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烟草行业

主要防伪技术

据统计
,

近年来全国各地

发现的假冒卷烟几乎涉及所有品

牌
,

每年产量达 50 0 一 6 0 0万箱
,

仅卷烟制假行为每年使国家损

失的税收可能直逼2 0 0亿元
。

暴

利是烟草假冒伪劣泛滥猖撅的诱

因
。

有烟草专卖局有关人士认

为
,

若一台制假烟机只要能运转

10 天以上
,

用于购机等的各种本

金就能基本收回
,

并且由于相关

法律不够完善
,

众多案值巨大的

卷烟制假案涉案人员不能受到相

应的惩罚
。

虽然许多烟草企业在

政府部门的指导下成立了专门打

假的队伍
,

但由于烟草企业和政

府打假资源毕竟有限
,

很难做到

一网打尽
,

假烟屡禁不绝
。

我国

烟草市场上不仅仅有假冒问题
,

还有严重的窜货销售问题
。

窜货

冲击了烟草总体市场的均衡
,

造

成价格和管理秩序混乱
,

严重影

响了烟草的专卖秩序
。

令人眼花潦乱的传统防伪

技术让烟草企业无所适从
,

我国

自9 0年代初期开始推广使用防伪

技术产品
。

许多烟草企业使用了

多种防伪技术在其产 品上
,

然

而
,

令开发和生产者始料未及的

是
,

一种新的防伪标识诞生不

久
,

马上便会有假的防伪标识的

产品出现
,

且假冒的防伪标识手

段之高与真品难以分辨
,

令企业

防不胜防
,

使消费者屡受坑害
。

这是因为烟草企业常用的传统防

伪方式
:

防伪包装
、

激光全息
、

温变油墨
、

水印
、

暗记等
,

其共

同点是依靠技术屏障
,

为每类产

品作统一处理
,

它们在应用过程

中出现了两大漏洞
:

一是每一件

的防伪标识千篇一律
,

让造假者

有突破该技术进行大规模伪造获

利的可能
;
二是难 以识别

,

宣

传困难
。

由于各种防伪技术层

出不穷
,

有的烟包上同时出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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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防伪
,

而且基本上都属于二三

级防伪
,

一般消费者仅凭肉眼无

法看出来
,

必须通过专业器材才

能检测出来
。

国内有些烟包防伪

甚至采用D N A 技术
,

这是一种

非常专业化的技术
,

一般消费者

无法识别
,

需要专业人士如消协

及烟草制造商来识别
。

随着国外

烟草企业进人中国
,

国内企业会

趋向于一级防伪
,

使普通消费者

能更容易辨别真假
,

会显得更加

直观
、

人性化
、

智能化
。

有的烟

包企业尝试以打码的形式给每一

盒烟都做一个
“

身份证
” ,

由于

制作过程中条码的随机性带来每

一盒香烟的防伪码都具有
“

惟一

性
” ,

消费者可以凭防伪码上显

示的数字上网查询真伪
。

目前国内烟草企业使用传

统防伪方式往往会有以下问题
:

防伪标识或是被造假者彻底伪

造
,

或是被近似假冒
,

一般消费

者难以分辨真假
,

依然会上当买

到假货
,

假货仍有市场
,

造假行

为依旧猖撅
,

企业被迫频繁选择

翻娜福一防跳澳刀

新的防伪方式
。

我国烟草企业为了谋求更

大的发展空间
,

目前正在进行一

系列的区域性整合
,

烟草品牌由

以前的几百个缩小到现在主要的

十几个
,

单一品牌的生产量会越

来越大
。

这样使得烟草企业更要

不断更新自己的防伪技术
,

确保

烟草市场的稳定
。

许多烟草企业

使用了多种防

伪技术在其产

品上
,

然而
,

令开发和生产

者始料未及的

是
,

一种新的

防伪标识诞生

不久
,

马上便

会有假的防伪

标识的产品出

现
,

且假冒的

防伪标识手段

之高与真品难

以分辨
,

令企

业防不胜防
,

使消费者屡受

坑害

目前
,

我国烟草行业数码

防伪技术已经得到国家权威部门

认可
,

国家烟草专卖局认为该技

术在突出防伪作用的基础上
,

扩

展到物流监控管理功能
,

体现防

伪
、

物流
、

信息流一体化的态

势
。

其大致模式为
:

(1) 把卷烟信息数字化
,

形

成编码 (编码的表征方式有多

种
,

如数码
、

一维条码
、

二维条

码等 )
;

(2) 把编码附着在卷烟产品

上
,

一品一码
,

使产品具有唯一

身份标识
,

信息流与物流一体化
;

(3) 信息采集 自动化 (可通

过电话
、

移动扫描机
、

特殊识别

器
、

上网查询
、

手机短信息
、

触

摸屏等进行采集或识别编码 ) ;

(4) 通过信息流监控物流
.

