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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龙江省烟草志

概 述

黑龙江省烟草行业是由烟叶生产、卷烟工业、卷烟商业三方

面业务组成。国家对其实行全面专卖管理。

烟草及其制品是一种特殊消费品，“寓禁于征修是历代对烟

草行业实行的特殊政策。政府对烟草课以重税，以达到抑制社会

需求，限制其发展速度和规模之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黑龙江省随着人口增长和消费水

平的提高，对卷烟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大。加之黑龙江省境内可耕

地充足，无“粮烟争地’’之忧，在国家计划管理下，烟草种植和

卷制呈发展趋势。截止1985年末，全省烟草种植面积比1949年

增加了近11倍，卷烟年产量比1950增加了7倍有余。当年烟

叶、卷烟共为国家和地方财政提供税金22，777万元。

‘

(一)

晒烟种植在黑龙江省具有悠久的历史，素以盛产“关东烟"

闻名全国。十六世纪中叶(明万历年间)晒烟由欧洲传入中国。

十七世纪中叶，清朝颁布开垦令，随山东、直隶(今河北)移民

入东北，带入部分烟籽，在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五常县等处开始

了晒烟种植。黑龙江省地域辽阔、气温适宜，日照时长，雨量适

中，土质疏松等都具备晒烟生长的条件。因此，晒烟种植业很快

地发展起来。所产烟叶主要为农民自己吸用，余者进入集市交易。

二十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卷烟工业和

3 a



概 述

烤烟种植相继传入中国。中东铁路修通后，俄商老巴夺兄弟二人

来到哈尔滨，开办了卷烟工厂(作坊)。继后，英美势力侵入东

北，英美烟商以入股形式渗入“老巴夺弦烟厂。至1914年正式

吞并“老巴夺"，更名为“英商老巴夺父子有限公司。劳此期

间，烟叶和卷烟的生产发展很快，消费量随之增加。

1915年(民国四年)，鉴于烟草业的迅速发展，北洋政府借

鉴各国对烟酒课以重税之法，以官督商销为宗旨，在全国设烟酒

公卖局，颁布公卖章程。是年11月，黑龙江省成立烟酒公卖局，

并颁布公卖章程施行细则，开设烟牌照税、烟公卖费、烟叶税、

烟草关税等税种。民国的官督商销主要通过税收管理烟草行业。

在实施中，因触及英美烟商的利益，遭到英美烟公司的顽强抗

争，北洋政府被迫做出多次让步，降低对英美烟商的征税率。当

时，由于各派军阀互相倾轧，政令不一，公卖制度难以贯彻。

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略军进入东北后民国的官督商销管理

宣告失败。
‘

日本军占领东北后，扶持“伪满弦傀儡政权，对烟草业实行

“统制劳，1937年公布“统制法"及“烟税法黟。日本人不断排

挤英美烟势力，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长期在东北居垄

断地位的英美烟公司作为敌产被日本人接管。至此，对烟草的生

产，配给、进出口和运输等方面实行了。一体化弦管理。日本对

东三省烟草的“统制"，致使卷烟工业“竭泽而渔，，，多数烟厂

濒于停产。

东北地区解放后，1949年2月东北行政委员会颁布了《东北

解放区烟酒专卖暂行条例》，对卷烟的产销实行有计划的管理，

初步改变了黑龙江省卷烟生产和销售的混乱局面，疏通了产销渠

道，繁荣了市场。通过专卖管理与经营，使卷烟工业由恢复到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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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至1952年年产卷烟已达7．5万箱(每箱5万支)，·比1950年

