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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原产于南美洲，16 世纪传入

中国。四川烟草的种植，是明天启至崇

祯年间(公元 1621—1644 年)由湖北

传入的。开始是自种自吸，仅有少量在

集市上出售。民国时期，种植面积逐步

扩大，并形成商品生产。

四川烟草制品早期是丝烟，1895

年起始用手工卷制雪茄烟。1928 年开

始生产卷烟。抗日战争期间，生产过斗

烟。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还产鼻烟。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丝烟已基本淘汰，

为雪茄烟和卷烟所代替。1949 年底雪

茄烟产量不足 2 万箱，卷烟产量 6．7

万箱，工业总产值 48 万元。

建国后 36 年来，四川烟草工业虽

然起伏波动较大，但总的说来仍有很

大发展。1985 年雪茄烟总产量 10．33

万箱，卷烟总产量 108．39 万箱，工业

总产值 5．87 亿元，有职工 20655 人，

其中技术人员 638 人，全员劳动生产

率 57908 元，创税利 5．01 亿元。



第一节 雪 茄 烟

四川雪茄烟工业起源于 1895 年。

中江县烟商吴甲山、游福兴合伙创建

了省内第一个手工作坊，自产自销雪

茄烟。1911 年该县出现第一家烟厂—

恒丰烟厂，资本 1 万银元，雇工 300 余

人，牌名“燕牌”，年产量约 500—600

万支，按每箱 1 万支装折 500—600

箱。生产一两年后，又解体分裂成若干

作坊。1930 年吴甲山之子吴洪章开办

吴洪盛烟厂，生产“双狮”牌雪茄。1934

年刘燮和独资开办荣隆家庭烟厂，生

产“红玫瑰”牌雪茄。在 30 年代中后

期，中江县雪茄烟生产进入鼎盛时期，

大小厂(坊)有 200 余家，从业人员有

4000一5000 人，年产雪茄烟 12000 多

箱。1941 年荣隆家庭烟厂扩大生产规

模，扩股增资 500 多个股东，更名为

荣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设 13 个分

厂，年产量 2 万多箱，是当时全川最大

的雪茄烟厂。

什邡县是四川雪茄烟的另一个主

产县，1910 年什邡县烟商冯四鑫模仿

中江试产雪茄烟，进行家庭手工式生

产，从业人员有 40 多人，都是雇佣妇

孺。两三年后，职工增加到 80 多人。后

来城关、云西、灵杰等场镇，也办起了

卷制作坊。1919 年什邡烟商从中江雇

来技工 20 多人，集资开办了“同茂”等

4 个小烟厂，有工人 100 余人。1923 年

已有雪茄烟厂(坊)30 多家。1926—

1929 年组建了益川工业社和西南、王

国、方亭烟厂。1940 年继续发展，烟厂

(坊)增加到 69 个，其中较大的有益

川、裕华、和祥、方亭等 33 个。当时生

产的牌号有：“爱国”、“工字”、“淡芭

菰”、“无敌”、“方亭”、“三星”、“桂子”、

“大刀”、“马蹄”、“白莲”等 89 个，以

“无”、“三”、“桂”牌最为有名，年产量

为 5000 箱。

除上述两个主产县外，万县 1920

年有 5 个作坊，1941 年发到 30 多个，

大作坊有 80 多名职工。广汉县 1934



年起开始办厂(坊)，到 1938 年有 10

多个。新都县 1946 年办有作坊 10 个。

崇宁县(现郫县唐昌镇)1946 年办有

震东烟厂。乐山县苏稽区 1948 年办厂

(坊)22 个。成都亦办厂(坊)10 多个。

每个次产县一般年产 300—700 多箱，

广汉县 1939 年最高年 产量曾达到

2800 箱。

四川雪茄烟由于原料—晒烟充

足，主产地什邡县产量多、质量高，卷

制雪茄烟历史悠久，又有传统的独特

的配方，所以有一定的优势，曾得到较

大的发展。30 年代末 40 年代初，全省

年产量最高时有 3 万多箱。40 年代以

后，由于卷烟的兴起，英、美卷烟的倾

销，加以税负繁重，运输艰难，不少厂

坊倒闭，勉强生产的，大都处于时办时

停的半开工状态。到 1949 年全省只有

30 个厂(坊)继续生产，当年产量不足

2 万箱。

建国初期，人民政府对私营烟厂

采取扶持、发展的方针，使雪茄烟生产

逐渐恢复。什邡县人民政府给各烟厂

发放银行贷款，使益川、益群、方亭、裕

华、大生等 10 多个厂(坊)重获生机。

1951 年 5 月 1 日，益川工业社，改为

地方国营益川烟厂。省财委和县政府

先后几次投资 5000 元，增拨流动资金

4 万元，并将崇实、方亭烟厂并入，职

工由 98 人增加到 219 人。1954 年又

更名厂为川西益川烟厂。1955—1957

年间，又先后将裕华、益群、大生等烟

厂并入该厂。至此，益川成为什邡县唯

一生产雪茄烟的工厂。1957 年产量突

破万箱。1958 年进行扩建，职工人数

由 608 人增至 1007 人，年产量达到

18970 箱，固定资产原值 46．42 万元。

同年更名为四川省温江专区益川烟

厂。

1950 年中江县有大小作坊 170

多个，从业人员 1500 多人，但由于资

方消极经营，抽逃资金，解雇工人，不

积极采购原料和组织运销，造成停工

待料和产品积压，到年底厂坊减少到

24 个。资方还对工人实行限量生产，

规定一个卷烟工每日只能卷 300—

400 支，工人难以维持生活。为此，中

江县人民政府决定将 600 多名工人改

行或遣散回乡参加农业生产。1952 年

5 月 15 日，新中、新亚、鼎孚、复兴、勤

生、洪记、蒋洪兴 7 个烟厂合并，组成

中江凯江烟厂。其余 17 个小厂合并组

成荣隆烟厂，但该厂由于经营管理不

善，连年亏损。1952 年有资本 8 万元，

到 1955 年公私合营时，只有 4 万元，

县人民政府决定并入凯江烟厂。1958

年中江丝烟厂并入，职工增加到 894

人，当年产量 10167 箱，比合营时年产

量 6445 箱增加 57．75 % 。

1953—1958 年，广汉县德昌等 9

个小烟厂合并成立广汉烟厂；新都几

个小烟厂合并成立新川烟厂；万县的

4 个小厂在 1952 年关停后，工人集资

组建工联烟厂；德阳县的群益烟厂于



1953 年关停，其人员财产并入协和烟

厂；绵竹县以 1951 年恢复生产的丝烟

厂为基础，于 1960 年定名为绵竹烟

厂。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农作物大减

产，雪茄烟生产原料奇缺，产量大幅度

下降，益川烟厂由 1960 年的 2．63 万

箱，降为 2．06 万箱；凯江烟厂由 1960

年的 1．2 万箱降至 800 多箱，其他各

地烟厂也减产或停产。在国民经济调

整时期，政府对企业采取了关、停、并、

转的措施，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一次

大的调整。凯江烟厂虽然是四川雪茄

烟生产的发源厂，但生产设备落后，生

产能力只有 0．95 万箱，中江县又不产

烟叶，全靠外购，生产很难维持，故省

计委、省轻工业厅决定暂停生产。1966

年，成都国光烟厂与成都烟厂合并，停

产雪茄烟，转产卷烟，只保留一个特制

雪茄烟车间，生产特需雪茄烟，在“文

革”中被破坏。为了保证首都特需供

应，改由什邡烟厂继续生产，该厂先后

试制出“3”号“13”号“35”号特制全叶

卷雪茄烟，于 1966 年底该厂抽调技术

人员、技术工人赴京，在北京南长街建

立一个特制雪茄烟车间，由北京烟厂

归口管理，原辅材料全部由四川提供，

生产自行安排，就地供应特需。广汉、

新川烟厂与益川烟厂合并 ，万县、垫

江、德阳、绵竹等县的烟厂先后关停或

转产。经过调整后，全省只保留益川一

个厂，但生产规模扩大，产量超过历史

最高水平。到 1963 年 9月，烟叶供应

开始好转，市场需求量增大，省计委和

省轻工业厅又批准凯江烟厂恢复雪茄

烟生产。

1974 年益川烟厂与重庆造纸工

业研究所联合研制成功卷制雪茄烟的

涂布纸，为雪茄烟生产开创了一个新

品种—非叶卷雪茄烟。涂布纸获得省

重大科技成果奖，用涂布纸生产非叶

卷雪茄烟，很快在全省、全国得到推

广。

从 70年代后期开始，四川雪茄烟

生产转入发展时期，1978 年兴建的蓬

安雪茄烟厂，1980 年正式投产。1979

年什邡县工农商联合开办两个集体所

有制的什邡烟厂一分厂和二分厂，

1985 年合并后更名为光明雪茄烟厂。

1985 年全省雪茄烟生产能力达到 48

万箱，当年总产量为 10．33 万箱。

第二节 卷 烟

四川卷烟工业起步较晚，第一个 机器卷烟厂是甘绩镛和税西恒两人合



股兴办的，1928 年在重庆大溪沟创建

的大佛卷烟厂，有数十名工人，生产

“大佛牌”卷烟。因质量低、成本高，无

法与英美和外省卷烟竟争，未及批量

投放市场，工厂即倒闭。1934 年 10

月，成都宜容烟草工业社开办，有 58

名职工。翌年，三秦烟厂开办，有 42 名

职工。抗战以前，成渝两地有几家规模

甚小的作坊，抗战时期，上海、汉口相

继沦陷后，沪汉及英美卷烟无法进川，

四川的机制卷烟业得到发展。1938 年

建立私营蜀益烟草公司，资本 200 万

元，并开办蜀益烟厂，厂长桂宝鼎，有

职工 60 多人，生产“金钱”、“主力舰”、

“铁鸟”等牌卷烟，月产 100 箱。1939

年，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在重

庆设分厂，陈蓉贵任经理，有职工 200

多人，生产“双喜”、“黄金龙”、“高塔”

