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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90年代，美制邦萨克卷烟机开始进入中国，推动了中国烟草业的工业化。20世纪

初，随着中国烟草工业的兴起，国外制造的卷烟设备大量进入中国。1917年，英美烟草公司

在上海浦东二厂设立机械维修部，对英美(颐中)烟草公司下属卷烟厂的机械设备进行维修，

并制造维修用零部件。20世纪20年代，上海、广州、昆明、天津等一些铁工厂开始参照国外

卷烟设备和食品设备制造一些卷烟机械，主要是卷烟机、切丝机、烘丝机等设备。

1952年，上海的颐中烟草公司转让给上海烟草公司后，其浦东二厂的机械维修部改建为上

海烟草公司机械厂，成为中国第一家专业生产烟草机械的制造厂。20世纪80年代，许昌、常

德、秦皇岛3家轻工机械厂相继成为专业烟草机械制造厂。从50年代～80年代初，烟草机械的

研制按照轻工业部下达的计划，参照国外技术研发新产品或通过技术革新改进原产品，根据轻

工业部下达的计划生产销售。烟草机械制造水平有很大提高，主要卷烟生产设备都能够制造。

制丝车间、卷接包装工段基本实现机械操作，达到国际20世纪40年代～50年代水平。

1983年实行烟草专卖管理后，中国烟草总公司发挥垄断经营、集中统一管理优势，通过技

贸结合(买硬件带软件)方式，先后引进国外47项技术先进、门类齐全的烟草机械制造技术。

采取横向联合方式，打破地区、行业、部门界限，充分利用国内各行业，特别是航天、航空、

船舶、机械制造等企业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技术力量，逐步形成联合攻关，专业化协作的

生产局面，成功地消化吸收全部引进技术，实现了国产化。同时，也自主开发了一些产品。

N20世纪末．中国烟草机械产品实现了机、光、电、微机一体化，为卷烟工业企业技术改

造及其整体实力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大量先进适用的装备。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二十年

中，中国烟草机械工业生产水平由只能生产相当于国际40年代-50年代水平的较简单的烟草机

械发展到可以批量生产国际80年代-90年代水平的机械化、自动化、连续化的烟草机械成套设

备。有些产品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部分产品已跻身于国际市场，受到国外用户的好评。同

时，造就了一支懂技术、善管理、能攻关的技术队伍。在新产品试用和改进时卷烟工业企业无

偿提供各种条件，为引进技术国产化和中国烟草机械工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七五”～“九五”期间．中国烟草总公司和有关主管部门对烟草机械工业企业投入大量

资金进行技术改造，使其装备水平有很大提高。N2000年，已普遍使用加工中心、数控机床、

三座标测量仪等先进的加工设备和检测仪器；广泛应用计算机辅助设计(CAD)与计算机辅助

制造(CAM)技术。

在管理体制和方式上，中国烟草机械工业大体经历了1949年前的私有制和外国资本所有制

管理时期、1949年～1981年的轻工业部指令性计划管理时期、1982年2000年的中国烟草总公

司专卖管理时期三个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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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烟草机械工业沿革与管理

