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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烟叶原料丰富、卷烟市场广阔，容易获取暴

利，因此成为日本掠夺、统制的重要对象。日俄战

后，日本即成立东亚烟草公司，经营中国东北市场。

其后成立东洋烟叶、满洲烟草等公司，逐步向华北、

华中扩张势力。七七事变后，中国烟草业格局发生

明显变化，日系烟草企业迅速扩张，华资烟草企业遭

受重创、不少企业为日本“接管”，英美烟公司亦受到

排挤、垄断地位渐为日本所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中国烟草业格局再度发生变化，日本对英美烟公司

实行“军管理”，并加强统制各沦陷区烟草的产销，以

适应战时统制经济的需要。“国家的统制从此深入到

各个经济领域内部，国家干预开始真正显现出对经

济实体的影响。”①日本在东北成立满洲烟草公司、满

洲烟草统制组合、满洲烟叶公司，在华北成立华北东

亚烟草公司、华北烟草配给组合及华北烟叶公司，在

华中成立中华烟草公司、华中烟草配给组合及华中

烟叶公司，全面控制沦陷区卷烟产销及烟叶原料，

其中以上海为首的华中卷烟市场最大、获利最多，

成为日本垂涎的最主要目标。“华中最大产业当数

纺织业，紧随其后者，从投入资本看，与其说是制面

粉业，不如说是烟草业。……另外，烟草统税是国

民政府重要财政来源，从政治上看，烟草业也有着

巨大影响力。”②

分析既往研究成果，更多的是研究英美烟公司、

华资烟草企业、地方烟草种植业及卷烟工业等方面，

而忽略了日本烟草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渗透和扩张，

战时日本对华中沦陷区烟草业的统制

(1937-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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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烟草企业与英美烟公司的竞争与博弈，日本政

府的烟草统制和掠夺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导致抗战

时期沦陷区烟草业研究几近于“空白状态”，影响近

代中国烟草业的整体、贯通研究。日本学界虽有涉

及日系烟草企业，但更多关注其发展和运营状况，对

于日本当局与日系企业的复杂关系，日本当局对华

资烟草企业、英美烟公司的控制与掠夺，以及日本当

局的烟草统制政策及性质，日本当局内部的矛盾与

分歧等方面缺少深入分析。③鉴于此，本文主要利用

日本档案，论述战时日本烟草企业在华中沦陷区的

扩张轨迹，以及日本当局对华中沦陷区卷烟生产、卷

烟销售、烟叶收购的统制情况，并分析其烟草统制政

策特点、性质及内部分歧。

一、扩张日系烟草企业势力

日俄战后日本开始在东北渗透，其后向华北、华

中地区扩张，东亚烟草、东洋烟叶、满洲烟草等公司

均为代表。东亚烟草公司，是于1906年由日本23家
烟草企业在东京联合成立的烟草垄断公司，早期着

眼于朝鲜、东北市场，不久在天津、青岛、上海开设工

厂，与英美烟公司展开竞争，七七事变后成立满洲东

亚烟草、华北东亚烟草两大公司。④东洋烟叶公司，

1919年在东京成立，初以烟叶收购贸易及销售为主

业，早先在青岛设立支部，挤入山东烟草界，⑤七七事

变后日本当局极力扶持该公司向华中、华南扩张势

力，先后“接管”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成立武汉华

生及海口南国烟草公司。满洲烟草公司，于 1934年
由伪满政府及关东军在新京(长春)扶持成立，按照关

东军意图统制整个伪满烟草事业，⑥七七事变后开始

在华北、华中扩张势力。战前日系烟草企业已经渗

透东北、华北、华中地区，但其规模和影响仍有限，并

且受到英美烟公司的排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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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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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不长。”⑦1902年英美烟公司成立后，全力经营中国

市场，先后成立永泰和烟草、颐中烟草、颐中运销烟

草、振兴烟叶、首善印刷等公司，到七七事变以前形

成一个庞大的烟草垄断组织，其势力远超华资和日

系烟草企业，控制着中国大部分烟草市场。⑧“英美

烟公司的资本约3600万镑，每年成产多至543亿支，

运销量最多时约占中国卷烟全部运销量的 70％到

80％，在原料收购上占中国烟叶的60％。”⑨

七七事变以后，中国烟草业格局发生明显变化，

沦陷区华资烟厂大多被日军焚毁或“接管”，日系烟

草企业不断扩张势力，英美烟公司暂时保持优势。

据日方调查华中烟草业状况，“支那事变伊始，以英

美托拉斯为代表，作为中国资本的大宗——南洋兄

弟、华成等有势力者领衔，以及众多小制造工厂共计

31处、拥有卷烟机 503台。然而华商烟厂因战火焚

毁、躲避战乱而大量淘汰，仅剩少数在租界内重新开

业，华商烟厂减少到 20家、卷烟机损失 169台，烟草

制品遂告不足。日系工厂崛起的时机到来，以东洋、

东亚等商社为首的 10余家烟草公司，拥有卷烟机

118台，正动员所有生产能力从事制造，以满足军需

民需，烟草界开始呈现异常活跃的盛况。英美托拉

斯虽然受战争影响，但凭借大资本、大机构，不受日

本当局统制烟草的影响，依然处于支配烟草界之地

位”。⑩由此可见，战争期间民族烟厂损失最为惨重，

大量厂房及设备被日军焚毁或掠夺，战前华资工厂

年产卷烟 40万箱，战后只有 12万余箱，还不到战前

的1/3。而日系烟草企业在日本当局的支持下大肆

掠夺、压制华中沦陷区民族烟草工业，企图控制华中

卷烟生产和销售市场，为其财政收入、军费支出开辟

财源，实现“以战养战”政策。

日本先后设置内阁第三委员会、驻上海领事馆、

兴亚院华中联络部及驻上海大使馆事务所，作为华

中沦陷区的殖民统治机关。为强化华中烟草业的

统制，排挤英美烟草势力，确保日伪政府的重要财

源，这几个机构分别提出“烟草处理方针”。1938年
10月，内阁第三委员会提出《中支那烟草制造事业暂

定处理纲要》，然而因外务省反对满洲烟草公司进入

华中，该草案最终悬而未决。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方

面提出，允许东亚烟草公司、东洋烟叶公司在原华资

烟厂的制造能力范围内开工，除了战前一直营业的

经营者，不允许两公司以外的小资本申请运营，以后

应联合其他有实力的企业对抗英美烟公司。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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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兴亚院提出《中支那烟草制造业暂定处理纲