等牌卷烟，月产 200 箱。1940 年刘鸿

生和盛苹臣(孔祥熙代理人)集资筹建

华福烟草公司，1943 年成立华福烟

厂，肖音君任厂长，有职工 100 多人，

其中由国民政府财政部投资 50 % ，中

央信托局投资 25 % ，私人投资 25 % 。

生产“华福”、“666”、“火炬”等牌卷烟，

月产卷烟 1200 箱。这几个机制烟厂垄

断了全省卷烟工业。1938—1943 年，

年产卷烟 3—5 万箱。

1944 年，日军迫近桂、黔，省外烟

厂纷纷迁川，使省内烟厂得到进一步

发展，南洋烟厂职工由 200 多人增加

到 400 多人，华福烟厂由 100 多人增

到 400 多人。重庆广平烟厂原是只有

几个人的手工作坊，后增添机器 6 台，

新建厂房，职工增到 100 余人。这段期

间，小烟厂也蓬勃发展起来。重庆是全

省卷烟的主产地，1943 年 4 月在重庆

市纸烟公会登记的烟厂(坊)有 72 个，

资本 1600 万元。到 1947 年发展到

127 个，其中手工卷烟厂(坊)79 个，机

器卷烟厂 48 个。

成都卷烟工业是抗战后期发展起

来的，1946 年 6 月 23 日成都市《工商

导报》登载，据同业公会统计，有烟厂

370 个，其中手工烟厂(坊)295 个，从

业人员 2500 多人。专县也有一批小烟

厂，据 1946 年《四川统计年鉴》第七册

中记载：彭县 7 个，简阳、绵竹、万县各

2 个，温江、江北、江津、什邡、梁平各 1

个。1944—1948 年全省年产卷烟 10—

15 万箱。

抗战胜利后，国内交通逐渐恢复，

沪汉等地的卷烟又源源内运，挤占了

四川原有的销售市场，加之英、美卷烟

重回四川大量倾销，更由于物价暴涨，

货币贬值，致使四川卷烟工业急剧衰

落。

1949 年 11 月重庆解放前夕，官

僚资本控制的华福、南洋烟厂，大量抽

逃资金。华福烟厂董事长盛苹臣，前后

抽逃资金达 50 万美元，南洋烟厂抽逃

资金达 36 万美元，并降价抛售库存卷

烟，打击中小烟厂。到年底，重庆机制

卷烟厂名存 40 个，其中 4 个早已全



停，南洋烟厂 9月也已全部停工，其余

中小手工厂(坊)，半停半开。在成都，

因英、美烟价高，人们一度改吸国产

烟，因此有 30 多个厂(坊)生产。但好

景不长，到 1949 年又多关停，只有 10

余个半开半停地维持生存。1949 年全

省产量只有 6．7万箱。

建国初期，全省卷烟工业由于销

路不好，资金匮乏，多数企业无法维持

简单再生产，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

重庆市 1950 年 4月正式向工商局登

记的烟厂有 36 个，共有资本 92 万元，

负债达 50余万元，而且绝大部份是固

定资产，流动资金极少，实际开工的只

有 29 个。成都市只有机制烟厂 13 个，

手工作坊 23 个。简阳、万县只有 4—5

个。为了尽快恢复生产，打开销路，各

地人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贷款解

决厂方资金困难，派专车办理护运，疏

通渠道，开拓城乡市场，国营公司收购

产品，号召企业生产自救。有的企业工

人还自动提出降低工资，共渡难关。政

府还加强管理，限制发展新厂、新出卷

烟牌号及手工生产卷烟，打击投机经

营。

1952 年在恢复生产的基础上对

烟厂进行调整。重庆市将华福、南洋、

大汉、大成、新国、南明 6 个烟厂合并

组成重庆烟草公司，新中国烟厂并入

建华烟厂。同年 12月，重庆烟草公司

撤销，南洋烟厂申请继续开工生产。至

此，重庆只保留了南洋、建华和同成 3

个烟厂。成都市将红旗和民生烟厂合

并，成立地方国营成都卷烟厂，全市保

留成都、泰和、新生、和福群 4 个烟厂。

专县几个厂(坊)均先后停业或转产。

1956 年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经过改

造合营或转产后，全省只保留了成都

和重庆南洋两个烟厂。1958 年“大跃

进”时期，由于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

度，浪费了大量 物力、财力和人力。从

1960 年起，连续 3 年出现烟叶大减

产，原料奇缺，供应紧张，卷烟生产降

到最低点，产量由 1958 年的 8．06 万

箱，降低到 1962 年的 1．87 万箱。

1959—1962 年，烟厂被迫采用多

种代用原料维持生产，用香料叶，蔗渣

等作填充料；用烟末制成烟砖和杂拌

烟。这个时期的卷烟质量普遍较差，烟

支出现空、松、散、熄火等现象，群众反

映强烈。

为了解决原辅材料缺乏的困难，

各厂先后组织力量赴河南、山东、云

南、贵州组织货源，并与省内外兄弟厂

建立协作关系，主动派出采购人员与

商业部门一道组织进货，还抽出专人

赴产地建立原料生产基地。在工厂内

部为了稳定质量，大抓配方工作，不断

研究各地烟叶特征，进行综合配方，尽

量做到取长补短，“粗粮”细作，“细粮”