第一节烟草机械工业沿革

一．清末至民国时期

光绪十七年(1891)，美商老晋隆洋行将美制邦萨克卷烟机输入中国，在天津开设老晋隆洋行卷

烟厂。自此，中国出现第一台卷烟机。

光绪二十五年(1 899)，土耳其商人在上海开设的泰培烟厂除生产卷烟外，还自行制造卷烟机。

该卷烟机具有体积小、占地省等优点。后来中国一些工厂借鉴这种技术进行仿制。

20世纪初，随着卷烟工业的兴起，国外制造的卷烟设备大量进入中国。

民国时期，烟草机械(下称烟机)主要根据用户需要制作，分散经营。烟机制造业从维修、生产

零配件发展到制作整机。

1914年，英美烟草公司在上海浦东新建卷烟二厂(又称英美烟草新厂或浦东二厂)。1917年，

英美烟草公司在浦东二厂内设立机械维修部，又称铜匠间。

20世纪20年代末，有人参照国外样机制成木架简易卷烟机，以后又参照邦萨克卷烟机在上海生产

铁制卷烟机，生产能力为200支，分钟{至1140年代改进提高至t1850支，分钟左右。

1928年，新中国铁工厂在上海成立，生产卷烟机、切丝机、烘丝机、轧梗机和磨刀机等。

1935年，广州市胡球记机器厂成立，生产切丝机(300公斤／d,时～600公斤／d,时)和压梗机(300

公斤／d,时)。

1940年，上海永进机器工程公司成立，生产卷烟机(900支／分钟)，切丝机(600磅／d,时、150

磅，小时)、烘丝机(4000磅／d,时、800磅，，J、时)、轧梗机(150磅／，J、时、80磅／，j、时)、磨刀机(68

把／d,时)和加香机(2000磅／d,时)等。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对颐中烟草公司所有企业实行军管，颐中浦东二厂机械维修

部被日军用于军火生产。抗日战争胜利后，颐中烟草公司收回产权，机械维修部改称机器部。

1942年5月，国民政府公布((战时烟类专卖暂行条例》，卷烟机等生产计划需报专卖局和财政部

核准登记。1945年，((战时烟类专卖暂行条例》停止实施，烟机的生产再次处于分散经营状态。同

年，天津中大铁工厂成立，生产卷烟机、轧梗机、烤烟机、切丝机和磨刀机等。浙江，河南等省也有

制作卷烟机械的铁工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尚无专业生产烟机的厂家。1952年4月，在人民政府承让颐中烟草公

司所有企业后，成立国营上海烟草公司。上海烟草公司将其浦东二厂的机器部划出另行成立上海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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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机械厂，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家专业生产烟机的制造厂。

此后，中国烟草行业经历了分散管理和集中管理交替的几个历史时期。从1949年至1962年，烟

机制造企业时而由轻工部直接管理，时而又下放地方管理，既生产烟草机械又生产其他轻工业机械

设备。

1963年7月1日，轻工业部在北京设立中国烟草工业公司，成为中央批准的全国12个托拉斯之

一。中国烟草工业公司在上海、郑州、天津、贵阳等地设分公司，除划转全国62个卷烟厂、1个复烤

厂、1个印刷厂外，还将上海市轻工业机械制造厂(原上海烟草公司机械厂)划转过来更名为国营上

海烟草工业机械厂(下称上海烟机厂)。1965年，经国家经委批准将许昌市农业机械厂划归中国烟

草工业公司并更名为许昌烟草工业机械修配厂。当年11月，中国烟草工业公司决定并下达通知，抽

调上海烟机厂管理和技术人员援建许昌烟草工业机械修配厂。1966年6)1，上海烟机厂厂长山根宝带

领199名职工(携家属)、62台机加工设备、5300多件工夹具和产品技术文件来到许昌，帮助该厂试

制、生产烟机产品。1969年1月，中国烟草工业公司撤销，烟机制造企业再次划归所在省市的轻工业

厅(局)管理。

1980年1月，轻工业部按照专业化协作原则，在部机械局基础上成立中国轻工业机械总公司。该

公司成立后，将生产烟机的上海烟机厂、许昌轻工业机械厂、后来生产烟机的秦皇岛轻工业机械厂、

常德电光机械厂等烟机制造企业划归其管理范围。

中国烟草总公司文件

关于中仨i，鼻引融涸正式成立的j趣扣

各啊-自治区，直捂市灯草公司．计划单列市姻

草公司·郏州，日辜研究所，台肥农业垒济学院寿

备锁导小组I

i土据t 8 7)轻劳孚第J 3号文批复·中固

虹草扣矗公司正式成立，宋眉中国，．?辜总公司∥

导．为仪于工作．下设绿合计划处，引进消化处．

设备訾理处．

公司办公地址·恕京币宣武区虎坊路J I号

电话号码·3 D J·4口0 O

图6-1 1987年12月7日中国烟草总公司批准成立中国烟

革机械公司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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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月，中国烟草总公司正式成立。1983年

