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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80年代末，机制卷烟开始传入中国．因机制卷烟外形简洁、携带方便，逐渐取代中

国的部分旱烟和水烟。

19世90年代，英美等国烟草商开始在中国上海、天津、青岛等地开设烟厂。清光绪二十八

年(1902)，英美烟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英美烟公司、英美(颐中)烟草公司)在英国伦敦成

立，并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设厂就地产销卷烟。同时以上海为中心辐射全中国，逐渐成为在

中国的最大外资卷烟企业。到20世纪30年代，以英美烟公司为主，先后在中国建立的外资烟厂

有30余家。中国有识之士为杜塞漏卮、挽回利权，从20世纪初纷纷设厂制造卷烟。中国民族卷

烟工业借助于风起云涌的民族爱国运动，与英美烟公司等外国烟厂展开激烈的竞争，经历3"40

余年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民族卷烟工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先后接收了一批国民政府官办烟厂、外资卷烟企业，又

承让了英美(颐中)烟草公司在华全部资产，对私营企业进行了整顿、改组和公私合营，并对

卷烟工业布局进行了调整，卷烟工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卷烟工业管理体制经历了分散管理与集中管理的变化。1963年，

根据中央决定轻工业部试办中国烟草工业公司(托拉斯)，对卷烟企业集中统一管理，但在文

化大革命中，遭到批判，卷烟企业再次被下放给地方管理。由于许多地方盲目发展，造成产品

质量下降，国家税收流失。1982年，中国烟草总公司成立，对烟草行业实行产供销、人财物、

内外贸的集中统一管理。在1982年--2000年的近20年时间，中国卷烟工业在集中统一管理之

下，经过企业结构调整，整顿生产经营秩序，关停计划外烟厂，大力推进技术改造，使卷烟企

业生产装备大为改善，部分企业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企业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卷烟产品

质量明显改进，中国卷烟企业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1950年中国卷烟产量184．8万箱．1959年达546．92万箱，20世纪60年代初期，因原料不足．

产量大幅下降。20世纪70年代初期，卷烟产量在700万箱～800万箱之间徘徊，1977年首次突破

1000万箱大关。1978年～1990年的12年中，平均年产量增加173万箱，到1990年达3260．5万箱．

充分保障了市场供应。此后，中国卷烟工业在“控制总量、提高质量、调整结构、增加效益”

的道路上稳步发展，2000年产量为3336．3万箱。卷烟生产总量在保持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各厂

积极组织名优卷烟和适销对路产品的生产供应。1999年评定全国名优卷烟69个。产品结构亦发

生了较大变化，一、二类卷烟所占比重大幅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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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沿革

第一节清末和民国时期

一．外商卷烟企业的进入与扩张

清光绪七年(1881)，美国人邦萨克(Bonsack)发明卷烟机，大大提高了生产率，为卷烟的供

给创造了有利条件。此时，国外普遍流行的吸食机制卷烟或雪茄烟的风气开始传人中国，卷烟市场需

求不断扩大，进口量逐年增加。卷烟便于取携，逐步代替部分旱烟和水烟。宣统三年(1911)5月6

日《捷报》载文称： “英美一般人士凡是对远东烟草市场作过研究的，在过去五年中，不能不对很多

地方普遍接受外国纸烟的迅速感到惊异。在中国，这种情况更加特别显著。”机制卷烟在中国取得一

定市场后，外商为攫取更大的利润，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料，就地设厂制造卷烟。从19世纪90

年代起，外商先后在上海、天津、哈尔滨等地陆续建立了一批卷烟厂。

光绪十七年(1891)，美商老晋隆洋行购置邦萨克卷烟机在天津设立卷烟厂。这是中国最早建立

的卷烟厂。

光绪十八年(1892)，美国商人在上海开设茂生烟厂，是茂生洋行所属卷烟厂，也是美商最早在

上海开设的卷烟厂之一。茂生烟厂位于上海浦东陆家嘴路，有卷烟机2台，雇用工人约80余人，产品

主要有茂生、铜鼓两种牌号。

光绪十九年(1893)，美商在上海开设美国烟草公司。该公司是一家股份制公司，由老晋隆洋

行、老晋隆洋行执行董事兼股东L．L．安德森及另一外籍商人丁安布罗斯共同投资组建而成。厂址在

百老汇路(今大名路)18号三层大楼内，底层为制丝工段，二楼为卷烟工段，有职7"300人，使用美

国、土耳其烟叶和从美国进口的包装材料生产卷烟。产品有专供在华外侨吸用的金凤、维几尼亚，甜

蔷薇牌卷烟，有以中国人为销售对象的蓝星牌卷烟。包装规格有两种：10支装纸盒$n50支铁听(铁听

内附吸烟嘴1支)。该公司是当时发展较快、规模较大的外资烟厂，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歇业。