精作，用晒烟配方制成混合型卷烟。

1959 年重庆南洋烟厂还小批量试制

成功“山城”牌甲级卷烟，有硬盒、软

盒、铁厅 3 种包装。1963 年全国烟草



行业成立了“托拉斯”，实行供、产、销

统一管理，设立中国烟草公司贵阳分

公司，统辖云、贵、川及广西的各家烟

厂。分公司成立后，烤烟实行统一调

拨、统一分配，供产销有保证，产品数

量、质量都有提高。产量由 1963 年的

4．7 万箱上升到 1965 年的 7．86 万

箱。

1966 年“文革”开始后，四川烟草

工业遭到严重破坏，企业管理、质量检

测、劳动竞赛、各项奖励制度都被冲

掉，“托拉斯”受到冲击和批判，随之被

迫解散。加之当时交通梗阻，省外烟叶

调不进来，烟厂生产很不正常，不少厂

处于瘫痪状态。1967 年，“军宣队”进

驻烟厂，生产才逐步恢复。1969 年在

原只生产雪茄烟的什邡烟厂，新增一

条卷烟生产线，投资 59 万元，生产能

力年产 5 万箱，当年建成投产，生产卷

烟 2404 箱，全省当年产卷烟 8．89 万

箱。

1971 年 9 月建成四川卷烟厂，投

资 348 万元，生产能力年产 10 万箱，

当年生产 17680 箱。该厂于 1966 年立

项新建，原定规模年产 20 万箱，因厂

址选择几经变更，且受“文革”影响，拖

长了建设期。至此，全省有重庆、成都、

什邡、四川 4 个卷烟厂，当年共产卷烟

20．41 万箱。

1974 年，各厂大搞技术革新和技

术改造，增加发酵能力，使卷烟产量、

质量迅速提高，到 1976 年产量增加到

36．79 万箱。一些县(市)为了增加地

方财政收入，纷纷自办小烟厂，计有绵

阳、广元、遂宁、邛崃、西昌、乐山、酉

阳、黔江、秀山、宜宾、达县、开县、巫

山、梁平 14 个小厂陆续出现。

烟叶和卷烟属于国家统购二类物

资和统购商品。为了加强计划管理，国

务院以(1977)国发 155 号文件批转财

政部、商业部、轻工业部、全国供销合

作总社联合提出的关停计划外小烟厂

的报告，通令全国关停计划外小烟厂。

四川关停了 11 个。但考虑到四川卷烟

销大于产，工厂生产布局更较为合理

等因素，经申请轻工业部批准保留绵

阳烟厂。黔江、巫山 2 个小烟厂因地处

“老、边、穷”区，省有权批建雪茄烟厂，

决定保留生产雪茄烟。但雪茄烟生产

一直未搞上去，仍生产卷烟。1977 年

全省卷烟厂共为 7 个，产量 45．42 万

箱。

1978 年，四川卷烟生产有了新的

发展，其间省市财政部门向各厂先后

3 次提供专项贷款 530 万元，增加过

滤咀卷烟生产能力 2 万箱，企业用提

高效益后的税利逐年偿还。从 1981 年

开始，对全省 7 家烟厂进行全面整顿，

加强企业内部基础管理工作，健全完

善各项管理制度，经全省各级管理部

门分级验收，颁发了合格证。

1981 年，卷烟产品进行了一次全

国性的上浮调价，省内一些地、县从地

方利益考虑，又先后办起了达县、开



县、秀山、酉阳、彭水、新津、邛崃、广

汉、剑阁烟厂。这些小烟厂设备陈旧，

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低劣，致使计划内

大中型烟厂停工待料。地方财政还对

这些小烟厂实行返税补贴，这些小烟

厂就随意降价倾销，使大中型烟厂产

品滞销霉变，国家减少财税收入。国务

院(1983)84 号文再次通令全国，坚决

关停未经批准纳入国家计划的小烟

厂。接着，国务院6个部、委联合发 出

通知，强调“必需坚决关停，不准明关

暗不关”。省级 6 个厅局贯彻指示，坚

决关停这批小烟厂。

1982 年 7月，省人民政府批准成

立四川烟草专卖局和四川烟草公司

(一个班子两块牌子)，实行产供销、人

财物、内外贸、集中统一管理。业务受

中国烟草总公司的直接领导，并将省

内各卷烟厂上划总公司直接管理。

为了促进四川烟草工业的发展，

总公司决定将重庆、成都两厂作为重

点技术改造企业。1985 年年底，批准

成都烟厂迁到市郊槐树店新建，进行

设备更新和全面技术改造，总投资

2050 万元，设计能力为年产卷烟 30

万箱，其中带咀烟 10 万箱；重庆烟厂

由国家和地方共同投资新建厂房，设

计能力年产 40万箱；其余绵阳、巫山、

黔江烟厂皆由地方投资新建厂房，提

高生产能力。1984 年将涪陵通用机械

厂改为黔江烟厂分厂生产卷烟；西昌

地区由于盛产优质烟叶，且属彝族地

区，需要扶植发展，经总公司批准于

1985 年建立西昌烟厂(1986 年正式上

划纳入国家计划)。该厂在建设期间，

用练兵方式生产少量卷烟试制品作为

内销评吸品，因试制质量好，很快赢得

了声誉。至此，全省卷烟厂增至 8个。

建国以来，四川卷烟工业的综合

生产能力由 1949 年的 6 万多箱提高

到 1985 年的 114 万箱，增加 18 倍，产

品品种规格也由 1951 年单一低档卷

烟发展到上百种规格。重庆烟厂的“迎

春”牌、成都烟厂的“红芙蓉”牌被评为

四川省优质产品。



第一节 雪 茄 烟

雪茄烟生产初期，设备极为简陋，

整个工艺是作坊式生产。其流程是喷

水、抽粗筋、破叶剪碎作心子、选包皮、

卷好后以浆糊粘牢成支，再以铁钎打

眼通气，然后包装。这些烟支成圆柱

形，稍后，又将部份烟支搭口一端卷成

青果形。之后工艺又有所改进，先用水

将烟叶喷透使其柔润，再用人工理伸，

二叶用刀切成三寸宽长条，破烂者砍

成渣滓，包皮则将叶梗除去，斜剪成

条，包制时先在渣滓内放入珠兰花籽

数粒，再用二叶包裹成圆形，稍干便裹

上包皮，晒干喷些糊米水，用筛滚动，

稍干后剪齐两端，再用铁夹子(方形)

