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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卷烟企业易地技改新厂接用模式的研究
王德懿

（贵州中烟遵义卷烟厂，贵州 遵义 563000）
摘 要：本文从理论到实践对卷烟企业易地技改新厂接用模式进行研究，笔者引用自身参与谋卷烟企业易地技改新厂接用工作实

例，对新厂接用“7+1”（边生产边搬迁）工作模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进行科学研究及实践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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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力推进国企国资改革进程，在企业退城进园方面做了大
量工作，于是大批企业面临着易地技改的现状。在企业易地技改过
程中，新厂接用是最后一公里，也是企业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关键
期。

1 新厂接用模式概述
新厂接用，顾名思义就是新厂承接老厂的设备设施、生产组织、

人力财力等资源，直至新厂进入正常生产状态形成稳定产能产值的
过程。常见新厂接用模式包含“边生产边搬迁”“停产搬迁”两种类
型。在两种接用模式中，“边生产边搬迁”模式需同时兼顾“老厂生
产”“老厂搬迁”和“新厂生产”三条战线，工作复杂性、任务型及工作
要求较高。同时，该模式在搬迁过程中能有效检验新厂新设备、新工
艺、新技术、新材料与新的生产组织模式之间的匹配度和适应性，并
及时进行优化调整，使新厂生产组织及各类资源达到最优匹配，发
挥最大效益。在新厂接用过程中，企业有一个较大规模的吐故纳新
的过程，这也是各类生产要素资源优化重组的最好契机，企业硬软
实力都将得到大幅提升。

2 新厂接用模式探索
谋卷烟企业在易地技改过程中，提前一年开展新厂接用模式探

索工作，按照“生产搬迁”两不误的工作原则，采用了“边生产边搬
迁”的新厂接用模式。为确保新厂接用模式及内容的科学性、合理性
和有效性，该企业“分批次、分类别、分阶段”组织各职能部门到行业
内外新建工厂进行经验学习。

结合调研成果和自身实际，该企业对新厂接用过程中的设备管
理、人员配置、组织模式、生产效率、原料供应、安全管控、企业管理、
后勤保障、人力资源等工作进行系统谋划，制定出台了《新厂接用工
作方案》，构建起“7+1”（边生产边搬迁）新厂接用模式（“7+1”即：企
业管理、人力资源、生产管理、设备管理、工艺质量、安全管理、行政
后勤 7个接用工作组和易地技改指挥部综合管理组，详情见图 1），
通过例会制度协调统筹 7个接用工作组的工作，科学有序地推进新
厂接用整体工作。

3 野7+1冶渊边生产边搬迁冤新厂接用模式实施
为有效整合企业资源，切实做到资源利用最大化、成本控制最

优化，该企业在生产、技改两项工作同时推进的前提下，实施了“7+
1”（边生产边搬迁）新厂接用模式。

3.1 组织机构
3.1.1 成立新厂接用工作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包含组长、常务副组长、副组长及相关成员，主要职责

是审议确定《新厂接用工作方案》、《各专业组新厂接用工作方案》及
新厂接用工作的全面组织协调与重大事项决策。

3.1.2 组建专业接用工作组
该企业有 17个职能部门，其中包含制丝、卷包和动力三个车

间，领导小组根据新厂接用工作需求和各部门工作属性，下设 7个
专业接用工作组，各自负责“新厂接用”具体工作。

3.1.3 组建易地技改指挥部综合管理组
领导小组下设易地技改指挥部综合管理组，由易地技改指挥部

牵头，与 7个专业接用工作组对接工作，共同构成“7+1”新厂接用模
式。

3.2 工作机制
在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由 7个专业接用工作组和易地

技改指挥部综合管理组共同构建起“7+1”（边生产边搬迁）新厂接用
模式。

3.2.1 新厂接用信息输送机制
易地技改指挥部综合管理组作为唯一一个与 7个专业接用工

作组对接的输入口和输出口，按照易地技改“一级网络图”将工程进
程及人员、设备等需求及时输出到各专业接用工作组，各专业接用
工作组同样也将接用需求输出到易地技改指挥部综合管理组，双方
互为输入、输出方，保证过程信息及结果资料的对称性。

3.2.2 新厂接用例会机制
新厂接用工作实行例会制度，由新厂接用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

组长根据具体工作进度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召开，企业管理接用工作
组负责例会的组织和管理，各专业接用工作组向例会汇报工作计
划、进度和实施情况，通过例会制度进行新厂接用工作的整体协调、
安排、处置，解决各类问题。