光绪二十一年(1895)，菲律宾商人在上海开设福和烟公司(原名Taba uefia Filipina)，产品

有马队牌雪茄和卷烟，经营数十年。

光绪二十三年(1897)，美国纸烟公司在上海设厂，厂址在上海浦东地区，并附有堆栈。开业资

本为7．5万两，两年后增资为15万两。有卷烟机10台和职I100余人，烟叶原料大致按70％美国产烟叶

和30％dp国产烟叶掺和使用。产品有斯乌以士发图、列士吕斯、古列位图、古拉佛等牌号，其中以精

装的附吸烟嘴的斯乌以士发图牌销路最好。

光绪二十四年(1898)，日商村井兄弟商会在上海浦东陆家嘴开设村井烟厂。该商会早年在华经

销孔雀、云龙、凤凰等卷烟，与英、美输华卷烟开展竞销。村井烟厂创办时，是一座既无设备、又无

———————————————手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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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二无”工厂，2台卷烟机是向美商茂生烟厂租赁的，80余名工人是临时借用的，生产凤凰牌

卷烟，由上海三井洋行经销。

光绪二十五年(1899)，土耳其商人在上海开设泰培烟厂，开办时厂址在七浦路，后迁至塘山路

(今唐山路)。该厂除生产卷烟外，还自行设计制造卷烟机。开办时有卷烟机6台，后又自《ilJ4台。该

厂自制的卷烟机具有体积小、占地省等优点，生产能力300支／分钟-400支／分钟。后来中国一些铁工

厂借鉴这种卷烟机的技术进行仿制。光绪二十六年(1900)，该厂有400名左右男女工人，产品有兰

花、鬼头、老鹰等牌号，月产量350箱-400箱，产品大部分销于上海、烟台等地，少量远销印度。光

绪二十八年(1902)，英美烟公司在沪设厂后，该厂产品在与英美烟公司产品竞争中处于劣势，营业

额逐年下降，光绪三十二年(1906)被迫迁往印度。

此外，还有意大利商人开办的宝大、英商开办的英美、美商开办的大美和花旗及美迪、希腊商人

开办的锦华和杜柯及健身等烟厂(公司)，当时称为沪上八大烟公司。

19世纪末，欧美各国经济发展迅速，垄断集团在自由竞争中产生和形成。光绪十一年(1885)，

美国烟草大王杜克(J·B·Duke)在纽约创办杜克父子烟草公司，随后和其他4家烟厂集巨资创办美

国烟草公司(American Tobacco Co．)，兼并国内86家烟厂，控制美国卷烟产销量的90％，积极向国

外扩张，向英国倾销卷烟。英国为维护自身利益，也组成帝国烟草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抗争，并与美国

烟草公司展开以争夺世界市场为目标的烟草战。结果两败俱伤，英美两大烟草垄断集团遂达成协议：

双方各自从对方本土上退却，共同投资、另立公司、联合行动拓展国外市场。

1902年9月29日，帝国烟草股份有限公司(Imperial Tobacco Co．，Ltd．)、奥格登烟草股份有限

公司(Ogden’S Limited)、美国烟草公司、大陆烟草公司(The Continental Tobacco Company)、美

洲雪茄烟公司(The American Cigar Company)，联合烟草公司(The Consolidaced Tobacco Company)

六公司共同出资3000万美元(约600万英磅，其中美资占三分之二，英资占三分之一)，成立国际烟

草托拉斯组织——英美烟草股份有限公司(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Co．，Ltd．)。在伦敦注册，总