夹着，以火烤干，即成方烟。雪茄烟有

淡味型、中味型和浓味型，还有一种称

为醇味雪茄(实际属淡味型)，其工艺

处理是制丝→卷内胚→卷外包皮→包

装。以上工序除部分使用简单工具外，

均系手工操作。

1952 年全省雪茄烟工业开始迈

出新步伐，益川工业社率先在制丝工

序上引入卷烟切丝机(上下式)，接着

又利用卷烟机卷制雪茄烟胚。1969 年

全省雪茄烟的定型(压、切)和包装部

份使用机器，“全叶卷”和“半叶卷”生

产过程中除穿皮、上纸环等仍用手工

外，其他都使用机器。1984 年，从荷兰

订购了 5台生产雪茄烟的机器，即“内

胚成型机”、“制外包皮机”、“卷外包皮

机”、“定型机”、“纸环玻璃纸机”，1985

年安装投入使用。至此，全省雪茄烟生

产全流程形成了机械化生产流水线。

从 1955 年起，雪茄烟生产机械化

程度提高，其生产工艺也随之改进。在

此方面，发酵和配方的改进尤大。在发

酵方面，掌握好烟叶的含水量，一般控

制在 30～35 % ，堆烟注意掌握好温

度，一般在 50～55℃，要进行翻堆，醇

味发酵，加入人工香料，醇和烟味，排

出杂气等，在配方上要求烟叶质量要

符合该产品的等级规定，并力保其叶



组等级质量的稳定，原料来源要充足，

并能合理使用库存原料，减少或避免

积压和霉变损失。除烟芯叶组配方外，

全叶卷、半叶卷雪茄还要考虑内包皮

叶和内胚纸与外包皮叶之间在色香味

上的协调，合理搭配，同一芯叶配方，

因烟支式样与规格不同，其香味吸味

差别甚大，故在试吸配方时必须按预

定的样式规格卷支，设计配方时须明

确产品味型，以便于正确选用烟叶原

料，充分考虑内外包皮余料的利用。

第二节 卷 烟

建国前四川卷烟厂生产工艺没有

严格的要求，也没有专门的质量检验

部门，没有复烤能力，没有库房使烟叶

有自然醇化时间。一般只按烟叶等级

进行分级混合，多数未加入人工香料，

烟叶也不去梗。个别烟厂虽用蒸气烘

烤烟支，但水份控制不稳定，经常因水

份过高，造成卷烟霉变损失。

1928 年出现的第一个机制烟厂，

仅有 2 台小型卷烟机，只是卷支用卷

烟机，其余工序全为手工操作。1938

年，重庆建立 3个较大的机制烟厂，有

卷烟机 18 台，其中小型仿美卷烟机

14 台，大型卷烟机 4 台，压梗机、烘丝

机各 1 台，1939 年又增加了制盒机 3

台，生产仍不配套。1947 年全省大型

卷烟机增加到 34 台，其中美式机 4

台，切丝机 70 台。到 1949 年卷烟机增

加到 103 台(其中大型机 34 台)，切丝

机 65 台，压梗机 14 台，烘丝机 15 台，

仍没有 1 个厂达到完整的机器生产流

水线。生产工艺流程为：叶组配方→回
潮烟叶→切丝→烘丝→卷制→烘支→

包装(小包、条包、装箱)→入成品房。

有压梗机的厂，在制丝工序中，还包括

压梗，切梗丝的内容。

建国初期，卷烟工艺基本沿用旧

的方法。1956年企业公私合营后，加

强技术管理，改进落后工艺，增购新设

备，改造老设备，扩大企业生产能力，

卷烟工业的生产技术、工艺设备，才真

正得到完善和提高。1974年开展老厂

技术革新和挖潜改造，重庆市给南洋

烟厂拨款 30万元进行设备更新改造，

1975 年完成风力加丝设备 2 组，自动

打叶机 1组，储丝柜 1组，改造卷烟机

3台，自造卷烟机 7台，车速由原来每

分钟 850支提高到 1100支，改造的 1

台包装机也由原来的每分钟 104 包提

高到 135 包，机械化程度由原来的

30 % 提高到 70 %。还建立了机修车

间，扭转了零配件长期依靠外加工的



历史。50 年代末，70 年代初，经过两次

较大的技术改造后，全省卷烟业基本

实现了从制丝到包装各工序的机械化

生产。但与国内、国际先进水平比较还

是落后。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提高卷烟

质量和经济效益，1985 年成都、四川、

什邡烟厂先后引进英国 M CLINS 和意

大利 SASIB 全程设备安装投产，逐步

建立起全封闭式的几条自动生产钱，

使四川卷烟工业生产跨入全国先进行

列。

烟叶发酵，是保证卷烟质量极为

重要的一个环节。四川卷烟工业由于

长期以来国家对其投资少，厂房破旧，

无力扩大生产，质量一直不够稳定。以

重庆烟厂为例，发酵烟叶也只占总烟

叶用量的 60 % 。直到 70 年代，各厂先

后筹集资金，改造、扩建、新建发酵室，

逐渐做到全部使用发酵烟叶。1969 年

什邡烟厂在新上卷烟生产线时，建厂

与建发酵室作了同步安排，当年计划

生产 5 万箱卷烟，其发酵室就有 6 间，

420 平方米。1985 年什邡烟厂的新建

和原有发酵室面积已达 2050 平方米。

1975 年省财政拨款 50 万元给重庆南

洋烟厂把原有 150 平方米库房扩建成

2000 平 方米的发酵室，增加发酵能

力。各厂发酵多采用 50℃制，因它比

30℃制能更有效地加快发酵时间，提

高发酵室的利用率，50℃制发酵过程

包括升温、发酵、降温 3个阶段。其中

以控制好发酵(又称采温)阶段的空气

相对湿度和包心温度最为关键，在发

酵的降温阶段，采用自然降温，一般都

未控制相对湿度。白肋烟发酵基本上

是按档次烟的湿度条件要求来定，最

终达到的质量要求是除去大量的氨

气，显现白肋烟特有的香气。

搞好科学配方是提高卷烟质量最

根本的一环。卷烟配方较为复杂，不同

的卷烟类型和等级有不同配方。烤烟

型卷烟，以烤烟为主要原料；混合型卷

烟，则以白肋烟为主要原料。70 年代

我国首创的香型卷烟(又名外香型、异

香 型)，大多接近混合型，部份接近烤

烟型。



第一节 晒 烟

发展和分布 晒烟，古代称为淡

芭菰、淡肉果，又称叶子烟。最早产于

川东的巫山。据《巫山县志·巫山乡土

志》记载：明天启至崇祯年间(公元

1621—1644 年)楚民带种子在巫山试

种一种叶似柳、青中透黄、花似斗、红

中透白的植物，称为烟草，为人们品吸

或作礼品馈赠。又据《什邡县志》记载，

清乾隆年间(公元 1736—1795 年)什

邡县开始引种，嘉庆中叶普遍种植。民

国初期，晒烟主要集中于川西平原，主