11月1日，((烟草专卖条例》的正式实施标志着统一

领导、垂直管理和专卖专营的烟草专卖管理体制正

式确立。烟机产品的生产、分配、进口审批即由中

国烟草总公司进行集中统一管理。

1987年1月1日，上海烟机厂、许昌轻工业机

械厂、常德电光机械厂3家企业改变隶属关系，划

归中国烟草总公司管理。许昌轻工业机械厂、常德

电光机械厂分别易名为许昌烟草工业机械厂(下称

许昌烟机厂)、常德烟草工业机械厂(下称常德烟

机厂)。

1987年12月7日，中国烟草机械公司正式成立，

成为中国烟草总公司直属企业。注册资金人民币200

万元，由中国烟草总公司拨给。公司实行经理负责

制，下设综合计划处、引进消化处、设备管理处。

中国烟草机械公司成立后，对烟机产品的开发、生

产、分配、销售、对外合作、烟机进口审查及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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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实行集中统一管理。

1987年12)1，经征得国家经委和有关部门同意，中国烟草总公司在北京丰持召开中国烟草机械

集团公西]协商成立会议。参加会议的19家烟机定点生产企业和科研、设计单位通过“成立中国烟草

机械集团公司决议”，l办商成立

跨地区、踌部门、跨行业的经济

联合体。该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万元(每股l万元)，实行共

同出资，入股分红，风险共担。

第一批自愿认股加入的有中国烟

草机械公司(控股)、上海烟机

厂，昆明船舶设备集团公司(下

称昆船公司)等17家企业和郑州

烟草研究院、上海轻工设计院。

1988年5月，根据国家工商行政

图6-2 1987-$-12月在北京召开中国蝈草机械集团(中国烟草设备联合套司)蛆建垂

设的与台代表合影

管理局意见，改名为“中国烟草设备联合公司”，公司章程及性质仍按原商定意见。公司实行董事

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中国烟草设备联合公司成立后，相继吸纳了符合条件的烟机定点生产厂

和在广东、贵州等地成立的10个烟机配件供应站或联营公司。

1989年4月，秦皇岛轻工业机械厂改变隶属关系，划归中国烟草总公司管理，易名为秦皇岛烟草

工业机械厂(下称秦皇岛烟机厂)。

1990年元月，中国烟草总公司就系统内4家烟机生产厂的管理下达文件，明确规定4个厂由所在省

(市)烟草公司管理。考虑到烟草机械产品要面向垒国，烟机产品的生产(含新品试制)、分配计划

由中国烟草总公司审批下达。

1990年7月，昆明市通用机械厂改变隶属关系，划归云南省烟草公司管理。易名为云南烟草机械

厂(下称云南烟机厂)。

1992年6)1，中国烟草总公司批复同意陕西、安徽、山东等省成立烟草机械配件联营公司，与省

公司设备处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1993年，青岛金叶烟草机械厂成立，隶属于青岛卷烟厂。次年开始生产烟草机械。1999年7)1，

更名为山东宏发烟草(集团)有限公司青岛机械厂(下称青岛烟机厂)。

1995年8fl，国家烟草专卖局批准成立北京特思达机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特思达公

司)，由中国烟草机械公司与北京长征高科技公司(下称北京长高公司)共同出资，中国烟草机械公

司控股。该公司主要开发，经营烟机零配件。

1997年11月，国家烟草专卖局批准成立北京达特膨胀烟丝成套设备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

京达特公司)，由中国烟草机械公司．五洲工程设计研究院、秦皇岛烟机厂共同出资，中国烟草机

～---一⋯——～——一—— ～8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