部设在伦敦，并先后在中国、印度、泰国、马来西亚设立分支机构。

英美烟公司成立后积极对外扩张。光绪二十八年(1902)先后合并、收购美国纸烟公司、茂生洋

行、村井兄弟商会在上海所设的烟厂，在上海浦东组建英美烟一厂。次年即在上海博物院路(今虎丘

路)设立子公司，业务由伦敦总部直接领导。同时将在华的美资系统和英资系统的烟草企业和销售机

构纳入管辖范围，并作了分工。1919年，英美烟公司董事联袂来华，决定投资22．5万墨西哥银元设立

驻华英美烟草股份有限公司(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Company China Limited)，总部设在上海苏

州路(今南苏州路)175号，统管英美烟公司在华生产及经营业务。从光绪二十八年至民国初年不到20

年时间，英美烟公司从烟叶生产、收购到卷烟的制造和销售，已基本完成对中国烟业的控制，成为欧

美国家在华工业垄断组织的一个典型。英美烟公司先后在天津、青岛、上海、汉口、沈阳、营口等地

设立卷烟厂。1930年沈阳大英烟公司改名为启东烟草股份有限公司。1934年在上海成立颐中烟草股份

有限公司和颐中烟草运输股份有限公司，承接驻华英美烟公司的卷烟制造与销售权。另外还设有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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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叶公司、首善印刷公司及中国包装品公司等。1936年驻华英美烟公司移至香港注册。

光绪二十八年(1902)，波兰籍犹太人E．A．老巴夺和A．A．老巴夺兄弟二人在哈尔滨道里中央大

街马达尔饭店附近开办一家制烟作坊，有俄式手摇纸嘴烟机和普通烟机各1台，雇用七八名工人，从

事切烟丝和制作大白杆烟。同年，秋林商行也在哈尔滨开办烟厂，经营俄式卷烟，原料由俄国和土耳

其输入。

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本烟草垄断企业联合本土和其他地方的23家烟草企业成立东亚烟草株

式会社，总部设在东京，在奉天(今沈阳)设立分部，并在大连建烟厂。同年9月，东亚烟草株式会社

又在哈尔滨建立烟厂，产品主要供应当地的日侨和出口朝鲜等地。

宣统二年(1910)，希腊烟草公司在天津市法租界中英街建立正昌兄弟烟草公司，创建时有卷烟

机5台。1947年改为华阳烟草股份公司。

1917年，日本东亚烟草株式会社在上海收购希腊商人开办的安利泰烟厂后开设分厂，厂址在上

海榆林路21号。设备有卷烟机10台，工人130余人。早期产品有辟司、凤凰，哥尔德克那斯等牌号，

最高日产量7箱。1924年9月，资本总额为10万日元；1940年，发展虱J3000万日元。拥有卷烟机42

台，月产量达7000余箱。产品有矛、玫芳、金厦、女神等牌号。1941年9月，该会社并入中华烟草株

式会社。

1917年7月，日商金光庸夫在天津日租界三岛街建立东亚烟草公司，创建时有卷烟机16台。

1919年，英美烟公司在天津俄国租界建立天津大英烟草工场，创建时有卷烟机26台。

1920年，美国驻华花旗公司在上海开设榆林路厂(也称花旗烟厂)，厂址在榆林路200号，产品

有华盛顿等牌号。1935年，花旗烟厂因经营不善，停工关厂。同年11月，花旗烟厂业务由颐中烟草公

司经办，厂名改为颐中花旗烟厂。1937年，花旗烟厂更新设备，招收青年工人800人。1939年有新式

卷烟机26台，年产量达4．5222万箱。

锦华烟公司，是希腊人在上海开办的烟厂。锦华厂原名为Tobaguefia Sino·Egyptiana Co．，1926年

创立。厂址在仁记路20号，专制纸烟，经理J．Mouradaghiu经验丰富，独资经营10余年，在当时激烈

的竞争中未曾亏损。有切丝机、卷烟机各1台，以中国、美国、土耳其烟叶为原料，产品有花牌与马

拉士牌，主要在沪销售，对象以外籍人士为主。

健身烟公司，1932年开设于上海，为希腊人独资经营企业，店主与经理由Mr．B．Kaiagolou自兼。

初办时资本为2．1T元，后增至3．5万元。设备有德制卷烟机2台、中国产切丝机4台，以中国、美国、土

耳其烟叶为原料。产品有月女(Lady in the Moon)、M·C·C、跳浜与A牌等，A牌又是他朋友所

开设的爱立太公司(Elite Cigarette Co．)的产品。

从光绪十八年(1892)至1932年，除英美烟公司外，先后在中国建立的外资烟厂有30余家，卷

烟机合计为80台左右，职325000余人，但规模都不大，与英美烟公司差距悬殊，在英美烟公司的排挤

打击下，多数企业存在时间都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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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七年(1 891)至1 949年在中国的部分外资烟厂(公司)情况表

