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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消费者的需求，对卷烟进行设计与改良是卷烟市场化经营的重要基础．为找出消费者评价与
专家技术指标的关联性，形成由消费需求指导卷烟设计的转化模型．在对消费者和专家调研的基础上，
采用ＡＨＰ层次分析法获得专家技术指标设计层－结果层－消费者指标初步关联模型，然后通过相关分析
和基于回归方程的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分析，对关联模型进行验证与权重分析，最终建立卷烟产品特征属性与消
费需求的对接转化模型．该模型的建立实现了消费者评价 －专家评价技术指标 －卷烟设计技术指标的对
接，有助于把握消费者的需求，提高生产与消费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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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草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
其产品的特殊性，过去一直采取行政手段，专卖经

营开展工作．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消费
者需求为导向的市场化经营理念已逐渐形成．在该



经营理念下，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并进行针对性的

卷烟设计与改良是市场化经营的重要基础．近年
来，已有一些烟草企业逐步尝试运用市场经营理念

指导卷烟的设计与改良，以及生产和营销，并取得

了一定成效．但是，烟草行业的发展仍然面临着市
场化手段不足等问题［１－２］．

按照当前市场化经营理念，卷烟产品的设计、

生产与营销应该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导向，根据消费

者的消费行为与特征以及评价情况和满意度，采用

从设计、生产到营销的策略［３－４］．然而，由于烟
草行业长期采取专卖经营模式，导致生产企业对消

费需求认识不足．长期以来，消费者群体形成了一
套他们自己评价卷烟优劣的言辞标准，这套言辞评

价标准体现了消费者对卷烟品质的朴素需求，可是

目前为止尚未被充分探索并理解．深入分析消费者
的言辞评价标准，了解消费者的需求与消费特点，

可为卷烟经营者的决策提供重要依据［５－６］．卷烟
的消费情况常常因消费者的年龄、职业、收入、地

域、卷烟偏好、品牌忠诚、政策作用而变化，只有

把握消费者的消费特点，准确分析其言辞评价标

准，才能更好地实现生产与消费的衔接．
专业评价一般由从事多年卷烟配方工作，且取

得烟草及烟草制品感官评价资质的专业人士进行．
消费者言辞评价标准与卷烟制造的技术指标不同，

与专业品吸评价方式也有所差异．然而，目前尚缺
乏一套由消费需求指导卷烟设计的转化模型来实现

“消费者言辞评价 －专业评价 －卷烟设计技术指
标”的对接．因此，市场化的卷烟行业亟待开展

精准营销和以需求为导向的研发及营销活动，把消

费者的需求转化为对产品品质，以及产品设计、包

装设计、生产工艺的要求．本研究以市场为导向，
拟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卷烟技术指标测评体系，使

消费者需求与卷烟技术指标有效联系，探索构建产

品测试中反映消费者评价的模型，以指导生产实

践，实现研销结合．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１１１　专家评价

邀请具有卷烟产品配方多年工作经验，且取得烟

草及烟草制品感官评价资质的专业人士９名组成专家
组，采用面对面座谈会的形式进行调研．由于本研究
旨在构建卷烟产品属性要求与消费需求的兑换转接模

式，因此必须从专业的角度来归纳总结出用于与消费

者评价指标构建关联性的专家技术指标，并在专业意

见下初步探索消费者评价指标与专家技术指标关联

性，为后续开展消费者调研提供验证依据．
１１２　产品留置测试

１）消费者调研．本次消费者调研以全国销量
排名前４０的卷烟产品为测试样品 （表１），通过问
卷方式对年龄为 １８～５０岁的重度卷烟消费群体
（日均吸烟量在１０支以上）进行调研，调查范围
覆盖全国七大区域，每个区域含两个城市，共计