产地在什邡县，年产量达 20 万担以

上。30 年代手卷雪茄烟工业兴起，促

进了晒烟种植业的发展，1936 年川西

平原年产量达 110 万担，主产区是什

邡、绵竹、广汉、彭县、新都、郫县等，其

中什邡县产量为 35．8 万担，占总产量

的 32．5 % 。烤烟发展以后，晒烟生产

逐年减少，1949 年全省种植面积下降

到 4．7 万亩，总产量只有 7 万担。

建国后，人民政府把晒烟生产纳

入国民经济计划，采取一系列政策措

施，如：加强市场管理，提高收购价格，

发放预购定金，拨给奖售物资，使晒烟

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发展过程总的

是呈波浪式起伏前进。1950—1957

年，全省 种植面积一直保持在 20 多

万亩，总产量 30 万担以上，其中什邡

县种植 10 万亩，产量 10 万担左右，其

他产区还有绵竹、广汉、新都、彭县等。

三年自然灾害，晒烟面积减少到 12．1

万亩(1961 年)，总产量 6．2 万担，亩

产只有 51 斤，是建国后最低的一年。

1962 年，晒烟列为二类商品，实行派

购，由省统一分配和管理。此间，国家

调高了晒烟的收购价格。1963 年，晒

烟包括毛烟、柳烟、泉烟、大烟(土烟除

外)。国家恢复预购合同制，并推行留

量和奖售政策等发展生产的措施，而

使晒烟种植面积有所增加，产量达到

10 多万担。1964 年，进一步严格市场

管理，由国家收购和经营晒烟，在大、



中城市、工矿区，实行凭票供应。1965

年，省人民政府规定土烟不奖售，只奖

售毛柳烟，并提高了奖售标准，促进了

晒烟生产。眉山、犍为县也由生产土烟

改种毛烟，晒烟主产区由原来的 5 个

县发展为 7 个县，使晒烟种植面积增

到 18．6 万亩，总产量 30 万担。由此，

晒烟的凭票供应被取消。

1966 年，受“文革”的影响，晒烟

生产的波动很大，1966—1967 年全省

晒烟种植面积降到 10 多万亩，产量

10 多万担，市场供需矛盾突出。1968

年，涪陵、达县、万县地区试种毛烟成

功。1968—1973 年，晒烟每年种植面

积约 20 万亩，产量 20 多万担。1974

年以后，晒烟产地不断扩大，全省产区

发展到 60 多个县。全省种植面积由

1974 年的 28 万亩发展到 1977 年的

38．8 万亩。产量由 43 万担增 加到

58．9万担。1979—1980 年，其它农产

品提了价，而晒烟价格未提，影响了烟

农的生产积极性，1980 年种植面积下

降到 25．3 万亩，产量降到 37．8 万担。

1981 年，省人民政府调整晒烟收购价

格，同时合理调整布局，提倡科学种

烟，使晒烟生产又大幅度回升。1982

年，种植面积 51 万亩，产量 118 万担，

比年度计划面积增加 70 % ，产量增长

81 % 。

1983 年，省烟草公司接收了省供

销社移交的烟叶生产收购、调拨业务

后，对晒烟生产计划作了适当调整，种

植面积调为 27．4 万亩，总产 68．8 万

担。同年，国务院颁发的《烟草专卖条

例》，把什邡、绵竹、新都、彭县、广汉、

眉山、犍为、宣汉、巴中、万源、垫江、丰

都、石柱、蓬安、剑阁、忠县 16 个县列

为名晒烟县，从种植、收购到市场销

售，实行集中统一管理，成为省内晒烟

生产基地。1984 年省内晒烟因严重自

然灾害而减产，种植面积减到 20．2 万

亩，产量 36．9 万担。1985 年，由于晒

烟经营体制尚未完全理顺，晒烟总产

量仅 54．5 万担，只完成计划的 77．

85 % ，但比上年仍增长 47．69 % 。

晒烟品种 晒烟品种主要有毛

烟、柳烟、泉烟、大烟 4 类。土烟也属于

晒烟。按晒后的颜色不同又分为晒红

烟和晒黄烟两种。

毛烟以什邡县种植为主，产量高、

质量好，在川烟享有盛誉，现已在全省

普遍种植。毛烟属晒红烟类型，其品质

特点是晒后色泽深褐红亮，组织细致，

油份充足，弹性好、叶身厚，烟气醇香，

燃烧的持火力强。用糊米水进行再调

制发酵的为“糊米烟”，能醇化烟叶品

质，减少或清除青杂气味，提高烟叶香

味，增强接火力，促使色泽红亮，增强

保管期，是生产雪茄烟的主要原料，也

是消费者喜欢用来自卷自吸的一个品

种。毛烟的优良品种，首先是白花铁杆

子，其次是红花铁杆子。

柳烟以绵竹、新都县种植为主，其

中绵竹县的秦家坝和新都县的督桥河



所产最为著名，有“贡烟”之称。新都柳

烟用“红米”(红曲酶)发酵，再行调制，

因此风格不同，独具特色，其类型、品

质特点和用途与毛烟同。柳烟的优良

品种是枇杷柳。

泉烟以绵竹县的什地、富新区种

植为主，土质较沙，泉水较多，引种后

用泉水灌溉，故名泉烟。它属晒黄烟类

型，晒后色泽全黄，香气浓郁、弹性好，

叶身较厚，是制作水烟烟丝的原料，它

的优良品种是莆扇烟。

大烟以郫县种植为主，类同泉烟。

由于销路窄，又受晒晾工具影响，种植

面积逐年减少，濒于灭绝。

土烟在建国前后几乎遍布全省，

由于品种低劣，无销路，60 年代各地

陆续改种毛烟，现除少数边远偏僻山

区自吸自用种植一点外，已基本淘汰。

第二节 烤 烟

发展及分布 烤烟亦称熏烟，四

川种植始于抗战时期。1937 年山东烟

草改良场迁入四川并入省农业改进

所，设场于什邡，从事试验研究工作。

1939 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决定设立四

川烟草示范场，从事推广试验工作。总

场设郫县。在新都、温江、崇宁、金堂、

什邡、绵竹、眉山、资阳等地设示范烟

圃，试种推广烤烟。至此，烤烟有了专

门机构负责管理。40年代初，全省烤

烟分布于资简(资阳、简阳)、绵什(绵

竹、什邡)、青眉(青神、眉山)、温郫宁

庆(温江、郫县、崇宁、崇庆)4 个产区，

由于简阳的土壤，气候条件有利于烤

烟生产的发展，故种植较多，已成为大

宗烤烟生产基地。其它产区多以晒烟

为主，烤烟种植零星分散，生产发展缓

慢。1949 年全省种植面积 3 万亩，产

量 3 万担。

建国初期，尽管烤烟生产经过了

3 年时间的恢复，但发展仍然不快。主

