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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烟草志

序 言

《青海省烟草志》经过一年多的资料收集整理，终

于编纂成册，和大家见面了。这是一本专门记载青海烟

草产，供、销发展的志书。它以大量翔实的资料，比较

全面系统地记述了青海烟草行业40年来(文字部分从

71949年至1989年，附录资料部分下限至1990年)在商品

流通和生产领域曲折前进的历程。烟草及烟草制品是一

种高税的特殊商品。烟草行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

的作用，一是适应和引导消费，二是为国家建设增加资

金积累。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40年

来青海烟草行业无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有较大提

高，以卷烟为主的烟草商品经营和企业管理都取得了一

定的成就和经验教训。因此，这本志书的编辑出版，无

疑会为后来者提供有益的借鉴。它将有助于烟草行业的

广大干部、职工了解青海烟草行业发展的历史，认识烟

草专卖制度的确立，是国家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烟草

行业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必然结果，从而坚定信心，学习

专卖政策，掌握业务知识，为继续巩固，完善烟草专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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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而努力； 有助于各级领导部门研究少数民族

地区烟草市场、需求变化对生产的影响，并寻求烟草行

业产销的发展规律和在制定符合青海实际情况的“产

销结合"、“以销定产夥的计划和经营措施时参考o

《青海省烟草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

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遵照实事求是

的科学态度，按照“详今略古殄的要求，广泛收集、整

理、筛选历史资料后编写而成。全书包括：概述、组织

机构．．：商品流通、商业管理、卷烟生产、烟草专卖、企

业管理、劳动人事、烟草学会以及大事记、附录厉

史资料等。由于机构变动频繁，档案资料不完整，特别

是砧文化大革命刀10年时期，资料散失不少，给编写工

作增加了一定难度，加上编写人员水平有限，缺点、疏

漏、+错误在所难免，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蒋斌舟

1991年9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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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青海省由于自然条件限制，历史上不产烟叶，个别

地区虽有零星种植，多是农民自种自吸，没有形成商品

生产能力，多年来烟草及其制品主要依靠省外调入。全

省人口442万，少数民族人口占40％，烟草消费习惯差

异较大。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烟草制品代表品的卷烟

销量逐年增多，烟草经营机构也几经变迁。根据国务院

1983年9月颁布的《烟草专卖条例》，1984年成立青海

省烟草专卖局、青海省烟草公司，1986年与乐都卷烟厂

一并上划中国烟草总公司管理，实现了产供销、人财物、

内外贸的集中统一管理。几年来，坚持在专卖体制下搞

活流通，卷烟产销稳步发展，效益逐年提高，为改善供

应，调节消费．．增加积累做出了贡献。

(一)

青海省位于“世界屋脊力——青藏高原东北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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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72．12万平方公里。1949年全省人口为148．33万

人o 1988年增至434．2万人，1989年达到442万人。全省

除汉族外，有藏、回、土，撒拉，蒙古等33个少数民族，．

人口176．37万人，约占总人口的40％。

全省地势高峻，气候干燥，多风，寒冷，无霜期短，

农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农业区的河湟谷地，在农业区靠

近甘肃省的民和，乐都、循化等地有少量烟草种植。据

原西北区贸易公司1950年调查，全省种植烟草530亩，

产烟叶1．9万斤，亩产不足40斤，基本上由农民自种自

吸。后来卷烟销售逐渐普遍，农民吸用卷烟增多，烟叶

种植逐年减少。1959年西宁卷烟厂成立，需要提供原料

烟叶，曾发展烟叶基地，在民和、乐都等地试种400亩r

后因政策不落实，产量很低，西宁卷烟厂所需烟叶由国．

家分配，1960年以后，停止烟叶种植。1976年为适应乐

都卷烟厂生产卷烟需要，又在乐都试种28亩烟叶，年产

5076斤，1977——1978年，引进山东，河南等省烤烟良

种，聘请技师，扩种300亩，单产达400斤，后因地处高

寒，土法烤烟技术掌握不准，收购价格偏低，生产成本

过高，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1979年即停种。。近年来

仅有个别地区有少量种植，没有形成生产能力。乐都卷

，烟厂生产卷烟所需烟叶仍由国家统一分配调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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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青海是多民族聚居区，烟草消费习惯差异较大。民

国初年纸烟(现称卷烟)传入青海以前，各族群众已有

圾食晒烟制品的习惯，品种有日吸的条烟，黄烟(即麻

烟)1：白肋旱烟、 棉烟(即水烟)和涂抹在鼻孔内嗅

吸的鼻烟(又称闻烟)等。历史上仅在乐都县先后有8

家小作坊土法生产水烟，无烟草专营机构。卷烟传入后

较长时间，仅在城镇少数上层人士中有少量消费，回

族、撒拉族群众不吸烟；藏族，蒙古族群众喜吸鼻烟；农

民大多吸用自制的晒烟(俗称黄烟)，商人和部分老

年人吸用水烟。’，在市场上出售的纸烟、水烟，鼻烟等大

都由商人从四川、甘肃、西藏及京、津等地进货后，以

不等价交换方式对群众进行掠夺性交易。新中国成立以

后，国营商业企业大量由省外调入卷烟、鼻烟，毛柳烟

等供应群众需要。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城乡人民购

卖力提高，烟草消费习惯随之变化，原来吸用晒烟，鼻

烟，水烟的，部分参加到卷烟消费行列，加之内地迁青

人口增加，卷烟消费量逐年上升o ，

o ．． ：)‘：
‘

1949年西宁解放后，卷烟由西北区贸易公司青海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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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营，1953年归口由青海省专卖事业公司经营。以