表3．1

呵

； 厂(公司) 开设 歇业 卷烟机 职工
国籍 所在地 主要产品牌号 ；

i 名称 年份 年份 (台) 人数 {

i

老晋隆洋行卷烟厂 美国 189l 1 天津

茂生烟厂 美国 1892 1902 2 80 上海 茂生、铜鼓

金凤，维几尼亚、甜蔷薇、
美国烟草公司 美国 1893 1902 300 上海

蓝星

福和烟公司 菲律宾 1895 上海 马队

乌斯以士发图、列士吕斯、
美国纸烟公司 美国 1897 1902 10 100 上海

古列位图、古拉佛

村井烟厂 日本 1898 1902 2 80 上海 凤凰

泰培烟厂 土耳其 1899 1903 10 400 上海 鬼头、老鹰、兰花

上海、 哈德门，前门、使馆、

汉口、 三炮台，茄立克、司太非．

沈阳、 品海、老刀、大英

英美烟公司 英美 1902 1952 175 7150 哈尔滨

天津、

营口、

青岛

协和烟草公司 希腊 1903 天津

老巴夺 俄国 1902 哈尔滨

秋林 俄国 1903 哈尔滨

安利泰 希腊 1906 1917 4 160 上海

沈阳、 辟司、凤凰，

营口、 哥尔德克那斯、矛、玫芳、
东亚烟草株式会社 日本 1906 1945 ●

大连、 金厦、女神

上海

三林烟草公司 日本 1906 沈阳

南星 日本 1917 1920 l 40 上海

米星 日本 1917 1920 l 40 上海

华比 比利时 1919 1926 2 80 上海 船主、名妹、克浦

光明 俄国 1919 1920 4 150 上海 月娥

华盛顿、红狮、蓝狮、

花旗 美国 1920 t935 32 1000 上海 花旗、三八、金盾．古城、

双六、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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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I(续)

} 厂(公司) 开设 歇业 卷烟机 职工 焉
国籍 所在地 主要产品牌号 i

1 名称 年份 年份 (台) 人数
《

耍

杜柯烟厂 希腊 1920 1934 4 150 上海

宝大 意大利 1920 1933 1 30 上海 大鹏鸟

裴尔登 法国 1922 1924 l 40 上海

亨斯达 法国 1924 1927 6 220 上海 A字、特别

友华 中、法合资 1924 1927 140 上海

大盛 美国 1926 1927 4 150 上海

锦华 希腊 1926 1940 2 80 上海 花、马拉士

大美 美国 1927 1937 上海 红屋、名人、吉士、双六

金飞 德国 1927 1928 4 150 上海

公信 英国 1931 1933 8 350 上海

多伦 希腊 1931 1935 2 80 上海

健身 希腊 1932 1935 2 80 上海 月女，M·C·C、跳浜、A

美迪 美国

资料米源：根据杨国安《中St烟草文化栗林≯、《上海烟草志》、方宪堂《上海近代民族巷烟工业》寻资料综合整理。

二．民族卷烟工业的曲折发展

(一)发展历程

1．1902年～1924年

中国民族卷烟工业的兴起白手工卷烟始。19世纪80年代，国外机制卷烟大量输入中国，部分中国

人吸食旱烟、水烟的习惯逐渐改变，卷烟逐步代替部分旱烟和水烟，许多烟丝作坊利用简单工具仿制

机制卷烟，手工卷烟应运而生。手工卷烟因资金微薄、规模小，产量低，难与机制卷烟抗衡。于是中

国一些有识之士奔走呼号，积极倡导自行设厂制造卷烟，以“杜塞漏卮，挽回利权”。他们为了发展

中国卷烟工业，远涉重洋，学习国外先进的卷烟技术。

光绪二十八年(1902)，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天津提倡“实业新政”，招股开办北洋烟