产烤烟的资阳、简阳县过去种烟多用

炕土(即冬闲地)，能提前产新收烟，起

到调剂省内外卷烟工业青黄不接的需

要。以后耕作制度变化，炕土减少，同

时，未严格进行科学种烟(如烟地要轮

作，一般应隔 3年再种最好，但有的产

地只隔一二年或不隔年)，而导致病虫

害严重，影响了烟叶质量。加之收购价

格偏低，1950—1960 年间，烤烟种植

面积仅有 2—3 万亩，产量在 5万担以

下。

三年自然灾害，农业连续歉收，烤

烟也大幅度下降，1962 年烤烟种植面

积 6000亩，国家只收购了 2600 担，是

建国后最低的一年。1963 年国家采取



保护发展生产的一系列扶持政策，如

发放烤烟生产预购定金，对烟农奖售

粮食、化肥、调高烤烟收购价格等，使

烤烟生产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1964 年种植面积增加到 9 万亩，产量

12 万担。

“文革”期间，烤烟种植面积一直

徘徊在 9 万亩左右，产量在 10—17 万

担之间。为适应省内卷烟发展的需要，

省革命委员会决定扩大产区，力争省

内卷烟原料较快地实现自给。1975 年

全省烤烟种植面积上升到 17．3 万亩，

产区扩大到 29 个县，其中主产县有：

资阳、简阳、忠县、梁平、黔江、秀山、古

蔺、叙永、筠连、眉山、丹棱、洪雅、会

理、会东等，产量增加到 31．8 万担。

1976—1978 年，烤烟种植面积逐

年增加，由 17．3 万亩增加到 35．9 万

亩，3 年产量每年平均递增将近 10 万

担，1978 年产量 68 万担，卷烟工业省

内原料自给率由 20 % 增到 80 % 。不但

增加了社队收入，还为国家上缴了

1．69亿元的税金。

烤烟数量上得很快，但烟叶质量

一直较差，生产高档卷烟需用的上中

等烤烟少，低次等级烟叶多，造成大量

积压，占用了资金和仓储。

为了解决数量与质量的矛盾，

1979 年国家对烤烟的奖售办法加以

改进，改奖数量为奖质量，即上中等烟

多奖，低次等烟少奖或不奖，由原每收

购 1 担烤烟不分等级奖售粮食、化肥

各 20 斤，改为每收购 1 担上等烤烟售

粮食、化肥各 70 斤，中等 40 斤，下等

20 斤，低等(除青三、末级外)15 斤。但

由于烤烟生产基础较差、水平低，上中

等烟只占 20 % 左右，下低次等烟占

70 % 以上。上中等烤烟虽然奖售高，但

短时间很不容易达到。加之粮食和其

他农副产品采取提高收购价、超交加

价，增大自留量等办法，而烤烟仍是全

收全调，价格不变，因此，烟农生产积

极性不高。1980 年烤烟生产面积降到

22 万亩，产量降到 41．10 万担。1981

年国家对烤烟收购价调高30%，另外

由烟厂价外补贴 10 % ，省政府还规定

全省年收购 50 万担为基数，超基数部

份加价 15 % ，一订 3 年不变。同时又

调高了烤烟粮食奖售标准，每收购 1

担上中等烟，奖售粮食 100 斤，下等烟

奖 60 斤，低等烟的中六、上五级奖 40

斤，青三、末级和级外烟奖 20 斤，片烟

不奖。这些政策的调整，有效地促进了

烤烟生产的发展。1982 年种植面积

95．5 万亩，产量 93．3 万担。比上年分

别增长了 75 % 和 79．7 % 。但烤烟质量

差的问题仍未解决，低次等烟的比重

仍然偏大。对此，省农业厅、供销社、轻

工业厅等主管机关吸取几年来的经验

教训，对烤烟生产有针对性地提出“计

划种植、主攻质量、优质适产”的方针，

按照因地制宜、适当集中、择优安排的

原则合理调整生产布局，把烤烟安排

在最适宜区种植。生产重点由盆地中



区移向盆地西南，东南一带。1984 年

以后，增加普格、西昌、彭水、南川、武

隆、宜宾、泸州等地生产烤烟，调减了

内江、万县、乐山等低质 烟区的种植

面积，大力推广良种壮苗、薄膜复盖、

合理施肥等科学种烟技术，实行栽培

管理规范化，使烤烟质量得以显著提

高。1983 年上中等烟达 43 % ，1984 年

又提高到 57．9 % ，1985 年不仅质量提

高，产量也大幅度上升，种植面积 55．

7 万亩，收购烤烟 111．05 万担，上中

等烟占 66．4 % ，创历史最高水平。

烟叶复烤 按照生产卷烟的需

要，对收购起来的原烟要进行复烤，即

将原烟经过干燥降温冷却和均匀回潮

等工艺过程，使烟叶含水量达到一定

限度并均匀一致。这样做有利于储存

保管，防止走油、变色和霉变，杀死叶

片上附着的霉菌，防止虫害，避免损

失，减少尘土杂物，排除杂气，去掉部

分青杂味；还能使青烟转黄、烟叶醇

化，降低刺激性，从而保证卷烟质量。

1964 年修建资阳复烤厂，当年复

烤量 6万担。1976—1984 年，陆续修

建眉山、古蔺、叙永复烤厂，1984 年新

建西昌微波复烤厂，1985 年又建宜

宾、会理复烤厂，至此，全省共有 7 个

复烤厂，复烤能力共 52万担。

第三节 白 肋 烟

白肋烟是一种晾烟，是 50年代从

美国引进的制造混合型卷烟的重要原

料。先在湖北省试种成功。1970 年轻

工业部对湖北省种植的白肋烟进行鉴

定，认为在色泽、香气、吸味等方面基

本符合制混合型卷烟的质量要求，是

一个有发展前途的新品种。该品种

1972 年从湖北引进四川，先后在达

县、开江、叙永、宣汉、通江、巴中、万

县、巫溪、云阳、奉节、开县等地试种，

成功后，1973 年在国际市场试销，出

口 16 吨。虽然数量不大，但试种后就

能出口，对外贸易部和轻工业部都很

重视，随即委托郑州科研所到达县、万

县考察。经对气候、土壤、光照等自然

条件多方调查后，考察组认为四川这

两个地区适合种植白肋烟。从此，生产

由少到多，由分散到集中，逐步发展成

为四川主产白肋烟的基地。

1973—1977 年，全省累计种植面

积约 18．5 万亩，产量 1．77 万吨，出口

6091 吨，出口率占总产量的 34．41 % 。

1978 年，白肋烟种植面积 15 万亩，产

量 1．36 万吨，但受国际市场影响，只

出口 177 吨，1979—1982 年，全省累

计种植面积 23．4 万亩，产量 2．34 万



吨，出口量回升到 2101 吨，占总产量

