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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销售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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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体制

(一)商业行会

“行会”是在工商业有了一定程度发

展、商品经济更为活跃的历史条件下产生

的民间团体，是工商业者为维护自身利益，

参与竞争，排除异己，垄断所在地市场，

调解商业纠纷而自发组织起来的民间团体。

中国的行会约始于唐(618～907)，唐宋

(618～960)时称“行”，宋代至明代初

(960～1370)称“团行”，并设有行头，管

理本行，主持对政府纳税事宜。明中叶以

后多称“会馆”。清光绪年间(1875～

，第三篇烟攀商业：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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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卷烟经营薹

1908)，四川省万县城内已有依各商业行当

分设的“八帮公所”，由各行帮推出正副帮

董，代表该业利益，并由帮董推出“客长”

(因商人多属客籍，故名)，帮助调解各帮

纠纷事项。据民国《万县志》记载：“涂涣

章，字蓬渍，由江西抚州避乱人万，精律

例。滩险之大小、道路之远近、商情习俗

之同异尤谙炼。每得一言，洞中症结，曲

直立断。八帮公推为长，以维持商务，历

任地方官皆依重之⋯⋯"凡做生意的都要

归口人帮，缴纳帮费，遵守帮规。各帮都

有帮(行业)神柢，定期做会，置有公产、

公墓等公益事业。清宣统二年(1910)，万

县有八大商帮。民国初年，万县辟为通商

口岸，工商业得到发展，商业行业进一步

细分，1918年已发展到24帮，经营烟草的

商人与日俱增。晚清时期已有大烟帮和丝

烟帮，民国初年设有叶烟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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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业公会

1929年8月1日，国民政府颁布《工

商同业公会法》，规定各种工商业团体均要

在1年内改组为同业公会，并规定在同一

区域内，各种工商业者只需有7户发起组

织，经官署核准即可成立该会。当年，万

县各商帮改为同业公会。公会改帮董为委

员制，每会设执委、监委9～15人，由委

员互选常委3～5人，就常委中选1人为主

席。1938年又改委员制为理监事制。设理

事长1人，理事5～7人，监事5人，均为

名誉职。但因办理会务，得核实给以公费。

每届任期4年，每两年改选半数，不得连

任。主席或理事长主管全会事务。同业公

会的经费，分公费与事业费两种。会费首

先编制预算，年终编制决算，提请会员大

会通过，呈主管官署刊布。会费的筹集，

以各会员的资本额的多少，按比例缴纳，

每年分期或一次缴纳。事业费之分担，仍

以资本额的多少，作为缴纳标准，每一会

员至少一股，至多不超过15股。若需要增

加事业费，增加股额及总额，经会员大会

决议，呈主管官署批准。

(三)烟草经营管理机构

1．烟酒公卖(烟类专卖)管理机构

1915年5月，北京政府对烟酒实施公

卖。四川省设立烟酒公卖局，下属20个区

分局。

1942年7月，国民政府对烟类实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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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专卖，成立烟类专卖局，在川、康、鄂

西地区各地分区成立烟类专卖办事处。

1943年，川康地区共设立区局1个，地区

级办事处7个，业务所41个。其中，重庆

区办事处辖门市部1个，业务所7个；成

都区办事处辖业务所7个；万县区办事处

辖业务所4个；中江区办事处辖业务所11

个；广元区办事处辖业务所6个；宜宾区

办事处辖业务所4个；雅安区办事处辖业

务所1个。1945年1月，战时烟类专卖暂

行条例废止，撤销专卖机构。

2．当代烟草经营管理机构

50年代以后，国家经过对工商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运动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

