、广东、广西划
分为东南烟区；将湖南、湖北、江西划分为长江中

上游烟区；将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安

徽划分为黄淮烟区；将内蒙、辽宁、吉林、黑龙江、

甘肃划分为北方烟区，并从中选取烤烟产量占全国

烤烟总产量超过 5%的省份作为烤烟主产区。 
烟区烤烟数据均来自《新中国五十年农业统计

资料》[17]、《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1—2013)[18]

和《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1984—2013)[19], 
这些数据既包括时间序列数据，也包括时间序列和

横截面数据所构成的面板数据。 

1.2 研究方法 

利用 Excel 软件，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
对中国烤烟种植布局的变迁特征进行归纳总结；再

根据农业区位理论与生产者行为理论，进行变量选

取、理论假设和模型构建，并利用 Eviews 软件对
影响中国烤烟主产区区域格局变迁的因素进行计

量分析。 

1.2.1 变量选取和理论假设 

根据农业区位理论与生产者行为理论，农业生

产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互结合的过程，其

生产区域变动除了受自然资源禀赋因素的影响，还

受经济、技术、政策等经济社会发展因素的影响。

基于上述已有研究成果，结合烤烟种植的具体情

况，从土地资源、地理气候、经济、技术、政策 5
个方面对影响烤烟主产区区域格局变迁的因素进

行 8个变量的选取，并形成以下待检验的理论假设。 
第一，人均耕地面积较大的地区，其烤烟种植

面积占全国烤烟种植总面积的比重较大，反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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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烟种植面积占比较小。第二，灌溉条件较好的地

区，其烤烟种植面积占全国烤烟种植总面积比重较

大，反之，其烤烟种植面积占比较小。第三，自然

灾害较严重的地区，其烤烟种植面积占全国烤烟种

植总面积比重较小。第四，农户粮食供给水平对其

烤烟种植面积占全国烤烟种植总面积比重有重要

影响。第五，一个地区烤烟对其他大田作物的比较

效益对该地区烤烟种植面积占全国的比重有重要

影响。第六，农民非农就业机会较多的地区，其烤

烟种植面积占全国的比重较小。第七，技术进步对

一个地区烤烟种植面积占全国烤烟种植总面积比

重的影响既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还可

能是中性的。第八，在烟草行业市场化改革之前，

国家一直对烤烟生产进行干预，国家的干预政策对

一个地区烤烟种植面积占全国比重的影响可能是

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 

1.2.2 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理论假设，结合各地区自然条件和烤

烟种植结构的相似性，建立中国烤烟主产区区域格

局 变 迁 之 影 响 因 素 的 计 量 模 型 。 iY α= +  

1 1 2 2 ( 1) 3 3 ( 1) 4 4 ( 1)ln ln ln lnit i t i t i tX X X X− − −+ + + +β β β β

5 5 ( 1) 6 6 7 8ln lni t it iX X T Dβ β β β ε− + + + +  
式中：i、t和(t–1)代表 i省的第 t和(t–1)年份。

Y 为该省区烤烟种植面积占全国烤烟种植总面积的
比重；X1为该省区人均耕地面积，由其耕地总面积

除以乡村人口数所得，代表土地资源丰裕程度；X2

为该省区烤烟有效灌溉面积，代表烤烟种植灌溉条

件；X3为该省区烤烟受灾面积，代表烤烟种植受自

然灾害影响的情况；X4为该省区人均粮食产量，由

其粮食总产量除以农村劳动力总数所得，代表农户

粮食供给水平；X5为该省区烤烟每公顷净产值与主

要粮食作物每公顷净产值之比，代表烤烟种植的比

较效益，其中粮食每公顷净产值取该地区水稻、小

麦、玉米、大豆每公顷净产值的平均值；X6为该省

区非农收入水平，由其农民人均工资收入占人均纯

收入所得，体现该地区农民非农就业机会；T 为时
间序列，表示技术进步水平；D为政策虚拟变量，
鉴于 1998 年国家烟草专卖局开始推行“计划种植
和严控收购渠道、适度引进市场化管理”的烟叶生