(5) 卷烟防伪融人卷烟物流

监控和管理
;

(6) 将来可考虑扩展到资金

流
。

国家烟草专卖局已指出了烟

用数码防伪应用的发展方向
,

防

伪由传统方式向信息化
、

自动化

发展
,

由单纯防伪向卷烟物流监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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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管理乃至资金流管理应用方向

发展
。

烟草行业数码防伪与物流

监控系统将根据市场的需要不断

进行技术革新
,

为广大烟草企业

提供各种适合企业自身特点的防

伪产品
。

其中包括标识方式技术

含量将不断提高
,

识别方法将更

为灵活
,

提供包括电话
、

网络
、

w a p 手机
、

触摸屏
、

手机短信

息
、

便捷识别仪器等更多更全面

的识别方式
。

该系统在数字营销应用上

具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

通过防

伪查询信息
,

企业可以用较低的

成本建立内容丰富的数字营销数

据库
:

l) 客户(消费者 ) 数据库

通过对防伪查询的消费者留下的

电话记录进行回访调查
,

企业可

以知道市场细分情况 (消费者分

布地区
、

年龄
、

性别等信息 )
,

消费者对产品的偏好
、

对价格的

意见
、

对质量的意见
、

对企业广

告的评价以及竞争对手情报等

等
。

通过数码防伪建立客户数据

库
,

在成本及效果上都优于传统

营销的调研手段
。

2) 销售渠道数据库 防伪

查询记录中还有许多批发商
、

零

售商的电话记录
,

通过对他们的

调查
,

企业可以了解各级别的销

售渠道对产品 品质
、

价格
、

服

务
、

宣传等方面的意见
,

以此为

基础建立数据库
,

对保持一个稳

定
、

高效
、

忠诚的销售队伍有积

极的意义
。

3 ) 市场销售动态数据库

防伪查询量能正比例反映实际的

销售动态数据
。

通过防伪企业提

供的分析报告
,

企业可以建立市

场销售动态数据库
,

第一时间把

握产品销售数量的增减变化和各

地区分布情况
,

从而发现营销工

作中的薄弱环节
,

及时调整营销

策略
。

4) 防窜货物流监控数据库

分析异常的查询变化情况和结合

防窜货物流管理系统
,

企业可以

及时跟踪窜货情况
,

加强市场监

管
。

5 ) 打假情报数据库 如

果有异常查询(反复查询同一数

码等)
,

系统可以记录下来
,

列

人黑名单
。

如果是假 冒产品
,

通过提供的 《异常查询情况报

告》
,

企业可以建立 由可疑电

话构成的打假情报数据库
,

采取

有效的防范措施或制定有针对

性的打假方案
。

在应用范围上
, “

烟草行

业数码防伪与物流监控系统
”

还

将不断完善
,

实现全面的
、

电子

化的物流控制应用
。

这一技术可

以为烟草企业防伪保真
、

强化烟

草销售网络管理和专卖管理网络

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

烟包印刷技术含量高
、

工

艺复杂是我国烟包印刷区别于国

外烟包印刷技术的明显特点
。

随

着我国烟草企业区域性整合和国

际烟草框架公约的加人
,

我国烟

草业规模效益逐渐成为趋势
,

随

之而来的是烟包印刷的规范化
、

定点化和规模化
。

从全球范围来讲
,

其它国

家的烟包远远没有我国烟包这样

豪华
、

奢侈
,

我国的烟包技术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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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包印刷技术

含量高
、

工艺

复杂是我国烟

包印刷区别于

国外烟包印刷

技术的明显特

点
。

随着我国

烟草企业区域

性整合和国际

烟草框架公约

的加入
,

我国

烟草业规模效

益逐渐成为趋

势
,

随之而来

的是烟包印刷

的规范化
、

定

点化和规模化

已经是非常超前了
。

相关专家认

为
,

我国目前这种趋势可能还会

持续下召年时间
,

随着国外烟草行

业进人中国
,

烟包印刷会逐渐转

向以实用环保型为主
,

就烟包防

伪技术来讲
,

会继续向前发展
。

目前我国烟包主要采用的

防伪方式有如下几种
:

l) 印前设计防伪 采用国

外的巴可
、

蒙泰及国内的方正等

著名品牌的软件和设计制版系统

进行防伪设计
。

具体的印前防伪

技术包括
:

彩虹底纹
、

浮雕底

纹
、

防复印底纹
、

渐变底纹
、

花

边
、

花团纽索
、

边框
、

微缩文

字
、 “

蒙版开锁
”

技术以及彩虹

复色印刷
、

正背面对印等
。

2) 印刷工艺防伪 在印刷

过程中
,

用胶印
、

网印
、

柔印和

凹印等多工艺组合
,

使得烟包印

刷难度加大
、

防伪效果更好
。

增加工艺的复杂性
,

—对印刷设备及操作水

平
、

生产能力都有较

高要求
,

提高套准的

难度
,

能有效提高规

模比较小的厂家对产

品仿制的难度
。

但这

只是在完成印刷的同

时起到防伪的功能
,

是防伪中的一方面
,

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

专业防伪技术
。

在这

些印刷工艺中
,

雕刻

凹版印刷的防伪效果

较好
。

但由于印刷技

木易于掌握
,

工艺防

伪的总体防伪效果不

翻哪祠一l口跳燕刀

佳
。

3) 耗材防伪 在烟包印刷

的耗材防伪工艺中
,

主要是由纸

张及油墨体现防伪效果
。

以纸张为基础的防伪技术

主要有
:

