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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津巴布韦具有生产优质烤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 其烟叶质量享誉世

界 ，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 ， 津巴布韦烤烟生产已经形成了育种 、 耕作制

度 、 栽培 、 病虫害防治 、 烘烤 、 分级等成套技术体系 。
本书共分 ７ 章 ， 第一章简单介绍了津巴布韦的自然地理概况 、 政治历

史文化背景 、 经济状况及烟草的生产与发展概况 ； 第二章针对土地改革后

津巴布韦烟草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 ， 探讨了其烟草可持续发展的相应策

略 ； 第三章重点介绍了津巴布韦目前推广的烟草品种及相应的育苗技术 ；

第四章从耕作制度 、 栽培措施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 第五章全面介绍了津巴

布韦目前在病虫害防治方面所采用的植保技术 ； 第六章重点介绍了目前津

巴布韦推广应用的各种烤房类型及其建设和相应的烘烤配套技术 ， 以及烤

后烟叶的处理和烤坏烟叶的识别等 。
本书是一部我国目前较全面总结津巴布韦烟草种植经验和实用技术的

著作 ； 是在借鉴津巴布韦烟叶生产先进技术的基础上 ， 有机结合我国相关

烟叶生产技术 ， 编著的对烟叶生产具有较强指导意义的工具书 。 本书可供

烟草农业科研 、 教学 、 技术推广和烟叶技术人员阅读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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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津巴布韦地处非洲东南部 ， 东邻莫桑比克 ， 南接南非 ， 西北与赞比亚相连 ， 西南与

博茨瓦纳毗邻 ， 属高原内陆国家 。 津巴布韦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 ， 国土面积 ３９ 万平方

公里 ， 林地占 ２０ ％ ， 公园和野生动物区占 ５ ％ ， 农业可耕地占 ３９ ％ ， 耕地面积 ３３２８ 万

公顷 。 平均海拔 １０００ 米 ， 属热带草原气候 。 全年基本可分为雨季 （夏季） 和旱季 （冬
季） ， 昼夜温差大 ， 年均气温 ２２ ℃ ， １０ 月份最高温达 ３５ ℃ ， ７ 月份最低温约 １０ ～ １５ ℃ 。
降雨量不均 ， 西部和南部大部分低地年降雨量不足 ４００mm ， 北部高地年降雨量为

８００mm ， 东部高地年降雨量为 １８００mm 。
津巴布韦生产的烟叶品质优良 ， 香气醇厚 ， 形态幽雅 ， 出口量占年产量 ９８ ％ ， 是

仅次于巴西的世界第二大烤烟出口国 。 烟草行业作为津巴布韦的创汇大户 ， 平均每年出

口创汇约 ４ 亿 ～ ６ 亿美元 。 我国每年都从津巴布韦进口大量的烟叶 ， 充实到各大卷烟厂

的名优卷烟配方中 。 ２００１ 年津巴布韦实行土地改革 ， 烟草生产由过去大规模的烟草种

植转变为分散的小规模种植 ， 这种生产体系的转变导致津巴布韦烟叶产量严重下滑 ， 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２３７８ 万吨下降到 ２００５ 年的 ５ 万吨 。
为解决我国对津巴布韦烟叶的需求量大与进口量受限的矛盾 ， ２００４ 年国家烟草专

卖局在我国条件适宜的地方进行部分替代进口烟叶工作 ， 同时为解决烟叶生产中的技术

问题 ， 借鉴津巴布韦烟叶生产经验 ， ２００５ 年国家烟草专卖局下达了 “中津烟草技术合

作项目” ， 具体由云南省烟草科学研究所承担 。 在此基础上 ， 云南省烟草科学研究所和

津巴布韦烟草研究院已签署合作备忘录 ， 并互派科技人员到对方学习 、 考察 。
本书是在云南省烟草科学研究所科研人员系统考察津巴布韦烟叶生产的基础上 ， 结

合我国烟叶生产实际 ， 首次编写出版的一本全面反映津巴布韦烟叶生产发展状况的

著作 。
本书的出版发行 ， 对我国烟草科技工作者借鉴国外烟叶生产技术 、 提高我国烟叶生

产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由于编写时间和水平有限 ， 书中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 ， 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

编 　 者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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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津巴布韦概况

第一节 　 津巴布韦概况

一 、 自然地理概况

　 　 津巴布韦位于非洲东南部 ， 是一个内陆国家 。 东邻莫桑比克 ， 南接南非 ， 西北与赞

比亚相连 ， 西南与博茨瓦纳毗邻 。 国土面积 ３９ 万平方公里 ， 全境为高原 ， 平均海拔

１０００ 米 。 分高草原 、 中草原和低草原 ３ 种地形 。 东部伊尼扬加尼山海拔 ２５９２ 米 ， 为全

国最高点 。 主要河流有赞比西河和林波波河 。 津巴布韦以农业生产为主 ， 林地占 ２０ ％ ，
公园和野生动物区占 ５ ％ ， 农业可耕地占 ３９ ％ 。 该国属热带草原气候 ， 年均气温 ２２ ℃ ，
１０ 月份最高温度达 ３５ ℃ ， ７ 月份最低温度约 １３ ～ １５ ℃ 。

津巴布韦人口有 １３１０ 万 ， 其中非洲人占绝大多数 ， 约占人口总数的 ９７ ６ ％ ， 主要

有绍纳族 （占 ７９ ％ ） 和恩德贝莱族 （占 １７ ％ ） 。 英语 、 绍纳语和恩德贝莱语同为官方语

言 。 ４０ ％ 的人口信奉原始宗教 ， ５８ ％ 的人信奉基督教 ， １ ％ 信奉伊斯兰教 。 首都哈拉雷

（Harare） 位于津巴布韦东北部 ， 为津巴布韦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 、 交通中心 ， 人口约

１８０ 万 ， 气候宜人 ， ９ ～ １１ 月气温 １６ ～ ３２ ℃ ， ４～８ 月气温为 ７～２１ ℃ 。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全国

行政区划调整 ， 由原先的 ８ 个省增加到 １０ 个省 ， 下设 ５５ 个区 ， １４ 个市镇 。 各省的名

称分别为 ： 马尼卡兰 （Manicaland） 、 东马绍纳兰 （Mashonaland East） 、 中马绍纳兰

（Mashonaland Central） 、 西马绍纳兰 （Mashonaland West） 、 马旬戈 （Masvingo） 、 北

马塔 贝莱 兰 （ Matabeleland N orth ） 、 南马 塔贝 莱兰 （Matabeleland South） 、 中 部

（Midlands） 、 哈拉雷 （Harare） 和布拉瓦约 （Bulawaya） 。

二 、 政治历史文化概况

津巴布韦正式名称为津巴布韦共和国 （ The Republic of Zimbabwe） ， 现任总统罗伯

特 · 穆加贝 （Rober t Mugabe） ， 于 １９８７ 年 １２ 月就任 ， １９９０ 年 ３ 月 、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和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连任 。
津巴布韦是非洲大陆具有悠久历史和伟大文明的历史文化古国 。 津巴布韦这个词可

能源于班图语 ， 意为 “受敬仰的石头城” 或 “石屋” 。 津巴布韦有 “阳光城” 、 “花园

城” 、 “花树城” 、 南部非洲的 “粮仓” 之称 。公元 １１００ 年前后开始形成中央集权国家 。
１３ 世纪马卡伦加人建立莫诺莫塔帕王国 ， １５ 世纪初王国达到鼎盛时期 ， 修建于此时期

的大津巴布韦的遗址 １８７７ 年被发现 ， 现已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 是撒哈拉

以南非洲大陆最重要的古代遗迹 。 其代表的古代非洲文明 ， 被称为 “津巴布韦文化” 。
在 １１ 到 １５ 世纪期间 ， 这里是希巴皇后的首府 ， 在关于绍纳城的班图文化中有一段独特

的描述 。 这座城市面积将近 ８０hm２ ， 在中世纪作为重要的贸易中心而闻名 。 有人将大津

巴布韦壮观而又神秘的石头建筑归功于希巴皇后 ， 然而却是地道非洲人民的辛劳杰作 。



遗址总面积达 ７２０hm２ ， 共由 ９０ 多万块花岗石砌造而成 。 建造工艺非常独特 ， 石块连接

未用任何黏合物 ， 既没有灰泥 ， 也不用拱门和圆顶 ， 至今仍坚固挺拔 ， 宏伟壮观 。 遗址

的地势很理想 ， 有着肥沃的土壤和充沛的降雨 ， 这些对一个民族的壮大和繁荣起着重要

的作用 。 在 １５ 世纪前 ， 曾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地方 。 它向外输出大量的珍贵物品 ， 输出

量超过了当时该地区的任何一个民族 。 卡米 ， 曾经是大津巴布韦的首都 ， 并一度繁荣发

展 ， 在 １６ 世纪中叶被遗弃 。 卡米拥有悠久的贸易史 ， 大津巴布韦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

期远近闻名的贸易中心 。 津巴布韦的卡米遗址 ，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认定的 “世界

文化遗产” 。
南部非洲古国的灿烂历史文化由于殖民者的入侵而中断 。 １８９０ 年 ， 津巴布韦沦为

英国殖民地 ， １８９５ 年英国以殖民主义者罗得斯的名字将其命名为南罗得西亚 。 １９２３ 年

英国政府接管并给予 “自治领地” 地位 。 １９５３ 年 ， 英国将南罗得西亚 、 北罗得西亚

（今赞比亚） 和尼亚萨兰 （今马拉维） 合组为 “中非联邦” 。 １９６３ 年底 ， “中非联邦” 解

体 。 １９６４ 年 ， 南罗得西亚白人右翼势力组成以伊恩 · 史密斯为首的白人政权 ， 并于

１９６５ 年 １１ 月宣布独立 。 １９７０ 年改名为 “罗得西亚共和国” 。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先后成立