逐步建立起国有、集体商业组织体系，成

立烟、酒、糖业经营、管理机构。卷烟销

售经营管理机构主要分布于商业系统和供

销社系统。

(1)商业系统机构

1950年初，川东、川南、川西、川北

4个行政公署分别成立了工商厅，统管各

区国营贸易、合作贸易和私营贸易工作。

1951年，各行署相继将工商厅分设为工业

厅和商业厅。1952年，4个行署撤销，建

立四川省，成立了四川省商业厅。在建立

省一级商业行政管理机构的同时，在市、

地、州、县也逐步建立了商业局。

与此同时，组建国营商业的专业公司。

最初建立的国营商业机构是按行政区划建

立的政企合一、经营兼管理的贸易总公司

及其分支机构，统一经营粮食、农产品及



工业品。1950年5月，四川省根据政务院

的决定，分别成立粮油、百货、花纱布、

石油、土产、畜产、盐业等专业公司，对

所属经营单位实行统一管理、统一经营、

统一核算。

1951年初，各行署区人民政府批准成

立酒类专卖事业管理局。1952年3月，成

立专卖公司(一套机构两块牌子，各司其

职)，由财委领导，税务局局长兼专卖局局

长。1952年底，西南军政委员会商管局决

定，原由市百货公司经营的卷烟业务从

1953年1月1日起，移交给专卖公司经营。

1953年，根据全国第二届专卖工作会议精

神，成立中国专卖事业公司四川省成都、

重庆等采购批发站(同年8月29日更名为

中国专卖事业公司四川省××采购供应

站)，作为省公司的派出机构，担负省公司

分配的采购供应任务。市公司负责本地的

烟、酒供应工作，并按行政区划每区设立1

个批发部，批发部下设若干分销处。

1951年11月至1953年初，四川省先

后在成都、广元、万县、泸州、宜宾、雅

安、内江、南充、遂宁等地建立一批工业

品的采购供应批发站(简称二级站)，在各

县陆续建立了批发站(简称三级站)，负责

卷烟等工业品的采购批发业务。

1955年，根据国务院的决定和四川省

人民政府的批准，成立了四川省农产品采

购厅，将商业、外贸主管经营的麻、烟、

茶、畜产品等大宗农副产品采购、加工、

批发业务，连同机构人员交农产品采购厅。

，第-i篇娴啦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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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国务院决定撤销农产品采购部，

四川省也相应撤销了农产品采购厅，并以

该厅机构人员为基础，组建四川省城市服

务厅，主管城市居民副食品(含卷烟)、饮

食、服务行业和城市房产管理工作。

1958年，将原省专卖公司、省盐业公

司、省油脂公司合并，成立四川省油盐糖

烟酒公司。同年8月20日成立四川省成

都、重庆等地油盐糖烟酒采购供应站，均

为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分别核算。公司

经营的业务范围扩大为油脂油料、食糖、

卷烟、原盐、酒类等五大类。

1962年7月．中共四川省委、省人委

批转省商业厅《关于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分

工及机构设置意见的报告》，决定将油脂、

油料业务划出，成立中国糖业烟酒公司四

川省公司，仍然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分别核算，经营机构下伸，以市级公司为

主体，“一条鞭”管到底。业务经营范围调

整为原盐、食糖、糖精、卷烟、雪茄烟、

酒类以及各种罐头、奶制品等。供应对象

包括蔬菜、副食、饮食行业、糖果糕点、

工矿贸易、供销社系统以及各归口单位的

合作商店、合作小组等零售商店门市；对

部分特需单位的供应，如民航、部队、航

运、铁路、会议、侨汇和17级以上干部专

用券的供应，均由市、区县公司直属批发

部门供应．不通过零售。二级站内部设采

购供应部，实行独立核算，主管经营商业

的采购调拨供应工作，同时分设转运站，

按地区、运线分工负责办理省内外糖烟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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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内经营商品的中转运输工作以及储存

保管业务。同时根据“集中领导，分级管

理”的原则，对各级公司的职责范围提出

了明确分工：地、市、州公司受省糖业烟

酒公司和省商业厅双重领导，其主要职责

是：

统一领导管理糖业烟酒行业业务经营，

合理摆布商品，综合编制和审批各区、县

公司商品流转计划；全面安排糖、盐、烟、

酒市场，统一掌握商品的分配政策、供应

标准、管理商品批零价格，统一制定重大

业务措施；统一安排与衔接地方工业品生

产，组织收购，负责货源的平衡分配；对

所属批发商店和加工生产企业实行统一核

算，制定和管理主要的规章制度，并负责

综合编制和审批财务计划；统一规划批零

网点，审批国营批零网点的撤、增；配合

有关单位做好对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个

体商贩的货源安排和业务指导活动；统一

管理所属批发机构的人员编制，领导分公

司和企业的政治思想教育和人事管理。

1962年7月，根据国务院《关于商业

系统恢复和建立各级专业公司的决定》，国

营商业与各级供销社分开设置，并将外贸

分出。国、合经营分工，基本上按1957年

分设范围划分，各级专业公司同时恢复。

1962年9月以后，根据国务院和省人委决

定，下放各地的二级站，先后逐步收回省

管，由省主管公司领导管理。1962年底，

全省的28个二级站已收归省管。其中有糖

烟酒二级站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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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0月，省糖业烟酒公司中的卷

烟销售业务划归省烟草公司。同期，各二

级站先后划归当地烟草分公司。

1983年，重庆市实行计划单列，设在

重庆的省属糖烟酒二级站全部划归该市管

理。

(2)供销社系统机构

四川的供销合作社是1951年初开始组

建的。1952年，全省农村供销社逐步在农

村大批组建分销店和代购代销店。1954

年，根据国务院决定，由供销社负责农村

市场物资、商品的安排、供应。到1955

年，全省农村供销社机构已经基本上按行

政区划建到了县以下各区，业务活动覆盖

了整个农村地区。

(3)卷烟专营机构

80年代，全省卷烟销售逐步由省各级

烟草公司专营。1983年4月1日，四川省

轻工厅党组批准设置四川省烟草公司销售

经理处。1988年10月，四川省烟草专卖局

(公司)决定将原省烟草公司销售经理处特

供经营部改名为四川省烟草公司卷烟销售

经理部。经理部主要负责全省进口烟、寄

售烟、旅游外汇烟的货源组织和全省市场

安排，负责全省大型的重点工矿区、高原

部队、中央直属院校、科研单位、大型省

级会议、大型社会活动等特殊用烟供应，

并开展调拨、批发业务等。到1990年，销

售处负责全省11家卷烟厂及雪茄烟厂，9

个卷烟调拨供应站、18个分公司、152个

县公司省内外卷烟和雪茄烟的调拨供应及



管理工作。

1990年6月，四川省烟草公司向中国

烟草总公司报告，请求撤销销售经理处，

合并卷烟销售经理部，成立四川省卷烟销

售公司，隶属四川省烟草公司领导。1991

年2月，四川省烟草公司销售经理处和四

川省烟草公司卷烟销售经理部合并，更名

，第‘篇烟孛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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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四川省卷烟销售公司。1991年7月，经