纤维纸 (在纸张制造过

程中加人有色纤维丝 )
,

全息镭

射纸 (包括满版全息镭射图案纸

和局部定位镭射图案纸 )
。

以油墨为基础的防伪技术

主要是在油墨连结料中加人具有

特殊性能的防伪材料
,

经特殊工

艺加工制成特种印刷油墨
。

这类

防伪技术的特点是实施简单
、

成

本低
,

隐蔽性好
、

色彩鲜艳
,

检

验方便
。

目前应用于烟包印刷的

防伪油墨主要有
:

温变防伪油墨

(可逆变色
:

蓝
、

绿
、

黑色变无

色或有色
,

红色变黑色
;
不可逆

变色
:

无色变黑色
、

红色
、

蓝色

等 )
、

光变防伪油墨 (无色墨
,

婴彝
氢翻娜

国
1总第, 、+ 一期」



在太阳光或紫外光照射下
,

由五

色图文显示鲜艳的紫色
、

蓝色
、

黄色等
;
有色变色墨

,

在长
、

短

波紫外光激发下产生荧光而变

色 )
、

水变防伪油墨以及一些特

殊的珠光
、

金砂系列油墨
。

4) 印后加工防伪 印后防

伪技术有全息定位烫印技术
、

烫

印凹凸一
一

次成型技术
、

二维压纹

技术
、

版纹烫印防伪技术
。

5) 其他防伪方式

商品条形码是商品的一种

代码
,

具有防伪功能的条形码有

隐形条码及金属条码两种
,

但此

类技术不适合消费者直接识别
。

目前国内主要的条形码为固定

码
,

只具体到某品牌
,

某系列
,

近期业内在探讨在每条烟甚至每

盒烟上采用独立的条形码的技

术
。

条形码在防伪的同时还有利

于物流及商品销售
。

电码防伪标识及电话识别

系统
,

是通过在每一产品上设置

一个随机密码
,

将所有人网产品

全部记录存档于防伪数据中心

库
,

让消费者利用电话
,

电脑等

工具核对密码的正确与否来识别

产品真伪
。

但电码防伪标识存在

漏洞
,

多数消费者不愿意查询
,

这就为造假者留下了空子
。

我国现在的烟包印刷以凹

印为主
,

凹印技术工艺已经趋于

成熟
。

烟草业经过新一轮的整

合
,

在单一品牌的生产量上有了

较大的需求
,

一些大的烟包企业

为了应对这种变化
,

相应购置了

凹印机
。

但是从设备的成本投人

来讲
,

相对于昂贵的凹印设备价

格
,

柔印机依然具有凹印无法比

拟的优势
,

但从生产量上
,

柔印

依然占弱势
,

一台柔印机一年的

生产量只有10 一 20 万大箱
,

现在

一个单一品牌的烟包印刷量有时

达到100 万大箱
,

在速度上占优

势的凹印机目前占主流
。

由于凹印在油墨使用上具

有的弱势
,

一些具有社会责任感

的企业已经从过去侧重于视觉的
“

感性化
”

烟包印刷转向更趋理

性的环保型烟包印刷技术上面

来
,

这对使用水性油墨的柔印来

说
,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

有关人

士认为
,

以后烟包印刷工艺会逐

步走向柔版印刷方式
。

将 来 的趋 势是 柔 印
、

凹

印
、

胶印
,

包括后加工联线一体

化印刷
,

所谓一体化
,

就是一种

以数字版进行徐印的柔印多功能

生产加工线
,

集印刷
、

后加工
、

特色印刷于一体
,

从原料到成品

一次成型
。

凹印实地效果好
,

网

点和小色调及线条印刷则需要胶

印
,

柔印在色块和文字方面具有

优势
,

丝印则可营造出各种吸引

眼球的特殊效果
,

这些印刷方式

各有各的优点
,

也各有各的缺

点
。

一些国际知名品牌在中国推

销时遭遇挫折后纷纷研究开发适

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柔印机
。

国际

上的窄幅式柔印机已经趋向成

熟
,

能够适应烟包轮转高速印

刷
,

也可以联线烫印
、

模切
,

可

以带凹印
、

丝印头
。

柔版印刷机

正向以多种印刷方式组合并存的

一体化方向发展
,

适合软包装的

多种印刷需要
。

但是因为这类机

型生产量小
,

价格相应偏高
,

给

推广应用造成难度
,

其大范围的

推广尚需时日
。

.

(编辑 苏晨 陈同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