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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过去二十年，全球烟草生产和贸易的模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尽管控烟组织和公共卫生组织专注于烟草生

产，并阐明了推动这些转变的若干关键趋势，但对烟草贸易的模式却知之甚少。要了解全球烟草经济和其

中的主要参与者，需要对烟草供应链的所有环节形成更完整的认识，包括烟草的生产、未加工烟叶的交易、

将烟叶加工成各种烟草制品以及烟草制成品的交易和消费。与许多其他商品一样，烟草拥有其不断演变的

独特供应链。本报告的重点在于了解未加工烟叶的生产和贸易模式。 
 
报告的开头阐述了过去二十年来烟草生产的关键趋势。显然，烟草生产已从欧洲和北美洲的高收入国家转

向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的中低收入国家。即便如此，包括中国、巴西、印度和美国在内的少数国家在调查

期内仍为世界最大的生产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烟草产量已显著减少，剩下中国、巴西和印

度三个主要新兴经济体主导着全球烟草生产。全球烟叶供应量的近三分之二都来自这三个国家。 
 
然后，报告概述了全球烟草贸易的同期趋势。其中有几个关键趋势愈加明显： 

• 全球烟草生产的区域转移至少部分地反映在不
断变化的全球烟草贸易模式中。 

• 中国、巴西和印度三大主要经济体同时也是
世界三大生产国，在全球烟草供应中扮演着

突出而独特的角色。相对于巴西，中国和印

度的批量生产主要用于满足其国内市场（在

全球层面拥有庞大的消费群）。这两个国家

都将成功地抓住了生产以外的烟草价值链增

值环节，进入制造领域。其他中低收入烟草

生产国似乎也急于效仿。 

• 更为详细的各国烟草进出口情况分析指出，中国正
日益成为重要的进口国，这可能表明中低收入国家

之间的贸易（例如，从巴西到中国）呈上升趋势。 

• 北美洲和欧洲的高收入国家总体上仍然是未加工烟
草的最大进口国。尤其是在 2016 年，比利时-卢森堡
成为世界第一大未加工烟草进口地区，第六大未加

工烟草出口地区，这两方面与 1996 年相比均实现了
巨大增长。正如本报告所讨论的，这种增长背后的

推动因素可能很复杂，并且由多种因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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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结尾探讨了这些趋势对未来控烟工作的影响。 

作为 Foundation for a Smoke-Free World（下文简称“基金会”或“FSFW”）的首份此类报告，本文旨在初
步概述烟草生产和贸易的全球新兴趋势。未来的报告将加深分析，可能包括烟草制成品、按烟叶类型划分

的烟草生产细分，以及扩展到其他烟草制品类型的相关预测（在数据可用时）。例如，随着减害产品（例

如，电子烟）占据市场份额，此类产品在全球的消费增长已经对烟叶种类的生产和贸易流通产生了一些影

响（例如，黄花烟草，据称其尼古丁浓度更高）。 
 
介绍 

过去二十年，全球烟草生产和贸易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尽管已对此期间的全球烟草生产变化进行了深入研

究，但关于全球烟草贸易和流通的变化却鲜有人知。本报告旨在初步尝试解决这种不平衡。报告的开头简

述了相关方法，然后总结了全球烟草生产的关键趋势。接下来，报告探究了全球烟草贸易的关键趋势，并

特别关注烟草贸易的转变如何至少部分地反映烟草生产的转变，强调了主要新兴经济体和“南南”交易可

能发挥的巨大作用。报告的结尾研究了此类趋势对控烟工作的影响。 
 
方法说明 

本报告使用的所有烟草生产数据均参考 FAOSTAT 中的作物生产数据。FAOSTAT 是联合国 (UN) 粮食及农业组
织 (FAO) 的统计数据库。1FAO 将烟草（FAOSTAT 商品列表代码 0826）定义为“未加工的干烟草，包括未去
茎或去梗或部分或完全去茎或去梗的废料。” FAOSTAT 通过调查问卷、国家级刊物或国家级网站从 FAO 成
员国获取数据。 
 