草公司。北京工艺商局创办者黄思永毅然投资8000两白银，与直隶农务局组成“官商合办”的北洋烟

草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民族卷烟企业。公司章程规定： “官任保护，商任经营”。黄思永即

为商总董，负责经理招募商股及公司一切事宜。江苏无锡人秦辉祖自称怀着报效国家的愿望，赴京进

东文学社学习日语，以后又自费随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伦赴日本考察，留日学习制烟技术。秦辉祖

在日本长期苦心钻研，掌握一些有关卷烟配方、制造等知识，回国后即投身于北洋烟草公司的筹建工

作，后在北洋烟草公司任工场总董。公司开办之初，颇呈发展之势，生产龙球等牌卷烟。

光绪二十年(1894)，美国政府与清政府在华盛顿签订《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此

约又称华工条约。本以十年为期，光绪三十年(1904)期满，但美国政府不仅不取消禁例，反而胁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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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签订了续约。这是个侮辱国家、损害人民利益的不平等条约，因此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一致

起来抗拒续约，抵制美货。在上海商务总会会长曾铸的倡议下，中国各地纷纷成立拒约会。许多爱国

人士自动捐款编印千万张传单，将在中国销售的美国卷烟牌号列出清单，号召民众拒买、不吸美国卷

烟。该年7月28日，上海报关行工人召开特别大会，一致决议： “暂不吸用美国所售之烟及用各物，

各商所定之货，凡属六月十八日(7月20日)以后所定者，一概不代装运。”上海南北市走内外河乡

镇等处信局也议定： 。不寄美货标本，如有外埠托买美牌香烟等物，将银退还。”广东石龙有一荣华

号店主刘某，激于义愤，把自己店中所存的美国卷烟，全部当众焚毁，以示势不两立。汉口各洋货摊

义愤填膺，将所存美国卷烟付之一炬。

在抵制美国卷烟的同时，许多人提出改进国产烟、推荐国产烟以取代美烟，如北洋的龙球牌取代

孔雀牌(原系日货后被美商收买)，用红顶、飞雀代替品海，还有人建议“上海设一商品陈列所，各

埠货样陈设其中，即由大会刊刻告白，评其优劣，以便改良，以图进步”。1905年创办的中国纸烟公

司在给曾铸的信中倡议： 。美设苛例，虐我同胞，公首创以不用美货为抵制，特上尊国体，下拯华

侨，且可为我国民塞一漏卮⋯⋯纠集同志，遵照商部定章，创设有限公司。”中国纸烟公司何雯在给

曾铸的信中指出： q睢是不办美货，总宜乘此时机振兴工艺，方足以立富强基础，为将来远大之图。

沪上为大资本丛集之区，且多热心爱国之士，若能组织工厂，仿美货而一一制造之，以应内地之需，

以挽外溢之利，于实业界建一新纪元，即于政治界添一原动力”。

在此次声势浩大、遍及全国的拒约运动中，中国民族卷烟工业得到初步发展，各地的民族卷烟厂

纷纷建立。

在香港德辅道中有一家广东人开设的朱广兰烟店，原是出售烟丝的，在抵制美货运动中，朱广兰

从日本购入一台卷烟机，用烟丝制造朱广兰牌卷烟，销往南洋及美国旧金山。

广东籍商人简照南少时随叔父简铭石在海外经商，20世纪初与其弟简玉阶在香港经营怡兴泰商

号，时常在日本、香港、暹罗(今泰国)之间贩运土洋杂货，见日本出品的云龙牌和香港烟丝商朱广

兰出品的卷烟销路颇佳，有感于“烟草一项国人吸者日众，不塞漏卮，涓涓成河”，便产生兴办烟厂

之意。光绪三十一年(1905)，简氏兄弟筹集资金10万港元，在香港创设广东南洋烟草公司(下称南

洋烟草公司)。嗣后简照南亲赴日本，学习、考察卷烟制造技术，聘请日本技术人员指导卷烟生产。

光绪三十年至三十一年(1904～1905)间，刘树森、盛宣怀各投资5万两白银在上海创办三星烟

公司。刘树森之兄刘树屏任总经理，盛宣怀与刘树森任董事，秦辉祖任经理。三星烟公司位于华成

路，初创时有卷烟机8台，月产卷烟2000余箱，主要产品有红三星、蓝三星、彩色三星(图案为福禄

寿三星)等牌号卷烟，4年后歇业，机器设备归盛宣怀所有，盛另设公顺烟厂，不久也关闭。

光绪三十一年(1905)，王维培购入德伦烟厂价值约1000元的机器等财物，开设德隆烟厂，厂址

