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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烟草专卖局组织人员，历经五载，完成《中国烟草通志》这项重要文化工程，是一件值得庆

贺的事。

烟草源于中南美洲，自16世纪末传入中国后，吸烟习俗逐渐形成，且迅速传开。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中国的烟草事业获得新生，尤其是自1982年中国烟草实行专卖制度后，中国烟草发展迅速，

目前中国烟叶、卷烟产量均居世界第一，成为中国一个重要的产业部门。近几年，烟草行业坚持深化

改革、科技创新、做精做强主业，加强内部管理监督，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的成绩和进步，为中国现

代化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中国烟草通志》编纂中，采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广征典籍，博采众议，以

求实存真、一丝不苟的态度，科学、翔实地描述了中国烟草数百年发展历史轨迹和现状，特别是反映

了当代烟草工作者为烟草业的振兴与发展所作的不懈努力和无私奉献精神。

烟草是一个敏感的产业。吸烟有害健康问题，已引起世人的关注。该志在记叙烟草事业发展的同

时，设专篇对古今吸烟有害健康和控制烟草的情况做了记载。一方面为后人控烟提供资料，一方面表

现出烟草人的求真务实精神。

盛世修志，烟草亦然。修志重在。存史、资治，教化”。古人云：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

者以志为鉴。”《中国烟草通志》的出版发行，有利于人们总结经验教训，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使

后来者得以正镜旁鉴，循轨继辙，促进烟草工作者奋发图强，将这一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该志共170余万字，资料翔实、图文并茂、专业突出、结构严谨、文风朴实，是一部资鉴价值很

高的良志。

新志甫成，仅此片言，权为之序。

(本序作者为原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司细，玄
2005年5P]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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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有烟草，发轫于明代万历年间，迄今400余年。烟草作为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其栽培、

制作、加工、流通、消费，涉及到政治、经济、科技、商贸及文化各个层面。

明末清初，烟草突破朝廷禁锢，由农民自种自用向商品经济状态发展。白闽粤沿海一带，播及中

原，渐至各地，种植地域广泛；烟草品种也由传统晒晾烟，扩大到烤烟、香料烟、白肋烟等。从烟丝

3n-r_发展到手工卷烟和机制卷烟，工艺技术日臻完善。清末至民国，国势衰弱，门户洞开，外国烟草

制品大批输入中国，外商资本也纷纷来华投资办厂，逐步占据和垄断了中国烟草市场。国人中的有识

之士及爱国的民族资本家亦斥资设厂，以“杜塞漏卮、挽回利权”。1925年前后，在轰轰烈烈的反帝

爱国运动的支持与推动下，民族卷烟工业一度崛起，几乎可以与外国资本相抗衡。抗日战争爆发后，

烟草种植面积锐减，民族卷烟工业企业遭到沉重的打击和破坏，一蹶不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烟草行业得到新生，烟草种植面积扩大，烟叶质量提高；卷烟工业蓬勃发展，工艺技术水平全

面提升。特别是1982年以后，国家对烟草实行“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专营”的专卖管理体制，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有关部f-J平n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全行业50万干部职工的努

力拼搏，通过深化改革，控制总量，狠抓基础，科技创新，降焦减害，不断做精做强主业，使烟草行

业保持了稳定、协调、健康发展，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中国烟草

历史谱写出了绚丽的篇章。

中国烟草的发展，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卷烟工业的发展，从不同的侧面折射出中国近现代社会

经济发展史。

回顾记载中国烟草历史和文化的典籍、著述，自明清至今，数量不少，其中也不乏鸿篇佳著，尤

其是近十数年来编写出版了一大批省、市、县烟草志书，但至今没有一部全国性的烟草行业志书，这

不能不说是中国烟草历史、烟草文化的一件憾事!

“盛世修志”，发挥志书“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是我国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全国

为编纂社会主义时期新方志而开拓前进的热潮中，随着我国烟草事业的发展和行业各级烟草志书的相

继问世，1999年7月，中共国家烟草专卖局党组作出决定：编修一部鉴往知源、承前启后的行业专业

志书，以加强行业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为此，成立((中国烟草通志》编纂委员会，拨出专款，

调集行业内专家学者，启动了修志这一宏大工程。在各省、市(区)烟草专卖局(公司)和行业各单

位的大力支持下，经修志人员五年的努力和审稿委员会的三次审稿，终于使得《中国烟草通志》与烟

草业广大干部职工及其他方面的读者见面。

这本志书共170余万字，时间跨400余年，空间为全中国，内容涵括烟叶生产、卷烟工业、卷烟机



械、卷烟物资、卷烟流通、烟草进出口、烟草税收、烟草财务审计、烟草专卖管理、烟草科学技术、

组织机构和职工队伍建设、烟草禁控及烟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尤为可贵者，选用T900余幅历史照片

