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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通过对汉中烟区生物质能源技术替代情况8个方面的现状进行分析，从思想误区、技术政策、生产方式、运
作模式方面总结了技术替代的困境，结合实际，对“公司+烟农+合作社”“公司+烟农+合作社+设备厂家”“烟农+
合作社”“政府+企业+烟农+合作社”、烟农独资、合作社独资等6种模式的选择给出了合理化建议，以促进该项技
术的试验示范与推广。

 现代烟草农业在自身发展改革的同时，也要主动融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层面的总要求，要努力吸收现代农业科
技中生态农业、绿色农业、循环农业等先进理念和适用技术。汉中烟区作为秦巴武陵烟区的组成部分之一，其所在秦
岭北麓-巴山米仓山南麓汉中段承载着汉江上游生态平衡功能区的重要作用，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水源和
“引汉济渭工程”水源的质量保障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汉中烟区在遵循烟草行业开展烟叶标准化生产、GAP管理
、清洁生产、精益生产的同时，极力将绿色生态发展理念与循环经济技术手段相融合，在烟田土壤养分循环、家庭农
场低碳发展模式、烟区可持续发展路径、绿色防控体系建设、烟区生物质资源能源化利用等方面进行力所能及的探索
，目的即实现烟叶农产品的“绿色生态、安全低害、生态平衡、持续发展”。在秦巴山地烟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大
背景下，整合精准扶贫、产业致富、农民增收、美丽乡村建设的政策、科技、信息、资金、人才等资源，把汉中烟区
的持续稳定发展与农业资源绿色开发、循环利用紧密结合，使烟叶绿色产业更加符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时
代要求。

 特别是近年来，烟区积极探寻烟区废弃有机物、山区废弃生物质料、农区废弃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利用，重点关注其
能源化利用，力争快速替代“以煤为主、杂木为辅”的烘烤能源结构，引入先进生物质能源成型生产线和高能效燃烧
机，以优化燃料结构和提升燃烧效率为突破口，改善烘烤环境，降低燃物排放，提升技术手段，营造清洁生产氛围[1
]。

 1汉中烟区生物质能源技术替代现状

 通过大量数据调查和成果依据分析，发现汉中烟区生物质能源技术替代试验示范工作具有以下现状：①90%以上烟
农有较大依赖煤炭烘烤、杂木烘烤的习惯，受自然地理条件、传统思想观念、生产成本影响，思维保守；②烟区、山
区、农区的废弃可利用生物质资源存量较大，但原材料受分布离散度较大、山区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力价格偏高、
运输成本偏高等因素影响，组织回收难度较大；③原材料的烟站收集模式或烟农合作社收集模式发育相对不足，组织
成本较高，缺乏政策性补助资金注入，运作模式活力不够、经济效益偏低；④成熟适用的粉碎-成型-燃烧-烘烤成套
技术工艺尚不具备，具有可操作性的可选择技术工艺较少，供应商的性能不稳定、价格偏高、维修成本高、售后服务
不足；⑤原材料结构单一，成型加工和燃烧效率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大，温湿度合理区间范围狭小，返工发生率偏
高、产量较低；⑥生物质能源颗粒成品受到材料、工艺、技术、加工条件等因素影响，烟叶实际烘烤使用效果升温偏
快、耐火性差、灰分凝结、排放不理想、热值效率不高，烘烤工艺掌握不灵活；⑦试验示范中的原材料结构配方、收
集利用模式、设施设备维护保养、操作加工与工艺融合等重要环节的技术瓶颈和功效壁垒还需要突破；⑧流程化、标
准化、精益化作业的探索尚不足，难以与烟叶大生产工作做到良性无缝对接。

 2汉中烟区生物质能源技术替代的困境

 2.1思想误区

 绝大多数烟农认为烟叶烘烤是整个生产中“变叶为宝”的商品化关键流程，最应该关注的应该是成熟烘烤工艺，至
于用什么设备、用什么燃料、配套什么组织模式可暂不必考虑。虽然生物质能源烘烤替代技术有一定优势（表1），
但对于秦巴山地烟区来说可以暂缓，因为杂木可以就近取材、资源丰富，可与煤炭配合施用，夜间耐火。烟农难以在
烟叶烘烤降低成本、减轻强度、提高质量、节能减排“四要素”之间找到平衡，没有烟草行业补贴、林业政策严控、
环保减排压力，很难撬动其守旧思维、传统能源、落后方法。特别是试验示范初期，由于技术、设备、设施、工艺、
人员等融合性差，组织模式出现问题，烘烤质量比较优势不明显，就会产生技术信任“陷阱”，更加难以扭转生物质
能源烘烤替代技术的思想误区，这成为了技术试验、示范、推广最大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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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技术政策