要》，支持东亚烟草和东洋烟叶公司扩大卷烟生产规

模，暂时按照新规运营；两公司在上海的制造数量以

年产90亿支为目标，两公司同等制造；两公司新设工

厂、购入新式设备采用既定原则，烟叶原料和其他材

料用品出自日本和中国，避免从第三国输入；两公司

制品种类、销路、销售价格、销售方法、烟叶原料收购

等实行自主统制；服从当地相关官厅的指导监督。

从以上“处理方针”可知，日本殖民当局企图通过支

持日系烟草公司掠夺、“接管”沦陷区华资烟厂，扩张

日系烟草企业势力，实现排挤英美烟公司、独霸中国

烟草业之野心。

在日本当局支持下，东亚烟草、东洋烟叶等公司

在华中的势力急速膨胀。上海沦陷不久，东亚烟草

公司开始恢复、扩大卷烟生产规模，“重返作为世界

性烟草市场的中支那，尤其长江一带”。1938年 1
月，该公司寻求上海日军特务机关支持，收购原中国

华东烟草公司和华品烟草公司，并得到其支持。同

年4月，该公司获得日军特务部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

馆的营业许可，“接管”华东烟草公司、恢复卷烟生

产，其后，谋求收购华品烟草公司，计划新增卷烟机

至150台、年产卷烟150亿支，在南京、武汉等地设置

新工厂。不久军方“征用”华品公司，东亚烟草公司

遂转向恢复战前在上海所设工厂，1938年 9月恢复

正常生产，次年5月将华东烟草公司改称上海第二工

厂。1939年 12月至 1940年 11月，两家工厂共生产

卷烟 39.2亿支。东亚烟草公司还在武汉扩张势

力。1939年 4月，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要员

在武汉举行“三省联络会议”，允许东亚烟草公司“接

管”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武汉工厂，并于1940年初恢复

营业，至同年11月产量达1.84亿支。事实上，日本

当局并非完全信任东亚烟草公司，该公司仅负责卷

烟生产，烟叶收购则由米星产业和日商株式会社汉

口支部承担。不过，东亚烟草公司较战前有了明显

扩张，1935年东亚烟草所有工厂生产卷烟24.6亿支、

价值 1064.7万日元。1939年华中烟厂生产卷烟

29.7亿支、价值 991.1万日元，1940年更是增至 41.8
亿支、价值2000万日元。

东洋烟叶公司也是靠抢占华资烟厂扩张势力

的。1938年 5月，该公司决定增资 900万日元，其中

490万用于建设上海及南京工厂，其余410万用于收

购烟叶和运营，得到大藏省和商工省的许可。同年

6月，其在上海设立支部，“租借”上海3家华资烟厂，

将其改为第一、第二、第三工厂，计划年产卷烟45亿
支。11月，收购中原烟公司，其后又获得新华烟公

司的经营权。1939年 5月，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支持

该公司负责当时最大的华资烟草公司——南洋兄弟

烟草公司的“重建工作”，获得其经营权后势力大

增。其后该公司向南京、武汉等地扩张，1938年12
月先后在汉口、南京开设隶属于上海分公司的办事

处；1939年 2月在杭州开设办事处；同年 4月得到三

省联络会议批准，允许在汉口设置烟厂，计划年产卷

烟 10亿支；10月设置苏州办事处，由此建构起强大

的产销网。1941年4月，该公司将其汉口工厂分离

独立，并联合日本火柴制造公司、三井物产出资 250
万日元，成立武汉华生烟草公司。至1941年9月，东

洋烟叶公司拥有卷烟机 59台、年生产卷烟近 60亿

支。该公司能够迅速在华中扩张势力，是因为其得

到日本最大综合商社三井物产的支持，此时三井物

产持有该公司30％的股份，成为其头号股东。加之

三井物产与日本当局关系匪浅，在烟草专卖局和“政

商三井”的推动下，该公司大肆吞并华资烟厂，最终

赶超最大的日系烟草公司——东亚烟草公司。

此外，共盛、兴亚、满洲等烟草公司也侵入华中

市场。共盛烟草公司，于1939年5月开设，由伊藤忠

商事株式会社出资创办，是在合并3家日系企业、“接

管”华资烟厂的基础上成立的，本部设在上海，并在

汉口、南京设有分公司。1939年 12月制造 3500万
支卷烟，至 1940年 11月增至 5200万支。兴亚烟草

公司，于 1940年 6月在上海成立，由松坂屋出资创

办，纠集一批此前在山东经营烟草业的日商而成

立。该公司经营范围主要在华中地区，其业务范围

由烟叶收购扩至卷烟制造领域，但产量有限，1940年
7-11月仅制造700万支卷烟。满洲烟草公司，起初

在东北活动，战后挤入华北、华中地区，成立分公司

北支烟草公司，并极力谋求华中烟草利权。1939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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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北支烟草公司获得三省联络会议批准，在汉口新