四川省生产委员会同意，在四川省烟草公

司销售处及卷烟销售经理部的基础上成立

四川省卷烟销售公司，属独立核算、自负

盈亏、自主经营，具有法人资格的(县级)

全民所有制经济实体，由省烟草专卖局管

理，编制30人。

表3—2—1 四川省烟草系统商业机鞫、人员统计裘(1992年)

单位：机构：个；人员：人

合计 市 县 县以下
地区

t
机构 人员 机构 人员 机构 人员 机构 人员

全国总计 13405 218106 2061 59064 3924 96749 7420 62293

四川省 223 2907Z 43 4397 148 21230 32 3445

重庆市 162 1847 61 945 63 746 38 156

资料来源：国幂局：《烟单系统(行业)统计平报》(1992)。

1996年8月27日，省烟草公司决定成

立四川省卷烟批发调剂中心。调剂中心实

行会员制，在会员单位基础上建立管理委

员会，并在管理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

实行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的经营负责制，经

理由省烟草专卖局(省烟草公司)聘任。

调剂中心是省烟草专卖局(省烟草公司)

直属的独立核算的事业单位，下设办公室、

交易部、信息部、财务部、管理部。编制

30人。调剂中心的主要任务和职责范围

是：组织卷烟工商企业进行集中交易和日

常交易。

1996年11月14日，省烟草公司将卷

烟批发调剂中心由省烟草专卖局(省烟草

公司)直属的事业单位更改为省烟草专卖

局(省烟草公司)直属的企业，独立核算、

自负盈亏、具有独立法人地位。

1997年11月，卷烟销售公司与调剂中

心合署办公。2000年11月，重新合并为四

川卷烟销售公司。

四川省卷烟销售公司是四川省烟草专

卖局(公司)直属企业单位，为负责全省

卷烟销售、调剂交易工作并承担一定行业

宏观管理和服务职能的经济实体，其主要

职责是：宏观管理全省卷烟销售工作，研

究、制定全省卷烟销售工作的有关方针、

政策和规章制度f负责组织、协调、指导

和规范全省烟草行业卷烟销售工作，指导

和协调市、地、州、县及特供点卷烟销售

部门的工作，负责全省卷烟销售网络建没，

进行指导、检查、考核，负责组织、指导

全省卷烟市场的调查和预测工作，参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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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卷烟销售计划的制定，建立并管理销售

信息网络，提供市场信息；负责组织省烟

草专卖局(省烟草公司)集中掌握的名优

卷烟销售计划，协调组织特需卷烟计划的

落实和分配工作；负责组织和管理全省卷

烟集中交易、调剂工作，制定有关规章制

度；负责卷烟产品的宣传和促销工作，培

育卷烟市场；负责进口卷烟的销售工作；

管理下属的联营企业，负责全省卷烟仓储

的宏观管理和检查指导工作。

(四)计划管理体制

1．商业计划

国营商业计划中的商品流转计划是各

项计划的基础，是整个商业计划的核心。

商品流转计划有季度计划、年度计划、

中长期计划。其中，年度计划是执行计划，

商品的平衡和分配、计划执行情况的检查，

均以年度计划为准；季度计划根据年度计

划制定；商业基层企业为了保证季、年度

计划的实现，自行制定月度计划；中长期

计划是商业部门的长期发展规划。80年代

以后，烟草商业系统计划统计项目基本沿

用商业计划指标，部分项目略有修正，主

要有三项：财务效益指标、商业销售量指

标、商品销售类值指标。

80年代开始，卷烟(雪茄烟)的经营

计划管理实行专卖体制下的统一领导、分

级执行的管理办法。每年由中国烟草总公

司统一制定经营计划指标，下达各省，由

各省进行分解执行。各省分别每旬、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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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季及年终向中国烟草总公司上报执行情