 目前，市场上利用烟区、农区、山区废弃有机物（如烟杆、杂木、锯末、秸秆、枯枝、坚果壳、部分生活固体垃圾
、部分无害可燃液体等），主要方式是围绕能源化（生物质能源颗粒、沼气）、基质化（育苗基质）、饲料化、材料
化（有机肥、胶合板、生物碳）而展开技术创新与推广。各类应用型的专利成果相对也较多，但更多的以出让专利成
果、销售设施设备和提供专业服务为主要方式；技术政策上也多因导向性、环保型、公益性、扶持性特点采取“成熟
一户、补贴一户”；舆论层面参与积极性很高，实践层面资金介入很少；项目资金预算控制严格的烟草企业受利税下
行压力有心无力，以补贴生存为主的烟农合作社难以胜任长周期、薄利润的投资；项目抗击风险能力薄弱的烟农个体
天然拒绝低利润产业，鼓励支持但行动薄弱的基层政府只能做到外围服务、简单参与。从技术的周期性、产投比、风
险性来看，秦巴山地烟区不具备生物质能源技术替代的条件；从生态烟区建设、优质原料保障、产业公益价值角度思
考符合主流，但在技术政策实践层面就陷入了僵局。

 2.3生产方式

 秦巴山地烟区烟叶烘烤生物质能源技术替代现存的生产方式，具体如下：烟农考虑到烤烟产业经营的实际成本和机
会成本，达到一定规模才能保证夫妻常年有活干且毛收入达到8万~10万元，除了烤烟收入还有采药、采坚果、就近务
工等工作机会，日均收入都在200元以上。参与烟区生物质燃料原材料的收集日均效益不高、劳动强度大、运输距离
长、多难以结现金、材料挑剔，其纯增收很难吸引很多青壮劳力参与。合作社利用价格杠杆撬动和烟站面积与收购量
计划资源适度引导，才能在极有限的农闲季节里收购一些烤烟秸秆、作物秸秆和低质杂木等，仅能满足试验示范阶段
原料需求，要形成稳定的原料供应链、实现流水线作业、开展商品化服务还有一定难度[2-4]。另外，试验示范阶段
的自动化供料、智能化烘烤工序优势不明显，烟农对此项技术还处于观望尝试阶段，烘烤劳动强度的降低、质量的提
升、成本的压缩还不足以说服他们主动参与。

 2.4运作模式

 烟区试验示范阶段的运作模式主要依托烟农合作社进行，实行“公司+烟农+合作社”模式，烟草企业提供试验项
目资金用于购进设施设备、相对固定集中区域烟农保障生物质能源原材料、合作社提供厂房水电路基础平台和具体模
式运作。但现实中，烟草企业虽然很想大面积推广应用生物质能源烘烤技术替代，却依然受到行业技术政策、资金投
入、生产规模波动、人力资源约束等因素影响，难以直接介入；烟农合作社虽然建有专业化服务平台，但发展良莠不
齐、经营能力偏低者居多，自身造血功能不强，故其号召力、影响力、吸引力只能与作坊式经营相适应；烟农基于自
身生产价值比较效益，绝不愿意在风险较大、利润微薄、占用主业精力、影响主业客观收益的技术试验示范项目上付
出实践。目前，难以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实现此项技术替代的共赢局面，大面积推广确实很难。