１４个城市．调研问卷每个城市发放 １０份，共计
１４０份，实际收回有效问卷１３５份，问卷回收率为
９６４３％．问卷发放地域分布及数量见表２．

表１　４０款测试卷烟产品及相关指标

序号 销量前４０的产品
价格／

（元·条 －１）
焦油量／ｍｇ 价类 序号 销量前４０的产品

价格／
（元·条 －１）

焦油量／ｍｇ 价类

１ 白沙（精品） ８５ ８ 三类 ２１ 黄山（硬一品） ５５ １０ 四类

２ 白沙（精品二代） １１０ １０ 三类 ２２ 兰州（硬珍品） １８０ ８ 二类

３ 白沙（软） ４５ １０ 四类 ２３ 利群（软红长嘴） ２２０ １１ 一类

４ 白沙（硬） ５５ １０ 四类 ２４ 利群（软蓝） １８０ １１ 二类

５ 芙蓉王（硬） ２５０ １１ 一类 ２５ 利群（西子阳光） ３１０ ５ 一类

６ 贵烟（硬黄精品） １３０ １１ 二类 ２６ 利群（新版） １４０ １１ 二类

７ 哈德门（精品） ４５ １０ 四类 ２７ 南京（红） １２０ １１ 三类

８ 红梅（软黄） ４５ １０ 四类 ２８ 南京（炫赫门） １６０ ８ 二类

９ 红双喜（硬） ８０ １１ 三类 ２９ 南京（雨花石） ５３０ ５ 一类

１０ 红塔山（软经典） ７５ １０ 三类 ３０ 七匹狼（红） １５０ １１ 二类

１１ 红塔山（硬经典） ７５ １０ 三类 ３１ 双喜（软经典） １００ １１ 三类

９１第３期　　　　　　　杨　蕾，何雪峰，蒋梦菲，等：卷烟消费者评价与专家技术指标关联性研究



表１（续）

序号 销量前４０的产品
价格／

（元·条 －１）
焦油量／ｍｇ 价类 序号 销量前４０的产品

价格／
（元·条 －１）

焦油量／ｍｇ 价类

１２ 红塔山（硬经典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 三类 ３２ 双喜（硬经典１９０６） １７０ １０ 二类

１３ 猴王（金） ５５ １０ 四类 ３３ 苏烟（五星红杉树） ２２０ １１ 一类

１４ 黄果树（长征） ５５ １１ 四类 ３４ 泰山（红将军） ７０ １１ 三类

１５ 黄鹤楼（软蓝） １９０ １１ 一类 ３５ 玉溪（软） ２３０ １１ 一类

１６ 黄鹤楼（天下名楼） １６０ ８ 二类 ３６ 云烟（软珍品） ２３０ １１ 一类

１７ 黄鹤楼（雅香金） １６０ ８ 二类 ３７ 云烟（紫） １００ １０ 三类

１８ 黄金叶（硬帝豪） １０５ １１ 三类 ３８ 中华（软） ７００ １１ 一类

１９ 黄金叶（硬红旗渠） １０５ １０ 三类 ３９ 中华（硬） ４５０ １１ 一类

２０ 黄山（新制皖烟） １４０ １１ 二类 ４０ 中南海（５ｍｇ） １００ ５ 三类

表２　问卷发放地域分布及数量

区域 华东 华北 华南 西南 西北 东北 华中

城市 上海 北京 广州 成都 西安 沈阳 郑州

样本量 １１ １０ ９ １１ ８ １０ ９

城市 宁波 保定 深圳 昆明 兰州 哈尔滨 武汉

样本量 １０ １１ ８ １０ ９ １１ ８

合计 ２１ ２１ １７ ２１ １７ ２１ １７

样本占比／％ １５５６ １５５６ １２５９ １５５６ １２５９ １５５６ １２５９

　　２）专家调研．邀请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
司技术中心的 ９位专家，采用专业的设计技术参
数，在１４ｄ内完成与消费者调研同一批的卷烟产
品品吸与评价打分．
１２　分析方法
１２１　确定并划分专家技术指标

召开专家工作座谈会，组织专家进行集体讨

论，确定并划分了专家技术指标，并进一步探索专

家技术指标间的内在联系．为了提高该划分结果的
准确度，确保决策依据的可靠性，所选专家为烟草

行业配方专家．
经会议讨论，在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技

术中心原有专家技术指标的基础上，将产品属性要

素的含义进一步明确，技术指标划分为设计层和结

果层两个层次．设计层共９个卷烟设计技术指标，
包括烟丝组分、烟叶配方、加料香精配方、加香香

精配方、叶处理工艺模式及强度、丝处理工艺模式

及强度、烟支物理指标、卷烟材料配方、包装材料

配方，用于技术中心产品改进．结果层共２１个专家
评价技术指标，包括烟气浓度、香气质、喉部刺激、

劲头、香气量、干净度、柔细程度、醇和度、生津

感、烟气集中性、谐调性、口腔舒适度、烟气圆润

性、杂气、回味、透发性、鼻腔刺激、嗅香、丰富

性、口腔刺激、开包香，用于定量调研专家打分．
１２２　专家技术指标权重分析

将专家得出的结果通过 ＡＨＰ层次分析法［７－９］

依次确定与特定结果层指标相关的设计层指标内部

的权重．对每一层次结构，设第 ｋ个专家认为第 ｉ
个专家评价技术指标 （结果层）对于第ｊ个卷烟设
计技术指标 （设计层）的相对重要度为 ａｉｊｋ（ｉ，
ｊ＝１，２，．．．，９），则共给出 ９个判断矩阵．用
公式