所有烟草贸易数据均取自 Base Pour L’Analyse du Commerce International (BACI)。BACI 是由领先的法国国际
经济机构 Centre d’Études Prospectives et d’Informations Internationales 开发的世界贸易数据库。2BACI 采用
原有方法调和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中进出口国家声明之间的差异。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和 
BACI 均按照协调制度 (HS) 商品分类方案定义烟草。本报告中的未加工烟草贸易数据是指“未加工的烟草；
烟草废料”(HS-4 代码 2401)（使用 1992 版 HS 商品分类方案获得最大可用时间）。应注意的是，这两个商
品类别的定义完全一致，但两种来源的数据收集和处理方法存在差异。根据来自 BACI、FAOSTAT 或两者结
合的数据，图表和地图使用 PC 版 Stata/SE 15.1 创建。 
 
值得一提的是，本报告专注于未加工烟草或烟叶，因为这代表了烟草业价值链的上游段，是基金会的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itiative（下文简称“ATI”）的主要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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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烟草生产模式 

过去十年，全球烟草产量具有明显的年际变化的特点（图 1）。考虑到全球烟草年产量从 1996 年的不到 
740 万吨增至 1997 年的近 890 万吨，然后 1998 年又降至 690 万吨左右。1 尽管存在这种明显的年际变化，但

全球烟草产量的长期趋势似乎趋向平稳。如果我们将 1997 年的近 890 万吨产量作为二十年一遇的例外情况，
那么过去二十年的年产量保持在 600 万至 760 万吨之间。1,i 

 
图 1 

1996 年至 2016 年全球烟草产量（吨）。 
趋势线代表三年移动平均值。 

 
 
来源： 该图表由作者采用 FAOSTAT 的数据创建。1 

 
在区域层面的烟草产量分析表明，过去十年存在从欧洲和北美洲等高收入大洲向非洲、亚洲ii和南美洲等

中低收入大洲明显转移的情况（图 2）。1 从 1996 年到 2016 年，欧洲和北美洲在全球产量中所占的总体份
额减少了一半以上，从 19.2% 降至 9.4%，而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的份额从 80.7% 增至 90.5%。1 
 

图 2 

1996 年至 2016 年全球各区域烟草产量百分比。 
过去十年，欧洲和北美洲（包括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占全球烟草产量的百分比出现萎缩，而非洲、亚洲（包括大洋洲）和南美洲

的百分比则有所增加。 

 
来源：该图表由作者采用 FAOSTAT 的数据创建。1,iii 

  

 
i  如果考虑到此期间的世界人口增长，则表明在此期间人均烟草产量呈下降趋势。 
ii  亚洲包括大洋洲。相对于所有其他区域，大洋洲的烟草产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大洋洲包括密克罗尼西亚、斐济及所有波利尼西亚地区，新西兰除外。 
iii  由于四舍五入，图表中的比例之和可能达不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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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的绝对水平（图 3）也随时间出现了类似的变化。从 1996 年到 2016 年，欧洲的烟草产量从 535,000 吨
降至 228,000 吨，北美洲同期从 888,000 吨降至 402,000 吨。1 这意味着两个大洲的产量均减少过半。在同一

时期，非洲的烟草产量从 469,000 吨增至 698,000 吨，增幅为 49%，南美洲的产量从 653,000 吨增至 821,000 
吨，增幅为 26%。1 亚洲同期烟草产量从 484 万吨略微降至 451 万吨。1  
 
图 3 

1996 年至 2016 年各区域烟草产量（吨）趋势。  
烟草生产已从欧洲和北美洲（包括加勒比海和中美洲）等高收入大洲转向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等中低收入大洲。 

 
来源：该图表由作者采用 FAOSTAT 的数据创建。1 

 
产量的增长主要由中国、巴西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推动。截至 2016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有五个国家入围世界

最大的烟草生产国之列，包括津巴布韦（第 6 位）、赞比亚（第 7 位）、坦桑尼亚（第 9 位）、莫桑比克

（第 11 位）和马拉维（第 13 位）。1 在这些国家，烟草是主要经济作物，为当地经济提供急需的经济贡献。

例如，2016 年，烟草出口占马拉维商品出口总收入的 59%，使其成为世界上最依赖烟草的国家。2,iv 

 
在此时期，以下四个国家仍为世界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巴西、印度、中国和美国。1 但美国的占比随时间
而减少。尽管美国仍为全球第四大生产国，但其目前的产量仅占全球烟草产量的 4% 左右，相比之下，中
国约占 42%，印度占 11%，巴西占 10%。1 
 
  

 
iv 该数据来自 BACI 贸易数据库，计算方式为：2016 年烟草出口额/2016 年总出口额 = 550,148,000/932,203,000 =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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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烟草贸易趋势 