设工厂，其势力进入华中地区。北支烟草公司汉口

工厂规模有限，仅拥有5台卷烟机，1941年计划生产

4.75亿支卷烟、价值 427.6万日元，但实际上仅制造

了 1.96亿支卷烟、价值 50.7万元。1941年 11月，华

北东亚烟草公司合并北支烟草公司，其汉口工厂转

由华北东亚烟草公司经营，直到中华烟草公司成立

后由其合并。

日系烟草企业较战前有了明显扩张，其生产规

模反超华资烟草企业。据日方调查，在上海，日系烟

草企业拥有卷烟机 122台、月产卷烟 8.9亿支，华资

烟草企业拥有卷烟机 117台、月产卷烟 7.4亿支。

日系烟草企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张，并不是自由竞

争的结果，更不是日本当局加大投资的结果，而是

在“现地自给”侵略思想下进行的，是依靠军方武力

掠夺、政府强力干预实现的。对此，日方亦是供认

不讳，“事变爆发后，本邦人进军烟草业的绝好机会

到来，东洋烟叶和东亚烟草都是在华人工厂基础上

发展的”。

二、支配华中沦陷区卷烟生产

日本支配华中沦陷区卷烟生产，主要分为三个

阶段进行：一是通过强占华资企业，扩张日系企业势

力，其后合并日系企业、成立中华烟草公司；二是“接

管”英美烟公司，控制华中绝大部分卷烟生产，主导

华中卷烟市场；三是整合沦陷区所有烟草产业，成立

一元化烟草统制公司。

(一)成立中华烟草公司

七七事变以来，尽管日系烟草企业扩张迅速，但

与英美烟公司相比，仍然存在明显差距。1941年颐

中公司在华中拥有卷烟机263台，而东亚烟草、东洋

烟叶、共盛烟草、兴亚烟草及武汉华生烟草公司总共

138台；日系卷烟所占市场份额还停留在15％—20％
的水平，大部分被英美烟公司垄断，日本当局遂决定

联合日系企业“对抗”英美烟公司。1941年 6月 2
日，日本军方提出“华中日系烟草制造事业联合要领

案”，拟联合东亚烟草、东洋烟叶、共盛烟草、兴亚烟

草、武汉华生及“北支烟草中支工厂”等日系烟草企

业，成立中华烟草公司；公司本部设在上海，资本金

3000万日元，其中东亚、“北支”共出资 1300万，东

洋、武汉华生共出资 1300万，兴亚、共盛各出资 200
万；公司成立后，收购华中日系工厂及其他财产，由

评价委员会进行估价。6月30日，兴亚院华中联络

部通过“中华烟草株式会社设立纲要”，决定筹建中

华烟草公司，负责统制华中卷烟产销事宜，按照“国

策会社”之例、接受兴亚院华中联络部监督，汉口业

务由三省联络会议监督。8月4日，兴亚院发布“合

并令”，然而各公司无力出资3000万日元，该命令难

以执行。9月10日，兴亚院召开第二次创立委员会，

调整既定方案。决定推荐岩波藏三郎担任社长；规

定总资本为 30万日元，即东亚、东洋各 10万，“北

支”、武汉华生各3万，共盛、兴亚各2万，终止3000万
日元方案；合并各公司之前，对其事业资产进行评

估，尚未解散的东亚、东洋，转让或收购其部分经营

事业；核定各公司资产后，收购其净资产，按各自净

资产数额分配新公司股份。

1942年 3月，评价委员会核定各公司资产后，

正式成立中华烟草公司，在上海设本部、在汉口设支

部、在南京设办事处，由船津一郎任社长，矢部润二、

桥爪庸藏、松崎渐吉、竹本德身、安恒藤三郎、小山达

郎为董事，这些人大多为日本烟草巨头。4月该公

司决定增资1469万日元，总资本达到1499万日元；5
月决定合并东洋、兴亚、共盛、武汉华生等公司，收购

东亚和华北东亚烟草公司在华中的事业资产，至 10
月下旬完成合并事宜，此时公司总资本达 3870万日

元、分成 77.4万股，最大股东是东亚烟草公司，其次

是东洋烟叶公司。1943年5月，该公司又决定增资

200万日元，发展成为华中第二大烟草公司，仅次于

英美颐中公司。然而，战争后期由于烟叶供应严重

不足、日本当局大幅削减煤炭和电力消耗，“1943年，

中华烟草上海工厂需烟叶原料 13267吨、实际缺少

5214吨，汉口工厂也缺少 1468吨。”中华烟草公司

只得大幅缩减生产规模。1944年以后，该公司生产

作业率总体下降 20％—30％，其上海工厂虽然拥有

卷烟机130台，但实际运转的只有83台，每月产量只

有 8500箱，全年不过 10余万箱，相当于合并前的东

亚烟草、东洋烟叶公司水平。其汉口工厂虽有20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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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烟机运转，但受到调整电力消耗的影响，生产规模

缩减了30％—40％。

中华烟草公司是日本统制华中沦陷区卷烟生产

的重要工具，具有明显的“国策会社”性质，必须完成

“烟草国策之使命”，“保障当地作为军需物资的军用

烟草；供应烟草作为交换物资，以便在内地获得军需

重要物资；承担巨额统税，以强化当局财政；对于普

通需求者以适当价格、供应优质卷烟”。为完成军

需卷烟生产任务、强化日本“战时经济力”，兴亚院明

显加强对该公司的监管。兴亚院明确规定，公司生

产运营、人事制度、职员待遇、资本增减、合并或解

散，董事及监察役任免，社长、董事长及常务董事的

选任，营业计划、收支预决算及利润分配等必须得到

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批准。然而兴亚院的统制政策

未能立即奏效，公司股东极力勾结军方势力与之“对

抗”。兴亚院原本任命东亚烟草公司董事岩波藏三

郎为社长，但遭到东亚、东洋等公司的强烈反对。东

亚、东洋等公司联名要求兴亚院放弃这一任用，认为

此人多年来策划争夺嘉兴民丰造纸厂、制造三岛制

纸内讧、擅自出售华北东亚烟草股份、在华北挑起烟

叶公司与卷烟公司的矛盾……要求重选社长。从

公司社长任免风波可见，日系烟草企业不单是反对

岩波担任社长，更是对兴亚院监管的一次全面反弹，

双方矛盾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面对各企业的反

对，兴亚院认定东亚、东洋两公司此举出于“不纯的

营利主义”，并认为起用岩波是绝对必要的。其后，

东亚烟草公司在华中煽动更激烈的反对运动，并与

军方勾结起来，最终迫使兴亚院任命原日本纺织同

业会总务理事船津一郎为社长，原关东军经理部长

矢部润二为副社长。日本在华中的殖民统治机关

相当复杂，日系烟商与官方、军方勾结起来，投机烟

草、牟取暴利，而兴亚院只是服从军方指导的“政府

机关”，难以全面管控。

(二)“接管”英美烟公司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宣布“接管”英美烟公

司，起初采取“会计监督官制”运营。1941年12月19
日，兴亚院华中联络部受军方委托，聘请兴业银行的

高桥一、正金银行的辻武雄担任英美烟公司会计监

督官，负责公司的会计监督，以维持租界“治安”、稳

定经济为目的。1942年3月20日，日本军方废除会

计监督官制，改为委托兴亚院、派遣监理官管理英美

烟公司。3月 28日，兴亚院制定《英美烟公司暂定

管理要领》，对颐中烟草、颐中运销烟草及其他相关

公司实行“军管理”；管理事务由军方委任兴亚院联

络部长官执行；兴亚院向华北、华中各派1名监理官

及必要的补助员，执行日本国策；沿用原有理事及从

业员，继续经营公司。8月8日，日本中国派遣军出

台《在中支英美烟公司运营暂定纲要》，决定废除现

行的监理官制度；从根本上改组中华烟草公司，委托

其经营英美烟公司卷烟产销；委托华中烟叶公司经

营英美烟公司烟叶事业；英美烟公司原有经营者退

职，从业员进行适当整顿；委任兴亚院华中联络部监

督受托公司。由于中华烟草公司难以进行根本性改

组，其后“香港总督府”委任日本东洋纺织公司经营

上海颐中烟草公司及其工厂。至此，日本军方通过

“委任经营”方式完全控制了华中的英美烟公司。

日军接管英美烟公司后，其性质明显发生蜕变，

沦为日本生产军需卷烟、掠夺卷烟暴利的重要工

具。日军要求英美烟公司必须按照日方政策运营。

“公司产品的销售数量、价格等必须按照日方要求进

行调整；现有原材料必须按照日方要求加以灵活利

用，与日本会社一样，配给必要的原材料。”公司生

产目的，“首先确保当地军需充足，将贡献于帝国的

自给自足经济作为中心思想，如指导公司运营，以贡

献于帝国的作战能力培养，最终完成大东亚战

争”。由此可见其生产任务有二：一是“保障军

需”。日本军方要求英美烟公司“全权负责”军需卷

烟生产，其缴纳的军用卷烟数量不断增加，1942年上

缴军用卷烟 22431箱、占其总销量的 20.6％，1943年
上缴 31182.9箱、占其总销量的 22％，1944年上缴

53030.7箱，占其总销量的 47.8％。二是“以战养

战”。日本军方要求英美烟公司将运营利润用于“中

国经济的改善和中国方面财政的自给自足，以及帝

国方面财政经济的协调化”。旨在维系日本的殖民

统治、支撑“大东亚战争”。

“军管理”英美烟草公司，是在日本军方“现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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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的侵略思想下运营的，其典型特质就是“重掠夺、