ＣＲ＝
λｍａｘ－ｍ

（ｍ－１）×ＲＩ．

进行一致性计算．ＣＲ（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ｒａｔｉｏ）为一致
性比率，ＣＲ值小于０１则通过一致性判断．其中，
ＣＲ＝ＣＩ／ＲＩ；ＣＩ（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ｉｎｄｅｘ）为一致性指
标；ＲＩ（ｒａｎｄｏｍ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ｉｎｄｅｘ）为随机一致性
指标；λｍａｘ表示判断矩阵的最大正特征值；ｍ表示
判断矩阵的个数．ＣＩ为：

ＣＩ＝
λｍａｘ－ｎ
ｎ－１ ．

在上式中，当 ＣＩ＝０时，判断矩阵具有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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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反之，ＣＩ越大，则表示判断矩阵的一致性越
差．其中，λｍａｘ为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ｉ随机

一致性指标ＲＩ见表３．

表３　随机一致性指标

ｎ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ＲＩ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５８ ０９０ １１２ １２４ １３２ １４１ １４５ １４９ １５１

　　一致性比率通常用于确定判断矩阵的不一致性
的容许范围．一致性比率ＣＲ的计算公式如下：

ＣＲ＝ＣＩＲＩ．

将ＣＩ与ＲＩ进行比较，可以检验判断矩阵是否
具有令人满意的一致性．若ＣＲ＜０１，说明判断矩
阵的一致性令人满意；若ＣＲ≥０１，说明还需继续
调整判断矩阵，直到令人满意为止．

通过一致性判断的结果使用公式

ａｉｊ＝
ｋ

∏
ｋ

ｋ＝１
ａｋｉ槡 ｊ

进行权重计算，然后求出所有专家权重结果的平

均值．
１２３　消费者指标与专家技术指标关联性分析

通过汇总专家意见，然后形成消费者指标与专

家技术指标结果层初步关联模型，并通过相关分析

和基于回归方程的 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１０－１１］
进行相关性验

证和权重分析．
取消费者和专家对产品测评综合评分的平均值

作为相关分析的原数据，通过ＳＰＳＳ软件进行分析．
取消费者和专家对产品评测综合评分的平均值作为

基于回归方程的 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分析的原数据，通过

计算每个专家指标被纳入模型和未被纳入模型时Ｒ
方的变化，来确定该指标的贡献度．每个变量的
Ｓｈａｐｌｅｙ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ＳＶｊ＝∑ｋ∑ｉ
ｋ！（ｎ－ｋ－１）！

ｎ！ ［ｖ（Ｍｉ｜ｊ）－ｖ（Ｍｉ｜ｊ（－ｊ））］，

式中：ｖ（Ｍｉ｜ｊ）为模型 ｉ包含变量 ｊ时的 Ｒ方；
ｖ（Ｍｉ｜ｊ（－ｊ））为模型ｉ不包含变量ｊ时的Ｒ方；ｖ（Ｍｉ｜ｊ）－
ｖ（Ｍｉ｜ｊ（－ｊ））即为ｊ变量被纳入模型和ｊ变量未被纳入
模型时Ｒ方的变化；ｎ为变量总数；ｋ为不含ｊ变量

时模型中的变量总数；
ｋ！（ｎ－ｋ－１）！

ｎ！ 为权重．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专家技术指标关联性分析
汇总专家意见后，形成专家技术指标设计层与结

果层初步关联模型 （图１）．同时邀请９位专家，对设
计层与结果层各指标进行科学、合理的比较，再通过

ＡＨＰ层次分析法依次确定与特定结果层指标相关的设
计层指标内部的权重，求出所有专家权重结果的平均

值，获得各结果层的设计层指标权重 （表４）．此外，
选取平均相关性最高的指标进行连接，得到简化后的

关联模型作为结果层到设计层转化路径 （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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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专家技术指标设计层与结果层初步关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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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卷烟产品属性设计要素与结果层关联的各设计层指标权重