全球烟草贸易从高收入国家向中低收入国家发生了区域转移，主要经济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从 1996 年到 2016 年，全球交易的烟叶量从 216 万吨增至 235 万吨，每年平均增长约 2 万吨（图 4）。2 未加
工烟草的出口是烟草价值链的最早环节，始于烟叶的种植，正日益集中于中低收入国家。3之后就是对烟

草进行加工、制造、分销并作为烟草制成品销售。 
 
过去十年，烟草生产从欧洲和北美洲向非洲、亚洲和南美洲发生的区域转移部分地反映在贸易模式中（图 
5)。2北美洲烟草产量的下降伴随着该区域烟草出口量的下降，出口量从 1996 年的 345,000 吨降至 2016 年的 
209,000 吨。2这种下降似乎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例如，在美国，可能是因为现在美国制造的卷烟中烟草量

比几十年前减少了 40%，由于联邦价格支持计划，种植烟草比其他国家更贵，并且由于 1998 年卷烟制造商
与州检察长签署了《总和解协议》，使需求量显著下降。4 
 
非洲和南美洲产量的增长伴随着这些区域烟草出口量的相应增加。非洲的烟草出口量从 1996 年的 355,306 
吨增至 2016 年的 434,799 吨，南美洲同期从 377,273 吨增至 602,671 吨。2 这种增长主要由这些区域的少数国
家推动，包括巴西和非洲“五大”国（津巴布韦、赞比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和马拉维）。2 

 
图 4 

1996 年至 2016 年全球未加工烟草的烟草交易量（吨）。 
趋势线代表三年移动平均值。 

 

 

 
 
来源： 该图表由作者采用 BACI 的数据创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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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996 年至 2016 年各区域烟草出口量（吨）趋势。 
北美洲（包括加勒比海和中美洲）的烟草出口量呈下降趋势，而非洲和南美洲的烟草出口量则呈上升趋势。亚洲的烟草出口量略

微增加，而欧洲则保持稳定。 

 
来源：该图表由作者采用 BACI 的数据创建。2 

 
在国家层面的趋势分析表明，世界主要的烟草生产国不出所料也是世界最大的烟草出口国（图 6）。这主
要以巴西、中国和印度为首（表 1）。在整个调查期内，巴西仍为最大的烟草出口国，而中国的排名从 
1996 年的第九位攀升至 2016 年的第三位。2 同时，印度的排名从 1996 年的第八位快速攀升至 2016 年的第二
位。2 
 
美国作为出口国的重要性随时间逐渐降低。1996 年，美国出口了 248,939 吨烟草，使其成为该年的第二大
烟草出口国（仅次于巴西）。2 到 2006 年，该数字已降至 170,604 吨，使其成为第三大烟草出口国（次于巴

西和马拉维）。2 而到 2016 年，出口量进一步降至 152,392 吨，使其成为该年的第四大烟草出口国，排在巴

西、印度和中国之后。2 再加上马拉维，这些国家便是目前世界前五大烟草出口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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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6 年世界各国烟草出口量（吨）。 
按出口量排序，最大的烟草出口国依次为巴西、印度、中国、美国和马拉维。在整个调查期内，巴西仍为第一大出口国，而中国

和印度最近几年已赶超马拉维和美国。 

 
来源：该图示由作者采用 BACI 的数据创建。2 

 
表 1： 

1996 年、2006 年和 2016 年按数量排序的最大烟草出口国。 
1996 年 2006 年 2016 年 

国家/地区 数量（吨） 国家/地区 数量（吨） 国家/地区 数量（吨） 
巴西 293,093 巴西 567,270 巴西 478,857 
美国 248,939 马拉维 184,310 印度 204,307 
津巴布韦 171,702 美国 170,604 中国 161,515 
土耳其 158,632 中国 159,512 美国 152,392 
意大利 143,644 印度 157,841 马拉维 125,789 
希腊 139,570 土耳其 127,780 比利时-卢森堡 93,929 
马拉维 107,322 阿根廷 103,536 阿根廷 92,961 
印度 95,695 意大利 103,391 津巴布韦 88,204 
中国 74,005 希腊 91,844 坦桑尼亚 79,835 
阿根廷 57,455 津巴布韦 65,639 意大利 75,307 
总计（全球） 2,020,682  总计（全球） 2,445,725 总计（全球） 2,399,690 

 
来源：该表由作者采用 BACI 的数据创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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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 