轻投入”，尤其战争后期资金、烟叶、煤炭、电力等原

材料供应明显不足，使其生产规模不断萎缩。如上

海工厂虽有卷烟机 176台、年产卷烟可达 43.2万箱，

但因缺少烟叶、煤炭、电力等，实际产量只有10余万

箱，特别是1943年底日本当局大幅削减电力供应，生

产规模随之缩减 55％，每周只有 2.5 天的生产时

间。“1942-1945年间国内产烟区既受战事破坏，美

国烟叶也不复进口，在日人扩展日商东亚等公司业

务及原料缺乏等情况下，日本军管理时期的英美烟

公司在华企业产量大大萎缩，年销售量自 1937年的

112 万箱减为 1945 年的 15 万箱，仅为 1937 年的

13％。1944年汉口厂被空袭炸毁，生产设备遭受损

失。”战争后期，日系烟草企业、英美烟公司及华资

企业均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实

行“竭泽而渔”的残酷掠夺政策，只重掠夺和压榨，忽

视投入和经营，使得各烟草公司临近崩溃、破产的

边缘。

(三)建构一元化烟草统制公司

战争后期，日本控制华中绝大部分卷烟生产后，

并未因此停止扩张，而是继续谋划控制剩余的华资

烟草企业，进而完全控制沦陷区卷烟生产。由于各

地卷烟供不应求、获利明显，大批商人纷纷加入卷烟

制造行业。截至 1944年，上海(不含公共租界)拥有

华资烟草公司46家，其中南洋兄弟、华成、福新、大东

等29家公司，均已加入日本烟草配给组合，处于日本

统制之下。此外，还有东映、裕华、华安、锦华等17家
公司尚未加入组合，被置于统制圈外。“以从业者数

量来看，实际上在上海就有46家企业，并且从第一区

公署工业调查处的调查来看，仅在公共租界，极小规

模的公司也有43家，如再加算旧法国租界和其他地

区公司，估计有上百家，所以华系烟草公司及其产量

也是绝对不能轻视的。”为进一步统制沦陷区烟草

业，日伪当局分别提出以下方案：

1942年6月，兴亚院提出在东京成立4亿日元的

“国策控股公司”——“大东亚烟草统制公司”，统一

运营中国全境的烟草事业；由日本政府及民间出资，

以英美烟公司财产作为实物投资；在华北蒙疆和华

中华南各设一处卷烟、烟叶、原材料及卷烟销售分公

司，负责卷烟制造、烟叶收购、原材料制造及卷烟销

售；将新设分公司与中国原有的日系烟草公司合并，

不承认其他新设烟草公司。兴亚院意图很明确，通

过成立“大东亚烟草统制会社”，实现“大东亚共荣圈

全体烟草事业的统制”，并要求各分公司“努力把握

支那民心，致力于搜集情报、确保治安”。但该方案

没有得到军方支持。1943年以后，日本谋划实行“对

华新政策”，调整以往统制经济政策，由赤裸裸的军

事霸占，改为“中日合作”方式经营，利用日伪政府的

力量和华方资本，进一步强化对沦陷区产业的统

制。1943年 6月，大东亚省出台《中国烟草事业整

顿纲要》，联合英美烟公司、中日原有烟草企业及其

他“敌性烟草企业”，成立统一的新公司，采取中日对

半出资、共同经营的形式，全面统制华北及华中卷

烟、烟叶及其他原材料的产销。1944年 3月，汪伪

政府成立全国商业统制总会，提出设置中日合办的

烟草业联合会，下设烟叶收购业同业公会、卷烟制造

业同业公会、卷烟配给业同业公会，对烟叶收购、卷

烟制造及配给实行统制。日本企图利用沦陷区官

民力量，联合创办烟草统制公司，以控制沦陷区所有

烟草企业。然而，日伪当局在处理英美烟公司、增加

中方资本等问题上无法统一意见，建立一元化烟草

统制公司的计划落空。

日本军政当局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争权夺利、

矛盾重重。日本“进行掠夺和统治有许多分歧的地

方：在机构上有外务省、拓务省、兴亚院的摩擦，对中

国采取的‘分治政策’，使现地军人之间，傀儡政权之

间纠葛颇深，而各大财阀又竞相渔利”。日本军政

当局在处理“中支敌性企业”、分配烟草利益等问题

上也存在明显分歧。日本官方要求军方“交还”英美

烟公司及其他华资烟厂，整合、成立新的烟草统制公

司，以统制沦陷区所有烟草产业。然而，军方不会放

弃既得利益，英美烟公司一直被军方控制，其他华资

烟厂亦未交还给中方，新设烟草统制会社更是没有

实现。日本政府的命令对当地的日军部队往往不起

作用，有相当数量的“军管理”工厂仍被军方控制。

日本在沦陷区的殖民统治机关相当复杂，官方、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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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外交界、财阀企业，既有勾结，更有利益纷争，不