了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 （简称人盟） 和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 （简称民盟） ， １９７６
年 ， 这两个组织组成 “爱国阵线” ， 领导人民进行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武装斗争 。
１９７９ 年 ５ 月改国名为 “津巴布韦 （罗得西亚） 共和国” 。 由于国内外强烈反对 ， 未获得

国际承认 。 １９７９ 年 ９ 月 １０ 日 ， 在英国主持下由津巴布韦各主要党派在伦敦兰开斯特大

厦举行了制宪会议制订宪法 ， 于当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开始生效并沿用至今 。 １９８０ 年 ２ 月底

举行议会选举 ， 穆加贝领导的民盟获胜 。 同年 ４ 月 １８ 日独立 ， 定国名为津巴布韦共和

国 ， 穆加贝出任政府总理 。 １９８５ 年 ７ 月举行独立后第一次大选 ， 民盟再次获胜 ， 穆加

贝连任总理 。 １９８７ 年 １２ 月 ， 民盟同主要反对党人盟达成合并协议 ， 并修改宪法 ， 改总

理内阁制为总统内阁制 ， 总统为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 ； 国民议会是国家最高立法

机构 ； 内阁成员由总统任命 ， 具有议员资格才能入阁 。 穆加贝于当年年底出任总统 。
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 ， 民盟和人盟召开联合全国代表大会 ， 完成了两党合并进程 。 １９９０ 年 ３ 月

大选中 ， 合并后的民盟再次获胜 ， 穆加贝连任总统 。
津巴布韦实行多党制 。 主要政党有 ： ①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 （爱国阵线） （Zim

babwe Af rican National UnionPat rio tic Fron t） ， 此为执政党 ， 简称民盟 ， 由原穆加贝

领导的民盟和恩科莫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于 １９８９ 年合并组成 ， 约有 ３００ 万党

员 。 党的宗旨是 “依据我们的历史 、 文化和社会实际 ， 建立和保持一个社会主义社会” 。
② 争取民主变革运动 （Movement for Democra tic Change） ， 此为最大反对党 ， 简称民革

运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１１ 日在哈拉雷成立 。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 制定了党

章和政纲 ， 强调 “政治变革和经济振兴” ， 约有 １２０ 万党员 。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 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 ， 宣布正式退出英联邦 。

三 、 经济概况

津巴布韦自然资源丰富 ， 工农业基础较好 ， 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 。 工业制品向

周边国家出口 ， 正常年景粮食自给有余 。 主要生产玉米 、 烟草 、 棉花 、 花卉等 ， 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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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养牛为主 。 耕地面积 ３３２８ 万 hm２ ， 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６７ ％ 。 津巴布韦为世界第

三大烟草出口国 ， 烟草出口贸易约占出口总额 ３０ ％ ， 经济发展水平在南部非洲地区仅

次于南非 ， 曾有 “南部非洲面包篮子” 的美誉 。 津巴布韦的矿产资源十分丰富 ， 有煤 、
铬 、 铁 、 石棉 、 金 、 银 、 锂 、 铌 、 铅 、 锌 、 锡 、 铀 、 铜 、 镍等 。 煤蕴藏量约 ２７０ 亿吨 ；
铁蕴藏量约 ２ ５ 亿吨 ； 铬和石棉的储量均很大 。 水资源贫乏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平均经济

增长 ３ ％ 。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 ， 经济连年呈下滑趋势 。 进入 ２０００ 年以来 ， 经济发展情

况日益恶化 ， “一负四高” （负增长 、 高赤字 、 高利率 、 高通胀 、 高失业） 问题突出 ， 农

业发展持续萎缩 ， 粮产量连年下降 。 ２００５ 年 ， 津巴布韦农业减产 １２８ ％ ， GDP 负增长

约 ３ ５ ％ 。 因为连续遭受旱灾 ， 粮食产量不及需求的 １／３ ， 饥荒较为严重 ， 农业 、 制造

业和出口均大幅萎缩 ， 外汇 、 燃油和生活必需品短缺 ， 津巴布韦从昔日的粮食出口国沦

为粮食进口国 。 而作为津巴布韦经济支柱之一的烟草业的萎缩 ， 也使得津巴布韦经济如

同雪上加霜 。 ２００２ 年后 ， 受烟草出口价格降低和土地改革等因素影响 ， 烟草产量大幅

下降 ， ２００３ 年为 ８ 万吨 ， ２００４ 年仅为 ６ 万吨 。 政府虽然大力扶植烟草种植业 ， 但收效

甚微 。 ２００５ 年烟草出口 ６４４０ 吨 ， 创汇 ２ 亿美元 。

第二节 　 津巴布韦烟草生产与发展

一 、 生产与发展概况

　 　 津巴布韦是世界上享有盛誉的高品质烟草生产国 。 烟草是津巴布韦最重要的农业经

济作物 ， 也是创汇的主要来源 ， 占津巴布韦出口贸易总额的 １／４ ～ １／３ 。 １９０３ 年 ， 烟草

业落户津巴布韦 ， 由于具备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 津巴布韦出产的烟草品质优良 、 香气

醇厚 、 形态幽雅 、 享誉世界 ， 从此烟草业在津巴布韦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 １９３８ 年 ， 年

产量达到 １ １３ 万吨 ， ２０００ 年达到 ２３７８ 万吨 ， 创下津巴布韦烟草发展史上的最高产量

纪录 ， 和黄金一起成为津巴布韦最主要的出口创汇商品 。 其每年产量的 ９９ ％ 都用于出

口 ， 曾是仅次于巴西的世界第二大烤烟出口国 。 烟草行业作为津的创汇大户 ， 平均每年

出口创汇约 ４ 亿 ～ ６ 亿美元 。 在土地改革之前 ， 年产烟叶约 １９ 万吨左右 ， ２００２ 年以后

逐年下降 ， ２００５ 年烤烟产量已降至 ５ 万吨左右 。
尽管近年来津巴布韦经济持续倒退 ， 烟草产量也不断下降 （２００１ 年年产量为 ２０２

万吨 ， ２００２ 年年产量为 １６５ 万吨 ， 到 ２００３ 年约 １０ 万吨） ， 但烟草业在津经济中的地

位越发重要 ， 对国家 GDP 的贡献率不断提高 。 ２０００ 年烟草业占 GDP 的 ８２ ％ ， ２００１
和 ２００２ 年这一比例分别增长到 １０ ％ 和 １２ ％ ， 今后将可能会有更大提高 。 在津巴布韦主

要农业作物每公顷收益率中 ， 烟草的收益是棉花的 ２２ 倍 、 玉米的 ５７ 倍 、 大豆的 ５９ 倍 。
津巴布韦地广人稀 ， 土地资源较为丰富 。 烟叶生产以农场主经营为主体 ， 规模相对

较大 ， 也便于烟叶生产管理和技术推广 。 然而 ， 受土地革命影响 ， 烟农的数量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８２５０ 户增加到目前的 ３０ ０００ 多户 ， 种植主体从以前较大规模的农场主转变为小规

模的散户 ， 这对津巴布韦烟草生产的产量和质量都造成了重要的影响 。
近年来津巴布韦烟草生产的主要指标见表 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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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津巴布韦近年烤烟产量及主要相关指标

年度 产量／万吨 外汇收入／亿美元 种植者数量 种植面积 ／１０００hm２

１９９４ １６ ９ ４ １５ ２３３８ ６７ ４

１９９５ １９ ９ ４ ５８ ２５２５ ７４ ６

１９９６ ２０ ２ ６ ８７ ２９２１ ８１ ２

１９９７ １７ ２ ５ ９０ ５１０１ ９０ ６

１９９８ ２１ ６ ５ １６ ８３３４ ９１ ９

１９９９ １９ ２ ６ ５５ ７１９４ ８４ ８

２０００ ２３ ７ ５ ３０ ８５３７ ８４ ９

２００１ ２０ ３ ５ ８４ ７９３７ ７６ ０

２００２ １６ ８ ４ ２５ １６ ０００ ７０ ５

２００３ ８ ３ ３ １８ ２１ ０００ ４５ ２

２００４ ６ ９ ２ ２６ ２６ ０００ ４７ ７

　 　 注 ： 资料来源为津巴布韦烟草行业及营销委员会 （ T IMB） 统计数据 。

津巴布韦烟叶的种植区域主要分布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 周围的马绍纳兰

（Mashonaland）和马尼卡兰省 （Manicaland） 东 、 西和西北部及南部约 ２０ 个地区 ， 平均

海拔 １０５０ ～ １６５０m ， 年平均降雨量 ６００ ～ ８００mm ， 主要植烟土壤为砂壤土 、 红土 。 津巴

布韦烟区与我国云南较为相似 ， 全年分为雨季和旱季 。 雨季从 １０ 月至次年 ４ 月 ， 旱季

从 ５ 月到 ９ 月 。 主要烟区雨季平均气温 １９ ～ ２２ ℃ 左右 ， 旱季平均气温 １３ ～ １９ ℃ 。 昼夜

温差大 、 平均为 １０ ～ １６ ℃ 。 烤烟种植分为早烟和晚烟两季 。
津巴布韦目前约有 ５００ 个左右商业性私人烟草农场 （种烟约 ３０ ～ ４５hm２ ） ， 小规模

黑人农场约 ２０ ０００ 个左右 （种烟约 ２ ～ ４hm２ ） 。 土改后烟草农场分为 ５ 大类 ， 即国有农

场 、 大规模商业农场 （２００ ～ ２０００hm２ ） 、 小规模商业农场 （５０ ～ ２００hm２ ） 、 A１ 类农场和

A２ 类农场 。 政府将所收回的土地划归国有后 ， 将一部分租给无资金和无技术的农户 ，
面积一般为每户几至几十公顷 ， 为 A１ 类农场 。 政府每年对农场进行检查 ， 如土地荒着