1996 年，巴西生产了超过 477,000 吨烟草，出口了 294,000 吨 (62%)。1,2 2007 年达到峰值，产量超过了 909,000 
吨，出口量超过了 633,000 吨 (70%)。1,2 自此以后，产量徘徊在 676,000 吨至 952,000 吨之间，而出口量则徘

徊在 460,000 吨至 688,000 吨之间。1,2 但过去二十年，产量和出口量总体呈上升趋势，该国的产量每年增加

约 17,000 吨，出口量增加约 12,000 吨（图 7 和 8）。v 
 
巴西出口烟草的规模尤其值得关注。过去二十年，该国一直是领先的烟草出口国，最近几年，占据了所有

烟草出口量的约五分之一。2 2016 年，这些出口的首要目的地依次为比利时-卢森堡vi（78,219 吨）、美国
（53,388 吨）、中国（42,631 吨）、俄罗斯（32,140 吨）和德国（18,286 吨）（图 9）。 
 
图 7 

1996 年至 2016 年巴西的烟草产量（吨）。 
趋势线代表三年移动平均值。 

 
 

 
 
来源：该图表由作者采用 FAOSTAT 的数据创建。1 

  

 
v  根据作者计算的简单线性回归估算。 
vi  该数据集将比利时和卢森堡作为一个实体。因此，我们无法区分两国之间的出口量。据推测，与内陆国家卢森堡相比，数据中观察到的大部分“比利时-卢森堡”
出口量主要包含向比利时的出口（鉴于该国拥有安特卫普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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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1996 年至 2016 年巴西的烟草出口量（吨）。 
趋势线代表三年移动平均值。 

 

 
来源：该图表由作者采用 BACI 的数据创建。2 

 
 
图 9 

2016 年巴西烟草出口的首要目的地。 
按出口量排序，巴西出口的首要目的地依次为比利时-卢森堡（78,219 吨）、美国（53,388 吨）、中国（42,631 吨）、俄罗斯

（32,140 吨）和德国（18,286 吨）。 

 
来源：该图示由作者采用 BACI 的数据创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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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1996 年，印度生产了超过 535,000 吨烟草，出口了 96,000 吨 (18%)。1, 2 尽管产量和出口量随时间出现了相当

大的波动，但总体呈上升趋势。过去二十年，产量每年增加约 12,000 吨，出口量每年增加约 7,000 吨（图 
10 和 11）。vii最近的 2016 年，该国的烟草产量超过了 761,000 吨，出口量超过了 204,000 吨。1, 2  
 
图 10 

1996 年至 2016 年印度的烟草产量（吨）  
趋势线代表三年移动平均值。 

 
 

 
来源：该图表由作者采用 FAOSTAT 的数据创建。1 

 
  

 
vii  根据作者计算的简单线性回归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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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1996 年至 2016 年印度的烟草出口量（吨）。 
趋势线代表三年移动平均值。 

 

 
 
来源：该图表由作者采用 BACI 的数据创建。2 

 
中国 

1996 年，中国生产了 3,234,000 吨烟草，但仅出口了 74,000 吨，占其作物的约 2%。在随后的一年里，产量

激增至  4,251,000 吨，但出口仍然保持在  2% 左右，只有逾  91,000 吨运往国外。1998 年，产量暴跌至 
2,364,000 吨，但从此之后一直呈上升趋势，从 2012 年起才开始下降。在此期间，其在出口作物中所占的份

额保持在 5% 至 8% 之间。viii总体而言，过去二十年，中国的烟草产量每年增加约 11,300 吨，出口量每年增

加约 5,400 吨（图 12 和 13）。ix 
 
  

 
viii  由作者采用 FAOSTAT 和 BACI 的数据计算得出。 
ix  根据作者计算的简单线性回归估算。 

烟
草
出
口
量
（
吨
）

 

250,000 

200,000 

150,000 

100,000 



 

GLOBAL TRENDS IN TOBACCO PRODUCTION AND TRADE  12 

图 12 

1996 年至 2016 年中国的烟草产量（吨）。 
趋势线代表三年移动平均值。 

 
 

 
 
来源：该图表由作者采用 FAOSTAT 的数据创建。1 

 
 
图 13 

1996 年至 2016 年中国的烟草出口量（吨）。 
趋势线代表三年移动平均值。 

 
 

 
 
来源：该图表由作者采用 BACI 的数据创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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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烟草价值链概况 