少烟商与军阀勾结起来联合抵制官方的统制政策，

显然“多头政治”加大了统制难度，而此时的恶性通

货膨胀更加剧了统制危机。

战争后期，日本当局为支付巨额经费开支，滥发

伪中储券，华中地区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烟叶原料奇

缺、卷烟产量锐减、卷烟价格疯涨，日本在华中的烟

草统制开始弱化。“伪中储券恶性通货膨胀，对日伪

在华中沦陷区的统治也形成相当威胁。”中华烟草

公司、“军管理”英美烟公司及其他华资烟草企业均

陷入困境，尤其华资烟草企业大量倒闭。如上海华

资烟厂，“纷纷歇业倒闭，仅华成尚能继续生产，产量

由1942年的5000箱减至1944年的3000箱”。1945
年2月，日本驻上海大使馆事务所所长土田丰向大东

亚省大臣重光葵上报《昭和20年度中支地区烟草事

业运营方针》，计划颐中年产卷烟147亿支、中华烟草

年产60亿支、德昌烟公司年产3亿支、华资27家公司

年产 48亿支，年产量合计 258亿支。预定军用卷烟

68亿支、军需抵押卷烟 40亿支、劳需卷烟(含战场特

别配给用)17亿支、民用卷烟 133亿支。预计征收统

税173亿元伪中储券。然而，各烟草公司严重缺少

烟叶和原材料，如颐中和中华烟草公司需煤炭20000
吨、实际缺少18672吨，需卷烟纸23250箱、实际缺少

779箱，需烟叶 7482万封度、实际缺少 1541.2万封

度，生产任务最终无法完成。

三、垄断华中沦陷区卷烟销售

日本当局主要通过烟草配给组合排挤英美烟公

司销售网，进而垄断沦陷区卷烟销售、掠夺巨额烟草

利润。1939年初，上海日商获得日军特务部支持，成

立昭和烟草组合，取代英美烟公司销售代理商永泰

和烟草公司事业，垄断华中沦陷区卷烟销售。日本

军方还支持日商在华中其他要地成立烟草组合。据

英美烟公司方面记载，“一年多以前，日本商人在南

京、芜湖、镇江、无锡、苏州、嘉兴、杭州等地获得了日

本军特务部的合作，达到使我们的货物没有一样能

够进入上述较大的销售中心的程度，当地的日本商

人完全控制了这些货物的收购及销售管理之权。日

本人在每一处都有组合的组织。这是一种垄断的手

段，我们不能对它的任何形式予以承认”。由于英

美烟公司畏惧日本取代其在华中的强大销售网，在

提出抗议的同时，也夸大了日本烟草组合的影响

力。此时日本烟草组合还比较分散、混乱，尚未取得

兴亚院支持，很难与英美烟公司相抗衡。1939年 12
月，日本各烟草组合在上海联合成立“中日卷烟同业

公会联合会”，企图控制整个华中沦陷区的卷烟销

售。然而兴亚院担心该组合掌控销售权后，将卷烟

运往“敌占区”牟取私利，进而削弱其统制政策，故而

加以反对。1940年 4月，兴亚院停止对日本人和中

国人签发运输许可证，使其陷入困境。其后，该联

合会勾结军方势力，得到经济局军需官小堀保行的

支持。同年6月，日本各烟草组合、企业决定联合成

立“中支那烟草配给组合”，组建“卷烟运销协会”以

垄断卷烟运销。不久，兴亚院在军方压力下，被迫

通过《中支那烟草配给组合规章》，支持成立烟草配

给组合。

1940年 12月，“中支那烟草配给组合”正式成

立，在上海设本部，在南京、杭州、苏州、南通、镇江、

芜湖、蚌埠等处设支部，在其他要地设支部、办事处，

配给区域暂定为汉口以外的整个华中沦陷区，逐渐

形成以上海为中心、辐射整个华中沦陷区的销售

网。该组合几乎纠集所有日系烟草企业、组合而组

成，总资本472万日元，其中苏州烟草联合销售组合

荣泰洋行 45万、芜湖烟草销售组合松坂屋 73万、镇

江扬州烟草销售组合公司清水洋行上海支部35万、

南京烟草零售商组合太平洋行100万、蚌埠烟草购买

组合永利洋行30万、杭州烟草销售组合大丸洋行40
万、上海烟草销售组合德盛洋行20万、南通烟草销售

组合合资会社八谷洋行20万、东洋烟叶总代理店三

井洋行 40万、东亚烟草总代理店日商洋行 30万、兴

亚烟草总代理店松坂屋20万、共盛烟草总代理店伊

藤忠商事20万。日本军方妄图建构强大的日系卷

烟销售网，排挤英美烟公司销售网，进而垄断华中沦

陷区卷烟销售权。该组合与军方联系紧密，理事长

由小堀保行担任，其他常务领事由日本洋行或企业

巨头担任，小堀曾担任“中支那军票交换用物资配给

组合”理事长，同日本华中派遣军、中国派遣军及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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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院华中联络部关系密切。

然而现实情况是英美烟公司制品仍然充斥大部

分市场。“英美烟公司每月生产卷烟约10万箱，至大

东亚战争爆发前夕，其销量占华中卷烟需求总量的

六成乃至七成。”而日系企业年产量只有20余万箱，

近半数要上缴军方、不能缴纳给组合，全年配给卷烟

数量只有10余万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当局

将英美烟公司及华资烟厂制品的配给权也纳入“中

支那烟草配给组合”，旨在全面垄断华中沦陷区的

卷烟销售。然而该组合未能实现“一网打尽”，华资

烟厂加入组合者有 29家，未加入者有 17家。组合

机构还比较松散，无力管控华中卷烟产销，各组合成

员不但消极应对，而且趁乱投机、牟取暴利，使得卷

烟价格以数倍的速度上涨。“1941年 7月至 1942年 5
月，承前期涨风，引起投机者的注意，加之太平洋战

争爆发，原料运沪几乎中断，卷烟价格逐日上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当局明显加强对卷烟

销售的管控，起初主要整顿中日烟草零售商，后因

“中支那烟草配给组合牟取不正当利益”，转向整顿

该组合。1942年 4月，日本当局成立上海烟草零售

商业组合、华商烟草组办事处，监管武汉以外的华中

烟草零售商。同年5月，日伪政府宣布取消伪中储

券与法币的等价关系，将伪中储券定为华中“统一通

货”，其后更是滥发伪中储券，引起恶性通货膨胀，

物价暴涨、投机频发。“新旧法币，前此一向等价行使

者，骤然发生价差，三日以来，暗市屡升，物价飞涨，

商情混乱，投机繁兴，人心不安，达于极点……”“中

支那烟草配给组合”各地支部也“趁火打劫”，“各地

组合暗中结成秘密组织从事黑市交易，贪婪谋取暴

利，不仅收取烟草总价的 7％作为手续费，还操纵烟

价、获取不正当利益，一般根据出资额按比例分配利

益，在南京分配率达 300％，其他地方达 50％—

200％，超额利润一般平均分配”。高达 300％的利

润足以让日本烟商践踏一切，势必打乱日本当局的

统制政策。1942年11月，日本军方命宪兵队调查此

次投机案，查出 1942年 1-10月南京、镇江、蚌埠、芜

湖等地烟草组合牟取暴利达508.4万日元，并要求日

方组合交出247.4万、中方组合交出185万，交由日伪

政府处理，用于“中国难民的救济、国民政府政治力

强化及日华两国人民福祉的增进”。日伪当局最终

将这笔“不正当利益”，用于华中沦陷区的“宣抚工

作”“治安强化”及“日支亲善”，以维系其殖民统治。

与此同时，日本驻上海大使馆事务所出台《中支

那烟草配给组合应急改编纲要》，解散原“中支那烟

草配给组合”，成立新的烟草配给机构——华中烟草

配给组合，“以实现华中烟草配给的合理协调化，维

持公平的价格，为征收统税、治安强化助一臂之力，

助力于国民政府财政的强化，协力新通货政策的促

进等国策要求”。可见该组合带有明显的“国策会

社”性质，体现出强烈的国家意志，是日本统制华中

沦陷区卷烟销售的最主要工具。纲要明确规定，组

合本部接受上海大使馆事务所的指导监督，支部及

办事处接受地方政府的指导监督，组合成员及其出

资额由上海公使决定，选任组合理事及理事长、分配

组合利润、烟草交易及价格均由上海公使决定。华

中烟草配给组合成员，不仅涵盖日系烟草企业、销售

商，还囊括了“军管理”英美烟公司及大部分华资烟

草企业，企图利用原英美烟公司强大的销售网，以此

为核心囊括中日销售商，构建一元化销售网，垄断卷

烟销售。该组合获得日本军方核准的卷烟分配权，

将各公司制造的卷烟配给各地烟草组合，各地组合

再配给组合成员，组成员批发给小批发商，然后再批

发给零售商，卷烟利润及价格由军方控制。日本当

局层层把关、严格统制华中卷烟销售，以防止烟商私

吞暴利，企图控制所有卷烟利润。

1942年 12月 30日，华中烟草配给组合成立，在

上海设本部，在南京、苏州、杭州、蚌埠、安庆、泰县、

宁波设支部，下设镇江、芜湖、扬州、庐州、泰县、镇海

等办事处。组合资本金为伪中储券 6000万元，其中

颐中烟草出资1680万元，中华烟草900万元，永泰和

烟草 860万元，中方烟草销售代理商 820万元，中方

烟草制造业者780万元，日方烟草销售代理商720万
元。选任理事长沈维挺(大东烟草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副理事长松崎渐吉(中华烟草常务董事)，监理官

川上官治(永泰和烟草监事、英美烟公司顾问)，理事

从三井物产、日商、松坂屋、三兴、丸三商工、南洋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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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等公司选出。该组合成立后立即处理“原中支那