后的30年间，商业机构虽变动频繁，但卷烟经营业务仍．

然在商业各有关公司连绵不断。至1984年青海省烟草公

司成立，烟草行业实行专卖，全面接收烟草制品的经

营，实行产供销、人财物的统一集中管理。从此，青海

的烟草经营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40年来，青海卷烟经

历了由专业公司经营——综合公司经营——烟草公司

实行专卖的过程。 。J
。，

4

第一阶段是1949年到1957年。新中国成立初期，虽

有少数私商经营烟草零售业务，但主要是国营贸易公司

经营。经营形式是自由进货，自由销售，销售不分对

象，以量定批。1952年，全省销售卷烟1355箱，比195。oJ

年385箱净增2．5倍，人均年消费由不足1盒提高到2盒。

省专卖事业公司于1953年接收中国百货公司青海

支公司移交的卷烟业务，掌握货源，控制批发，并逐步

将购销纳入国家计划轨道，按中国专卖事业公司下达计。1

划，实行计划调拨。销售由省专卖事业公司按照计划向‘

系统内各市、县公司送货，同时与贸易公司所属零售公

司及省合作社供销站签订卷烟供销合同。此后，无论专

卖公司系统内外，卷烟零售基本上纳入专卖公司供货渠

道。i953年到1954年，实行批发不分对象，以3条为批发

起点。1955年，对西宁市和农业区各县摊贩发放临时购’

烟证，实行按对象批发，，以量定批，批发起点由3条降

为1条。．为扩大卷烟销售和加强国营商业对卷烟市场的



l 概 述 5

： 领导，1956年根据省商业厅，省供销社通知要求各地做

好“村村有洒(烟)卖"工作，网点继续下伸，至年底

全省经专卖公司批准的个体零售点，代销点已有855

个；省专卖公司直属市、’县、。支公司增至18个。专卖公

司批零兼营，业务日益扩大；卷烟的统一市场基本形成：

1957年全省销售1．42万箱，人均消费1．73条，比1952年

增长7倍多。i，_ 、～；。‘| 一。

。’，1957年，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社分工，农业区各县

供销社经营的烟(卷烟)、酒业务移交当地专卖公司经

营，县以下基层社向当地专卖公司进货。烟叶经营由农

产品采购厅移交省供销合作社所属棉麻烟茶经营管理

处，当年调进1068担，销售1186担。 。
。

。 第二阶段1958年至1978年。1958年，省商业厅决定

将省专卖事业公司改组为省专卖事业批发站，同时接收

省供销社属棉麻烟茶经营管理处的烟叶业务。负责组织

烟酒货源、分配调拨。同年省专卖、省食品两批发站合

并，组成省商业厅副食处，政企合一，经营方式仅为二

级批发。各州、市、县专卖公司亦同时与当地商业局合

并，统一核算，直接领导批零门市部。当年全国卷烟生

产上升，货源充裕；1959年青海人口增加25万，卷烟销

售增至2．2万箱，人均达到2．16条，其中甲乙级烟比重

约占三分之一。同年青海省决定筹建西宁卷烟厂，1960

年投产。、由于1959年全国农业大面积受灾，妪叶减产，’

卷烟产量大幅度下降，省外调入随之减少，下半年卷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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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趋紧， 6月8日决定在全省停止甲乙级卷烟市场供

应，库存留作建国十年大庆与特需供应，并通知各地控

制卷烟销售，有啥卖啥，首先保证城市及工矿区市场供

应，农村不供或少供，用烟丝代替。10月，还布置各地

开展烟头回收加工。年底，商业部颁布《商品分级管理

办法》母卷烟定为国家二类计划商品。、
。

1960年，卷烟生产持续下降，青海从省外调入卷烟

仅1．76万箱，．一加上收购地产烟共1．9万箱，9月1日省商

业厅通知在西宁、格尔木、大柴旦、冷湖4市镇开始卷

烟凭证定量供应。全省压缩库存供应市场，全年纯销量

仍达2．2万箱：1961年省外进货继续下降，地产烟商业

仅收购181箱，全年纯销量降至0．92万箱。西宁卷烟厂

亦于1962年停产，1963年根据工业调整方案将全部人

员：设备移交兰州卷烟厂。1962年4月，全省实行卷烟

凭证定量供应后，年销售降至0．85万箱，人均消费仅1

条，比1957年减少0．69条，比1959年减少1．12条。1962

年为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以来卷烟消费的最低点。

‘． 196l——1965年，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弦的方针。根据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关于商业

