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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设计了一个大数据背景下真品卷烟异常流动监控系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的进程，卷烟

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不法分子利用监管漏洞牟取暴利，导致真品卷烟在不同地区异常流动的现象日益猖

獗。为了加强监管稽查，信息化技术在烟草领域的重要性凸显。文章介绍了卷烟市场规模扩大的背景和

真品卷烟异常流动对产业链的影响。分析了信息化在烟草监管中的重要意义，包括大规模数据的收集、

处理和分析，以及实时监控和追踪等功能。详细介绍了真品卷烟异常流动多维数据系统的研究方法和应

用实践，并展望了未来研究方向。实践表明文章开发的真品卷烟异常流动多维数据系统可以有效提升真

品卷烟异常流动监管稽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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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signs a real cigarette abnormal flow monitoring 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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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the scale of the 
cigarette market continues to expand, and criminals use regulatory loopholes to make huge prof-
its, resulting in an increasingly rampant phenomenon of abnormal flow of genuine cigarettes in 
different region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the importance of informa-
tion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tobacco is highlighted.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expansion of the cigarette market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abnormal flow of real cigarettes on the 
industrial chain. The significance of informatization in tobacco regulation is analyzed, including 
the collection,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of large-scale data, as well as real-time monitoring and 
tracking. The research methods and application practice of multi-dimensional data system for 
abnormal flow of real cigarettes are introduced in detail, and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is 
prospected.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multi-dimensional data system of abnormal flow of real ciga-
rettes developed in this paper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ability of 
abnormal flow of real cigaret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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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的进程，卷烟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然而，与此同时，不法分

子利用卷烟监管稽查系统的不足和缺失牟取暴利，造成真品卷烟在不同地区异常流动的现象也日益猖獗，

给正规卷烟生产和销售链条带来了严重的影响。真品卷烟的异常流动不仅会损害卷烟行业的合法权益，

还会扰乱卷烟市场的正常秩序[1]。因此，加强真品卷烟的监管稽查，成为当务之急。 
包括大数据在内的信息化技术正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它们不仅为企业和组织提供了更高效的运营

管理手段，还为政府监管和执法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对于加强真品卷烟异常流动监管稽查而言，研究、

发展和利用信息化技术具有明显的优势和益处。 

2. 信息化在烟草监管领域的重要意义 

真品卷烟异常流动一直是烟草专卖市场管理的薄弱环节和重要监管环节。这种异常流动直接影响到

烟草专卖制度的权威性，反映出市场管控的脆弱性，并对各地卷烟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损害了消费者和零售客户的合法权益。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行业也在快速推进高质量发展，

但真品卷烟异常流动的负面影响日益突出。因此，从严格规范、保持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要求出发，治理真品卷烟异常流动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如今，信息化是现代烟草企业发展的必然

趋势，它不仅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首先，信息化技术可以帮助实现大规模数据的收集、存储和处理[2]。在真品卷烟异常流动监管稽查

中，涉及到大量的数据，包括生产、销售和运输环节的信息。利用信息化技术，可以建立全面、准确的

数据库，存储并整合这些数据。这为监管部门提供了快速获取、分析和比对数据的能力，有助于发现异

常情况和违规行为。 
其次，信息化技术提供了数据挖掘和分析的工具。通过分析大数据，可以识别出潜在的异常流动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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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趋势，比如非法销售渠道、盗窃、走私等。监管部门可以利用这些分析结果，指导稽查工作的重点

和方向，提高工作效率和精确度。 
第三，信息化技术为实时监控和追踪提供了技术手段。通过利用物联网、传感器和移动通信等技术，

可以对卷烟流向进行实时监控，并获取相关数据。这样一来，监管部门可以及时发现异常的流动情况，

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干预和调查。 
此外，信息化技术还有助于建立卷烟产销全链条追溯系统。通过在生产、销售和运输等环节中加入

信息化标识和追踪码，可以实现对卷烟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追踪和溯源。这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可以提供

便捷的手段来核查卷烟流向是否合规，并追溯到违规环节和责任方。 
总之，研究、发展和利用信息化手段可以加强真品卷烟异常流动监管稽查的能力。通过信息化技术

的支持，监管部门可以更好地收集、分析和利用数据，实现对卷烟流向的实时监控和追踪，发现异常情

况并及时采取措施。这将有助于保护合法市场秩序，打击非法行为，增强监管部门的工作效能和有效性。 

3. 信息化在烟草监管领域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烟草市场的监管者们越发的认识到信息技术在烟草监管中的重要作用，我国各地烟草监管