烟草配给组合利益”。其办法是以普通调整费和特

殊调整费的形式“捐献”出去。其中普通调整费伪中

储券 970万元，陆军分得 540万元、海军 200万元、伪

南京市政府 230万元；特别调整费伪中储券 450万

元，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分得400万元、国防理科大学

预定50万元。1943年以后华中地区通货膨胀愈演

愈烈、卷烟价格暴涨，华中烟草配给组合所获利润远

超“中支那烟草配给组合”。该组合沿袭此前“利益

处理办法”，将大部分利润上交日本政府。1945年2
月，日本出台《外资金库法》，成立外资金库，筹措海

外殖民地资金用于《大东亚战争国策》，其资金来源

除了抛售沦陷区金块收入，就是高达5亿日元的卷烟

利润，其中包括原“中支那烟草配给组合”133.2万日

元，其余全部出自华中烟草配给组合，这笔巨款最终

以购买政府债券形式为“大东亚战争”提供经费支

持。华中烟草配给组合主要通过以下措施来统制

卷烟销售：

首先，严格执行卷烟配给制度。为加强垄断华

中卷烟销售，华中烟草配给组合继续执行卷烟配给

制度，规定每月派货 4期，全年为 48期，派货量依据

烟店规模分为四个等级，“办法采取一、二、三、四制

(例如首期派货丁级约为 3000余元，丙级为 6000余

元，乙级为 9000余元，甲级为 12000余元)，又上海及

其他各地，亦已先后办理卷烟配给，其卷烟售价均予

以统一，故嗣后各地卷烟商人毋须再行向上海贩卖，

目的为杜绝转贩抬高黑市价格”。1943年 5月，华

中烟草配给组合实行“充分配给新制”，增加卷烟配

给量，“将甲乙丙丁四级卷烟商配额，增加改为一、

二、四、八制，四期丁卡派货值2666.3元，丙乙甲三卡

派货值以比例推算，所派之货包括颐中、中华、华成、

南洋、大东、福新等厂出品”。不久，该组合查出部

分小商贩以不正当方法获得高额等级，同年7月开始

严格调整烟店等级，将大批中小商店降级。尽管中

华烟草配给组合实施严格的配给制度，但很难解决

卷烟供需矛盾，尤其战争后期各烟厂大幅减产甚至

停产，配给卷烟数量十分有限，1943年下半期仅配给

96500箱、全年不过 20万箱，而战前英美烟公司曾

突破100万箱大关。

其次，取缔卷烟黑市交易。为杜绝卷烟黑市转

贩牟利，1943年 4月华中烟草配给组合通令各批发

商、零售商遵照新规交易，“烟草须依照新规定价格

售之；所派卷烟平均十日发售；不得囤积居奇或借口

不售；发售时一律拆封开口；孩童不准贩卖；每人贩

卖以一包为限，同时特派监督员彻查各经销行号账

册，对违反以上规定者以参加黑市交易论，除吊销派

货卡外，并予以严惩”。同年5月“新规”扩充到十一

条，12 月又实施“空卖购烟新制”，以消减卷烟黑

市。然而，该组合取缔的只是一些小商贩，对于日

伪烟草巨头显得软弱无力，甚至营私舞弊。“从纸烟

店小伙计方面得来消息，香烟黑市是由几个大纸烟

店老板主持……又从小纸烟店老板处得来消息，说

是香烟黑市中有三个巨头，一个是沈维挺，一个是张

大连，一个是赵鲁，这三个大人物操纵香烟黑市。”

实际上这三个“黑市大王”代表的还是日本当局利

益，尤其沈维挺还担任中华烟草配给组合理事长，

可见该组合不过是以整饬黑市为名，淘汰“不良”小

商贩，1944年以后更是指定商号销售卷烟。然而

卷烟黑市仍然屡禁不止，“上海市有5400家零售商，

其中有八成零售商都是以黑市价格出售卷烟，进而

牟取非法利润，如此毫无章法、漫无秩序的现象层出

不穷”。

再次，稳定卷烟市场价格。为抑制卷烟市价疯

涨，1943年4月华中烟草配给组合颁行《卷烟限价办

法》十五条。主要规定：“烟草须依照所规定价格出

售，不得囤积或借口不售，对于购烟者态度务须和

蔼，店门口须悬挂小卖商卸卖商之木牌，烟草零售价

格表须挂于购烟者易目睹之处，违者一经查获，依情

节之轻重予以处分。”此外，派遣监察员抽查接受配

给卷烟之批发商、零售商，“所派之货是否依照限价

发售，有无囤积转贩牟利，违者各卸卖者依照立约办

理，各小卖商吊销派货卡，并呈报当局予以究办”。

为预防烟商接受配给卷烟后囤积居奇、哄抬烟价，该

组合又制定《杜绝烟商拒售》十一条，要求配给卷烟

不得店外转售或超越限价，出售卷烟应开具发票以

备查核，鼓励购烟者检举违规商贩。然而，直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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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战败投降时，华中恶性通货膨胀始终没有抑制，日

伪各种平抑物价措施均告失败，烟叶价格居高不下，

卷烟价格是无法下调的，中华烟草配给组合的限价

令难以奏效，而且整顿的对象只是一些小商贩，并不

包括日伪烟草巨头和组合本身。日本临近战败投降

之际，更是宣布放弃限价政策，以烟草暴利填补战争

造成的财政亏空。“1944年 12月，上海的张刚等以

361人的名义致函汪伪行政院，控告华中烟草配给组

合放弃限价以图暴利。”

综上，华中烟草配给组合的卷烟销售统制并不

成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卷烟供需矛盾、取缔卷烟黑

市及平抑卷烟价格。“一言以蔽之，华中地区，尤其上

海的卷烟配给状态极为不顺利。民需卷烟的特需量

激增，加上调整电力消耗，导致生产时间缩短、产量

下降，这也许是产销量下降的部分原因，但配给机构

不完善也是重要原因，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华中烟

草配给组合是一个较为松散的卷烟配给机构，缺乏

必要的强制性和约束力，不少烟厂仍可自由从事卷

烟产销，他们一方面将配给的优质烟叶制作非配给

卷烟，再以高价销往各地市场，另一方面又将市场上

购买的黑市次等烟叶制作配给卷烟，用指定的包装

袋包装、然后上缴组合。其结果是配给卷烟与黑市

卷烟并存，卷烟市场价格紊乱、同业之间矛盾丛生。

华中烟草配给组合负责统制武汉以外的华中沦

陷区卷烟销售，武汉地区则另设烟草组合进行统

制。1939年4月，东亚、东洋、满洲、共盛及武汉华生

等烟草公司联合成立“汉口烟草同业组合”，作为武

汉地区卷烟销售组织，负责日系卷烟的供应。恶性

通货膨胀蔓延至武汉后，当地卷烟价格随之暴涨，

1943 年 9 月决定低价品上涨率为 21.2％、36.2％、

53.8％，高价品上涨率为 81.8％，此后烟价还在持续

上升。为了控制、牟取更多利润，日本当局通过恢

复、提升“军管理”的颐中烟草汉口工厂和中华烟草

汉口工厂的生产能力来提高武汉市场的卷烟供应

量。1945年 2月，计划购买中华烟草公司 15台卷烟

机，恢复颐中汉口工厂生产，仍委托丸三商工公司进

行管理；另外，将上海颐中公司的15台卷烟机转移到

中华烟草汉口工厂，提升其生产能力。然而，上海

颐中公司卷烟机由日本军方把持，军方拒绝将其移

至汉口，汉口卷烟“增产计划”无从实现，卷烟价格亦

无法下调。

四、控制华中沦陷区烟叶原料

实施严格的原料配给统制，是日本统制华中沦

陷区产业的重要方式之一。日本占据华中美种烤烟

(简称美烟)主产地安徽凤阳后，立即控制当地烟叶产

销。1939年1月，兴亚院推出《华中烟叶收购暂定处

理纲要》，决定联合东亚烟草、东洋烟叶等日系烟草

企业组建“华中烟叶组合”，负责收购许州、凤阳烟

叶，确保日系企业的烟叶供应，当地政府对组合收

购、运送烟叶提供便利，组合服从有关政府的指导监

督。同年3月，东亚烟草、东洋烟叶、米星烟草、国际

商事公司及永和洋行联合出资100万日元，在凤阳成

立华中烟叶组合，取代英美烟公司在当地的烟叶收

购权。具体由永和洋行、国际商事及米星烟草3家公

司负责收购，这3家公司在蚌埠设置共同采购所，分

配各自收购数量，永和洋行收购量占50％、米星及国

际商事合计 50％。英美烟公司不仅丧失烟叶收购

权，而且烟叶供应量骤减，遂引起其强烈抗议。由于

日本与英美尚未决裂，故做出一些让步，双方暂时勾

结起来控制凤阳烟叶。1939年10月，英美振兴烟叶

公司与华中烟叶组合在上海签订有关安徽烟叶收

购、加工、分配的合同。“在1939年夏天和秋天，以永

野先生为首的一个日本公司中支叶烟草株式会社组

成了，该会社在上述地区收购烟叶。他们和我们为

了进行合作开了几次会议，准备使用我们门台子的

工厂收购和重新烘烤烟叶，并按比例分买所得之

物。……他们将在蚌埠购买烟叶，将烟叶运往上海，

而由我们在上海将烟叶烘干，他们将分得60％，我们

将分得 40％；我们当然要预付我们那一部分所需的

资金。”