不种 ， 政府将收回土地 。 另一部分租给有一定资金投入能力 ， 但不一定有技术的农户 ，
租期一般为 ３５ 年 ， 土地面积在几十公顷以上 ， 为 A２ 类农场 。 政府官员一般都能租到

大农场 ， 租期一般为 ９９ 年 。

二 、 津巴布韦烟草生产的组织管理

津巴布韦的烟草生产归口农业和农村发展部 （ Tobacco Indust ry & Mar keting
Board ， TIMB） （以下简称 “农业部”） 管理 ， 是农业部下属的烟草产业和营销署 ， 负

责拍卖市场管理 、 烟农种烟登记 、 烟草公司在拍卖市场购买烟叶许可证和出口烟叶许可

证等的审定和发放 ， 从 ２００２ 烟季开始也负责向烟农发放贷款和回收贷款 。
津巴布韦烟草研究院 （ Tobacco Research Board ， TRB） （也称 “烟草研究董事会”）

隶属农业部 ， 成立于 １９５０ 年 ， 是津巴布韦烟草科研和技术推广的中心 ， 总部设在库萨

嘎 （Kutsaga） ， 鼎盛时期有 ５９８ 人 ， 其中博士 ７０ 多名 ， 研究设备和条件非常先进 ， 科

·４· 津巴布韦烟叶生产



研力量雄厚 ， 是世界知名的烟草科研机构 。 重点进行烟草育种 、 栽培 、 调制 、 植保 、 化

验分析 、 组织培养 、 转基因检测和烟叶生产技术培训 、 推广服务等工作 ， 在烟草应用基

础研究拥有较高学术地位 。 津巴布韦种植的烤烟品种全部是由国家烟草研究院培育的优

良品种 ， 目前 TRB 推荐全面推广的品种 （可在全国农场种植 ， 不限制种植面积） 有

K３５ 、 K３６ 、 K３７ 、 K４０ 等 １５ 个品种 。 近年来由于政治经济动荡的影响 ， 烟草研究院的

发展受到了沉重打击 ， 人才外流 、 资金短缺 、 设备老化等问题严重地制约其发展 。
津巴布韦烟草技术推广工作主要由农业部下属农业研究推广署 （AREX） 、 烟草研

究院和提供投入的烟草公司负责 。 大规模商业农场则依靠从烟草协会或 TRB 聘请的技

术顾问 。 农业部下属的农民发展信贷署 （FDT） 主要负责技术培训和对各省小农户的

技术推广指导 。
另外还有三个组织与烤烟生产和销售有关 ， 即津巴布韦烟草协会 （ZTA） 、 津巴布

韦农民联合会 （ZFU） 、 津巴布韦烟草种植者协会 （ZA TG） 。 其中津巴布韦烟草协会

（ZTA） 成立于 １９８７ 年 ， 负责向烟农提供生产技术培训和市场信息 。 所有商业农场都

是 ZTA 的成员 ， 成员需交纳少量会费 ， 并将烟叶销售额的 ０ ０９５ ％ 上缴 ， 以维持协会

日常开支 。 土改前约 ９４ ％ 的烟叶都是 ZTA 的成员生产出来的 ， 土改后下降至 ６０ ％
左右 。

三 、 津巴布韦烟草的销售体系

（一） 拍卖场

　 　 津巴布韦当前的烟草营销体制主要还是依靠拍卖模式 ， 即烟农将生产的烟草拿到拍

卖场统一拍卖销售 。 津巴布韦有三大烟草拍卖场 ， 即 Tobacco Sales Floor （简称 TSF） ，
Burley Marketing Zimbabwe （BMZ） 和 Zimbabwe Industry T obacco Auction Center
（ZIT AC） ， 其中两家为烤烟拍卖市场 ， 一家为白肋烟拍卖市场 。 TSF 是津巴布韦最大

拍卖市场 ， 隶属于烟草销售有限公司 （ T SL） ， ZTA 是 T SL 最大的股东 ， 占 ６０ ％ 股份 。
这些拍卖行专业化程度高 ， 拍卖效率高 ， 是津烟草营销体系的一大特点 。 公司进入拍卖

场 ， 首先需要取得资格 ， 即取得 A 类烟草购买证 ， 再通过专业买手在拍卖市场竟拍所

需的烟叶 ， 公司将购到的烟叶在津巴布韦进行加工 ， 包装分级后即可出口 。
在拍卖前 TIMB 派技术人员给即将拍卖的烟叶进行预分级 。 当买卖双方发生争执

时 ， TIMB 有仲裁职能 。 TIMB 在每个拍卖季节必须联合 TRB 对上市烟草进行检测 ，
向烟草公司保证参与拍卖的烟叶没有甲虫 ， 不含有禁用的农药 ， 发现拍卖烟叶违反有关

规定 ， 这些烟草将被销毁 。 烟草拍卖市场对参拍烟叶收取 ３ ％ 的佣金 ， 烟农和烟叶经销

商各支付交易价值的 １５ ％ ； 另有拍卖价值的 １ ％ 作为科研经费 ， 通过 TIMB 支付

给 TRB 。

（二） 合同收购

合同收购起源于合同种植 ， 开始于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种植季节 。 津巴布韦引进巴西的烟草

生产模式 ， 允许投资者同烟农签约开展合同化种植 ， 以减轻政府对烟草生产的投入 。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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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化种植生产的烟叶 ， 通过合同收购的形式卖给投资者 。 投资者按照略高于拍卖行

３ ％ ～ ５ ％ 的价格收购烟叶 ， 并扣除投入部分 ， 将其余部分支付给烟农 。 这种生产销售形

式的优点是公司不必申请 “A” 类购买证 ， 即可在津采购烟叶 ， 对烟草的质量和数量有

相对的保证 。 缺点是该模式刚开始 ， 种植面积有限 ，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季度合同种植为

１０ ０００hm２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季度合同种植为 ３０ ０００hm２ ， 签有合同的收购占收购总量的 １／３ 。
合同收购属于探索阶段 ， 没有形成规模 ， 同时在法律程序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 津巴

布韦烟草业当前这种新生产格局与旧营销体制的矛盾已经引起政府和商界的普遍关注 。
烟草业界人士呼吁改革拍卖制度 ， 推行签约合同种植 。 不过政府推行烟草营销体制改革

的步伐目前依然缓慢 ， 烟草销售还是主要通过拍卖行拍卖 。

四 、 对津巴布韦烟草业形势的分析

２０００ 年前津巴布韦年均产量 ２３ 万吨左右 ， ２００２ 年年产量下降到 １８ ２ 万吨 ， ２００３
年下降到 ８ ２９ 万吨 ， ２００４ 年下降到 ６９ 万吨 ， ２００５ 年恢复到 ７５ 万吨 ， 预计 ２００６ 年

烟叶产量还将继续下降 。 造成津巴布韦烟草业萎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一） 政治原因

２００１ 年 ， 津巴布韦开始采取强硬的土地改革政策 ， 没收白人的农场和土地 ， 分配

给黑人农民 。 原先的 ４０００ 多个白人农场到现在仅有 ８０ 多个 ， 小种植户发展到 ２２ ０００
多个 。 强硬的土改政策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 ： 大规模商业农场被废弃 ， 农场主的种烟积

极性受挫 ， 黑人接管后的农场 ， 由于失去资金保障和技术支持 ， 烤烟种植技术和物资供

应上大幅度滑坡 ， 所用生产设备不能及时维护更新已严重老化 ， 难以维持正常的烤烟生

产 。 分到土地的小农户种烟技术落后 、 不搞轮作 、 生产资料匮乏 、 购买生产资料的资金

不足 ， 烟叶产量和质量均受到严重影响 ， 烟叶供应能力也大幅度降低 。 土改前 ， 大规模

商业农场所种烟叶占津巴布韦烟叶产量的 ９５ ％ 以上 ， 烟叶单产高 ， 质量好 （灌溉烟

３０００ ～ ３５００kg／hm２ ， 成本 ２７００ ～ ３０００ 美元／hm２ ， 旱地烟 ２０００ ～ ２５００kg／hm２ ， 成本

７００ ～ １２００ 美元／hm２ ） ， ２００３ 年 ， 小规模农户的烟叶产量达烟叶总量的 ２６ ％ ， 这部分烟

叶的质量明显降低 ， 现在的津巴布韦烤烟已经无法与 ２００２ 年以前相比 。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 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 ， 宣布正式退出英联邦 。 而此举造成的

直接后果就是 ， 英联邦决定延长对津巴布韦的制裁 。 在英联邦与津巴布韦的对峙中 ， 领

导津巴布韦 ２０ 多年的总统穆加贝是关键性人物 。 穆加贝作为领导独立运动的民族英雄 ，
带领津巴布韦摆脱殖民统治 ， 受到尊敬与崇拜 。 但是 ， 直到今天 ， 普通津巴布韦人的生

活没有改善 。 大多数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严重下降 ， 特别是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使人们开

始对穆加贝的统治感到失望 。 但在乡村地区 ， 许多人仍然在情感上认为 ， 领导民族独立

运动的穆加贝是津巴布韦国家的象征 。 穆加贝一直强调 “非洲传统” 精神 。 一些批评人

士指出 ， 穆加贝一再强调过去殖民地与前宗主国之间的矛盾 ， 并回避津巴布韦的经济困

境 。 在津巴布韦 ， 由于历史原因 ， 大约有 ４ 千名白人农场主拥有全国百分之七十的土

地 ， 而众多的黑人农民才拥有另外百分之三十的土地 。 ２００１ 年 ， 穆加贝支持没有土地

的黑人用暴力手段夺取白人农场主的土地 ， 这就是 “土地改革” 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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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经济原因