的8．98 % 。1985 年省烟草公司接管产

销业务后，集中优势发展主产区，将

11 个县调减为 5 个县，压缩种植面

积，当年产量 9211 吨，出口 2124 吨，

出口率为 23 % ，基本做到以销定产，

以产定购，计划安排购销。



第一节 烟草经营与专卖

建国前，烟草收购基本上是由各

地批发商，烟商及制造商或经纪人在

产地县设庄收购，运集于烟叶商行、烟

栈。在经营中，烟商多感势单力薄，生

存艰难，就自行结成行帮，如渝万帮

(重庆、万县)、中和帮(简阳、资阳、富

顺、泸县)、西北帮(陕、甘、晋)等，就地

设栈转运，成为烟叶商品流通的重要

环节。当时金堂因水路交通方便，是全

省烟叶经营的最大集散地之一；重庆

地处水陆交通枢纽，是建国前四川烟

草经营的又一大基地。

建国初，四川省土产公司负责收

购经营全省的烟叶，在各县区都设有

分支机构，直接深入产区，扶持指导生

产，开展收购经营。年收购经营量占上

市量的 80 % 左右，余下的 20 % 左右为

私商经营。1954—1955 年间，由省烟

酒专卖公司负责经营管理，除主产县

直接经营外，其他非主产区由土产部

门代为收购经营。1956 年交由省农产

品采购厅经营，1957 年采购厅撤销

后，交省供销系统的棉麻烟茶贸易局

经营。1965 年成立全国烟草“托拉

斯”，四川成立成都、重庆、简阳、资阳

4 个烟叶经理部、负责全省的烤烟经

营业务，晒烟仍由供销社经营。1969

年业务移交省轻工业厅，仍由 4 个经

理部经营，生产种植由省农业厅管理。

1976 年烤烟由轻工业厅交省供销社

棉麻烟公司管理，负责种植、收购、调

拨等经营业务。1982 年 10月生产经

营业务全部交给省烟草公司管理，省

公司在各地区设分公司，县设县公司，

区乡设经营站、点。产烟区负责烟叶生

产和卷烟销售，非产烟区只负责卷烟

销售。白肋烟 1972—1984 年由省外贸

局管理，1985 年移交省烟草公司管

理。

烟草及卷烟是特种消费品，世界

各国大多建立专卖体制。我国近百年

来长期受外烟冲销，对外烟不进行管



制。抗战中后期，交通断绝，外烟无法

进入内地。1942 年 5月 13 日，国民政

府以“增加财政之收入，节约消费者之

耗用为目的”，颁发了《战时烟类专卖

暂行条例》。此《暂行条例》到 1945 年

6月宣布废止。

建国后，1952 年撤销 4 个行署合

省后，成立了四川省烟酒专卖局，对烟

类实行专卖，在烟叶主产县设立收购

点，直接经营；一般产烟区则委托供销

社和土产站代为经营；对烟类制品则

全部由专卖属统管。1955 年专卖局撤

销后，成立省农产品采购厅。1957 年

移交省商业厅糖业烟酒公司，下设两

个二级站。1966 年以来，因山东、河南

等省外调入增多，为减少迂回运输，建

立了绵阳站。1969 年又建立了内江

站。

进入 80 年代，为了加强烟草行业

的集中管理，改善市场卷烟供应，增加

国家财政收入，全国烟草行业的产供

销、内外贸业务统一由中国烟草总公

司经营。1983 年 3 月，省轻工业厅管

理的卷烟生产，省商业厅管理的卷烟

销售，省供销社管理的烟叶生产经营

业务，全部划归省烟草公司统一经营

管理。

省烟草专卖局根据 1983 年 9 月

23 日国务院发布的《烟草专卖条例》，

在抓机构组建的同时，着重抓了工业

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的专卖。给计划

内烟厂发放生产许可证，关停计划外

小烟厂；烟厂所有产品全部交省烟草

公司统一分配，计划调拨、批发，工厂

所需的原料也由省公司统一安排计划

调拨；取缔了多渠道进货，多头批发；

查处了违反专卖活动的案件，整顿了

市场，狠狠打击了高价倒卖卷烟的黑

市交易活动，强化了专卖管理。卷烟的

销售，无论是国营、集体、个体都必须

向专卖机构申请，待取得专卖许可证

后才能经营。1984 年 9 月 10 日国家

烟草专卖局又发布了《烟草专卖条例

(实施细则)》，进一步加强了专卖管理

工作。

第二节 产 品 销 售

雪茄烟 建国前，各烟厂(坊)本

小利微，没有仓储和流动资金。为避免

产品滞销积压，都是以需定产，生产量

就是销售量。

建国初，销售范围基本在本县及

附近地区。各烟厂除直接将雪茄烟卖

给烟商外，还在成、渝等大中城市委托

烟店代销，并联络和鼓励一些行商到



烟厂贩运。在省外一些交通方便和物

资集散地，如沙市、汉口、西安、兰州、

宝鸡，汉中等地设立推销处。1954 年

下半年，国家对烟酒实行专卖，各代销

点和推销处撤销。1956 年烟酒专卖局

撤销，取消包销，省人民政府为了保护

雪茄烟产品的优势，决定仍由各地商

业部门全部收购包销。在工商双方紧

密配合下，除巩固了原已形成的省外

销区外，还新开辟了东北等销区。

四川雪茄烟以它独有的风格，不

仅赢得了国内消费者的赞扬，而且在

国际市场上也颇受欢迎。1966 年“长

城”牌雪茄烟在香港、澳门试销成功。

从 1976 年开始，经香港转销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销售

量逐年上升，到 1980 年累计出口“长

城”、“峨嵋”等名牌雪茄烟 9138 箱，但

由于出口关税过高，担负出口雪茄烟

生产的什邡烟厂因系手工生产，成本

较高、效率较低，从而造成亏损，被迫

于1981 年停止出口。外商虽多次要求

继续供货，但终因税收政策未作调整，

出口雪茄烟生产仍未能恢复。

四川卷烟的销售市场早于烟厂诞

生 50多年。1877年前后，“英、美烟草

公司”就派人入川推销卷烟，从巫山县

入境沿长江到重庆。到1924年在长达

40 多年中，英美烟一直霸占四川市

场。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生产的“大

联珠”等牌卷烟，虽曾进入过四川市

场，但因数量很少，起不到抵制外烟倾

销的作用。

抗战时期，英、美卷烟无法入川，

武汉、广州等地相继沦陷后，四川卷烟

逐步占住市场。产品除满足本省外，还

运往陕西、甘肃、西康、云南、贵州等

省。抗战胜利后，交通恢复，四川卷烟