英美方面仅分得 40％的烟叶，难以满足其庞大

的生产需求，无可奈何之余只得重入云南、四川等西

南大后方调查烟叶生产、试种美烟，另辟美烟产地；

日方最终目的是要完全垄断华中烟叶原料，彻底排

挤英美势力，因此华中烟叶组合成立不久，兴亚院就

以“配给效果不佳”为由对其进行改组、扩建。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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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兴亚院出台《华中烟叶公司设立纲要》，决定

将华中烟叶组合扩建为华中烟叶公司，在上海设本

部、在蚌埠设支部，负责华中烟叶收购、复烤、销售、

进出口等事宜；资本金150万日元，东亚烟草、东洋烟

叶、永和洋行、米星产业、国际商事各出资30万日元；

接受兴亚院华中联络部监督，今后再将其改为中日

合办公司，不允许设立其他法人收购华中烟叶。

1940年12月9日，华中烟叶公司正式成立，永野郁四

郎、真岛胜次、松本茂、矢部五十彦、上田和等担任社

长，他们大多为烟草界巨头。华中烟叶公司是日本

统制华中烟叶原料的最主要机关，后期发展成为“国

策会社”。“华中烟叶公司是华中唯一的烟叶公司，全

力投入华中各地所产烟叶的发展与统制，在当局的

指导下，作为烟叶统制机关，主要服务于我国策线，

确保我方各种烟叶需求。”

中华烟草公司成立后，收购、合并华中所有日系

烟草制造企业，华中烟叶公司股东也变为中华烟草、

东亚烟草、米星产业、国际商事及永和洋行。1941年
9月 25日，华中烟叶公司决定增资 150万，总资本达

到300万日元，与中华烟草公司同为华中两大最有实

力的日系烟草公司。华中烟叶公司烟叶收购量与

日俱增，1940年计划收购凤阳和许州美烟12.5万担，

获利 28万日元；1941年计划收购 23万担，获利 48.5
万日元；到 1941年底实际收购量超过 35万担。然

而好景不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禁止烟叶出

口，加之沦陷区通货膨胀恶化、烟叶囤积现象严重，

收购烟叶日益困难。为增加烟叶供应量，华中烟叶

公司开始大规模收购土种烟叶，混同美烟使用，致使

卷烟质量明显下降；另外，极力增加美烟产量。1942
年该公司在安徽凤阳实施“烟叶增产计划”，诸如分

发美烟种子，开设农事试验场，配给煤炭，奖励使用

大豆粕、油粕等肥料，设置烟叶交易所。1943年推

行“五年增产计划”，利用各农村保长、甲长实施烟叶

增产计划，向保长、甲长、农民分发烟种，配给煤炭和

肥料，设置农场，培养种植指导员。1943年6月，日

本大藏省召开“大东亚共荣圈烟草关系官方会议”，

提出“烟叶交流实施计划”，即从菲律宾、苏门答腊、

爪哇进口 12000吨烟叶，解决华中烟叶供应问题，复

因运输困难而无法实施。华中烟叶公司还计划开

展收购许州烟叶的“诱导工作”，在宁波周边地区推

广种植美烟，但均未取得明显成效。1943年 6月至

1944年 5月，华中烟叶公司收购烟叶数量约为预定

数量的 85％。烟叶产量减少、运营资金不足等因

素，严重影响其烟叶收购量。

为增加公司运营资本和烟叶收购量，1943年底

日本当局与汪伪政府实业部协议，中日联合成立烟

叶统购统配之新公司，直属于商统会烟叶专业部，其

资本金暂定伪中储券1亿元，新公司成立后华中烟叶

公司即行解散。然而，双方因利益分配问题出现分

歧，合办新式烟叶公司方案久未实行，该公司只得通

过举借外债的形式收购烟叶。至1944年8月，中日

双方才成立南京烟草股份有限公司，本部设在南京，

资本金为伪中储券 1.5亿元，其中日方出资 1.455亿

元，占据绝对优势，而同期中日合办的上海恒产、上

海瓦斯、华中运输、华中水产、华中水电、华中电气通

信、华中铁道、华中矿业等公司，中方出资占51％、日

方占49％。由此可见，日方资本在“合资企业”中占

据重要地位，烟草企业更是如此，日本不过是以“中

日合办”之名，利用沦陷区官民力量“协力”其收购烟

叶。然而，日本长期侵略战争、恶性通货膨胀导致沦

陷区经济凋敝，工农业生产遭受毁灭性破坏，日本已

无法压榨、掠夺更多原材料，华中地区烟叶供应不足

成为“常态化”。

武汉方面，日本当局专门成立武汉烟叶组合统

制当地烟叶收购事宜。1941年，东亚烟草、东洋烟

叶、满洲烟草、共盛烟草、丸三商工等公司联合成立

武汉烟叶组合，在汉口设本部，在九江、信阳等地设

办事处，负责当地烟草品种改良、烟叶收购、加工及

供应等事宜。日本通过该组合控制了武汉及其周

边地区的烟叶收购权，禁止英美烟公司及其他公司

收购烟叶，仅允许丸三公司供应其少量烟叶，该公

司烟叶供应严重不足，只得依靠华商暗中购买烟

叶。“汉口的颐中烟草工厂每月生产2500箱卷烟，大

约需供应当地烟叶30万磅，大多烟叶是通过支那人

暗中购买、转送出去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武汉

烟叶组合主要向日系烟草公司供应烟叶，排斥英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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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公司和其他华资烟草企业。中华烟草公司成立