工作问题的决定》，商业开始调整，政企分开，撤销副

食处，成立省副食品公司(1963年改名为省食品公

司)，继续卷烟经营，恢复原有流通渠道，省内外按经

挤自然流向进货。为合理分配有限货源，制定“统筹兼

顾、保证重点、照顾特需、安排一般万的供应原则。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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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在统一下达的销售指标内合理分配，不超销，不惜售。

具体措施有。一、全省于1962年起县以上凭证定量供

应，农牧区一般不供。二、组织高价烟敞开供应。组织

首批进口卷烟868箱，按全国统一零售价每盒1．5—2元

向市场敞开供应，6月在全省100个零售点设专柜进一步

敞开；1963年10月定量外的国产烟亦在专柜高价敞开。

三、实行卷烟奖售。1961年11月国家分配1136箱卷烟，

用于奖售粮，油收购，1962年8月分配奖售牛羊肉收购

专项卷烟289箱。四、组织3．4万斤烟丝专供农村市场，

敞开供应，不限量，卖完为止。经过几年的调整，随着

国民经济的全面好转，群众生活物资的供应渐趋正常。

1964年卷烟销售回升至1．9万箱，人均消费达到2．19

条，基本上恢复到50年代后期水平。上述卷烟供应办法

于1965年以前先后停止实施，恢复自由选购，敞开供

应。 ，

。

_

、 』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国民经济比

例关系再度失诃。批判“流通决定生产论力严重干扰和

破坏了工业生产和商业经营管理。卷烟生产下降，地方

盲目发展计划外烟厂，适销品种减少，低次烟库存增

大，市场混乱，供需矛盾突出。1968年西宁市又实行限

量供应，每人次限购1条。1971年下半年以后，为搞好

市场供应，保障工矿企业和城乡人民需要，调整卷烟库

存，1972年先后两次调往省外超储低次级卷烟，停止前

门、光荣、恒大等甲乙级烟的市场供应，掌握控制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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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用烟，调入烟丝专供农村市场。“文化大革命力

lO年，卷烟等级，质量降低，不适销品种增多，市场供

应紧张，商业又一次被迫“以产定销打，各单位自行采

购增加，省副食品公司因超储损失、报废、削价处理约

55万元。1978年全省销售4．7万箱，人均消费3．25条，

仅比“文化大革命弦前的1965年增加1．17条。

第三阶段是1979至1989年，即10年改革阶段。

1978年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调整、改

革、整顿．．提高力的方针，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改变各地盲目发展卷烟生产和

市场混乱、税利流失的现象，国家决定对烟草行业经营

管理进行体制改革。1983年国务院发布《烟草专卖条

例》，以法令规定烟草的生产和买卖由国家设立专门机

构进行垄断经营，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管理，保证烟草行

业有计划地发展生产，提高产品质量，改善市场供应，

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国家烟草专卖局于19．84年9月发布

了《烟草专卖条例施行细则》。 ，

’’为贯彻执行《条例》，青海于1984年6月成立青海省

烟草专卖局、青海省烟草公司。乐都卷烟厂列为省烟草

公司直属机构。专卖局为行政管理机关，在全省范围内

行使烟草专卖的行政管理权力，监督《条例》的贯彻执

行。烟草公司为产销经营企业，是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

实体，统一领导、全面经营管理烟草行业的产供销、人

财物和内外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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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至1983年省烟草公司成立前，仍由省副食品公

司对全省烟草实行专营，统管全省卷烟供销批发业务j

1981年乐都卷烟厂建成正式投产后，产量逐年增加，产

品由商业收购。在这个阶段，国家经委、商业部、轻工

部、烟草总公司曾三令五申t卷烟是专营商品，是国家
r r指令性计划，实行高税利政策。省副食品公司在贯彻执

行卷烟专营过程中，曾先后采取：一、1981年11月，根

据国务院通知上调卷烟价格，提价原则是：名牌高档多

提，一般牌号少提，低档不提。省副食品公司经营卷烟

257种，平均上调幅度为32．72％， 其中甲级上调

50．51％，乙级上调29．28％，丙级上调14．37％。卷烟

调价后，销量下降，品种等级矛盾转化，丙丁级烟供应

不足，甲乙级烟特别是杂牌滤嘴烟滞销积压。1982年商

业部指示对部分甲乙丙级烟价格进行回降，1983年国家

物价局：财政部，商业部、烟草总公司联合通知又调低

儿个甲二级牌号价格，并降低滤嘴烟零售价。二、1982

年7月，国务院发出《关于疏通城乡商品流通渠道，扩

大工业品下乡的决定》，商业部指示将丙级以下卷烟计

划单列供应农村。三、1983年省商业厅通知各州、市、县、

商业、供销部门，不准擅自出省自行采购卷烟。同时，为

通开渠道，省副食品公司采取适当让利扩大调拨扣率办

．法，除名烟外，其它卷烟对各地三级批发商店和基层供

销社供货。扩大调拨扣率中，海东、大通为1％，牧区6

’州各县为0．5％，西宁市按一价区零售价倒扣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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