在西北的市场逐渐被沪、汉和英、美卷

烟占据，省内市场也涌进了不少英、美

和贵州卷烟，迫使四川卷烟生产不断

缩减，烟厂大批倒闭。建国后，各卷烟

厂恢复生产，产品全部由商业部门收

购。商业部门鉴于工厂资金不足，还主

动帮助烟厂解决困难，搞来料加工，促

进了产销发展。此后无论经营体制如

何变更，产品一直由商业包销。1982

年省烟草公司成立，卷烟销售纳入省

烟草公司统一经销，由省公司管计划

调拨，各地区烟草分公司为二级站，各

县烟草公司为三级站，统管批发业务。

四川卷烟产销矛盾很大，1985年

统计年销量达 188 万箱，从省外调进

81．6万箱，自给率仅 60 %，每年从省

外调进40 %。50年代销河南烟较多，

60年代销上海烟，70—80年代后被云

贵烟所代替，特别是云南的高档卷烟，

如“红塔山”、“阿诗玛”、“云烟”等牌

号，在消费者中信誉较高。

1985 年，四川烟厂生产的“并蒂

莲”牌卷烟，以旅游纪念烟进入北京中

南海纪念馆。什邡烟厂的混合型卷烟

“居庸关”牌、“华西”牌也进入了北京

市场。四川、什邡、西昌 3个烟厂还为



安徽、渐江、河北等省加工产品，但总 销量还小，只能称是打开了一个窗口。

第三节 烟 税

四川征收烟税始于 清朝末年。

1912 年开征烟叶统税。分级征税，其

税率为毛烟 0．8 %，甲叶烟 0．7 % ，甲

毛烟 0．6 % ，壳毛烟 0．5 % ，幺烟 0．

4 %。1915 年烟类以公卖形式征税，批

发每市担征 40 元，零售征税分为 4

元、8 元、16 元三等。1919 年公卖与税

费合并征收。

卷烟、雪茄烟税收，自 1935 年实

行统税以来，系派员驻厂课征。卷烟税

率，开始按每箱价值分为两级，一级烟

(每箱 5 万支)，价值 300 元以上者，征

税 160 元；二级烟价值在 300 元以下

者，征税 80 元，并规定二级烟最高售

价，如属非烟厂所在地，则准予放宽

20 元，以不超过 20 % 为限。1937 年 4

月改为四级制，计税价值提高到—级

800 元以上征 800 元，二级 400 元以

上征 400 元，三级 200 元以上征 200

元，四级 200 元以下征 100 元。雪茄烟

自开始征税起，即按 1000 支价值计算

征税。实行六级制，按级征税，唯土雪

茄烟到 1939 年 1 月 1 日起，才开始征

税，实行三级制，按级征税”。见表 3—

1、表 3—2。

1942 年实行战时专卖后，卷烟专

卖税每箱按 7 个等级征收。其税率为：

原料从价征收 40 % ，成品从价征收

100 % 。到 1945 年废止专卖后，不仅没

有减少税收，反而加重了收税，改“从

量征税”为“从价征税”，削弱了卷烟与

外烟的竞争能力。成都产“华生”牌卷

烟 1 箱从量征税不过 10 万元，而改为

从价征税则要征 37 万元，可是该牌

卷烟销售批发价 40 万元还难于脱手。

据 1945 年 7月 1 日《新华日报》载：重

庆“此次加税，手工卷烟，平均由 3 万

元一箱的税，一加就是 20 几万元，最

高的加到 30 万元以上，一箱平均加税

5—6 倍。机制卷烟税率增加了 20 % 左

右。”

1948 年 4 月 2 日，国民政府公布

《货物税条例》规定“一，卷烟从价征税

百分之百，二、熏烟(烤烟)叶从价征收

百分之三十”。致使四川卷烟工业 面

临绝境。

建国后，国家根据财力和各类烟

厂生产利税情况，参考了烟类税收的

历史状况，制定了新税率。1950 年 1

月 27 日政务院公布的《货物税暂行条

例》规定烟草税率：卷烟类：甲级烟征

税 120 % ，乙 级 烟 110 % ，丙 级 烟



100 % ，丁级烟 90 % ；雪茄烟类：不分

等 级，一 律 征 100 % ；高 级 斗 烟 丝

100 % ；普通斗烟丝 45 % 。1952 年政务

院根据经济恢复时期新的形势，组织

制定了《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于 12

月 31 日公布实施。对烟类税率作了新

的调整，晒烟和烤烟为 40 % ，卷烟甲、

乙级为 66 % ，丙级 60 % ，丁级 55 % ，

戊级 35 % ；雪茄烟统征 55 % ；丝烟(包

括斗烟、无盒烟)40 % 。这一税率，一直

执行了 31 年。1983 年国家对税率作

了全面调整，晒烟、烤烟 38 % ，卷烟

甲、乙级 60 % ，丙级 56 % ，丁级 50 % ，

戊 级 32 % ，雪茄烟 统征 47 % ，丝烟

35 % 。

烟草行业一直是财政收入的一个

重要来源，四川烟草行业实现税利(不

含重庆市)，1983 年税金 1．68 亿元，

利润 481 万元，1984 年税金 2．38 亿

元，利润 3676 万元，1985 年税金 8．03

亿元，利润 4426 万元，烟税占全省财

政收入 6 %以上。

烟草行业税大利微，在原辅材料

涨价的情况下，1983 年部份烟厂出现

了亏损。为了发展生产，增加国家积

累，烟厂积极挖掘内部潜力，降低成

本，省财税部门又采取了保护性临时

措施，即在不减少财税总收入的前提

下，给烟厂一定的“返税”“让税”照顾。

1984 年，资阳县财税局率先在四川烟

厂开始实施，规定乙级卷烟每包降价

3 分计税，丙丁戊级每包降价 2 分计

税。所让税金解决了烟厂困难，同时也

将部份利益让给销地，刺激销地出售

卷烟的积极性，反过来又促进了生产

的发展，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有的地

方财政也仿效资阳的作法让税，或给

工厂下达增税额总指标，完成后返还

税金。

四 川 省 雪 茄 烟 税 金 表



四 川 省 土 制 雪 茄 烟 税 金 表

四川省 1949—1985 年卷烟、雪茄烟产值、产量表



四川省 1985 年烟草机构分布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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