况。经营单位实行严格的行政许可准入制

度，禁止非法经营；对卷烟产品实行计划

收购；卷烟由专卖机构委托经营，实行经

营许可制和准运制；对卷烟价格和商标实

行统一管理。

80年代初，四川省卷烟经营计划管理

体系为：由省烟草公司下达计划，各主供

二级站召开供货会，与销区联系计划，签

订合同，并按计划与生产厂家衔接等级、

品种、数量。卷烟调拨计划是指令性计划，

必须按下达计划执行。如计划货源不能满

足市场需要，须提前报省烟草公司调整计

划，县、区烟草公司不得自行向省外采购

货源，省内烟不得减少计划和推迟进货。

1984年1月12日，省烟草公司下达1984

年度第一季度地产烟计划及云南省计划外

卷烟分配指标数。上述主要管理办法，沿

用至90年代末。

雪茄烟是四川省烟草工业主要产品之

一，实行专卖前，大部由各厂自销省外。

1984年起逐步纳入计划，主销省内市场。

2．计划商品的分配

50年代以后，商品分配原则是制定商

品流转计划的重要依据之一，体现在商品

流转计划之中。

(1)对消费者的商品分配。根据消费

品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程度和商品货源情

况，实行不同的分配原则，采取不同的供

应办法。

①货源比较充实的商品，按充分满足



消费者需要的原则进行分配；供应上采取

平价敞开供应的办法，为供应消费品的基

本形式。

②货源不足的商品，采取“统筹兼顾，

全面安排”的原则进行分配。对统购统销

及特需商品，按国家规定的政策进行分配，

分别采取按人或按户定量供应，凭券(证)

供应、奖售供应、特需供应、高价敞开供

应、内部掌握供应等。

(2)城乡之间的商品分配。城乡商品

分配原则总的是：“城乡都需要的副食品，

优先供应城市；城乡都需要的工业品，优

先供应农村。”根据这个原则，在制定计划

时，国营商品和供销合作社按照城乡居民

购买力的不同情况，进行衔接平衡。

(3)地区之间的商品分配。按照“统

筹兼顾，全面安排”的原则，根据地区之

间购买力水平和消费习惯，结合历史上形

成的供应水平进行分配。

1985年5月15日，省烟草公司制定下

发《关于加强卷烟调拨管理的规定》，卷烟

季度调拨计划是指令性计划，由省安排下

达烟草分公司，各市、县计划由烟草分公

司下达，各级烟草公司必须保证完成。省

外烟每季由省烟草公司分配控制数，烟草

分公司在控制数内可以向全国有卷烟调出

任务的8个省(市)订货；在全国供货会

议上与省外签订的合同，必须经过省烟草

公司平衡、签字(或盖章)方为有效，会

后由省烟草公司纳入正式调拨计划下达，

各烟草分公司执行时，坚决不准超调l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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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规定超进者，所得的利润包括个人所得

应按规定，作为企业收入，所提取的企业

留利全部如数上缴(县烟草公司由烟草分

公司收缴，烟草分公司由省烟草公司收

缴)，并且追究当事人的责任；省内卷烟调

拨计划(不含重庆烟)，由省烟草公司分季

下达控制数，烟草分公司落实到县，各县

提出要货品种牌号、数量，经主供烟草分

公司平衡汇总，并分别与产地烟草分公司

衔接生产，签订合同，合同经签订纳入正

式调拨计划下达后，必须保证执行；各市、

县烟草公司都不准向本供应区外和系统外

批零经营单位供货；严格执行价格政策，

所有内部调拨作价，只能在不低于出厂价

和不高于产地批发价之间协商作价。

1985年5月21日，省烟草公司下发

《关于加强卷烟、非叶卷雪茄烟计划管理的

通知》，省外卷烟的调进，是在首先搞好省

内烟供产销平衡的基础上的差额调拨，进

货数量必须严格受计划的制约，任何单位

不能超计划和无计划从省外进烟。省内卷

烟的调拨计划，必须保证如数完成，如有

减少，将同步减少省外烟的调拨计划，如

超进超销，则可适当增加省外烟调拨。同

时制定下发《关于非叶卷雪茄烟调拨办

法》，对非叶卷雪茄烟的省内调拨，视同卷

烟，列为指令性，调拨计划统一由产地烟

草分公司执行，可以通过开会方法衔接合

同，也可以由产地烟草分公司委托产地县

烟草公司或工厂前往销地衔接合同和安排

调运事宜，各销地烟草公司若市场销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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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经过销区省烟草公司同意，可以调往