产制度，将虚拟变量 D=0、D=1 分别表示 1983—
1997 年、1998—2012 年，以反映国家政策对烟农
生产行为的影响； ε 为该省区的随机扰动项；

1 2 8β β β， ，…， 分别代表各变量的系数。 
由于目前统计资料中未提供有关烤烟种植的

有效灌溉面积和受灾面积的数据，这 2个数据需要
根据各省区烤烟种植面积、当年农作物种植总面

积、农作物有效灌溉面积与农作物受灾面积进行估

算[2]。 
烤烟有效灌溉面积(X2)=有效灌溉面积×烤烟

种植面积÷作物总种植面积。 
烤烟受灾面积(X3)=作物受灾面积×烤烟种植

面积÷作物总种植面积。 

2 结果与分析 

2.1 中国烤烟种植布局的变迁特征 

2.1.1 烤烟种植区域呈现“北烟南移”现象 

从图 1来看，南方烟区烤烟种植面积占全国烤
烟种植面积的比重由 1983年的 49.16%上升到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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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1983—2012年南北烟区烤烟种植面积占全国烤烟种植面积的比重 
Fig.1 Proportion of flue-cured tobacco planting acreage in North and South China to that in the whole country (1983—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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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80.64%，北方烟区烤烟种植面积占比则由1983
年的 50.84%下降到 2012年的 19.36%。南方烟区烤
烟种植面积占比的上升和北方烟区烤烟种植面积

占比的下降，说明烤烟种植区域呈现“北烟南移”

的总体变化趋势。 

2.1.2 烤烟种植格局由黄淮烟区为主转变为西南

烟区为主 

从图 2可以看出，1983—2012年，黄淮烟区烤

烟种植面积从 2.46×105 hm2下降到 2.240×105 hm2，

占全国烤烟种植面积的比重由 43.19%下降到

15.14%，下降了 28.05%。相反，西南烟区烤烟种植

面积从 1.607×105 hm2增加到 9.048×105 hm2，其占

比从 28.21%增长到 61.15%，增加了 32.93%。北方

烟区、长江中上游烟区以及东南烟区的烤烟种植面

积占比变化都较小，变化幅度均在 5%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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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83—2012 年五大烟区烤烟种植面积占全国烤烟种植面积的比重 
Fig.2 Proportion of flue-cured tobacco planting acreage in 5 tobacco planting regions to that in the whole country (1983—2012) 

 

2.1.3 烤烟生产集中度逐步提高，部分省份退出

主产区 

从图 3来看，烤烟生产集中度(即各烤烟主产区
的烤烟产量占全国烤烟总产量的比重之和)在波动
中逐步提高。1995年，烤烟集中度达到历史最低点，
为 63.54%；到 2012年，主产区烤烟产量已占全国

烤烟总产量的 74.58%。省区之间的烤烟种植布局变
化明显，北方烟区和黄淮烟区部分省份已退出烤烟

主产区，如黑龙江于 1997 年退出了主产区，陕西
和山东分别于 1992 年、2001 年退出了主产区，东
南烟区部分省份如福建于 2002年加入烤烟主产区，
河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则一直保持烤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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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83—2012 年我国烤烟生产的行业集中度 
Fig.3 Industry concentration of flue-cured tobacco production in China (1983—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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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区地位。1983—2012年，河南烤烟产量占比呈下
降趋势，2012年仅为 9.82%，贵州烤烟产量波动不
大，其烤烟产量占比基本维持在 12%左右，而湖南、
四川、云南则呈上升趋势，2012年分别达到 7.57%、
9.70%、35.55%。由此可见，中国烤烟主产区大部
分在南方烟区，且区域布局变动主要表现为主产区