尽管这三个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烟草产量和出口量都有所增长，但似乎只有巴西出口了其生产的大部分烟叶。

从 1996 年到 2016 年，巴西的烟叶出口量介于 53% 至 81%（图 14）。相比之下，中国出口的烟草仅占其产

量的很少一部分，近年来不超过 8%。1, 2, x 同样，印度出口的烟草也仅占其产量的一小部分，在最近几十年

中从未超过其烟草总产量的 37%。1, 2, xi  
 
中国和印度烟草出口份额相对较小，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国地方烟草制造能力的增长足以供应两国

巨大且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这两个国家不是简单地种植烟叶，而是成功地抓住了烟草价值链中更有利可

图的下游环节：制造、分销和销售。在此期间，他们设法发展了这个行业，并对整个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

在这个领域创造了就业和收入，如下文所述。 
 
图 14 

1996 年至 2016 年巴西、中国和印度烟草产量的出口份额（吨）。 
 

 
来源：该图表由作者采用 FAOSTAT 和 BACI 的数据创建。1,2 

 
在中国，烟草行业由一家公司，即中国烟草总公司（简称中国烟草）主导。作为一家国有企业，中国烟草

在消费量达全球卷烟 40% 的巨大国内市场中享有垄断地位。5因此，中国烟草是世界最大的烟草制品制造

商，占世界卷烟产量的 38% 也就不足为奇了。6中国烟草拥有约 130 家烟草制造厂，在 33 个省份雇佣了 51 
万人，每年贡献 7% 至 11% 的政府税收。7 
  

 
x  由作者采用 FAOSTAT 和 BACI 的数据计算得出。 
xi  由作者采用 FAOSTAT 和 BACI 的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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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印度，烟草制造业的格局更加多元化，包括部分国有企业，例如 ITC Limited，该公司在分布

于 6 个邦的 5 家工厂和 3 家脱叶厂雇佣了 2.6 万名员工。8其他合资企业包括 Godfrey Phillips India（Modi Group 
和 Philip Morris International 之间的合作伙伴）和 VST Industries，以及其他许多规模较小的国内公司。 
 
为了跟上这一趋势，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几个烟草生产和出口大国也相继效仿。这些国家的政府和利益相关

方渴望抓住烟草价值链的其他环节，要么已经扩张，要么正在密切关注扩大国内产能的机会以纳入烟草相

关制品的加工和制造。9,10,11,12,13,14 

 
烟草进口国 

未加工烟草的最大进口国位于高收入的大洲：北美洲和欧洲（图 15）。2 更具体地说，美国与比利时-卢森
堡、德国和俄罗斯等欧洲国家和地区近年来总体上仍是最大的进口国（表 2）。2 
 
图 15 

2016 年世界各国烟草进口量（吨）。 
按进口量排序，最大的烟草进口国家/地区依次为比利时-卢森堡、俄罗斯、德国、美国、波兰、印度尼西亚和中国。 

 
 
来源：该图由作者采用 BACI 的数据创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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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些国家内部发生了重大转变（表 2）。例如，美国的烟草进口量从 1996 年的 331,091 吨降至 2016 
年的 153,602 吨，而比利时-卢森堡的烟草进口量从 1996 年的 59,573 吨增至 2016 年的 278,037 吨，几乎增长
了五倍（见表 2）。2016 年，比利时-卢森堡成为世界第一大未加工烟草进口地区，第六大未加工烟草出口
地区。该地区没有进入烟草制成品（卷烟）的前 15 名进口地区或出口地区之列。下面的方框 1 对此提供了
一种可能的解释。 
 
表 2 

1996 年、2006 年和 2016 年最大的烟草进口国家/地区 
 
 
 

1996 年 2006 年 2016 年 
国家/地区 数量（吨） 国家/地区 数量（吨） 国家/地区 数量（吨） 

美国 331,091 俄罗斯 266,783 比利时-卢森堡 278,037 
德国 195,475 美国 249,326 俄罗斯 181,038 
英国 173,757 德国 199,782 德国 159,216 
俄罗斯 118,134 比利时-卢森堡 166,524 美国 153,602 
荷兰 101,006 荷兰 124,844 波兰 104,836 
日本 91,849 埃及 98,423 印度尼西亚 92,892 
法国 63,361 法国 81,684 中国 89,801 
比利时-卢森堡 59,573 菲律宾 78,904 荷兰 77,397 
西班牙 53,686 乌克兰 72,973 土耳其 76,323 
土耳其 48,367 波兰 66,328 法国 62,339 
总计（全球） 2,010,881 总计（全球） 2,484,724 总计（全球） 2,209,553 