津巴布韦的经济对外国资本和资源的依赖较大 。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
一是津巴布韦经济对外资的依赖程度 。 独立初期在津外资约 ２５ 亿津元 （按当时比

价 ， 约合 ４０ 亿美元） ， 占全国资本总额的 ６２５ ％ 。 整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 政府对外资

采取一些限制措施 ， 规定外资企业在交纳所得税 （各种税累计可达 ５１７ ％ ） 后 ， 只允

许汇出利润的 ５０ ％ ， １９８７ 年又减至 ２５ ％ 。 此外 ， 还将外商剩余资金的利率从 ８ ％ 降至

５ ％ 。 这些做法打击了外商投资积极性 ， 投资额日趋减少 。 １９９１ 年起津巴布韦开始实施

为期五年的第一阶段经济调改计划 ， 鼓励外国在其国民经济的生产部门 ， 即农业 、 制造

业和矿业投资 ， 并按照工业合理布局政策 ， 特别欢迎在主要中心城镇以外地区投资 。 鼓

励外资与当地黑人工商企业建立合资企业 ， 并允许外商开办独资企业 。 为便于投资的组

织管理并提高效率 ， 津政府于 １９８９ 年在财政部内成立 “津巴布韦投资中心” （Zimb
abwe Investment cent re） 作为投资管理机构 。 １９９２ 年投资中心脱离财政部成为独立单

位 。 投资中心自 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５ 年底已批准 １２００ 多个项目 ３７０７５ 亿津元 ， 其中外资约占

８０ ％ 。 １９９８ 年 ， 共批准外资项目 ２７２ 个 ， 总投资金额 ２５６７７ 亿美元 。 １９９３ 年以来 ， 津

巴布韦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外国投资的政策 ， 津巴布韦外资得到了一定发展 。 １９９６
年津巴布伟外资约占其全部资本的 １／４ ， 其中英资居首位 ， 约有 ４００ 家在津英资公司 ，
资本约 ４ 亿英镑 。 南非占第二位 。 马来西亚在津投资曾一度迅速增长 ， １９９５ ～ １９９６ 年

签署投资协定和协议投资额共达 ２００ 多亿津元 ， 然而由于亚洲金融危机 ， 马来西亚的投

资没能实际到位 。
二是对外贸易在津巴布韦的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 外贸出口以农业 、 矿业等初级产

品为主 。 初级产品占国家外汇收入的 ７０ ％ 左右 ， 主要出口商品有烟草 、 黄金 、 铁合金 、
园艺产品 、 石棉 、 镍 、 铜 、 棉花 、 咖啡 、 茶叶 、 蔗糖 、 钢材及服装等 ， 其中烟草 、 黄

金 、 铁合金 、 园艺产品是主要创汇项目 。 津巴布韦每年都需要进口许多重要的关系国计

民生的物资 ， 如机械／运输设备 、 化工产品 、 工业制成品 、 燃料油等 。 其进口的外汇来

源就是其传统的出口商品 （如烟草 、 黄金 、 矿产品等） 所换取的外汇 ， 因此正常的进出

口贸易是津巴布韦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 津巴布韦独立后 ， 由于外汇短缺 ，
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下跌 ， 出口增长缓慢 。 １９８０ 年以后的几年中 ， 实际出口年增长

率仅 １ ％ 左右 。 １９８３ 年政府采取严格外汇管制政策 ， 削减进口配额 ４０ ％ ， 推行易货贸

易和促进出口计划等 ， 使外贸连续五年出现顺差 。１９９０ 年 ， 津巴布韦开始实行旨在放

松管制 ， 建立市场驱动型经济的经济调改计划 （Economic St ructural Adju stmen t Pro
gramme ， ESAP） 。 其中贸易自由化是该项经济调改计划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 。 至今津

巴布韦已经取消了绝大多数商品的进口限制 ， 并且取消了进口许可证制度 。 根据津巴布

韦中央统计局报告资料显示 ， 自 １９９１ 年以后 ， 津巴布韦对外贸易一直出现逆差 。
２００２ 年起 ， 国际金融机构和西方主要国家停止向津巴布韦提供除粮援等人道主义

援助外的其他援助 。
由于津巴布韦对外国资本和资源依赖程度过高 ， 在土地改革后和退出英联邦等一系

列举措之后 ， 在内部经济动荡和外部经济制裁的双重重压下 ， 津巴布韦经济出现严重衰

·７·第一章 　 津巴布韦概况



退 ， 并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 津巴布韦政府宣布通货膨胀是该国经济发展的头号敌

人 ， 根据津巴布韦国家统计部门 １０ 日公布的数据 ， 津巴布韦的通货膨胀率在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升至 ７８２ ％ ， 成为该国历史上的最高通胀率 。 以下数据能够说明津巴布韦目前的经济

状况 ：
 国内生产总值 （２００５ 年估计） ： ４４ ４ 亿美元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２００５ 年估计） ： ３４２ 美元 。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２００５ 年估计） ： － ３５ ％ 。
 货币名称 ： 津巴布韦元 （Zimbabwe Dollar） 。
 汇率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 １ 美元 ＝ ２４ ０４９ 津元 。
 通货膨胀率 （２００５ 年） ： ５８５８ ％ 。
 失业率 （２００４ 年） ： 约 ６０ ％ 。

（资料来源 ：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枟经济季评枠 ， 美国中央情报局网站）

津巴布韦的烟草业发展也未能在经济衰退中幸免 。 由于投入物资短缺 、 干旱反复出

现 、 经济环境不景气 、 新农户资金和技术缺乏等问题在短期内不能得到有效解决 。

（王黎亚 编 　 邓云龙 李云华 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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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津巴布韦烟草生产的可持续发展策略

津巴布韦烟叶以品质优良 、 配伍性强而著称 ， 其产量占国际烤烟生产的 ５ ％ ， 有

２ ％ 用于国内市场消费 ， ９８ ％ 用于出口 ， 出口量占国际烟草出口市场的 １８ ％ 。 土地改革

前 ， ９０ ％ 以上的烟草生产集中在 １８００ 个大规模的烟草种植商 ， 土改后 ， 分散到了

３０ ０００多个小规模的种植者中 ， 这种生产体系的转换 ， 导致津巴布韦烟叶生产的产量和

质量日渐下滑 。
尽管近年来津巴布韦经济持续倒退 ， 烟草产量也不断下降 ， 但烟草对国家 GDP 的

贡献率不断提高 。 ２０００ 年烟草业占 GDP 的 ８２ ％ ，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０２ 年这一比例分别增

长到 １０ ％ 和 １２ ％ 。 在津巴布韦主要农业作物每公顷收益率中 ， 烟草的收益是棉花的 ２２
倍 ， 是玉米的 ５７ 倍 ， 是大豆的 ５９ 倍 。

烟草作为津巴布韦最重要的农业经济作物 ， 创汇的主要来源 ， 占津巴布韦出口贸易

总额的 １／４ ～ １／３ ， 面对土改后产质量的严重下滑 ， 津巴布韦政府 、 烟草种植者 、 烟草

商等烟草相关机构和人员都在尝试不同的方法来恢复生产 ， 保持其国际主料烟生产国的

地位 ， 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

第一节 　 津巴布韦烟草生产发展存在的问题及策略

一 、 津巴布韦烟草的生产和营销发展

（一） 津巴布韦烟草发展史

　 　 津巴布韦烟草种植始于 １９０３ 年 ， １９１０ 年实现烟叶的首次拍卖交易 ， １９３６ 年在烟农

和购买者的强烈要求下成立 “烟草产业与营销署” ， 发布了 “烟草营销和税收法令” ， 该

法令规定成立 “烟草营销署” （现为烟草产业与营销署） ， 并强制性规定烟叶必须在拍卖

场公开拍卖 。 １９４７ 年由于国际经济秩序混乱 ， 为保证英国公司的优先购买权 ， 签署了

“伦敦协议” 。 协议规定 ， 英国烟草商有优先购买烟草的权力 ， 从而使拍卖制度受到危

害 。 该协议 １９５３ 年进行了修订 ， 一直生效到 １９６１ 年 ， １９６２ 年才重新开始拍卖制度 。
１９６５ 年 １０ 月的 枟单边独立宣言枠 再一次打断了拍卖制度的进行 。 １９７３ 年在严格保护拍

卖制度的情况下 ， 重新确立了开放的烟叶拍卖制度 ， １９７７ 年发布了修订的 枟烟草营销

和税收法令枠 。 １９９４ 年重新成立董事会以满足各种阶层 、 各种类型的烟草种植者 、 购买

者和其他股东的权益 ， 同年 ， 本土烟草商开始首次参与到与传统烟草商的竞争当中 。
２０００ 年创下历史最高产量纪录 ， ２３７８ 万吨 。 ２００１ 年津巴布韦进行土地改革 ， 烟草产

质量不断下降 ， 这是自 １９１０ 年开始拍卖制度以来 ， 津巴布韦烟草面临的最大挑战 。 津

巴布韦烟草发展史的重要里程碑事件见表 ２１ 。



表 21 　 津巴布韦烟草发展史的里程碑事件

年份 事件 产量 ／ t
１９１０ 津巴布韦首次烟叶拍卖交易 ３００

１９１４ 因为过度生产 、 竞争力低下而禁止拍卖 ＜ １０００

１９２０ 烟农于烟草合作社签订销售合同 ＜ ５００

１９２４ 因为烟农不遵守合同约定直接与买方交易 ， 禁止合作社和合同销售制度 ＜ ５０００

１９３５ 烟农和购买者都需要一个更规范有序的销售体系 ， 从而烟农对成立烟草产业与营销署施

加压力

＜ ５０ ０００

１９３６ 烟草产业与营销署成立 ， 发布 “烟草营销和税收法令” ± １０ ０００

１９４６ 为了统计和市场报告的需要 ， 烟草产业和营销署推出了烤烟分级制度 ， 这对出口监管非

常重要

± １８ ８００

１９４７ 签署 枟伦敦协议枠 ２６ １００

１９７３ 重新确立了开放的烟叶拍卖制度 ６７ ９００

１９７７ 发布了修订的 枟烟草营销和税收法令枠

１９８０ 烟草行业重新恢复自由开放的烤烟拍卖销售制度 １２２ ６００

１９８１ 虽产量下滑 ， 但重建信心后 ， 产量又逐渐恢复 ６７ ０００

１９８７ 干旱导致了低价 １２７ ８００

１９９４ 重新成立董事会

２０００ 创下历史最高产量纪录 ２３７ ８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土地改革

（二） 烟草生产对津巴布韦经济的重要性

烟草对津巴布韦的经济的主要贡献是 ：
（１） 外汇收入的最大来源 。 津巴布韦的外汇收入中 ， 至少 ３３ ％ 来源于烟草 。
（２） 国内生产总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旱季到来时 ， 烟草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越