逐渐向西南烟区集中和转移。 

2.2 中国烤烟主产区区域格局变迁的影响因素 

分析可知，1983—2012年，中国烤烟种植格局
由黄淮烟区为主转变为西南烟区为主。结合各地区

自然条件和烤烟种植结构的相似性，笔者于黄淮烟

区选取了陕西、山东、河南、安徽 4个烤烟主产省
构成了黄淮烤烟主产区，于西南烟区选取了四川(含
重庆)、贵州、云南 3个主产省构建了西南烤烟主产
区，并利用构建的烤烟主产区区域格局变迁之影响

因素的计量模型对其进行分析。 
分析面板数据时，通常有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

2种方式。本研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运用 Eview7.0
软件，分别对黄淮烤烟主产区和西南烤烟主产区的

混合数据进行回归，其估计输出结果见表 1。 

表1 黄淮和西南主产区格局变迁影响因素模型估计结果 
Table 1 Estimated results for impact factors of production layout change in Huang-huai and Southwest flue-cured tobacco main planting regions 

系数 
主产区 

X1 X2 X3 X4 X5 X6 T D 

黄淮 0.085 1*** 0.014 1* –0.001 7 –0.073 3*** –0.009 2** –0.007 1* –0.003 6*** 0.015 4**

西南 –0.017 7 0.012 7 0.018 9** 0.217 0*** –0.000 4 –0.001 6 0.004 5*** –0.028 4**

R2 0.907 3 0.909 1 

F–统计值 106.839 5 89.991 2 

Prob 0.000 0 0.000 0 

X1表示人均耕地面积；X2表示有效灌溉面积；X3表示受灾面积；X4表示人均粮食产量；X5表示每公顷净产值比；X6表示非农收入水

平；T表示技术进步水平；D表示国家政策；***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 
 

2.2.1 土地资源因素 

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在黄淮烤烟主产区，人均耕

地面积的系数为 0.085 1，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人均耕地面积每提高 1个单位，烤烟种植面积占
全国烤烟种植总面积的比重将提高 0.085 1%。人均耕
地面积变量验证了理论假设，该因素对黄淮烤烟种

植面积占比的变化起正向作用，且该变量通过 1%
的显著性检验，因此可以判断该因素是黄淮烤烟主

产区格局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在西南烤烟主产

区，人均耕地面积的系数为–0.017 7，且没有通过
显著性检验，说明该因素对于该地区烤烟种植面积

占比变化及其格局变迁的作用较小，且不显著。 

2.2.2 地理气候因素 

在黄淮和西南烤烟主产区，烤烟有效灌溉面积

的系数分别为 0.014 1和 0.012 7，即在其他条件不变
的情况下，有效灌溉面积每提高 1%，烤烟种植面积
占比分别将提高 0.014 1%和 0.012 7%。烤烟有效灌
溉面积对 2 个主产区烤烟种植面积占比的影响效应
与理论假设一致，不过，相对水资源较丰富的西南

烤烟主产区而言，黄淮烤烟主产区格局变迁受灌溉

条件的影响更明显；2个主产区烤烟受灾面积的系数
分别为–0.001 7和 0.018 9，虽然黄淮主产区该变量
与理论假设相符，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西南

主产区该变量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与理论假设

不符。这可能与 2 个主产区自然灾害发生情况及其
防范措施不同有关。黄淮主产区主要通过农业基础

设施条件的改善来降低自然灾害的负面影响，西南

主产区则主要通过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如烟叶生产保

险、自然灾害风险防范互助基金来抑制自然灾害对

烤烟种植面积占比的负效应，以调动烟农的种烟积

极性，最终使该地区烤烟种植占比不减反增。 

2.2.3 经济因素 

黄淮和西南烤烟主产区人均粮食产量的系数

分别为–0.073 3和 0.217 0，且均通过了 1%的显著
性检验。由此表明，农户粮食供给水平是影响烤烟

主产区区域格局变迁的又一重要因素。相对于西南

主产区而言，黄淮主产区烤烟与粮食争地的现象较

为突出，农户粮食供给水平对该地区烤烟种植布局

的影响显著，且为负效应；黄淮和西南主产区烤烟

与主要粮食作物每公顷净产值比的系数分别为

–0.009 2和–0.000 4，但前者通过显著性检验，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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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通过。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2 个主产区的烤
烟种植比较效益均在降低，与西南主产区相比，黄