增长56％，年销售卷烟达7．9万箱，比1950年增长48％。

1953年初，国家撤消东北大区。烟草实行归口管理，卷烟工

业归轻工部，卷烟销售隶属于商业部，烟叶产销隶属于供销总社。

五十年代后期，全省卷烟企业只有哈尔滨卷烟厂，卷烟产销呈上

升势头o 1959年，全国烤烟遭灾减产，省内卷烟厂原料紧缺。在

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组织下，1960年黑龙江省烤烟生产正式列入

国家计划。全省确定了lO个烤烟生产基地县和16个一般产区

县。并从山东、河南、辽宁等省聘请有经验的老烟农来指导烤烟

生产。同时，对烤烟生产实行了优惠政策。当年，全省烤烟种植面积

增加到2．4万亩。第一次突破了黑龙江省烤烟有史以来徘徊在o．5

万亩左右的局面。为全省进一步发展烤烟种植奠定了基础。

1962年，黑龙江省烟草生产，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影响，加之

隶属关系变动频繁，管理不善，致使烟草生产大幅度减产。与1956

年相比。烟叶种植面积缩减23％，产量缩减58％，卷烟工业因原料

供应不足，产量骤减87％。卷烟同全国一样实行凭票供给，卷烟销

售下降23％。1962年是黑龙江省烟草业效益最差的一年。

1963年，在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秒的方针指导

下，鉴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教训，国家决定试办中国烟草工

业公司，对烟草行业实行供、产合一的管理体制。仅三年时I可，

收到显著效果。烤烟种植单产提高幅度较大，卷烟工业1966年产

量达14万箱，比1962年增加了14倍之多’卷烟销售为16万箱。
· “文化大革命"初，中国烟草工业公司被视为“修正主义产

物"而遭到批判，机构被撤消。烟草行业重走分散经营的老路，

产、供，销再度失调。1970年，鉴于全省卷烟消费需求迅速增

长，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批准省轻工业厅新建海林、绥化两个烟

了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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慨 述

厂。七十年代中期，省内一些地区，县等为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相继自建一些小烟厂，用去了大量的原料，省内卷烟原料供应再

度趋于紧张。因此，经国家批准，黑龙江省烤烟种植面积于1975，

1976两年连续翻了两番，达到17．1万亩。当年收购烟叶2万余

吨。从此结束了黑龙江省卷烟原料主要依靠外省调入的历史。在

烤烟种植面积增加的同时，省供销社所属省土产公司与省农业局

多种经营处合作，针对黑龙江省较关内省份积温低，无霜期短的

特点，组织了有关县探索适应当地气候特点的烤烟种植技术。在

实践中总结并推广了“早育苗，早移栽、早烘烤"的“三早’’栽

培技术，相对增加了烤烟大田生育期，基本上避免了烤烟生长后’

期霜冻造成的危害。1982年全省种植烤烟面积已达56．3万亩，

卷烟厂已发展到19家，卷烟生产能力已达年产50万箱，超过市

场需求近1倍。另外，商业部门在省外进烟较多，1982年卷烟商

品库存超储严重，已达14万箱。烤烟因质量低，1979年亦有4万

吨积压无销路。自1980年开始，省供销社加强了促销手段，烤烟

产销形势呈基本平衡状态。

(=)
c一

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在总结了建国三十多年

烟草行业管理体制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1982年初，国家

决定成立中国烟草总公司，对烟草行业实行产供销，内外贸、人

财物高度集中的统一管理体制。1982年7月12日，根据黑龙江省

政府C1982]第105号文件通知，正式成立黑龙江省烟草公司。之后

相继成立了市、县各级烟草公司，经过组建、整顿，1984年开始

实现了全行业的全面协调发展。同年4月，省烟草公司及所属企

事业全部划归中国烟草总公司，全省烟草行业统一管理的新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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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的全面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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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卖蕾理国家制定的烟草专卖体翩，给黑龙江省烟草行业

带来了生机和活力。1983年国家颁布《烟草专卖条鳓，黑龙江省
各级烟草部门认真贯彻实施，加强专卖市场管理，彻底扭转了组

建前盲目生产、多头批发、价格混乱的局面。对全省13家计划外烟

厂，按照专卖条例坚决予以关停t对计划内的6家烟厂，实行以

销定产，严格计划管理。从整顿卷烟流通渠道和加强市场管理入

手，撤销了系统外200多个批发单位，对允许经营的企业和个体

零售商贩，发放许可证，实行有证经营。积极配合工商、公安，

物价，铁路、邮电等部门，集中力量严厉打击投机倒把、非法贩

运、地下手工卷制、出售假冒牌卷烟等违法活动。截至1985年末

共查处各种违章案件7，400多起，巩固了烟草专卖体制，保护了

合法经营，维护了国家和消费者的利益，全行业实现了产量，产

值，税利同步增长的好局面。

烟叶生产 1982年省烟草公司组建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精神指引下，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本省广大农村

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烟农的生产积极性。烤烟种

植在“稳定面积，主攻质量，优质适产"的方针指引下，同传统

的粗放经营旧观念彻底决裂，科学种，科学管。经过连续三年的

品种对比试验，筛选出NC82、NC89，G 140等几个适合黑龙江

省特点的优良品种，自繁伯育。从此，结束了黑龙江省烤烟种子

历来从外省引进的历史，保证了优质烟叶的生产稳定发展。同时

积极引进国内，外的先进烤烟种植技术，并与加拿大烤烟专家共同

开发黑龙江优质烤烟生产技术。烤烟生产初步做到品种优良化，种

植规范化，管理科学化。三年多时问，烤烟质量显著提高，1985年

特烟烟碱(决定烟叶品质的关键指标)含量由1983年的0．5％

了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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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到1．26 o／，中、上等烟达82．60／，黄烟比重达99％。当

年种植58万亩，总收购量达6．1万吨，烟农收入12，000万元，达

到优质高效益。黑龙江的烟叶得到省内、外厂家的好评，同时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客户。1983年，全省建成七个烟叶复烤加工厂，当年