省外系统内销售，交换回的卷烟，在本地

安排销售；产地烟草分公司可委托销地烟

草分公司向省外系统内推销；全叶卷、半

叶卷雪茄烟的销售，省烟草公司不下达调

拨计划，由产地烟草分公司统筹安排省内、

外销售市场。

二、经营体制

(一)自由购销体制

清宣统三年(1911)，英美烟草公司在

重庆设立烟草总经销处，并在万县设立分

公司和堆栈，在四川还有代理商3家，烟

店3家。

1913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万县设

立分销处，在四川设立lo余家批发公司。

此期间纸烟价高量少，在市面销量很

小。抗日战争前后，在省内城市出现较多

纸烟店，丝烟铺、绵烟铺也开始零售纸烟，

成都安乐寺、重庆米亭子、民生路等省内

主要纸烟批发市场开始形成，卷烟销量开

始增加，在各地商会管辖下的纸烟行业公

会在业务经销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纸烟

行业公会有严密的帮规，一般在当地闹市

中心选一茶楼作为行业公会“茶会”地址，

每天早晨聚会，洽谈生意，议定价格，交

流信息。成都安乐寺、重庆民生路集云茶

社、绵阳大西街的庆康茶庄等都是省内纸

烟业的交易中心。

民国时期，四川省的卷烟经营均为私

商自购推销，分为承销商(批发或批零兼

营)和零销商两种类型。承销商一般均拥

有较雄厚的资本，设有烟(货)栈，在外

地烟厂或批发商手中进货，在烟栈批发或

从事批零兼营；零销商多系坐商，资本相

对较少，从承销商手中进货，以定点或游

动方式进行零售。烟商按家乡地域自发成

立烟帮，西北帮、云贵帮、下江帮等多为

批发商，川帮则多系零售商。卷烟市场均

为官督(行政许可及征税)、商制、商运、

商销的自由贸易形式。民国时期，四川省

境内的烟类承销商大部分集中于成、渝两

地。据烟类专卖局川康区各办事处1943年

12月调查，川康区有烟类承销商近500家，

成、渝两地有369家，约占总数的74％。

表3—2—2 刖康区誊堪承错膏统计表(1943年)
单位：县：个．商家：个．资本：法币元

?办事处 所辖县别 承销商 资本金额 办事处 所辖县别 承销商 资本金额

18 213 995 10000 13 2l 3840000

重庆 重庆市 157 81831000 中江 中江 3 440000

办事处 丰都 l 150000 办事处 三台 2 800000

武胜 1 300000 太和镇 2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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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处 所辖县别 承销商 资本金额 办事处 所辖县别 承销商 资本金额

铜梁 l 100000 什邡 2 400000

壁山 3 710000 盐亭 1 100000

江津 11 2670000 绵竹 1 100000

涪陵 8 1950000 广汉 l 100000

长寿 6 550000 安县 1 100000

中江
荣昌 4 600000 金堂 l lOOOOO

办事处

合川 5 1500000 江油 1 100000

蕈庆
垫江 3 1500000 罗江 1 100000

办事处

内江 2 2000000 德阳 1 100000

邻水 l 150000 遂宁 3 300000

永川 2 580000 南充 1 100000

綦江 5 3450000 8 28 14220000

南川 l 100000 泸县 12 5370000

大竹 1 400000 自贡市 5 2400000

彭水 l 宜宾 5 4600000

泸县
19 156 40335000 威远 l 200000

办事处

成都市 103 52850000 叙永 2 650000

灌县 8 2120000 高县 1 300000

蒲江 1 400000 筠连 1 200000

新津 5 750000 南溪 1 200000

新都 3 350000 10 43 3415000

新繁 2 300000 万县 25 2640000

温江 4 300000 梁山 2 90000

松潘 1 100000 开江 l 60000

成都办事处 崇庆 4 350000 奉节 5 330000

万县
邛崃 3 220000 巫山 1 80000

办事处
简 阳 5 340000 宣汉 3 140000

彭县 3 394000 达县 2 85000

资 阳 4 730000 开县 1 20000

大邑 4 400000 云 阳 1 50000

彭山 l 5000 忠县 2 100000

崇宁 1 100000 5 11 2980000

雅安
郫县 2 250000 雅安 3 800000

办事处
资 中 1 80000 荥经 1 130000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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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处 所辖县别 承销商 资本金额 办事处 所辖县别 承销商 资本金额“

4 9 1525000 康定 2 150000

雅安
广元 4 425000 西 昌 4 1400000

办事处
广元

阆 中 2 400000 天全 1 500000
办事处

南部 2 300000

渠县 1 200000

5 14 2395000

乐山 10 1795000

乐山 丹棱 1 200000

办事处 荣县 1 l00000

犍为 1 200000

眉 山 1 100000

(二)计划经营体制

1950年，四川省建立贸易公司和百货

公司，初步实现了对包括卷烟市场在内的

商业市场的主渠道经营管理。1951年，国

家对烟酒实行专卖，采取“统一领导，分

区(行政区)经营，严格管理，保证税利”

的方针，卷烟产销统一，规定凡从事烟草

生产的企业必须经批准发照，且产品只限

交专卖机构，不得私自出售；其产品未经

专卖机关许可不得运出、转让或抵押；凡

经营卷烟业务的批发零售商，必须向当地

专卖机关申请领取牌照，专卖品必须在封

口粘贴专卖证；运输批发商需持准购证或

推销证，零售商须持批发商的发货票。主

管机关有轻工、商业、财政、税务等部门，

属多头管理。当年，为建立新型的国有、

集体商业体系，对私商实施了“限制、利

用、改造”的政策。但在执行过程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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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出现过对私人烟商“限制、排挤、代替”

的现象或操之过急的做法，存在着国营、

合作社经营比重过大，批零、地区差价过

小、代销手续费过低等问题，本地卷烟出

现滞销、物资交流不畅的现象。1952年，

四川省专卖事业管理局执行经济核算制，

在国家的统一安排下，通过价格调整，适

当扩大批零差价、地区差价和季节差价，

调整了自身的经营范围，适当降低批发起

点，方便私商经营零售业务，银行对私商

经营适当放贷扶持，不硬性规定划区进货，

卷烟的推销适当放宽搭配。在卷烟商少的

地方，零售酒商也可经营卷烟。为了扩大

卷烟销售，还采取了上门推销、委托单位

代销、赊销等办法。

1954年，省商业厅组织专门力量，对

四川省香烟行业私营商业基本情况及行业

经营进行了调查。共调查了成都、自贡两

市和江津、高县、宜宾、乐山、泸州、涪



陵、达县、南充、内江、绵阳、遂宁、温

江等12区。调查结果显示，全省以经营香

烟为主的商户，1953年第三季度为20365

户(其中坐商8399户)，1954年第三季度

为19664户(其中坐商8524户)，减少的

主要是摊贩。全省坐商每户平均从业人员

为1．36人，摊贩基本上是1户1人。行业

的特点是户数多、资本小、分散、零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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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营其他商品的现象普遍。如乡间坐商与