大 ， 如 ２００２ 年的旱季 ， 津巴布韦烟草行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超过了 １２ ％ 。
（３） 为劳动力提供大量工作岗位 。 在津巴布韦烟草业的巅峰时期 ， 烟草行业直接或

间接地为超过 １００ 万人解决了就业问题 。
（４） 其他优势 。 ① 烟草是抗旱性强的作物 ， 所以 ， 当其他田间作物特别是玉米收成

不好的时候 ， 烟草仍能保证可观的产量 。 ② 烟草即使在贫瘠的土地里也能生长得很好 。
为了说明津巴布韦烟草的重要性 ， 有必要把津巴布韦的烟草出口 、 生产状况和世界

上其他主要的烟草生产国进行比较 。 见图 ２１ 、 图 ２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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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１ 　 主要的烟叶出口国 （２００１ 年数据）
巴西是世界最大的烤烟出口国 ， 其次是津巴布韦 ，

中国居第三位

图 ２２ 　 世界烤烟生产情况 （２００１ 年数据）
津巴布韦烟草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 ５ ％ 。 世界上最大的

烟草生产国是中国 ， 其后依次是巴西 、 美国和津巴布韦

（三） 烟草生产的变化

２０００ 年 ， 大部分的津巴布韦烟叶是由平均每季种植 ４０hm２ 以上的大规模的农场生

产的 （图 ２３） 。 然而 ， ２００３ 年大部分的烟叶将由平均每季种植 ５hm２ 的小规模农场来生

产 （图 ２４） 。

图 ２３ 　 ２０００ 年的烟叶生产模式

图 ２４ 　 ２００３ 年的烟叶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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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烟草商参与到拍卖场当中来 ， 其中大部分来自于本土 。 仅 ２００３
年就有 ２７ 家 A 级购买者 ， 其中有 ６ 家跨国公司 。 而在 １９９４ 年以前是没有本土烟草商

在拍卖场购买烟叶的 。

（四） 世界烟草产量 （图 ２５）

1 巴西

　 　 巴西拥有发展成熟完善的合同种植制度 。 ２００１ 年的产量为 ４４０ ０００ t ， ２００２ 年为

５１２ ０００ t ， ２００３ 年为 ５６７ ０００ t 。 巴西在津巴布韦烟草业衰退的时候抓住了发展的机会 。

图 ２５ 　 世界烟草产量

2 美国

美国烟草产量在 １９９７ 年达到了顶峰 ， 其产量达 ５００ ０００ t ， 其后一直下滑 ， 目前稳

定在 ２５０ ０００ t 左右 。
3 津巴布韦

津巴布韦烟草产量自 ２０００ 年创下 ２３７ ０００ t 的最高产量纪录后 ， 产量就处于下滑的

趋势中 。
4 印度

２００１ 年印度举行了 “收获节” ， 产量下降到 ６０ ０００ t ， 以对抗低价收购 。 但是在

２００２ 年 ， 产量反弹升至 １６７ ０００ t 。
（五） 世界烟草价格 （图 ２６）

美国烟叶价格最高 ， 主要是因为它有联邦价格支撑体系 ， 烟叶价格并不能真实反映

它的市场价格 。 津巴布韦烟叶的价格低于美国 ， 并且根据国际市场需求状况而上下浮

动 。 巴西烟叶的价格低于津巴布韦 ， 但价格比较稳定 。 印度烟叶的价格最低 ， 因为它生

产的烟叶主要是用作填充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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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６ 　 世界烟草价格

二 、 津巴布韦烟草生产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及相应策略

对于津巴布韦的很多行业和企业来说 ， 土地改革使他们面临很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和

阻碍 ， 同时也带来了机遇 。 如何保证国家发展所必需的烟草产量 ， 如何以妥善的方式保

障烟草商获得满意的 、 可靠的 、 持续的 、 多种香型的津巴布韦烟叶是当前面临的重要

挑战 。
土地改革前 ， ９０ ％ 以上的烟草生产集中在 １８００ 个大规模的烟草种植商 ， 土改后 ，

分散到了 ３０ ０００ 多个小规模的种植者中 ， 这种生产体系的转换 ， 导致津巴布韦烟叶生

产的产量和质量日渐下滑 。 面对这种形势津巴布韦烟草行业中 ， 烟草商 、 顾客 、 种植

者 、 生产者和研究机构之间以及市场主体和监管者之间 、 政府和其他股东之间都展开了

激烈的讨论 ， 究竟应采取何种机制来保障津巴布韦烟草在产量和质量方面的持续发展 。
烟草产业与营销署是 １９３６ 年依据议会法案成立的法定机构 。 它组织了广泛的具有

代表性的股东展开讨论 ， 交流烟草生产和销售的经验 ， 但更重要的是 ， 它为津巴布韦烟

草的可持续发展指明了道路 。 烟草研究董事会是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由烟草产业与营销

署资助成立的 ， 位于哈拉雷的曼德尔培训中心内 ， 它的宗旨是 “审视津巴布韦烟草生产

和营销体系 ， 构建发展蓝图” 。 它组织焦点问题的展示和讨论 ， 召开全体成员大会讨论

当前热点问题 ， 提出短期 、 中期和长期发展策略 。
就土地改革后 ， 津巴布韦烟草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 研究会重点提出了几个问题 ，

并对发展策略作出了多种建议 。 如果这些重点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 ， 那么津巴布韦烟

草的可持续发展就不难实现 。 一些问题需要立即得到解决 ， 而一些问题则需要作出中期

或长期规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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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应立即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1 营销体系

（１） 对于种植者来说 ， 拍卖体系带来成本日益上升的弊端 。 津巴布韦目前只有三个

拍卖场 ， 拥有世界级的标准基础设施 。 对于分散的小规模种植者来说 ， 将大大增加其运

输成本 。
（２） 双重营销体系 ， 即拍卖体系和合同种植体系 。
（３） 直接营销 、 合同制营销以及对本土小烟草商的影响 。
2 烟草生产的生存能力

（１） 顾客处于竞争力的考虑 ， 只能与其他烟草生产国家相比给出价格 ， 这导致实际

拍卖价格还不够生产成本 。
（２） 日益增加的成本使得烟叶种植成为一种不可行的冒险行为 。
（３） 应当建立价格实时监控机制 ， 避免侵害种植者利益 。
3 当前农业贷款体系的适宜性

（１） 推动先进的农业机械化 ， 保证关键性投入是保证烟草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工作 。
（２） 重新重视新农户的担保需求 ， 从而保证其及时获得所需资金 。

（二） 中短期应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1 烟草生产和营销本土化

（１） 当烟草生产和营销中出现越来越多的本土参与者时 ， 烟草种植者和烟草商的姿

态发生了变化 。
（２） 保证持续满足传统客户满意度的能力和保持作为提供主料烟的主要供应者的

地位 。
（３） 必须保证烟叶持续供应 ， 以维护客户信心并吸引新客户 。
（４） 传统客户不可能随意更改配方 ， 因此需要可靠的烟叶供应基础 。
2 专业机构

（１） 应当确立相关组织保证新农户的机械化资金投入 。
（２） 应当给予优惠的贷款利率 。

（三） 应立即关注和采取行动的策略

为了保证烟叶供应的持续性 ， 解决烟草生产和营销中的关键问题 ， 提出了各种策略

以供讨论 。
1 营销体系

（１） 拍卖体系应当维持 ， 因为它使烟叶收购透明化和简易化 。
（２） 对合同制种植和收购在津巴布韦推行了很多年 ， 烟叶收购透明化程度较高 。 通

过合同制 ， 可以为烟叶生产迅速恢复高产量提供理想的机会 。
2 烟草生产的生存能力

（１） 应该及时分配给烟草种植者信托充足外汇 ， 从而使其继续努力获得相应投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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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价格审查代表委员会应从每年一月份就开始着手支持价格的审查程序 ， 在四 、
五月销售季节开始前完成这项工作 。

（３） 必须制订出长期有效的价格支持策略 。
3 当前农业贷款体系的适宜性

（１） 应当及时提供贷款 。 应在每年的四 、 五月支付贷款 ， 来保证更好的生产计划和

产量最大化 。
（２） 主管土地 、 农业和农村再安置的政府部门应当向新农户提供长期的租用协议 ，

以帮助他们获得贷款 。

（四） 中短期行动策略

1 烟草生产和营销本土化

（１） 通过及时提供贷款 、 培训 、 科研和发展规划提高劳动生产率 ， 尽一切努力帮助

本土烟草种植者在行业中立足 。
（２） 应鼓励出口公司通过本土企业购买烟叶 ， 并应逐渐禁止其参与到烟草拍卖

场中 。
2 保证持续满足传统客户满意度的能力和保持作为提供主料烟的主要供应者的地位

（１） 生产者是没有兴趣改变他们的传统生产模式 ， 因此 ， 要向新老农户提供培训

计划 。
（２） 为了维持现有客户基础 ， 同时吸引新的客户 ， 必须以最小烟草产量 １５ 万吨为

目标 。 烟草产业咨询委员会 （ TIAC） 等烟草产业机构应当每年提供满足生产目标的所

需的信息和资源 。
3 专业机构

（１） 为了率先支持烟草发展规划 ， 应当有一个机构支持有意愿种植烟草的农户 ， 向

其提供资金 。 如果这个机构是烟草产业和营销署 ， 那么它将在发展中逐步调整完善 。
（２） 要开发其他的专业机构来支持生产者 ， 特别是那些能够提供丰富经验的研究机