在上海浙江北路华兴坊。德伦烟厂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由鸦片行业主陈广昌投资开设，厂址在横

浜桥三元坊，有卷烟机l台，后增至3台。王维珀将卷烟机售出2台，自留l台。该厂初创时，因资金不

足只能为其他厂代卷卷烟。当时手工卷烟每箱需付工资6元，而德隆烟厂代卷只需4元，因此当时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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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卷烟作坊纷纷委托代卷，德隆开代卷业务先河。后德隆开始生产农夫牌卷烟，不久又出产保险牌、

茄克牌，生产逐渐扩大，至1936年已有卷烟机8台，工人180余人，资本100万元。1905年，苏筠尚等人

发起成立中国纸烟公司；上海商务总会会长曾铸开设福寿纸烟有限公司。1905年～1906年，在上海开

设的烟厂还有四民，大东、大通，泰东、大隆、自新等30余家。1905年，黄思永辞去北洋烟草公司商

总董职务，退出投资北洋烟草公司8000两股金中的5000两，集资在北京琉璃厂建立北京爱国烟厂，生

产爱国、轮船两种卷烟。据《东方》杂志光绪三十二年(1906)第3期载文称： 。爱国牌，提醒国民

爱国之意；轮船牌，取海外归来之意。”继黄思永开办北京爱国纸烟厂之后，章京(官名)周锡璋经

批准筹资赴日本定购卷烟生产机器，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北京宣武门外柴厂官地建立大象卷烟厂。

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广西就读的福建永定籍学生林觐光自费留学日本，学习卷烟技术，并

随带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出产的烟叶前往试验，学成后购置卷烟机械回国开办卷烟厂。同年，福建

议长何成浩申文购买纸烟机两部，福建由此产生机制卷烟工业。同年，武汉成立福华和物华两家烟公

司。福华烟草公司位于汉水之滨的永宁坡(巷)，有切丝机械、干燥机和卷烟机等设备，职工24人，

所产卷烟在市场上有相当销路。同年，浙江杭州大通公司开始生产卷烟，产品有汽车、金狮、银象、

三洋等4种牌号，据《(东方》杂志1906年第十期称： “这四种卷烟其纸质及烟味不亚于外国名货。”

同年，杭州纱厂也添置设备制作卷烟，宣传广告贴遍杭州主要街巷。

在光绪二十八年至光绪三十二年(1902～1906)之间，在中国各地开设的卷烟厂还有山东烟台

仁增盛、隆成，中国、恒利、中安卷烟厂，山东潍县的济和卷烟厂，广东广州烟草公司等近10家。

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三年(1902--1911)，是中国民族卷烟工业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欧美

资本企业在中国尚立足未稳，给中国民族企业一定的发展机会和市场空间。但由于这些企业大多先天

不足、资金薄弱、设备简陋、管理落后，大多在与外国资本企业竞争中受挫夭折。

表3—2

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三年(1902-191 1)开设的部分民族烟厂(公司)情况表

F 厂(公司) 开设 歇业 卷烟机 职工
主要产品牌号 il 所在地 创办人

叠龟 名称 年份 年份 (台) 人数

北洋烟草公司 1902 1906 天津 龙球、双龙，地球

南洋烟草公司 1905 1908 香港 简照南 4 白鹅、双喜

保险，德胜门、
德隆烟厂 1905 上海 8 400——600

斧头．锯王

红三星、蓝三星、
三星烟厂 1904～1905 1908 上海 刘树屏 8

彩色三星等

中国纸烟公司 1905 上海 苏筠尚 天官，军乐．玫瑰

简照南 双喜．白金龙、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1909 香港 17 700

简玉阶 黄金龙、七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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