为卧文图，400余个表格，作为历史形象数据资料，增添了历史的直观性和厚重感。 《中国烟草通

志》终审前请部分地方志专家提意见，他们对本志书给予充分肯定，认为《(中国烟草通志》内容丰

富，资料详实，体例完备，图文并茂，可读性强，是一部有特色的专业志书。

《中国烟草通志》的出版发行，填补了中国烟草历史文化的一项空白，是中国烟草文化建设的一

件大事，必将为烟草工作者和社会人士提供精神食粮和借鉴。

中国烟草在中国历史长卷中占有自身的独特篇章，尤其在近现代经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烟叶收购量和卷烟产量相继位列世界第一，成为国家一个重要的产业部

门。20多年来，全国烟草行业实现税利累积超过一万亿元，不仅体现了烟草行业在国家财政收入中

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彰显了全国烟草行业50万职工高涨的社会主义劳动热情和对国家经济建设所作

出的重大贡献。

。吸烟有害腱康”，控制烟草发展，减少烟草制品的危害，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

的共识。中国政府参加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制订和修改工作，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待烟草的正确

立场和态度。中国政府从实际情况出发，在控烟工作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中国烟草行业遵循政府的

政策方针，一方面加强烟草专卖管理，严格控制烟叶生产和卷烟产量；另一方面大力加强科学研究和

技术创新，实施卷烟降焦减害工程，为广大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产品。

学习和借鉴历史经验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课题。《中国烟草通志))的出版发行，为烟草行业干

部职工提供了一份很好的学习资料。中国烟草发展史涉及经济，政治、法律、科学、技术，文学艺术

及社会生活各方面，可以借鉴的东西很多。读好用好((中国烟草通志》，充分发挥志书特有的功能，

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完全可以期待，通过努力学习，不

断提高思想境界，不断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和战略思维能力，一定能够站得高一点，想得远一点，能够

更好地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的经济规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在烟草专

卖制度下，坚定不移地推进烟草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注重自律，

提高效率，开创烟草事业新局面。

(本序作者为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中国烟草总公司总经理)

．， ·，

夕Ⅲ厌
200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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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存真求实的精神，力求全面、准确地记述中国烟

草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以烟草事业为主线，在因事命篇的同时，对与主线密切相关的内容作了适当记述。

三、本志记事时间上起烟草传入中国，下止2000年底。为保证事物发展的完整性，极少事件下

延，而人物篇延续到2004年底。

四、本志记事空间为全中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2000年版图为准，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

文中偶尔出现。全国”字样而未注明特指中国内地。

五、本志采用篇、章、节、目结构，目以下设子目或分层次记述，共15篇。

六、本志以述、记、志、传、图、表、录为主要表述形式，以志为主。

七、本志以编年体为主，部分条目采用记事本末体。篇前设有无题小序，以对内容作必要的概括

和提示。人物传以曾任一定职务和对中国烟草事业作出重要贡献或有重大影响的故世人物为记述对象，

对在世人物作了简介或列入简表。各种统计表和与统计数相关的示意图等随文编入各篇章之中；各种

图片、照片、书影等均插于文中，并附加文字说明；附录除编录部分专题外，还辑存一些重要文献、

文件或资料，附于本书或相关篇章之末。

八、本志年代表述：1911年以前用朝代年号并括注公元纪年，1912年～1949年9月称民国时期，

其后使用公元纪年；本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了五年计划的时间概念，“一五”即第一个五

年计划，时间为1953年～1957年，“二五”为1958年～1962年(1963年一1965年三年调整期除外)，

“三五”为1966年～1970年，以此类推；适当保留了具体业务分期，即根据业务的发展划分不同的

阶段。

九、本志使用的各种称谓，包括国名、人名、地名、职务、党派、社会团体、机构、企业、产品、

牌号等，均按资料原文或沿用旧制，在容易引起歧义之处加注说明，使用简称在首次出现全称时予以

提示；地名与行政区划均沿用旧名和旧制；产品牌号名称一般不加引号。

十、本志中货币按当时币制记述，同时出现多种币制时尽可能提示兑换率；记述价格时尽可能提

示当时的谷物或相关产品的比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旧人民币已换算为新人民币。

十一、本志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沿用当时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农田面积

外均使用国家规定的法定计量单位，卷烟计量单位使用支、包(盒或合)、条、件(小箱)、箱，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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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有的企业名称中烟与烟草通用，如“××烟公司”，均按原称呼使用。

十六、本志使用的资料主要源自历史档案，部分采自书、报、期刊和口碑资料。

十七、本志所涉及的非标准计量单位、币制、1985年以后相关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主要机构简

称、主要涉外机构中英文名称等，以简释或对照表的形式置于附录中，以供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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