摊贩一般都兼营火柴、草纸、电筒、电池、

小五金、小百货、食糖、水果等。此次调

查对象，是以经营香烟为主或是香烟营业

额占到50％以上者，在四川各县，其他行

业兼营少量香烟的商贩很普遍，而且从这

些商贩手里卖出去的香烟总数量，大于主

营香烟商户的销烟量。

表3—2—3 四川省中等城市香烟行业公私零售比重调查统计表(1954年9月)
单佗：人民币元

r

1953年三季度 1953年四季度 1954年一季度 195．1年二季度
，

经济类型

k
零售额 比重 零售额 比重 零售额 比重 零售额 比重．口

合 计 765994 100．00 745558 100．OO 741526 100．OO 568032 100．OO

国营经济 88239 11．45 70196 9．42 74550 10．43 82．578 14．54

合作社 69434 9．03 113897 15．28 140995 19．93 115869 20．40

私营经济 611301 79．49 561465 75．30 498981 69．84 369585 65．06

注：①7个中等城市为：自贡市、南充市、内江市、万县、泸州市，宜宾市、舍川市。

⑦资料来源：省商业厅《四川省日用百货业、西药业，香烟业三个行业调查工作总结’，省档案馆。省商业厅档，长期一

621。

1953年夏季，中央召开财经会议，提

出纠正国营商业经营比重下降，私营商业

经营比重上升的“公退私进”的状况，提

出“限制和排挤代替资本主义批发商”的

要求。从当年下半年起，国营商业有计划

地扩大工业品的加工、订货和包销，1954

年国家开始对棉纱、棉布实行统购统销，

其他主要商品的货源也大部分由国营商业、

供销社掌握。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

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工业

和手工业产品不论大宗小宗，销路畅滞，

基本上全部由国营商业收购。对有一定销

路的商品，按计划订货I对销售不畅的商

品，酌量收购。同时制定管理办法，并在

大型工厂派驻厂员，监督生产，检验质量，

督促执行合同。国营商业通过加工、订货、

包销的办法，掌握货源，同时排挤代替私

营批发商，控制销售市场。

1953年，国家对卷烟实行统购包销。

卷烟产品以省为单位纳入计划，统一平衡

调拨，并改原以行政区域调拨方式为以经

济区域建立三级批发站的方式经营卷烟。

1954年底，成渝地区在国家计划范围内的

卷烟产品全部由专卖公司收购。1959～

1961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卷烟原

料供应严重不足，生产萎缩。从1959年



起，国家将卷烟定为二类商品，由商业部

门统一安排市场，并开始实行限量供应。

此后，实行城市居民计口凭票定量供应；

单位内部分配；会议、特需批条子等限制

性的供应办法，黑市高价烟泛滥。1961年

8月起，成都市的卷烟供应实行“三保一

照顾”政策，即：保工人、保干部、保脑

力劳动者；会议、特需予以照顾。对农村

居民鼓励多产土烟自吸。对部队的供应，

由省安排专项指标；对行政17级以上的干

部，华侨、外宾，供应卷烟的等级、品种、

数量，省均有明文规定，各地按规定供应，

不能随意变动。

1963年7月，中央决定试办中国烟草

工业公司(托拉斯)，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

管理，卷烟产品采取调拨、分配统一经营，

产供合一的办法。同年12月25日，经省

人委财办批准，成、渝等大中城市开始销

售国产高价烟，主要有乙级烟以下的52个

品种。因卷烟供应紧张，成都原有的一些

丝烟社又开始卷制手工卷烟，在市场销售。

1964年以后，丙级以下的低档烟增加，卷

烟供应有所好转。省商业厅在《关于改进

卷烟供应办法的通知》中强调：甲级烟数

量不足，仍实行平价定量供应，并继续在

城乡安排分配；丙级及云南、青岛产的丁

级烟高价销售，以弥补定量供应的不足；

多数丁级烟平价敞开供应，要大力推销经

济烟。部队仍按专项指标执行。

1966～1976年，货源时紧时松。1967

年底，卷烟货源一度紧张。成都市第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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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局发出《关于卷烟临时实行凭证供应的