结果层指标 设计层指标 权重 结果层指标 设计层指标 权重

烟气浓度

烟丝组分

烟叶配方

卷烟材料配方

加料香精配方

丝处理工艺模式及强度

叶处理工艺模式及强度

加香香精配方

烟支物理指标

０２７
０２３
０１７
０１０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４

劲头

烟丝组分

烟叶配方

卷烟材料配方

烟支物理指标

０４２
０４１
０１９
００９

柔细程度

烟丝组分

加香香精配方

卷烟材料配方

加料香精配方

烟叶配方

丝处理工艺模式及强度

叶处理工艺模式及强度

烟支物理指标

０１９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１４
０１０
００８
００４

烟气集中性

烟叶配方

烟丝组分

加料香精配方

加香香精配方

卷烟材料配方

丝处理工艺模式及强度

叶处理工艺模式及强度

烟支物理指标

０２１
０１７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１３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４

烟气圆润性

加料香精配方

烟叶配方

烟丝组分

加香香精配方

卷烟材料配方

丝处理工艺模式及强度

叶处理工艺模式及强度

烟支物理指标

０１９
０１６
０１５
０１４
０１１
０１１
００９
００５

透发性

烟叶配方

烟丝组分

加料香精配方

卷烟材料配方

加香香精配方

丝处理工艺模式及强度

０２５
０２０
０１５
０１４
０１３
０１２

丰富性

烟叶配方

烟丝组分

加料香精配方

加香香精配方

卷烟材料配方

丝处理工艺模式及强度

０２４
０２１
０２０
０１８
００９
００８

香气质

加香香精配方

加料香精配方

烟叶配方

烟丝组分

丝处理工艺模式及强度

０１９
０１９
０１８
０１６
００９

醇和度
丝处理工艺模式及强度

叶处理工艺模式及强度

００９
００９

谐调性

加香香精配方

加料香精配方

烟丝组分

烟叶配方

０３５
０３２
０１７
０１６

杂气

烟叶配方

烟丝组分

加料香精配方

加香香精配方

叶处理工艺模式及强度

丝处理工艺模式及强度

卷烟材料配方

包装材料配方

０２１
０２０
０１８
０１４
０１０
００９
００５
００３

鼻腔刺激

烟丝组分

烟叶配方

加料香精配方

加香香精配方

丝处理工艺模式及强度

卷烟材料配方

叶处理工艺模式及强度

烟支物理指标

０２２
０２１
０１５
０１４
００９
００８
００７
００５

口腔刺激

烟丝组分

烟叶配方

加料香精配方

加香香精配方

丝处理工艺模式及强度

叶处理工艺模式及强度

卷烟材料配方

烟支物理指标

０２０
０１８
０１７
０１５
００９
００８
００７
００４

喉部刺激

烟丝组分

烟叶配方

加料香精配方

加香香精配方

丝处理工艺模式及强度

叶处理工艺模式及强度

卷烟材料配方

烟支物理指标

０２０
０１９
０１７
０１５
００９
００９
００７
００４

干净度

烟叶配方

加料香精配方

烟丝组分

加香香精配方

叶处理工艺模式及强度

丝处理工艺模式及强度

０２５
０２１
０２１
０１６
００９
００８

生津感

烟叶配方

烟丝组分

加料香精配方

加香香精配方

叶处理工艺模式及强度

丝处理工艺模式及强度

０２３
０２２
０２１
０１７
００９
００８

口腔舒适度

烟叶配方

加料香精配方

加香香精配方

０２２
０２１
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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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续）

结果层指标 设计层指标 权重 结果层指标 设计层指标 权重

香气质

叶处理工艺模式及强度

卷烟材料配方

烟支物理指标

００８
００７
００３

香气量

烟叶配方

烟丝组分

卷烟材料配方

加料香精配方

加香香精配方

丝处理工艺模式及强度

叶处理工艺模式及强度

烟支物理指标

０１９
０１９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１２
００９
００６
００４

醇和度

烟叶配方

加料香精配方

烟丝组分

加香香精配方

０２５
０２１
０２０
０１６

口腔舒适度

烟丝组分

丝处理工艺模式及强度

叶处理工艺模式及强度

０１８
０１０
０１０

回味

加料香精配方

烟叶配方

加香香精配方

烟丝组分

丝处理工艺模式及强度

叶处理工艺模式及强度

０２４
０２１
０１８
０１８
０１０
００９

嗅香

加香香精配方

加料香精配方

卷烟材料配方

０５７
０２２
０２０

开包香

加香香精配方

卷烟材料配方

加料香精配方

０５９
０２２
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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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专家技术指标结果层到设计层转化路径