部门都开始加速信息化布局，从而提升烟草监管的信息化水平[3]。 

3.1. 烟草监管领域的信息化应用实践 

目前，针对真品卷烟异常流动监管，共有 5 个信息化系统被应用于监管工作中。这些系统包括内部

专卖管理监督信息系统、烟草行业专卖管理信息系统、省级卷烟营销平台(V6)、32 位码信息系统和专卖

管理信息系统案件查询模块[4]。其中，内部专卖管理监督信息系统具备预警功能，可以监测卷烟营销过

程中的问题，并及时预警；同时还能查看零售户的前期订货情况。烟草行业专卖管理信息系统可以查询

零售户的办证情况、地址以及稽查员所负责的区域。省级卷烟营销平台则提供了零售户的订货情况以及

客服员所负责的区域信息。32 位码信息系统能够自主查办案件，并提供省内卷烟异常流动的信息。而专

卖管理信息系统案件查询模块则用于查询具体案件的查办信息。这些信息化系统在实际监管工作中已经

展现了非常亮眼的作用[5]。以白银市局(公司)和成都烟草专卖局为例。 
白银市局开发了“专卖移动终端 APP”——金叶卫士，将 APCD 工作法融入市场监管和端窝点、破

网络等工作，提高了市场监管效能[6]。专卖稽查人员通过手机进行信息查询、登记涉案卷烟、撰写工作

日志、宣传法律法规等，规范了执法行为，提升了工作效率。信息化的运用使得工作质量有了较大提高，

专卖稽查员可以集中精力进行重点监管。 
成都烟草专卖局使用数字化监管平台 V6 版本，服务于专卖部门、执法人员和证件管理人员。现场

执法人员可以通过数字平台实现对所辖区域持证户的信息识别、违法案件历史信息查询、违法行为的案

件录入和后续处置的流转。证件管理人员可以查询证件信息、录入申请信息、延续证件以及管理证件状

态。行政管理人员通过系统查询案件、许可证和管理对象的相关信息，实现在线申请审批和案件流程周

转[7]。数字化监管平台改变了传统的纸质流转工作模式，提高了工作效率，减少了信息风险和资源浪费。 
综上所述，烟草监管部门在信息技术的引领下加快了信息化布局，针对烟草监管目前已开发有多个

相对成熟的信息化系统，并被应用到广大城市的烟草监管实际工作中。信息化手段的应用，提高了市场

监管效能，规范了执法行为，减少了信息风险和资源浪费，促进了烟草行业的健康发展。 

3.2. 现有信息化系统的不足及发展方向 

我国的烟草监管领域的信息化不断发展，烟草监管的效能也在不断提升，但就目前的实际应用反馈

来说，现有信息化系统仍存在很多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如数据共享困难、数据不全且更新慢、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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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不一致和查询层级复杂等[8]。这些问题给真品卷烟异常流动信息的筛选、溯源和分析管控带来了负

面影响，如内部工作人员难以运用多个系统进行信息采集和分析、真品卷烟溯源码段筛查分析时间长、

多部门协同程度偏低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给部门人员的监督工作带来了许多困扰。第一，由于各个条线业务流程无法实现数

据共享，导致了信息孤岛现象。这意味着不同部门之间无法共享关键的数据，而这些数据对于真品卷烟

异常流动的筛选、溯源和分析管控非常重要。 
第二，五个信息系统都没有批量自定义查找功能，导致数据不全且更新慢。工作人员需要耗费大量

时间手动查找和更新数据，这不仅降低了信息的准确性，而且影响了工作效率和时效性。 
第三，五个系统的密码要求格式不一致，用户需要频繁更换密码，增加了使用的难度和复杂性。这

会给工作人员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同时也会增加安全风险。 
第四，查询五个系统需要进入不同的网页层级，操作繁琐，严重影响了工作效率。工作人员需要花

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系统之间切换和查询，这对信息的获取和分析造成了阻碍，也限制了不同部门间的

协同工作。 
现有信息化系统应探索运用更为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如大数据和物联网等[9]，并基于这些技术建

立互联数据库，以有效解决数据共享困难、数据不完整且更新缓慢等现有问题。未来的发展可以尝试从

这些方面努力。首先，可以建立一个统一的数据平台，整合各系统数据，实现集中管理和共享；其次，

引入大数据技术，对大量数据进行存储、处理和分析，以提升数据质量和准确性。同时，采用云计算技

术，实现数据的快速更新和查询，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和时效性；此外，建立标准化的密码管理机制，简