紧急通知》，规定凡住在本市城镇的吸烟人

口(包括吸叶烟)均发给临时烟票，郊区

农民主要供应叶烟，安排一定数量的卷烟

货源由供销社按生产队包干供应。1971年

后，成贵、成昆铁路相继通车，货源渠道

发生了较大变化，市面供应的云、贵烟剧

增。1972年，四川卷烟厂投产，地产烟也

相应增加。此时川内市场云、贵烟的比重

占60％以上；上海烟作为名烟分配，数量

极少；甲、乙级烟长期不能满足需要。全

省重点保证供应的成、渝两市，甲级烟的

分配比例经常在3％以下，卷烟长期采取凭

票供应。

1983年底，卷烟经营实行专卖专营。

卷烟的调拨销售按省烟草公司下达年、季

计划指标，以一、二级调拨、三级批发、

供销社代批发、个体零售的流通渠道进行

分销零售。

80年代初，卷烟流通体制为：每年年

初省烟草公司按中烟总公司下达的计划数，

向工厂下达生产计划，向各烟草分公司下

达销售计划，其中包括地方烟计划；烟草

分公司将销售计划分配到各区县烟草公司；

各区县烟草公司根据计划提出具体的要货

品牌、数量；烟草分公司汇总后向烟厂统

一订货。省烟草公司每半年组织一次订货

会，厂商直接见面，签订合同，落实销售

计划。经营二级批发业务的烟草分公司，

根据省烟草公司下达的商品流转计划，实

行计划管理，对二级批发业务实行独立核



算自负盈亏，单独编制会计报表和财务计

划，执行商业财务会计制度。1984年8月

20日，省烟草公司发出通知，烟草分公司

及县区烟草公司不得到各烟厂采购计划外

卷烟。

1985年起，卷烟供货会改由省烟草公

司统一组织，每半年召开一次。

1985年，省烟草公司在签订1985年上

半年省内卷烟、雪茄烟购销合同中规定：

供需双方的卷烟、雪茄烟购销合同，只限

本系统内，对本系统外非经批准的直接批

发单位一律不许签订，生产厂不能签订卷

烟自销合同；各烟草分公司要根据省烟草

公司下达的省内烟控制数全部分配给所属

县烟草公司，县烟草公司根据烟草分公司

下达的控制数，在成都、绵阳、内江、德

阳、万县、涪陵6个产地烟草分公司看样，

提出要货计划；交主管烟草分公司平衡汇

总后，统一向产地烟草分公司衔接计划，

签订合同。所签合同的调拨价格，可以在

不低于出厂价和不高于批发价的幅度内，

实行按批量协商作价的办法；雪茄烟自由

订货，不下达控制指标，但必须签订合同。

1985年6月12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发

出《关于严禁从省外计划外调进卷烟的紧

急通知》，要求各县不得擅自购计划外省外

烟，如私自购进计划外省外烟，除减扣省

外烟正式计划外，要追查领导责任。

1986年，中国烟草总公司首次对流通

体制进行改革，规定二级批发(市级烟草

分公司)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选择进货和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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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三级批发(县烟草公司)根据省级公

司的计划安排，有权在省内选择进货。卷

烟经营采取了“计划分配与选购相结合”

的调拨办法，并对调拨计划实行了“合同

制”，由买卖双方(指省际)签订购销合

同，经中国烟草销售公司监约执行，改由

省烟草公司分配调拨计划的流通形式为全

国产、销地烟草分公司(二级调拨企业)

在总公司购销管理办法指导下进行业务往

来、互相调拨、调剂余缺的流通体制，各

县级烟草公司在省内可选购地产卷烟，相

互调剂。

1988年，卷烟二级批发在全国放开，

三级批发在全省放开，分别在全国和全省

范围内看样订货，合同购销。将二级调拨

职能从分公司划给工厂，先后在全省卷烟

工业产地成立了由烟厂直接经营的卷烟调

拨站，实行单独核算，直接经营本厂卷烟

产品的调拨业务，烟厂走上市场，参与竞

争。

1992～1994年，国家烟草专卖局再次

对卷烟流通体制进行改革。全面放开了三

级批发和卷烟零售价格。烟草商业二级企

业(分公司)可面向全国、三级企业(区、

县公司)可面向全省乃至全国订货。自此，

国家烟草专卖局每年组织一次全国订货会，

全国各地卷烟厂和卷烟商业企业均可派代

表进行交易，签订合同。1995年．四川省

各烟草分公司及部分县、区公司进入北京、

昆明两个交易市场，面向全国交易、订货。

1995年，烟草系统继续深化卷烟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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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由烟草公司直接控

制的卷烟批发网络，在农村理顺三级公司

以下流通渠道。各县烟草公司在乡镇设批

发站(站、点)，同时兼营零售业务。

1996年，省烟草公司成立省卷烟批发

调剂中心，各市、县烟草公司调拨计划全

部在调剂中心签订。1997年，省烟草专卖

局决定从当年5月15日起，对省外日常调

剂调入的卷烟(北京、昆明市场签订的合

同除外)，必须持《烟草专卖准运证申报

表》，报经主管部门批准后，由省卷烟批发

调剂中心打印合同，并按交易额收取1．5％

的手续费。

1997年12月25日，省烟草专卖局对

计划外省外卷烟调剂调人管理作了新规定：

调剂调入品种限定在省烟草公司允许调入

的品牌范围以内，经营毛利率20％以上；

烟草分公司按规定填报申请表，省卷烟销

售公司签批，省卷烟批发调剂中心按单打

印合同，并按调剂货源金额的O．3％缴纳交

易手续费，省烟草专卖局办理准运证。计

划外省外烟调剂调入的考核纳入经理经营

目标考核范围。对违反规定的单位，给予

经济处罚；对法人代表、业务经理、经办

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1999年，按照省烟草专卖局规定，县

级烟草公司不再参加全国订货会，统一由

烟草分公司签订合同。

2000年4月25日，四川省烟草专卖局

发出《关于加强卷烟调剂销售管理的通

知》，规定各商业企业卷烟调剂销售到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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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必须由各分公司或省卷烟销售公司统