构 、 烟草商和拍卖场等 。

三 、 津巴布韦烟草可持续发展应注意的问题

在回顾了 １９１０ 年以来津巴布韦烟草的历史大事记 ， 认识了烟草对津巴布韦经济的

重要性 ， 展示了津巴布韦在世界竞争中的表现 ， 评估了世界上其他烟草业竞争国的发展

状况 ， 分析了津巴布韦土地改革后烟草生产存在的问题及应采取的相应策略后 ， 对于津

巴布韦烟草可持续发展问题应充分认识到以下几点 ：
（１） 保持津巴布韦主料烟的产量和质量的必要性 ；
（２） 保证对烟农和国家的最大利益回馈的必要性 ；
（３） 工作中心向大量的小规模生产单元转移 ， 包括提供科技 、 发展和推广等 ；
（４） 对加入到烟草生产中的大量小规模生产者来说 ， 及时 、 充足的资金投入是非常

重要的 ；
（５） 在当前背景下 ， 现行的生产和销售体系的适宜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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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是否能保证充足的研究 、 培训和推广 。

第二节 　 津巴布韦烟草可持续发展的应对措施

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 ， 使烟草种植由过去以大农场主为主的规模化生产走向以小农

户为主的分散型种植 。 这种根本性的转变 ， 导致津巴布韦烟叶产质量大弧度下滑 。 如何

解决烟草种植者 、 烟草商等烟草从业者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以及政府的支撑体系如何调

整 ， 才能恢复津巴布韦烟叶的产质量以及作为国际型主料烟的地位 ， 实现津巴布韦烟草

的可持续发展 。

一 、 烟草种植者

（一） 小农户烟草生产者

　 　 如果要使小农户对烟草生产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 必须要指出几个关于小农户烟草生

产的关键性问题 。
1 资金投入

小农户的资金投入仍然是个困难 。 烟草种植者信托应该继续努力提高对所有农户的

资金投入 。 否则 ， 他们负担不起烟草生产的成本 。
2 培训和推广服务

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 ， 很有必要对新的烟农提供各方面的烟草生产培训以及

对有经验的烟农提供知识更新的培训 。 培训对于保证具有竞争力的生产水平 、 提高产量

和提升品质具有重要意义 。
3 支持科研和发展

应当对烟草研究董事会这类的科研和发展机构提供充分的支持 ， 使他们为小农户烟

草生产研究出适合的技术 。 要把焦点放在如何发展适宜的灌溉技术上 ， 这对提高产量和

保证小农户生产能力是非常必要的 。
4 烟草储存设备

有必要改进小农户的储存设施 ， 因为从采烤到最后在拍卖场销售有一段很长的时

间 。 不适当或不充足的储存设施将给烟农带来重大的损失 。
5 分散拍卖体系

大多数的小农户分布在离哈拉雷中心烟草拍卖场 １００ 公里以外的地区 。 对于这些小

农户来说 ， 到拍卖场的运输费用现在已成为主要的成本之一 ， 而大多数小农户都没有自

己的交通工具 ， 烟叶这种体积大的商品特点更增加了这种成本 。 可以考虑分散拍卖场位

置或者建立分散的收购中心 ， 让农户们可以把烟叶运输到距离较近的地方 ， 从而降低运

输费用 、 降低成本 。
6 加强行业协会

应当动员小农户加入到大规模的群体活动中 ， 在有需要的时候 ， 可以维护他们自己

的权益 ， 通过游说获得更好的烟叶价格或生产服务 。 强有力的行业协会可以激励成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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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产量和质量以满足产量要求和质量标准 。
7 定价和汇率

烟叶价格必须保持在高位 ， 从而维持现有的烟草种植者并吸引新的种植者 。 必须定

期对定价和外汇进行调查 ， 保证小农户的利益不受侵害 。
8 小农户资本化

烤房成本的压缩和获得资金的途径可以决定小型烟草种植户的增长速度 。 需要采取

措施使小农户获得资本 。
9 有竞争力的买方

需要吸引更多更具有竞争力的购买者 ， 通过提高对拍卖场上有限数量的烟叶的需

求 ， 从而促使烟叶价格的上升 。
10 发展业务技巧

烟草生产需要很高的生产 、 管理水平 ， 非常有必要培训小农户做好田间管理和记

录 ， 以保证建立正确的工作方法 。
如果以上的措施能够实行 ， 将能保证小农户的生产能力 ， 使小农户为津巴布韦烟草

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最大的贡献 。

（二） 新兴大农场主

津巴布韦烟农协会坚信 ， 烟草不仅仅是主要的外汇收入来源 、 最大的劳动力岗位提

供行业和国民生产总值最大的来源之一 ， 而且还是维持这个国家经济的重要战略经济作

物 。 作为 “战略” 经济作物 ， 烟草本土化是津巴布韦烟农协会所乐见的 。 改革带来的一

切挫折都是势不可挡的发展所必需的 。
1 津巴布韦烟草生产种类

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生产活动表现 ， 可以把津巴布韦的生产基础分为 ４ 类

（图 ２７） 。
（１） 第 Ⅰ 类 。 这类烟农忠诚于烟草种植事业 ， 他们通过种植和生产获得利润 。 津巴

布韦烟农协会认为他们应当关注这类烟农以保证烟草种植的稳定性 ， 应当帮助这些烟农

生产出高质 、 多产的烟叶 ， 需要进行以下措施 ： ① 发展促进生产所需的灌溉系统 ； ② 发

展机械化促进生产 ， 并帮助其他的小烟农和新烟农 ； ③ 把这类烟农发展成为一支信息化

的 、 技术化的 、 专业化的 、 经验丰富的队伍 ； ④ 以津巴布韦烟农协会为榜样 ， 使这类烟

农成为其所处地区的委员会成员 ； ⑤ 向他们提供充足的资金使他们能帮助农户发展生

产力 。
（２） 第 Ⅱ 类 。 这类烟农主要是生产种植规模平均在 ６ ～ １９ 公顷并且平均每公顷产量

低于 ２０００kg 的农户 。 实际上 ， 他们还不能从烟草生产中赚到利润 ， 因为产出能力和质

量水平的限制使他们不能获得真正的利润 。 他们仍然是在对烟草进行投资 ， 这类烟农在

这个国家里是最精于烟叶烘烤调制的 。
津巴布韦烟农协会相信这类烟农最具有发展扩大的潜力 ， 但因受限于生产能力和经

验不足 ， 公私投资都应该坚定地支持和帮助这类烟农 。
（３） 第 Ⅲ 类 。 这是小型生产者 ， 他们缺乏经验 、 专业性和投资 。 他们的产量很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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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７ 　 生产类型

不能获得利润 。 然而 ， 这是一个很具有发展潜力的领域 ， 可以发展更多的烟草种植者 ，
同时 ， 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可能退出烟草种植 ， 这类烟农也继承了一些好的烟叶烘烤调制

方法 。 他们关注市场 ， 如果烟叶价格较高 ， 他们就生产烟叶 ； 如果他们觉得烟叶价格

低 ， 他们就放弃生产烟叶 ， 转而种植其他作物 。 对于这类烟农应该给予鼓励和支持 。
（４） 第 Ⅳ 类 。 这个群体具有烟叶生产的传统 ， 随时关注着烟草发展的趋势 。 如果能

保证他们获得利润 ， 他们就很快投资烟叶生产 。 目前 ， 津巴布韦需要这个群体来支持烟

草业 。 对于这类群体需要一个好的价格体系来吸引他们种植烟叶 。
2 烟草生产潜力

如果能保证对烟草生产机械化进行投入 ， 津巴布韦烟农协会的成员们就能把现在的

年产 ２ 万吨提高到年产 １３１ 万吨 （表 ２２） 。

表 22 　在合适的支持体系下的烟草生产潜力

类型

当前状况 援助下的预期状况

农户数
平均公顷

数 ／hm ２

总公顷

数／hm ２

每公顷

产量 ／ t
总产量

／ t 农户数
平均公顷

数／hm ２

总公顷

数／ hm ２

每公顷产

量／ t
总产

量／ t
I ２００ ３５ ７０００ ２ １４０ ０００ ５００ ４５ ２２ ５００ ３ ５ ７８ ７５０

II ４００ １２ ４８００ １ ４８００ ８００ ２０ １６ ０００ ２ ５ ４０ ０００

III １０００ ２ ２０００ ０ ８５ １７００ ２５００ ５ １２ ５００ １ ０ １２ ５００

IV
合计 １６００ １１ ０００ ２０ ５００ ３８００ ５１ ０００ １３１ ２５０

如果不能得到有意义的投入 ， 津巴布韦烟农协会

的会员能生产 ２０ ５００ t ， 占国家 ２００ ０００ t 目标产

量的 １０ ％

如果得到有意义的投入 ， 津巴布韦烟农协会的会员能

在 ５１ ０００hm ２ 上生产出 １３１ ２５０ t ， 占国家 ２００ ０００ t目
标产量的 ６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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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津巴布韦提高烟叶生产水平的 ８ 点看法 ：
（１） 为第一类烟农及时提供充足的经济和物质支持 （例如灌溉和机械化协助） 使生