２２　消费者指标与专家技术指标关联性分析

前期研究［３］得出了一套可用于研究使用的消

费者卷烟评价指标体系，其包括１６个消费者指标：
烟草纯正程度、嗅香新颖独特程度、嗅香浓淡程

度、口腔舒适度、口腔干燥程度、口腔饱满程度、

烟气平稳程度、喉咙舒适度、烟气细腻柔和度、烟

气顺滑度、劲头、鼻腔舒适度、烟气丰富程度、余

味舒适程度、余味干净程度、抽后口腔干燥程度．
２２１　消费者指标与专家技术指标结果层初步关
联模型构建

　　将专家的专家意见汇总，形成消费者指标与专
家技术指标结果层初步关联模型 （图３）．
２２２　消费者和专家技术指标间的关联性验证

在全国七大区域招募了１３５位卷烟重度消费者
（日均吸烟量在１０支以上），同时邀请了９名云南

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的专家，参与了

４０款卷烟产品内在属性消费者指标和专家技术指
标的满意度调查．分别使用消费者和专家对产品评
测综合评分 （打分指标）的平均值来作为相关分

析的原数据，通过 ＳＰＳＳ软件得出相关分析结果，
并采用基于回归方程的 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计算出与消费
者指标相关的专家指标权重 （表５）．从表５可以
看出，专家讨论得出的关联因素 （结果层指标）

确实与消费者指标间存在较高的关联程度，与各项

消费者指标相关的专家指标权重如下：烟草纯正程

度中开包香是贡献度最高的指标，其贡献度为

０５６９；嗅香新颖独特程度中开包香的重要性更强，
权重为 ０５４９；嗅香浓淡程度中开包香贡献度最
高，权重为０５４５；口腔舒适度中干净度的贡献度
最高，权重为０１３９；口腔干燥程度中干净度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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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最高，权重为０２２２；口腔饱满程度中烟气集
中性更能描述口腔饱满程度这个指标，其贡献度为

０６６２；烟气平稳程度中香气质是最重要的指标，
权重为００８４；喉咙舒适度中柔细程度是最重要的
指标，权重为０３７３；烟气细腻柔和度中柔细程度
也是贡献度最高的指标，权重为０２７１；烟气顺滑
度中劲头的重要性最强，权重为０３４５；劲头中柔

细程度是贡献度最高的指标，权重为０３１７；鼻腔
舒适度中柔细程度是最重要的指标，权重为

０２６７；烟气丰富程度中香气质为最重要的指标，
权重为０２６８；余味舒适程度中干净度为最重要的
指标，权重为０２７３；余味干净程度中干净度的贡
献度最高，权重为０５１７；抽后口腔干燥程度中口
腔舒适度的重要性最强，权重为０３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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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消费者指标与专家技术指标结果层初步关联模型

表５　消费者指标和设计层指标关联性分析结果

目标层

（消费层指标）

指标层

（设计层指标）
相关性结果 权重

目标层

（消费层指标）

指标层

（设计层指标）
相关性结果 权重

烟草纯正程度
开包香

嗅香

０７９３

０７３６

０５６９

０４３１

嗅香新颖独特程度
开包香

嗅香

０８１２

０７７１

０５４９

０４５１

嗅香浓淡程度
开包香

嗅香

０７７５

０７３９

０５４５

０４５５

口腔舒适度

干净度

口腔舒适度

柔细程度

回味

醇和度

生津感

口腔刺激

烟气圆润性

０９２１

０９１２

０９１０

０９０８

０８９７

０８９４

０８９０

０８７５

０１３９

０１２９

０１３４

０１２６

０１１８

０１２０

０１１５

０１２０

口腔干燥程度

干净度

口腔舒适度

口腔刺激

生津感

烟气圆润性

０９０６

０８９８

０８８５

０８８４

０８６５

０２２２

０２０２

０１９５

０１９４

０１８７

口腔饱满程度
烟气集中性

烟气浓度

０９０４

０７４１

０６６２

０３３８

烟气平稳程度

丰富性

透发性

香气量

烟气浓度

０８４８

０８３３

０７８１

０６２８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４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１