一组织，县级公司一律不准进行卷烟调剂；

卷烟调剂销售出省不能亏损，必须在系统

内单位之间进行调剂，将卷烟调拨运输到

调进单位所在地，严禁向系统外大户调剂

卷烟，对方烟草公司开出的增值税发票留

底备查；各分公司调剂出省的卷烟必须单

独列账，每月将卷烟调剂的有关资料上报

省卷烟销售公司。

2000年，四川省卷烟流通体制为：工

厂按省烟草专卖局下达计划进行生产，生

产出的产品出售给各烟草调拨站，按销售

订货合同，向省内和省外调拨；省内销售

按照订货合同，调拨销售到各分、县烟草

公司，实行送货制，把货送到三级批发部

门；由三级批发再批售给取得《烟草专卖

许可证》的零售单位和个体经营户；省外

销售按全国订货会上签订的合同，把产品

运至当地烟草公司；国家对出口卷烟实行

返税政策，卷烟通过烟草系统进出口公司

或取得烟草进出口许可证的其他进出口公

司出口。

第二节卷焖购销 ：
一

一、卷烟销售市场及消费水平

四川卷烟销售市场的形成约在清末民

初(19lO年前后)。重庆为四川卷烟最早



的集散地和主要消费地之一，后川西地区

的成都成为四川卷烟市场的又一主要集散

地和消费中心。

(一)自由购销市场

1．重庆销售市场

约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间，重庆

市面开始出现英美烟公司的香烟。英美烟

公司派了外籍职员3人和江苏镇江入徐子

泉担任四川推销员，到重庆进行推销。由

于当地人民尚无吸香烟的习惯，民间将香

烟混同于鸦片烟，大都不愿购吸，推销困

难。徐子泉等为了打开销路，就以5支装

的“秤人牌”、“鲨船牌”香烟，沿街散发，

每家店铺和戏院每一座位或每张戏票赠送

一包香烟的办法来吸引人们试用，徐子泉

还经常在茶馆酒肆当众吸食给众人看，以

证明香烟无毒。但拒绝者居多，赠送的数

量也十分有限，销路仍然不好。1915年，

曹锟带北洋兵人川，由于北军士兵喜欢购

吸香烟，同时香烟又较水烟、叶烟携带方

便，才引起当地人的兴趣，逐渐开始有人

吸用。当时重庆交通还不方便，宜昌以上

尚无轮船通航，仅靠木船转运，英美烟公

司运存的香烟不多．一时调运不济，曾一

度呈现供不应求的现象。

1924年，香烟在重庆进人畅销时期。

重庆卷烟市场几乎被英美烟公司的产品独

家占领，市面上有“金花”、“双刀”、“大

中国”、“哈德门”、“前门”、“使馆”、“黄

炮台”、“三炮台”、“大炮台”、“司令”、

，第三篇烟辑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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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盘”、“加力克”、“双鹰”、“翠鸟”、“凤

凰”以及“司太非”等牌名的英美烟公司

的产品；还有专供官僚、军阀、富绅订购

的“福禄卡”高档铁听烟(每听50支装，

售价4．8银元)。国产香烟仅有上海南洋兄

弟烟草公司的“爱国”、“联珠”，华成烟草

公司的“金鼠”、“美丽”等牌号在市上小

批量推销。1926年9月，发生英军炮击万

县的“九五惨案”，激起国内民众的愤怒，

一致抵制英国货。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组织

纠察队将英美烟公司重庆千厮门镇江寺、

行街两个仓库所存“哈德门”等香烟3050

箱(5万支箱)查封，不准提货售卖，而

此时上海、汉口等地国产香烟大量运销重

庆，南洋、华成、华达等烟草公司香烟销

路激增。1926年，华成公司原全川总经销

瑞丰商号每月进烟1000大箱以上，重庆销

量每月达七八百箱。华成烟草公司专制

“蓝飞鹰”香烟，由瑞丰商号独家包销，用

以抵制英美烟公司价廉面广的“哈德门”。

由于“蓝飞鹰”价廉物美，受到广大群众

的欢迎，而成为当时市场的快销品种，一

般零销商贩也因行销畅快，有利可图，纷

纷批购这种香烟，经销商每天应接不暇。

瑞丰商号仅“蓝飞鹰”在重庆的销量就占

其总销量的80％，获利巨大。

1928年，英美烟公司重新恢复在川推

销业务．与国产香烟展开竞争。1930～

1935年，是双方竞争最激烈的一段时期。

重庆的南洋、华成、华达、福兴等烟草公

司的经销家联合组成了“国货卷烟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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