化用户密码要求，降低使用难度和安全风险；最后，优化系统界面和操作流程，简化查询层级，提升用

户体验和工作效率。这些数字化手段的应用，有望有效解决现有信息化系统存在的问题，并提升真品卷

烟异常流动信息的筛选、溯源和分析管控能力。 

4. 开发基于大数据的真品卷烟异常流动监控系统 

4.1. 前期准备工作 

在 2022 年，内管办牵头并联合各县级局内管组，初步建立了真品卷烟异常流动数据库。该数据库整

合了卷烟零售户基础信息、全国真品卷烟条码信息、辖区内特殊卷烟零售户信息、历史预警卷烟零售户

信息以及国家局和省局的真品卷烟异常流动信息。为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对贵州省内地市级烟

草专卖局及安顺市烟草专卖局的真品卷烟异常流动情况进行了调研分析，为平台构建提供了数据分析基

础[10]。 
在技术层面，依托全省卷烟风险管控平台(1162)，采用一体化架构，基于 J2EE 和 JAVA 主流技术，

研究真品卷烟异常流动的相关数据。通过建立卷烟零售户基础信息数据库、全国真品卷烟条码数据库、

辖区内特殊卷烟零售户信息数据库、历史预警卷烟零售户信息数据库以及国家局和省局真品卷烟异常流

动信息数据库，实现了数据的分类存储和管理。 
为了实现数据的高效共享和应用，通过安顺市烟草专卖局信息化服务器，建立了真品卷烟异常流动

综合共享数据库。这将为后续应用服务器和 PC 端提供数据输出，从而实现对真品卷烟异常流动的实时

监控和预警。 
总之，前期准备工作包括：成立项目组，整合各类数据资源，进行实地调研分析，搭建技术平台，

研究和建立各类数据库，并通过信息化服务器实现数据的高效共享和应用。这些工作将为探索开发基于

大数据的真品卷烟异常流动监控系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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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开展真品卷烟异常流动多维数据系统研究 

4.2.1. 专卖案件信息逆向溯源算法模型研究 
通过全省卷烟风险管控平台(1162)，采用一体化架构，基于 J2EE 和 JAVA 主流技术，对真品卷烟异

常流动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卷烟零售户基础信息数据库、全国真品卷烟条码数据

库、辖区内特殊卷烟零售户信息数据库、历史预警卷烟零售户信息数据库以及国家局和省局真品卷烟异

常流动信息数据库。 

4.2.2. 真品卷烟异常流动历史数据分析模型研究 
借助真品卷烟异常流动共享数据库，采用热力图分析法，从卷烟零售户地址、案件查办信息、真品

卷烟异常流动品规及数量等多个维度设定热力图。该热力图能够直观地呈现出真品卷烟异常流动高发地

区的图形特征(如阴影、颜色区分、点等)，从而实现对违规卷烟零售户线索的快速和准确收集。同时，营

销部门也能通过这一图形显示准确地掌握区域零售户的实际经营情况。专卖稽查部门则可以根据热力图

所呈现的真品卷烟异常流动高发区域和线路，进行线索查找、情报分析和精准布控，从而降低盲目追踪

的风险，提高办案效率。 

4.2.3. 真品卷烟异常流动信息索引研究 
为了解决真品卷烟异常流动数据统计难、数据不精准、异常流动区域难判定等问题，我们基于真品

卷烟异常流动共享数据库，从时间节点、异动品规、异动数量、异动区域、同比环比数据等维度进行分

析。通过研究真品卷烟异常流动信息索引，我们旨在缩短数据统计和上报时间，为各级管理人员提供快

速决策依据。 

4.2.4. 真品卷烟异常流动自动筛查功能研究 
基于真品卷烟异常流动共享数据库，我们对卷烟零售户籍贯、经营地点(区域)、订货品规、订货时间

段、历史案件办理情况、历史预警处理情况等维度数据进行了分析。通过研究建立真品卷烟异常流动自

动筛查功能，我们旨在确定重点监管卷烟零售户并增强专卖案件查办信息来源。同时，这一功能还将检

验客服员和稽查员工作的准确性和效率。 

4.2.5. 真品卷烟异常流动重点监控阈值研究 
基于真品卷烟异常流动共享数据库，我们对销量计划、品规、数量、异动结果等维度数据进行了分

析。通过研究设定真品卷烟单品规重点监控的阈值，这一做法旨在为营销部门提供关于真品卷烟投放策

略的参考。 

4.3. 预期效果及当前取得的成效 

4.3.1. 预期效果 
通过开展真品卷烟异常流动多维数据系统研究，我们可以实现的预期效果有：整合专、内、销信息

系统，采用技术手段导入国家局真品卷烟异常流动条码，实现自动计算比对，批量、快速形成真烟异动

详细信息。以区域为点，建立计算模式，从自主查办案件信息、安顺市外案件查办单位信息、国家局反

馈信息三个维度构建逆向溯源模式，展现真实、精准、明确的真品卷烟异常流动情况。构建热力图分析

模式，对真烟异动进行重点监管；构建多维度信息索引，对数据进行可视化看板管理；设定自动筛查功

能，对异动户进行针对性分类监管；设置重点监控阈值，为合理制定投放策略提供依据，确保货源投放

的合理性和均衡性。进一步可以总结成 6 个预期效果：批量查询、精准研判、提升效率、协同处置、科

学投放、互融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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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当前取得的成效 
开发好多维数据系统后，安顺市局于 2022 年 9 月开始试运行，取得显著的成效。可以总结为以下 4