 3汉中烟区生物质能源技术替代模式的建议

 3.1“公司+烟农+合作社”模式

 该模式适用于合作社发育较好的烟区，应具备以下条件：①烟区生态约束和环保政策压力大，薪柴林砍伐和煤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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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石化燃料受到严控，迫使烤烟产业能源结构转型；②烟草企业能够立足长远持续发展、把握环保全局，准备在政
策和资金上大力改变烟叶烘烤的污染隐患；③烟农合作社发育较好，能够实现“收集在户—粉碎在点—成型在场—运
营在社”的运作思路，既能受到政府或行业的单项奖补，又能形成经济增长点自我造血；④烟区集中程度较高，原材
料收集成本低、价格高、运输易、机械化参与度高，且与烟区、农区其他产业用工竞争压力小，便于全员参与、人人
增收；⑤烟草企业基层站点能够将烟叶生产收购计划资源与废弃物循环利用相结合，类似“地膜回收”开展“废弃物
换燃料”，将弱要求性手段与强责任性义务相结合，保障原材料持续供应、燃料成品良性循环[5-6]。

 3.2“公司+烟农+合作社+设备厂家”模式

 该模式是第一模式的高级阶段，是烟草行业企业与技术/设备设施供应商资源交换的结果，利于利益相关方实现共
赢。虽然资金风险较大、回收资本周期长，但能够实现产区烟叶烘烤设施设备整体水平提升，利于集中大批采购某1
~2家供应商的设备，以便进行标准化生产操作和高效率售后服务。这需要烟草企业的规模化信用资金担保、烟农队
伍的生产稳定性、烟农合作社优良的经营管理水平，以及设施设备商的绝对资本实力、技术实力和抗风险能力。优势
比较明显，但需要形成共同的抗风险机制。

 3.3“烟农+合作社”模式

 该模式是烟农合作社高度发育的烟区所适合采取的方式，生产经营与项目管理的水平相对较高。烟农合作社非常有
号召力、凝聚力、吸引力，其全心全意为社员谋福利，愿意在每一个经济增长点项目上精心培育、为社员增加分红，
能够以良好的管理模式、运营方式、激励机制保障社员收益，能够在烘烤工场、烤房群、烤房集中点大力试验示范推
广生物质能源替代与自动填料-智能烘烤技术；烟农也愿意接受合作社提出的“收集在户（烟农）—粉碎在点（网格
员）—成型在场（工人）-专项运营（合作社）—以料换料（烟农）—先用后结（会计）-交易分红（社员）”的运作
思路，确保顺畅运行、互利共赢、发展产业、兼顾环保。

 3.4“政府+企业+烟农+合作社”模式

 该模式适合政府利益相关部门和烟草企业强强联手打造的互利合作共赢模式，在烟叶生产重点大县、大区比较易于
运作[7]。烟草农业作为当地的龙头产业和支柱产业，在第一产业产值和地方税收所占比重有较大影响力的区域，能
够整合烟草、科技、农业、环保、扶贫、综合开发等资金专项用于扶持重点烟农合作社开展生物质能源技术替代传统
烘烤能源，降低生产成本、降低烘烤劳动强度、提升烟叶烘烤质量、增加烟农就近就业收入，能够发挥各自优势打造
现代烟草农业绿色发展新名片。

 3.5烟农独资模式

 该模式适用于极偏远烟区受封山育林政策影响较大的烟农或平原丘陵烟区原料收集加工成本极低的烟农。其成功的
关键是规模自给自足化（常年植烟面积2.00~3.33hm2

），设备小型轻便化；家庭成员利用冬闲时节能够以极低成本收集到原材料；自动粉碎与上料设备系统经久耐用、一
次投入多年受益，确实能够极大降低夜间烘烤劳动强度，满足家庭农场的烘烤质量要求，与家庭农场的劳动力综合水
平相匹配。这种模式的发展比较缓慢，烟农对该模式的接受程度较低。

 3.6合作社独资模式

 该模式适合于规范化经营多年且经济实力雄厚的大型综合性烟农示范社，具有管理、资金、厂房、技术、人才、原
材料、市场等方面的优势，完全具备长期收储烟区（农区）废弃生物质资源的资金、场地、模式，又能保证生产加工
的设施设备购置、资源消耗、人员工资、管理维修等成本，还能确保市场销售渠道畅通、就近消化、内部使用、快速
结算。运作此种模式对合作社的要求比较高，企业运营的各种要素均应配套，满足产品质量要求，最终实现产区的生
物质能源技术替代、产品覆盖和绿色发展。就现阶段而言，大多数山地烟区尚不具备此种模式的运行条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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