产规模和产量最大化 。
（２） 帮助第二类和第三类烟农创造持续发展的生产水平 ， 通过金融机构的支持为他

们的发展增加力量 。
（３） 推进和发展烟草组织机构 。 在有组织的农业生产体系下 ， 农户能获得更大的发

展 ， 生产力得到提高 。 来自于其他农户或组织的建议比来自推广人员的建议更容易被农

户们接受 。
（４） 在实行合同种植制度的地方 ， 政府应当通过烟草产业与营销署对市场问题进行

决断 。
（５） 在每个烟草生产季节开始之前 ， 建立细化的支持体系 ， 从而吸引种植者们种植

烟叶 。
（６） 提高为烟叶生产提供机械和设备的能力 。 每个一般农户应当至少拥有一台拖拉

机 、 耕作设备和车辆作为基本的生产工具 。
（７） 可获得健康的劳动力 。 劳动力应该得到充足的报酬 ， 但是价格体系应该保证农

户能支付得起劳动力的费用 。 应该保证工人 、 农户和他们的家庭获得健康用品和设施 。
（８） 在基础设施欠缺的地方 ， 必须保证建设物资和投入 ， 用于发展烟草生产基础设

施的外汇投入仅达到 ２０ ％ ， 应该像其他行业一样提高到 ５０ ％ 。

（三） 传统大农场主

1 生产和发展

　 　 使高品质主料烟产量最大化需要严格遵守烟草研究董事会的建议 ， 这种建议是经过

了严格的试验和测试的 ， 是值得提倡和赞扬的 。 例如以下几方面的建议 ：
（１） 严格精确的把握时间 ；
（２） 精确施用化肥和农药 ；
（３） 严格的田间管理 。
为了做到以上几点 ， 农户必须做到 ： ① 为了保持土壤潮湿度 ， 必须在二月或三月对

下个烟季的土壤进行耕耙 ； ② 五月耕耙和熏蒸苗床 ； ③ 六月到八月中旬播种 ； ④ 有灌溉

条件的在九月进行移栽 ， 而缺乏灌溉条件的旱地在十月中旬移栽 。 所有这些准备工作都

应该在上个烟季的烟叶进行分级 、 打包和在拍卖场上进行销售时同步进行 ， 从每年 ４ 月

持续到 ９ 、 １０ 月份 。
不幸的是 ， 目前小烟农和新烟农几乎不可能及时地按照这些程序进行种植 。 他们因

为缺乏足够的资金和投入 ， 甚至迟于 １１ 月和 １２ 月的雨季进行移栽 ， 而且还没有经过前

期的精耕细耙 。 这导致他们生产的烟叶只能用作填充料 。 必须强调的是 ， 在津巴布韦晚

移栽的烤烟还会因蚜虫导致的丛顶病而严重影响产量 。
津巴布韦必须认识到 ， 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可以提供大量的填充料 ， 例如中国 、 印

度 、 巴西 （巴西也有大量的主料烟可供出口） 、 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等 。 填充料的价格比

主料烟低很多 。 例如 ， 坦桑尼亚的烟农销售每公斤烟叶可得到 ７５ 美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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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 ， 津巴布韦的填充料都占烟叶产量的 ２０ ％ ～ ２５ ％ ， 这些填充料都卖给了

那些需要津巴布韦主料烟的客户 ， 因此 ， 津巴布韦的烟农能比其他生产填充料的国家的

烟农获得更高的价格 。
2 保证持续的供应

世界上那些把津巴布韦烟叶用作主料烟的主要卷烟生产商们都非常担心津巴布韦是

否能够保证持续供应烟叶 ， 因此 ， 必须制定出可靠的理想的计划以满足核心市场的需

要 ， 在 ２００４ 年实现反弹 ， 进而迅速迈向 １８ 万 ～ ２０ 万 t 的目标 ， 以满足核心市场的需

要 。 这个计划应考虑到主要的烟农群体 ， 其要素应该包括 ： ① 保证主要烟农的信心 、 生

产能力和经济支持 ； ② 在新烟农中推行正确的烟草生产技术 ； ③ 展开烟草种植基础培

训 ； ④ 及时提供资金和投入 ； ⑤ 完善现有烘烤和储存设施 （可供储存 ２０ 万 t 以上烟

叶） ； ⑥ 帮助烟农获得所需的有竞争力的价格投入 。
如果津巴布韦要保证自己作为国际主料烟的可靠供应者的信誉 ， 这些都是必需的 。

津巴布韦烟草协会从 １９９７ 年开始了小烟农种植协助计划 ， ２００２ 年 ， 协会仍然及时地向

烟农赊销包衣种子 ， 以帮助他们生产出优质多产的主料烟 。 这个计划应当推广扩大到烟

草业的其他生产者 。
烟草商和其他顾客能够帮助重建烟叶生产基地 ， 帮助培训烟农 ， 但他们需要获得由

他们资助所生产的烟叶 。 至少 ， 作为拍卖制度的补充 ， 可以尝试推行有限的直销 ， 探索

多渠道 、 多元化的营销模式 。
3 营销体系

（１） 拍卖体系 。 津巴布韦的拍卖体系因其高透明度而世界闻名 。 透明的运作不论对

烟农还是政府都是有益的 。 根据世界烟叶供求状况 ， 烟农可以获得与其烟叶质量匹配的

公平价格 。 购买者直接竞争 ， 为卷烟生产者签订购买合同 。
然而 ， 过去拍卖制度却在一种模糊的状态下运行 ， 导致烟农质疑拍卖体系的公开性

和公正性 。 针对这一质疑 ， 津巴布韦烟农提出的一些焦点问题是 ： ① 未能体现烟叶的真

实价值 ； ② 价格投机 ； ③ 暴露出长期以来的购买者提成问题 ； ④ 购买模式不一致 ； ⑤ 过

长的销售周期严重影响了现金流通 ； ⑥ 销售成本上升 ； ⑦ 价格不能满足日益增高的生产

成本 ， 这种情况在低价的年份里尤为突出 。
（２） 直销 。 直销是指烟草商和烟农在交货前甚至是种植烟叶前就协商好价格等级 。

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 ： ① 价格波动小 ； ② 销售周期缩短 ， 可更好地预计现金流通 ； ③ 便

于更快决定将来的种植方向 ； ④ 降低销售成本 。
然而 ， 直销也有风险 。 如果遇到比拍卖制度更不透明的苛刻的分级制度 ， 烟农将不

能获得预期的利益 。
（３） 合同制销售 。 合同制允许烟草商先行投资 ， 这种投资可以延伸到对新烟农的投

资 。 烟草商可以对烟农进行全部投入或部分投入 ， 根据生产成本确定生产能力和产量 。
烟农也能获得诸多形式的支持 ， 比如专业指导 、 培训和投入等 。 这也许是保证持续的烟

叶供应最容易的方法 。
在目前状况下 ， 津巴布韦很有必要重新审视现行制度 ， 允许多种营销模式与现行的

拍卖制度并存 。 如果拍卖制度能保证充分的透明度 ， 能保证烟农获得公平的价格 ，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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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就是对烟农和国家都有利的 。 在以美金交易的情况下 ， 津巴布韦能够通过拍卖体系获

得在国际市场上的公平价格 。 津巴布韦主料烟作为世界上最好的主料烟之一 ， 和巴西 、
美国一样 ， 能得到最好的价格 。 巴西主料烟的生产主要是基于顾客投资建立的合同制小

型生产基地 。 这种合同制生产能得到烟草公司的农业技术指导和培训 。 而现在 ， 美国烟

叶 ７０ ％ 以上是用于直销 ， 与几年前情况有所不同 。 马拉维则同时实行拍卖制度和合

同制 。
由于津巴布韦市场发生了变化 ， 也许是时候尝试在烟草产业与营销署的监管下 ， 有

限的采用直销模式 。 这种监管应该保证烟农通过烟草产业与营销署公平的分级制度获得

充分的补偿 。
（４） 烟草拍卖的定价 。 在津巴布韦 ， 每年在拍卖场上最早销售出去烟叶的农户都会

获得津元的奖励 ， 但是权威人士则认为这种措施并不能帮助增加烟叶销售量 ， 它是短期

性的 、 不可靠的 。 种植烟叶需要 １８ ～ ２０ 个月的时间 ， 在拍卖开始确立的汇率并不能增

加烟农下个烟季种植烟叶的信心 。 实际上 ， 开始在拍卖场销售当年烟叶的时候 ， 烟农就

要提前计划和准备来年的烟叶种植 。 烟叶和玉米不同 ， 玉米是在 １０ 月份的雨季后才开

始播种 ， 来年的 ８ 月 、 ９ 月甚至 １０ 月以后收获 。
如果不能保证生产能力 ， 没人会愿意继续投资烟草生产 。 储备银行认同了 Kudenga

（库登嘎） 公司的调查 ， 强烈建议将支持价格调整到一个可行的水平 ， 但也要伴随着通

货膨胀和生产成本的上升而有规律地进行调整 。
烟草种植者信托对一些进口物资的部分支持不足以弥补通货膨胀对生产成本的影响

（图 ２８） 。 最好就是烟草种植者信托对因为严重的通货膨胀造成的损失部分予以免除 ，
并对烟叶生产给予一定的投入 。

图 ２８ 　 烟草种植者信托的投入计划对生产成本的影响

二 、 烟草商对烟叶种植和销售所持的观点

（一） 跨国大烟草商

　 　 作为烟草商 ， 不管是跨国的还是其他的烟草商 ， 都不是为他们自己的需要购买烟

叶 ， 只是为了赚到客户的钱 。 客户对市场有自己的理解 ， 有支持自己购买行为的原因 ，
因此 ， 烟草商是基于客户来决定自己的行为的 。

津巴布韦的市场已发生了变化 ， 这种变化还在进行并且还将继续下去 ， 但客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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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变 。 他们购买的是世界统一供应的商品 ， 其要素是持续稳定的供应量 、 性价比 、 交