喉咙舒适度

柔细程度

喉部刺激

劲头

０９０９

０８８９

０８４６

０３７３

０３３６

０２９２

烟气顺滑度

柔细程度

劲头

喉部刺激

０８７８

０８７１

０８６１

０３４１

０３４５

０３１４

烟气细腻柔和度

柔细程度

喉部刺激

劲头

烟气圆润性

０８９３

０８７６

０８７０

０８６０

０２７１

０２４８

０２５７

０２２９

劲头

柔细程度

喉部刺激

劲头

烟气浓度

０９１０

０８９５

０８７４

０６１４

０３１７

０２９１

０２７７

０１１４

鼻腔舒适度

柔细程度

醇和度

鼻腔刺激

０８９７

０８９１

０８７８

０２６７

０２５８

０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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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续）

目标层

（消费层指标）

指标层

（设计层指标）
相关性结果 权重

目标层

（消费层指标）

指标层

（设计层指标）
相关性结果 权重

烟气平稳程度

香气质

干净度

柔细程度

醇和度

回味

杂气

口腔舒适度

生津感

鼻腔刺激

劲头

喉部刺激

口腔刺激

烟气集中性

烟气圆润性

谐调性

０９２０

０８９８

０８９７

０８９５

０８９３

０８９１

０８８７

０８８４

０８８３

０８７１

０８７０

０８６９

０８６６

０８６１

０８５５

００８４

００５５

００６０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１

鼻腔舒适度 烟气圆润性 ０８６９ ０２３３

烟气丰富程度

香气质

醇和度

谐调性

丰富性

香气量

０９０８

０８７８

０８６１

０８３４

０８０９

０２６８

０２０６

０１８９

０１７４

０１６４

余味舒适程度

干净度

回味

口腔舒适度

生津感

０９１８

０９０３

０９０２

０８８９

０２７３

０２４８

０２４５

０２３５

余味干净程度
干净度

口腔舒适度

０９１０

０８９５

０５１７

０４８３

抽后口腔干燥程度

口腔舒适度

生津感

回味

０８７６

０８７６

０８６７

０３３９

０３２３

０３３８

　　从相关分析可以看出，一个消费者指标可能会与
多个专家技术指标相关，且每个参数与指标间存在相

关性差异．选取关联度较高的专家技术指标来优先改
进，可以更科学、高效地实现产品改良．本研究在消
费者指标与专家技术指标 （结果层）初步关联模型的

基础上，依据基于回归方程的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获得了相
关性分析结果，并最终获得消费者评价指标 （消费

层） －专家评价技术指标 （结果层） －卷烟设计技术
指标 （设计层）的关联模型 （图４）．卷烟生产企业
可在与各个消费者指标相关联的专家技术指标中，选

取相关性最高的指标构建转化路径，用于指导卷烟产

品的改良．例如，在进行云烟 （软大重九）顾客满意
度调查时发现，消费者对于喉咙舒适度这一指标打分

情况较均值偏低，因此在进行产品改良时，需要优先

改进这一指标．而根据设计层－结果层－消费层的关
联模型，可以得出消费者指标喉咙舒适度与结果层专

家技术指标的柔细程度相关性最高，而柔细程度又与

设计层的专家技术指标烟丝组分相关，因此在改进喉

咙舒适度这一指标时，可以优先改进烟丝组分来提升

消费者对这一指标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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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设计层－结果层－消费层的关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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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小结

本研究通过对卷烟消费者产品需求重要性分

析，将卷烟技术指标与消费者产品需求进行关联，

建立了卷烟产品特征属性与消费需求的兑换转接模

型：烟草纯正程度－开包香－加香香精配方；嗅香
新颖独特程度－开包香－加香香精配方；嗅香浓淡
程度－开包香－加香香精配方；口腔舒适度－干净
度－烟叶配方；口腔干燥程度 －干净度 －烟叶配
方；口腔饱满程度－烟气集中性－烟叶配方；烟气
平稳程度 －香气质 －加香香精配方；喉咙舒适
度－柔细程度－烟丝组分；烟气细腻柔和度－柔细
程度－烟丝组分；烟气顺滑度 －劲头 －烟丝组分；
劲头－柔细程度－烟丝组分；鼻腔舒适度－柔细程
度－烟丝组分；烟气丰富程度－香气质－加香香精
配方；余味舒适程度－干净度－烟叶配方；余味干
净程度－干净度－烟叶配方；抽后口腔干燥程度－
口腔舒适度－烟叶配方．该兑换转接模式可为今后
产品开发提供市场认可的指标兑换路径及作用

强度．
此外，为了从消费者角度更加有针对性地对卷

烟产品进行改善，卷烟生产企业应对消费者指标评

价体系进行不断完善，通过指标评价体系的应用，

全面了解产品的优势与劣势所在，并找到其改进路

径，从而实现基于消费者体验的卷烟产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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