点。 
1) 通过“一盘棋”推进，实现从“事后监管”到“事前监督”的转变，以遏制真品卷烟异常流动。

通过热力图分析模式，批量梳理出真品卷烟异常流动的区域、客户、品牌和数量等信息，为专卖部门涉

烟案件情报分析、重点区域、重点客户、重点品牌监管以及许可证后续监管等工作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这种转变使得真品卷烟异常流动的防控从专卖部门的事后溯源处置转变为多部门的事前预防管控。例如，

在 2022 年，西秀区烟草专卖局通过热力图分析成功查获了 7 起 5 万元以上的案件，6 起 10 万元以上的

案件，以及 1 起 30 万元以上的案件；同时防止了 269.445 万支真品卷烟外流。全市范围内未发生超过两

次且超过 50 条以上的真烟外流情况，也未发生被市外查处的“双 30”案件。而到了 2023 年的前五个月，

安顺市真品卷烟异常流动的数量已经从上一年的全省排位第三下降到了全省排位第九位。 
2) 通过“一站式”实施，实现了卷烟货源投放从“供求不均”到“精准均衡”的转变。通过对相关

数据的抓取和分析，发现 2022 年投放的遵义(软)、红河(A7)、贵烟(跨越)等品规出现异常。内管部门对

营销部门发出监管质询函，针对容易外流的品规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投放建议。营销部门及时从投放面、

投放量、投放时间三个维度进行调整，有效提升了货源投放的精准性和均衡性，从而有效防止了该品类

卷烟外流的风险。 
3) 通过“一张网”覆盖，实现了服务零售客户从“单一指导”到“全面覆盖”的转变。平台运用后，

专销部门对卷烟外流高发区域的零售户进行了 1000 余人次的交流培训，加强宣传提升规范经营意识。同

时，重点关注零售终端建设和客户分类服务等方面，做实做细服务举措，有效提高服务质量，增强客我

感情，让真烟异常流动失去了蔓延的土壤。以 2022 年为例，重点区域真烟外流案件从 2021 年的 43 起下

降到了 21 起。 
4) 通过“一条线”贯穿，实现了综合管控市场从“单打独斗”到“叠加发力”的转变。通过实现信

息化和数字化落地的真品卷烟异常流动监管模式，有效解决了内部管控、外部打击和货源投放缺乏精准

度的问题。这种模式提升了真品卷烟异常流动案件的分析、探查和多部门协作能力，实现了专卖、内管

和销售部门的信息互通共享，节约了人力成本费用，提高了内部监管和案件查处的效率。 

5. 总结与展望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的进程，卷烟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然而，不法分子利用卷烟监管稽查

系统的不足和缺失牟取暴利，造成真品卷烟在不同地区异常流动的现象也日益猖獗，给正规卷烟生产和

销售链条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为了加强真品卷烟的监管稽查，信息化技术在烟草领域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本文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手段开展的真品卷烟异常流动多维数据系统的系列研究，可以实现大规

模数据的收集、存储和处理，提供数据挖掘和分析的工具，实现对卷烟流向的实时监控和追踪，发现异

常情况并及时采取措施。此外，还有助于建立卷烟产销全链条追溯系统，提高监管工作的效能和有效性。 
未来推动真品卷烟数字化治理转型升级我们做出如下展望：政策落实：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

烟草专卖法》和《烟草专卖管理条例》的要求，确保真品卷烟专用条形码并入库编码管理，保证真品卷

烟的可追溯性。资源整合：将真品卷烟数字化治理转型与专卖案件办理、卷烟营销货源投放策略、亲属

户监管等业务结合起来，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11]。机制创新：将真品卷烟数字化治理转型机制与绩效

考核有机结合起来，确保各阶段工作任务高质量完成。环境营造：进一步营造真品卷烟数字化治理转型

的氛围，激发专卖监管管理、卷烟营销、物流配送等部门的参与热情，增强真品卷烟异常流动平台的运

行效果。信息化支撑：充分发挥数据库搭建、数据提取与分析、手机 APP 等数字化技术的优势，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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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真品卷烟数字化治理水平[12]。队伍建设：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是提高真品卷烟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重要手

段，需要不断迭代培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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