付速度 、 供货商的服务水平等 ， 所有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卷烟产品的成本 。 在今天的国

际市场上 ， 生产者总的来说是在寻找最具有竞争力的供应渠道 ， 如果价格合适就可能会

改变供应渠道 。 另一方面 ， 卷烟厂商不可能突然改变配方 ， 因此 ， 储备关键的配方原料

在供应方式上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
如今 ， 客户对津巴布韦烟叶供应不可或缺的地位非常感兴趣 ， 反复地寻求每年的预

计产量 。 他们需要这些信息的原因是维持他们的运转计划 ， 其中包括烟叶收购 。 从种植

者和烟草产业与营销署收集来的信息通过一定指标分析后 ， 再正式地反馈给客户 。 过

去 ， 这些信息是可靠的 ， 然而 ， 津巴布韦土地改革后 ， 他们所得到的信息是每年产量都

在降低 ， 这使得烟草商特别是客户非常担忧 。
如何解决这种担忧 ， 如何保证津巴布韦作为国际市场上主料烟的主要供应者地位 ？

主料烟销路非常好 ， 自然就拥有比填充料高的价格 。 从外汇收入的观点来看 ， 应当优先

发展主料烟的生产 。
目标就是维持满足传统客户需求的能力 ， 吸引新的客户 ， 保持主料烟和填充料的合

适供应比例 ， 同时 ， 恢复一定的产量水平以保证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 。 实现这一目标存

在的障碍主要是 ：
（１） 过去烟草行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自有资金 ， 现在这种情况已迅速转变 。 然而 ，

大部分的种植户没有渠道也没有能力获得来自商业银行的 “正式的” 资金 。 所以 ， 资金

问题是所有烟农共同关心的问题 。
（２） 烟农应该通过自身能力 、 辛勤劳作获得生存 ， 而不是通过价格支持机制 ， 国际

市场有它的价格准绳 ， 仅靠价格支持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 。
（３） 烟农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 烟草作为一种典型的商业经济作物 ， 希望新的烟

农 、 小烟农等来复兴烟草业 ， 在短期内是不现实的 。 为了保证烟草业的发展 ， 提供技术

推广服务 、 指导 、 资金支持是非常必要的 。
针对这些障碍 ， 应当尝试在津巴布韦建立合同种植制度 。 当然 ， 津巴布韦的拍卖制

度为烟叶种植者和购买者之间的交易提供了有效 、 公开的方式 。 它经历了大量的考验 ，
过去为烟草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但现在拍卖成本越来越高了 。 合同种植制度

对烟农非常具有吸引力 ， 因为烟农可以获得所需的支持 ， 可以省掉付给拍卖场的中介

费 。 一旦实行合同种植制度 ， 在津巴布韦就有几个重要问题需要考虑 ：
（１） 合同种植是长期投资 ， 投资者需要得到担保 ；
（２） 要建立合适的制度 ， 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达到最理想的状态 ；
（３） 关于现行法制下的相关制度还存在很多问题 ， 小烟草商可能也缺乏资金能力推

行合同种植制度 ；
（４） 合同种植制度一旦推行 ， 其成熟完善需要一段时间 ， 在这段时间里将不可避免

地出现双重制度 ， 以保证所有烟农获得市场准入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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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土烟草商

1 基础设施建设

　 　 津巴布韦烟草长期稳定的发展 ， 必须充分发展基础设施建设 ， 包括兴修水利和灌溉

设施 、 新建烘烤设备 、 扩建现有烘烤设备等 。 要在所有种烟地区进行这些建设是一项规

模宏大的工程 。 在历史上 ， 私营企业还从未投资过此类基本建设 。 私营企业可以对某个

地区或特定的烟农进行资助 ， 但是 ， 如果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建设的话 ， 就不能寄望于

私营企业的投资了 ， 津巴布韦政府应当承担此责任 。
私营企业可以通过发展市场扮演催化剂的角色 ， 帮助巩固政府投资发展 。 私营企业

投资重要的生产部门的危险性在于有的企业可能只针对某个领域的最强的生产者进行投

资 ， 而不顾那些真正需要资助的生产者 ； 有的领域可能由于风险太高或投资太大而根本

无人投资 。 基础设施建设需要长期投入 ， 而且回收期过长 ， 这种长期性使那些主要看中

短期投资回报的企业望而却步 。
2 生产

津巴布韦已确定每年的生产目标要达到 ２０ 万 t 的产量 。 要达此目标就必须明确需

求状况 ， 制定五年规划 ， 为烟草回归原有水平甚至赶超原有水平提出指导 。 在五年规划

期内 ， 每年的产量目标就可以确定下来 ， 不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 ， 都需要知道津

巴布韦正在全力提升烟草生产能力 。
目前 ， 在津巴布韦 ， 需要解决的发展问题除了基础设施建设外 ， 还有资金问题 ， 烟

农需要中长期的资金支持来进行建设 ， 也需要短期的资金投入 。 资金来源和还款方式需

要提高透明度 ， 在偿还贷款时可以计算出烟农的预期收入 。
津巴布韦烟草产业咨询委员会已提议从 ２００４ 年开始提高对烟草业的投资 ， 鉴于此 ，

就必须制定一个综合的计划 ， 明确种植面积 、 种植区域和种植者 ， 还需要明确哪些区域

需要提前投入资金提供灌溉条件等 。
3 生产力

要向新烟农充分提供田间培训和其他形式的培训 ， 才能提高生产水平 ， 种植出高品

质烟叶 。 津巴布韦农业研究与推广部现正在招募大量的技术推广人员 ， 向烟农提供培

训 。 这样 ， 从产质上保证津巴布韦可靠的烟叶供应者地位 ， 充分满足客户需求 。
4 营销体系

营销体系直接关系到烟草生产的资金体系 。 目前 ， 津巴布韦农户可以从银行贷款 ，
银行也有相关制度保证回收贷款 。 很多新的农户希望进入烟草种植业 ， 但他们没有任何

的信用记录可供评估 ， 这种农户的数量占大多数 ， 直销制度是不可能支持这些农户的 。
希望资助烟农的烟草公司也不可避免地寻求那些已经有烟草种植经历的农户 ， 资助

这些农户更容易获得回报 ， 而这种农户是少数 。 津巴布韦烟草业未来的发展 ， 是不能只

依靠这一小部分农户的 。 而是需要工业的支持 ， 促使新农户更容易地加入到烟草种植的

队伍中来 ， 同时加强金融部门的相关服务 。
建立一个透明的营销体系 ， 使大烟草商不能利用烟农满足其超额利润 ， 这样才可能

说服新烟农来尝试种植烟叶 。 任何不透明的营销体系都会让烟农在与大烟草公司谈判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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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时处于劣势 。
如果营销体系不能给相关各方带来方便 ， 提议建立 “烟草发展基金” 。 在烟草业发

展的前十年里 ， 基金应该由政府和烟草业共同筹建 。 在基金支持下获得资助的农户 ， 其

还款状况将直接关系到透明的营销体系 ， 正如津巴布韦现行的拍卖制度 。

第三节 　 挑战 ， 前景和策略

一 、 烟叶生产的挑战及发展建议

（一） 挑战

　 　 津巴布韦生产体系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改进 ， 以下几点需特别重视 ：
（１） 土改后每年烟叶拍卖前 ， 登记的烟农越来越多 ， 银行还没有能力为如此众多的

烟农提供现场评估 、 申请和贷款服务 。 有的银行以前可能曾经提供过这种服务 ， 但却从

来没有面对过这么多的农户 。 这个问题并不是津巴布韦独有的 ， 但是急需获得解决 。
（２） 另一方面 ， 政府已经做出了一个设想 ， 如果不立即采取补救措施 ， 这对烟草行

业将是致命的 。 这个设想就是 ， 部分烟农有能力获得资金 ， 满足其短期的种植需求 。 这

个设想是不正确的 ， 因为这些烟农只是为了能分配到土地 ， 仅在申请贷款时表示有获得

资金的能力 。
（３） 对于每年种植 ５ ～ ４０hm２ 的大部分黑人烟农 ， 只发挥了不超过 ５０ ％ 的生产能

力 。 因为他们还处于贫困生活的边缘 ， 只要帮助他们提高生产能力 ， 就能使其产量

翻倍 。
（４） 自从陷入到推行直接合同种植销售制度的恐慌中后 ， 国际烟草商非常担心津巴

布韦将来是否还能提供烟叶 。 他们也担心 ， 如果他们在种植过程中资助了烟农 ， 而一旦

这些烟叶又被拿到拍卖场去销售 ， 那他们就相当于资助了竞争者 。
（５） 烟农需要在每年 ２ 月以前获得充足的资金 。 其特点是 ： 大多数烟农没有能力借

款 。 他们需要在每年 ２ ～ ３ 月获得投入 ； 他们需要战略性的投入分配 ； 他们需要得到种

植烟草的技术培训 ； 他们需要知道市场将会为他们所生产的烟叶而存在 ； 他们需要让投

资者相信 ， 一旦他们获得收入 ， 他们一定会偿还贷款 ； 他们需要生存条件 ； 银行要保证

当存款人需要存款的时候 ， 银行能及时提供 。
（６） 津巴布韦应该保证烟草行业不会崩溃 ， 但也要保证本国对烟草行业的掌控 ， 不

能因为推行合同制度而让外资控制津巴布韦的烟草业 。
（７） 应该了解到 ， 订约人会从本地贷款购买所需投入的物资 ， 这并不会给津巴布韦

带来外汇收入 。
对以上事实进行严谨的分析并找出解决方法 ， 可以找到烟草业蓬勃发展的基础所

在 ， 从而生产出受国际市场欢迎的优质主料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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