 
来源：该表由作者采用 BACI 的数据创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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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 1 

比利时-卢森堡的特殊情况 

比利时-卢森堡未加工烟草进口量的大幅增长值得进行更细致的

分析。从 1996 年到 2016 年，在全球未加工烟草进口国家/地区
中，该国的排名从第八位攀升至第一位，大部分进口来自（按

数量排序）巴西、马拉维、坦桑尼亚、意大利和印度。2 这种增

长背后的推动因素很复杂，并且由多种因素造成，包括其作为

一个“虚拟自由贸易区”的职能、物流吸引力和相关的海关效

率、大型仓储设施、完善的港口烟草交易所，以及欧盟的建立

（拓宽和扩大了通过港口进行贸易往来的区域可达性；更多详

细信息请参见下文）。15,16,17,xii 

从历史来看，安特卫普港拥有世界上部分最大、最先进的烟叶

和卷烟仓库。16 因此，围绕烟草贸易建立起来的市场和分销网

络已经很完善。16 这种物流能力使安特卫普港对烟草贸易从业

人士特别有吸引力，并且可能使该港口（至少在烟草行业）胜

过荷兰的鹿特丹港。16,xiii   

此外，欧盟作为一个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带来了一系列的监管改

革，进一步促进了安特卫普港的发展。例如，其中一项监管变

化包括扩大过境制度，即暂停对经领土过境的货物征收关税、

货物税和增值税（但是在到达最终目的地时仍然要征收进口税、

关税和税款）。16 这可能部分解释了过去二十年来比利时-卢森
堡进口量的快速增长。 

欧盟自由过境制度的一个意外后果是，极大地刺激了欺诈和走

私行为。刺激因素在于将原计划运往欧盟境外的进口商品转为

在本国境内销售可能会获得丰厚的利润，因为这些产品原本打

算根据欧洲制度免税过境，但却在境内以税后价格非法出售。
16 尽管对未加工烟草的这种欺诈、走私和转移用途的规模和范

围研究很少，分析也已过时，但过去对欧洲境内卷烟的这种欺

骗行为已有充分的文献记载。16 例如，欧洲议会的一项研究估

计，在上世纪 90 年代，欧洲每年以这种方式非法销售了 600 亿
支卷烟。16 这意味着每年造成了近 60 亿美元的损失。16 卷烟是

这种转移行为特别青睐的商品，因为它们相对较轻，易于携带，

而且要缴纳高额税款。 

只有少数几项研究关注欧洲境内加工程度最低的烟草制品（即

生切烟丝）的走私行为。这项工作主要由 Transcrime Research 
开展，并由有意遏制该区域走私行为的主要烟草公司委托进行。

他们发现，2015 年东欧 15 国集团中消费的生切烟丝估计有 48.2% 
是非法交易的，造成了约 10 亿欧元的收入损失。18其他研究还

报告称，从 2006 年到 2013 年，保加利亚、塞浦路斯、丹麦、匈

牙利、爱尔兰、波兰、荷兰和斯洛伐克缉获了大量非法生烟草

或生切烟丝。19,20 欧洲反欺诈办公室政策主任指出，非法生切

烟丝贸易仍然是当前存在并日益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在中欧和

东欧，那里的烟草监管薄弱，并且在烟草种植和交易方面存在

漏洞。21,22 

非法贸易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发生。在欧洲以外，一些研究调

查了非洲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非法烟叶流通情况。在非

洲，这些研究大多都详细介绍了马拉维、赞比亚和邻国之间的

烟叶走私行为。23,24,25,26,27,28,29 大部分此类活动似乎是由于邻国
的烟叶购买、拍卖和税收制度之间存在套利机会而可能产生的

不利刺激因素所导致的。24,29 例如，2005 年赞比亚市场上近 15% 
的烟叶是从邻国马拉维走私的。29 在澳大利亚，生切烟丝似乎

不仅通过走私进入该国，而且还在农场非法种植。30专家估计，

2017 年澳大利亚消费的非法生切烟丝（散装烟）大约相当于 14 
亿根卷烟。30 从 2010 年到 2013 年，新西兰平均每年扣留了 2,319 
公斤烟草散叶，估计每年平均有 9,541 至 25,019 公斤散叶通过走