3.2.3 新厂接用资料归档机制
企业管理接用工作组负责新厂接用工作所有资料的最终汇总

和存档。新厂接用工作完毕后，各专业接用工作组应当完成工作记
录、资料归档以及相关后续事宜的处理，涉及办理土地房屋类固定
资产产权证资料，由易地技改指挥部综合管理组统一移交至厂部办
公室负责。

3.3 具体实施
新厂接用工作繁重，不仅时间紧、要求高，而且错综复杂，涉及

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各项工作安排部署必须周密严谨高效。为此，
该企业按照“7+1”（边生产边搬迁）新厂接用模式，以“化整为零”的
工作思路，按照各专业接用工作组的工作属性，将接用工作职责划
分为 7个类别，由 7个专业接用工作组具体实施。

3.3.1 企业管理类别
新厂接用过程中的企业管理相关工作由企业管理接用工作组

具体实施，主要工作职责为：负责确定各专业接用工作组的职责及
工作范围，制定实施《企业管理接用工作方案》，梳理优化新厂接用
工作管理流程，划分新厂接用管理边界，构建新厂接用管理体系和
推进标准化建设工作，归口管理新厂管理标准，汇总存档新厂接用图 1 野7+1冶渊边生产边搬迁冤新厂接用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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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全部资料，组织召开新厂接用工作例会，完成新厂接用工作领
导小组临时交办事项。

3.3.2 人力资源管理类别
新厂接用过程中的人力资源管理相关工作由人力资源接用工

作组具体实施，主要工作职责为：负责制定《人力资源接用工作方
案》，归口管理新厂人力资源工作标准，新厂接用过程中的人力资源
保障，新厂接用过程中的培训组织管理，新厂“定岗、定编、定员”工
作，新厂业务外包工作，新厂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及相关资料汇总工
作。

3.3.3 生产管理类别
新厂接用过程中的生产管理相关工作由生产管理接用工作组

具体实施，主要工作职责为：负责制定《生产管理接用工作方案》，新
厂接用过程中的生产组织工作，新厂接用过程中的生产物资的保障
工作及生产成本原料、辅料、能源的控制工作，构建新厂能源管理体
系和运行体系，组织制丝、卷包、动力车间制定新厂接用工作子方案
及具体实施，协调新厂接用过程中生产车间遇到的困难及相关工
作。

3.3.4 设备管理类别
新厂接用过程中的设备管理相关工作由设备管理接用工作组

具体实施，主要工作职责为：负责制定《设备管理接用工作方案》，开
展新设备验收交付及使用工作，新厂接用过程中老厂利旧设备的搬
运、安装、调试及使用工作，构建新厂信息化工作体系，梳理完善新
厂接用过程中技术类工作资料及相关工作标准汇总。

3.3.5 工艺质量管理类别
新厂接用过程中的工艺质量管理相关工作由工艺质量接用工

作组具体实施，主要工作职责为：负责制定《工艺质量接用工作方

案》，新厂工艺质量技术标准归口管理，新厂工艺设备验收、写实及
启用工作，新厂接用过程中老厂利旧检测设备、仪器的搬迁、调试工
作，新厂工艺质量检测功能室、计量工作室建设及接用工作，新厂质
量和测量管理体系的建设及运行工作。

3.3.6 安全管理类别
新厂接用过程中的安全管理相关工作由安全管理接用工作组

具体实施，主要工作职责为：负责制定《安全管理接用工作方案》，新
厂接用过程中的安全管理工作，新厂安全管理边界的确定，老厂安
全管理工作的关闭，新厂职业安全管理体系的建设和运行，上级组
织安全验收相关工作。

3.3.7 行政后勤管理类别
新厂接用过程中的行政后勤管理相关工作由行政后勤接用工

作组具体实施，主要工作职责为：负责制定《行政后勤接用工作方
案》，协调各行政科室开展新厂接用和物资搬迁工作，统筹规划新厂
接用过程中后勤物资保障工作，提供新厂接用过程中就餐服务工
作，组织实施新厂餐厅启用、新厂绿化环卫、交通车保障、影像资料
收集存档相关工作。

4 野7+1冶渊边生产边搬迁冤新厂接用模式实施效果验证
该企业在边生产边搬迁的前提下，实现了“生产搬迁两不误”的

工作目标，35天的卷包设备搬迁和 3个月的新厂接用顺利实施，设
备搬迁效率与新厂接用工作效率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产能产值
在新厂接用工作完成后的首月全面恢复并稳步提升，这样的产能产
值恢复速度在同行业也是较为少见的。因此，该企业“7+1”（边生产
边搬迁）新厂接用模式在卷烟行业具有一定推广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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