投产。此举使黑龙江烟叶阉过“霉雨关"销向全国。1985年全省

烤烟收购量的67．5％运销到全国22个省市，44家烟厂(站)，

用户一致反映其具有“三好"(色泽、燃烧性、弹性好)、“一

高"(出丝率高)的特点。1983年至1985年，在全国烤烟大量

积压的情况下，黑龙江省烤烟连续做到产销平衡。黑龙江省已成

为继云(云南)，贵(贵州)、鲁(山东)、豫(河南)之后，

全国第五个商品烟基地。

穆棱、刁翎、亚布力晒烟被列为全国名晒烟，为黑龙江省发

展混合型卷烟创造良好条件。 ．

卷烟工业坚持“抓质量，上水平、改进提高吃味’’的指导

方针，严格以销定产，调整产品结构，发展适销对路产品，满足

不同消费层次需要。以美化包装装潢、高档化、少品种、多规

格、成系列、安全型为发展方向，将组建初全省六家烟厂的200'

多个卷烟牌号调减到45个，从根本上制止了盲目开发，低价宽

销的局面。1985年先后从国外引进卷烟联合机组、包装机组和检

测仪器等先进生产设备，改变了卷烟工业设备落后的局面o 1985．

年末，卷烟工业年产量稳定在36万箱，单箱税金由1983年的

369元增加到483元，增长了3l％。产品质量有所提高，一级品

率有较大幅度增长。卷烟工业企业经营利润，由1983年亏损722：

万元转为1985年全部盈利，总额达1，372万元，增长了2900／o

卷烟销售1982年组建初，因接收商业积压库存卷烟较多，

全省近70％的销售企业亏损严重。1983年对积压库存卷烟做削价



黑龙江售烟草志 ·7·

处理，仅此一项损失3，000万元。1984年末，基本上卸掉了积压

滞销商品的包袱。在贯彻专卖法，整顿批发市场的同时，完善

了市场体系和销售网络，全省形成1个二级站，f58个三级站，

570处批发点(包括行业外的农林铁系统)，近lO万个零售点的市

场销售体系，建立起城乡畅通的流通网络。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

水平普遍提高，卷烟销售量大幅度上升。1985年全省销售卷烟

49．2万箱，以1982年为基数，每年平均递增22．6％，相应工商

库存逐年以16．7％递减。1985年全省销售企业全部转亏为盈。

1985年，黑龙江省烟草行业全面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

进一步端正经营思想，努力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消耗，在烟叶面

临绝产9万亩(占总种植面积六分之一)的情况下，全行业仍然

取得好效益，卷烟，烤炳两税比1984年增长38％，企业经营科

润实现2，506万元，比1984年增长35．8％，与组建开始的1983．

年比，税金、利润分别增长116％和462％。

1985年，全省烟草系统13，552名职工中，各类专业技术人

员为887人，其中烟草种植专业技术人员为127人，卷烟工业技

术人员为200人。全省培育龃·支拥有21，387名烟农技术员的烤

烟种植队伍。截至1985年末烟叶种植，卷烟工业共完成科研和技

术改造项目4l项，其中2项被评为国家部级科技进步奖，1项被授

予省科技成果奖，在全国范围内倡导推广的有2项，在省内倡导推

广的有7项。

1985年末，就全省烟草行业的基础和潜力，制定了“七五"

规划，提出了翌年烟叶生产'’‘卷捆工业、卷烟销售三大目标。其

核心就是——“优质、低耗、安全、高效益"。黑龙江省烤烟继

续向主料烟迈步，卷烟工业力争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优质“拳头"

产品，以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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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烟草志

序 文

《黑龙江省烟草志》编纂出版，是全国烟草行业的一

项可喜事业，这是我国烟草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省级专

业志o
’

黑龙江省烟草公司，在国家烟草专卖局和省委、省

政府的领导下，在贯彻执行国家烟草专卖管理制度，领

导生产、经营烟草业务方面有不少可供借鉴之举。本志较

详细地提供了这方面的资料，值得全国烟草系统同行一

阅。

黑龙江省地处祖国最北端，历史上晒烟较有名气，但

烤烟因受气候的影响没有发展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烤烟种植较前有了新的发展。1960年后正式列入

国家种植计划，在省内各级党、政部门的重视关怀下，

由于较多地采用了科学种烟技术，相对地弥补了地理环

境的先天不足，使烤烟得到较快发展。特别是黑龙江省烟

草公司成立后，对烟草实行了产供销、人财物、内外贸

集中统一管理，认真贯彻了。计划种植，主攻质量、提高

单产，增加效益黟的方针，积极推行“良种化，区域化、规

范化"的科学种烟措施，没有几年，兢使黑龙江省一跃成

为国家主要商品烤烟生产基地之一。《黑龙江省烟草志》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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