私进入该国。31 

必须强调的是，尽管非法烟草的潜在流通对合法贸易流量可用

数据的准确性提出了质疑，但我们对全球范围内可能的数量知

之甚少。可能需要开展单独的研究来帮助进行量化，因此超出

了本文的范围。

图 16 
2016 年中国烟草主要进口来源国。 
按进口量排序，主要进口来源国依次为巴西（42,631 吨）、美国（19,897 吨）、阿根廷（9,702 吨）、赞比亚（6,475 吨）和加拿
大（3,010 吨）。 

 

 
xii 安特卫普是一个过境港口和“虚拟自由贸易区”，这意味着它提供了丰富的程序来避免缴纳直接进口税和附加税。保税海关仓储、入境加工和可临时存放货物的

扩展型闸门都带来了一定益处。 
xiii  补充一下背景资料，就繁忙程度来说，安特卫普和鹿特丹的港口分别名列世界第四和第十七位，以及欧洲第一和第二位。每年，有 32 个不同的国家通过安特卫普

运送超过 100 万吨的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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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该图由作者采用 BACI 的数据创建。2 

 
还需要指出的是，包括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在内的一些中低收入国家已成为未加工烟草的重要进口国。从 
1996 年到 2016 年，中国的烟草进口量从 17,993 吨增至 89,801 吨，大约增长了五倍，使之成为 2016 年世界
第七大烟草进口国。2 同样，从 1996 年到 2016 年，印度尼西亚的烟草进口量翻了一倍以上，从 42,934 吨增
至 92,892 吨，使之成为 2016 年世界第六大烟草进口国。2 随着中国成为烟草的重要进口国，巴西作为其第
一大贸易伙伴也获益匪浅。2016 年，中国从巴西进口了 42,631 吨烟草（图 16）。除了巴西，中国的其他烟

草进口来源国还有美国、加拿大和其他中低收入国家，如阿根廷（9,702 吨）和赞比亚（6,475 吨）。这表
明了烟草贸易在中低收入国家内部和之间的流通（通常被称为“南南”贸易）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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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这项分析揭示了过去二十年来烟草生产和贸易的几个关键趋势。 
• 首先，全球烟草生产已从欧洲和北美洲国家明显转向非洲、亚洲和南美洲国家。从 1996 年到 2016 年，
欧洲和北美洲烟草产量所占全球份额减少了一半以上，从 19.2% 降至 9.4%，而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的份
额则从 80.7% 升至 90.5%。 

• 其次，在分析期内，巴西、印度和中国这三个主要新兴经济体稳步主导了全球烟草生产。2016 年，巴西、
印度和中国生产了全球近 64% 的烟草（中国约 42%，印度约 11%，巴西约 10%）。美国曾经是主要的烟
草生产国（现在仍排在世界第四），但其在全球烟草生产中的份额已降至 4% 左右。 

• 第三，巴西、印度和中国在全球烟草贸易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与它们的产量不成比例。目前，全

球交易的烟草约 20% 来自巴西，9% 来自印度，7% 来自中国，7% 来自美国。巴西生产的烟叶大部分用
于出口，而中国和印度的出口份额相对较小，这表明它们成功地抓住了初级生产以外的价值链增值环节。

其他中低收入国家似乎也急于效仿。 

• 最后，中国已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烟草进口国，其中大部分来自巴西。这或许是中低收入国家之间的贸
易持续增长的一个指标。 

 
烟草生产和贸易的这一分析已明确强调主要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烟草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巴西仍然是主

要出口国，而中国已经成为烟草的重要进口国和出口国。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不断增加（也许象征着更

为普遍的中低收入国家之间的贸易增加），而中国和印度在全球价值链下游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这些趋势可能对控烟工作有着重要意义。例如，上述趋势突出说明，在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之间，

控烟激励措施的差距越来越大。由于高收入国家的烟草生产和出口萎缩，吸烟带来的健康负担正日益成为

与烟草有关的唯一问题。相比之下，随着中低收入国家的烟草生产和出口攀升，有些人可能会认为，烟草

生产和制造带来的经济利益至少可以部分抵消吸烟对健康的影响导致的负面经济外在因素。虽然这些争议

可能各执一词，但必须制定条理清晰和有说服力的应对政策，从不同角度推动各个国家的烟草生产、制造

和消费。最重要的是，需要对全球烟草贸易动态进行更多研究，包括烟草制成品的流通和控烟工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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