淮主产区的烤烟种植比较效益下降更加明显，对烤

烟种植布局的影响更大。2 大主产区非农收入水平
的系数分别为–0.007 1和–0.001 6，符合预期假设，
但在黄淮主产区显著，在西南烤烟主产区不显著，

说明非农收入的增加，对黄淮主产区烤烟种植面积

占比变化及其格局变迁的作用影响较大且显著，对

西南主产区烤烟种植面积占比变化及其格局变迁

的作用较小且不显著。 

2.2.4 技术进步因素 

黄淮和西南主产区技术进步的系数分别为

–0.003 6和 0.004 5，且均通过 1%的显著性检验，
与理论假设符合。说明技术进步对烤烟种植面积占

全国种植总面积之比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但对黄

淮主产区的影响是负面的，对西南主产区的影响是

正面的。这种结果可能是以下原因所致：一是在技

术进步的作用下，黄淮主产区主要粮食作物的单产

提高较快，影响了烤烟种植的比较效益，技术进步

的正向效应主要作用于粮食生产，而非烤烟种植；

二是黄淮主产区作为老烟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发

达，非农就业机会较多，大部分青壮劳动力外出务

工，留守农民大多文化水平不高，种植烟叶大多凭

借以往经验，而不依赖于技术进步。相反，西南主

产区经济相对落后，非农就业机会相对较少，而且

随着“北烟南移”，增加了很多新烟农，他们植烟

经验不足，为了提高种烟的经济效益，更看重技术

培训，因而技术进步对烤烟种植的正效应突出。 

2.2.5 国家政策因素 

黄淮主产区政策影响的系数显著大于 0，西南
主产区政策影响的系数显著小于 0，表明国家政策
对黄淮主产区烤烟种植面积占比变化产生了明显

的正面影响，而对西南主产区烤烟种植面积占比变

化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其可能的原因是，不断

调整的烟草生产政策影响了西南主产区烟农种植

烟叶的积极性。与之不同的是，黄淮主产区作为有

近百年烤烟种植历史的老烟区，国家在坚持“适度

发展南方烟区，稳定巩固黄淮烟区和北方烟区”的

总体指导方针下，对黄淮烟区实施“择优布局、重

点扶持、稳定总量、平稳发展”的支持政策，从而

较大地调动了当地烟农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烟叶

种植面积占比。 

3 讨 论 

烤烟主产区区域格局变迁是各地区土地资源、

地理气候、经济、技术和政策等 5大因素 8个变量
共同影响的结果，但不同因素和不同变量对不同地

区烤烟种植布局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由此可得到

以下几方面的政策启示：第一，技术因素、土地资

源因素、地理气候因素和经济因素对烤烟种植区域

布局变迁有重要影响，应按照各区域烤烟种植优势

进一步优化全国烤烟种植区域布局规划；第二，为

了降低烟草连作的危害和烟叶生产基础设施的闲

置率，提高烤烟种植的比较效益，应在加大烤烟种

植科研投入的同时，因地制宜地研发和推广连作作

物，并构建一条稳定的高效农业产业链；第三，应

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实现连片生产，规模化经营，

并积极开展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创新研究，从政策、

资金、技术等方面加强职业烟农、家庭农场、烟农

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第四，随着全球气

候变暖的加剧以及经济全球化、市场化进程的加

快，烟草生产经营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自然挑战和更

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应在加强农村水利、农业气象

服务等基础设施以及烟叶生产服务体系建设的同

时，构建有效的烟叶生产风险防范机制，以转移和

分散烤烟种植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给予烟农长

期、稳定的收入预期，最终维护烟草的产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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