后，不仅合并武汉华生烟草公司，还控制武汉烟叶组

合，进一步强化武汉周边烟叶的配给统制，武汉烟叶

组合也进行改组。1942年 6月，武汉烟叶组合修改

规章，将组合成员改为中华烟草、丸三商工、东亚烟

草、华北东亚烟草及扬子公司，组合总资本为军票

250万元，其中中华、丸三各 100万元，东亚、华北东

亚及扬子公司合计50万元。中华烟草和丸三商工

公司成为最主要的股东，东亚烟草等公司沦为配

角。此后，日方还极力拉拢华资烟草企业加入该组

合。1944年 1月 8日，武汉烟叶组合获准增资 375
万，当地华资烟草企业也承担出资、加入组合，企图

进一步提高烟叶收购量。

为解决烟叶原料供应问题，日本也在武汉及其

周边推行“烟叶增产计划”。1941年东亚烟草汉口办

事处在汉口附近圈占农地、种植烟草，次年派遣技术

员指导烟草种植，1943年进一步扩大烟草种植面积，

要求日本当局增发美烟种子。不久，武汉烟叶组合

也加入烟草种植行列，1943年度计划种植烟草面积

200町步，种植日产美烟和土烟，向日本政府申请分

发日产美烟种子11公斤、日产土烟种子2公斤。其

后，日方不断加大对武汉地区的种植技术和优质烟

种投入，疯狂扩张烟草种植面积，仅用两三年时间就

实现供应汉口日系烟厂所需烟叶原料。日本在武汉

周边圈占大量农田，强迫农民种植烟草，导致沦陷区

民众粮食不能自给，出现严重的生存危机，而日本获

得充足的原料供应，得以扩大卷烟生产规模、获得暴

利。此外，日本财阀还极力勾结当地日伪官员、奸

商，成立烟行或公司收购烟叶。1943年7月，三井物

产勾结伪湖北省党部委员兼书记长、烟草投机商陈

承纶成立烟草组合“三和烟叶行”，其后又支持该组

合成立“中国烟叶股份有限公司”，暂定资本金 3000
万元。三井物产不惜重金扶持日伪烟行、公司，大

肆收购烟叶、牟取利润，推动其势力侵入武汉地区。

结论

近代中国烟草业难以发展根本原因之一，即欧

美和日本势力长期把持中国烟草市场，七七事变以

前英美烟公司占据绝对性支配地位，七七事变后日

系烟草企业迅速扩张，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更是取

代英美烟公司支配整个沦陷区烟草业。日本与英美

控制、掠夺中国烟草业的手段非常相似，即通过扩大

生产规模、控制烟叶原料、垄断卷烟销售来确立“霸

主地位”。不同之处在于，日本政府在日系企业扩

张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战争后期不仅“接

管”英美烟公司，还计划成立一元化烟草统制公司，

统制整个沦陷区烟草产业。日本统制沦陷区烟草

业，不仅为了掠夺烟草利润、实行经济侵略，更主要

的是将巨额利润转化为侵略战争经费，是在“以战养

战”的侵华国策思想下运营的，尤其战争后期这些烟

草企业转变为“国策会社”或统制机关。日本为更好

地垄断、控制沦陷区产业和资源，曾成立东洋拓殖、

南洋拓殖、台湾拓殖、满铁、满洲拓殖、鲜满拓殖、华

北开发及华中振兴等“国策会社”，尚不包括专门的

国策统制会社，1939年以后增设粮食、棉花、煤炭、石

油、海运、水产、蚕丝、烟草等专门的国策统制会

社。日本在华中成立的烟草企业与组合，后来发展

成为专门统制烟草业的“国策会社”，即采用非经济

的手段、直接干预烟草产销，所得利润充当侵略战争

经费，以完成“国策会社之使命”，“推进殖民或者满

支开发事业、扩充国防基础产业、统制地方救济与配

给等”。

战争后期，日伪当局内部在处置英美烟公司财

产、分配卷烟利润等问题上勾心斗角、矛盾重重，一

定程度上削弱了统制力度，而此时的恶性通货膨胀

更加深了统制危机，加之日本当局采取“毫无补偿、

巧取豪夺的经济政策”，致使华中沦陷区烟草业陷

入恶性循环——烟叶原料严重不足、卷烟供不应求、

卷烟价格不断上涨，日本当局已无力控制华中市场，

其烟草统制政策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分析日本

在华中沦陷区的烟草统制状况，可管窥战时华中市

场的乱象及统制危机，而这又形成一股“内力”，加速

了日本侵华战争和殖民统治的崩溃。日本战败投

降后，中国政府接收改造日系烟草产业、“军管理”英

美烟公司及其他华资烟厂。1945年10月，国民政府

经济部苏浙皖特派员办公处设立烟草组，接收中华

烟草公司、华中烟叶公司、华中烟草配给组合等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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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及各厂所剩烟叶，改建为新的中华烟草公司。

注释：

①雷鸣：《日本战时统制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7年

版，第35页。

②中支那経済年報刊行会編「英米トラスト没落と今後

の中支煙草事業」、『中支那経済年報』、1942年第1輯。

③国内相关研究可参见汪熙：《从英美烟公司看帝国主义

的经济侵略》，《历史研究》1976年第 4期；陈曾年：《英美烟公

司在中国的销售网》，《学术月刊》1981年第 1期；方宪堂：《试

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经营特色》，《上海经济研究》1988年第

1期；史全生：《英美烟公司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之争》，《南京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 3期；沈世培：《试论民

国时期安徽凤阳美种烤烟的种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6年第3期；陈洪友：《民众生存、政府监管与利益博弈——

以20世纪30年代河南手工卷烟业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经济

史研究》2013年第2期；刘文楠：《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纸烟

业》，《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 1期；杨国山：《战时四川美种

烤烟的推广——以四川烟叶示范场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

会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 3期。日本相关研究可参见水之江

殿之『東亜煙草社とともに：民営煙草会社に捧げた半生の記

録』、丸善出版、1982年；久保井規夫『絵で読む紫煙·毒煙「大

東亜」幻影：日本の戦争と煙草·阿片·毒煙』、柘植書房新社、

2007年；春日豊『帝国日本と財閥商社：恐慌·戦争下の三井物

産』、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0年；柴田善雅『中国における日

系煙草産業：1905-1945』、水曜社、2013年等。

④「東亜煙草株式会社」、『本邦会社関係雑件第五巻』、

Ref：B10074098100、JACAR。按，JACAR意指日本亚洲历史资

料中心，其中A开头的档案出自国立公文书馆，B开头的档案

出自外务省外交史料馆，C开头的档案出自防卫省防卫研究

所，以下类同，不再赘述。

⑤東洋葉煙草株式会社編『第6期営業報告書』、1922年、

3頁。

⑥「煙草企業統制ニ関スル件」、『煙草工業関係雑件』、

Ref：B09041655300、JACAR。

⑦中国烟草通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国烟草通志》第 1卷，

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89页。

⑧満鉄調査局資料課編「英米トラストの支那市場進出

の様相」、『満鉄調査月報』1944年24巻2号。

⑨《英美在华烟草托拉斯调查报告书(续)》，《中国烟草月

刊》第3卷第7期，1949年。

⑩上海日本商工会議所編『上海日本商工会議所第24次
年報』、1942年、89頁。

中支那経済年報刊行会編「中支那に於ける煙草事業

の現况」、『中支那経済年報』1942年1輯。

中国烟草通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国烟草通志》第 2卷，

第404页。

黄美真编《日伪对华中沦陷区经济的掠夺与统制》，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中支那方面煙草製造事業暫定処理要綱案」、『内閣第

三委員会関係一件第三巻』、Ref：B14090119300、JACAR。

「中支那方面煙草事業処理ニ関スル件」、『煙草工業関

係雑件』、Ref：B09041654000、JACAR。

「中支那ニ於ケル煙草製造事業暫定処理要綱」、『支那

事変関係一件第十七巻』、Ref：B02030546900、JACAR。

東亜煙草株式会社編《第64期報告書》、1938年、4頁。

東洋経済新報社編「東亜煙草株式会社」、『会社四季

報』1938年4輯。

東洋経済新報社編「東亜煙草株式会社」、『会社四季

報』1939年1輯。

「煙草製造実績調査ニ関スル件」、『各国ニ於ケル農産

物 関 係 雑 件/煙 草ノ部/中 国ノ部』、Ref：B06050471200、
JACAR。

「武漢政権樹立工作要領報告送付の件」、『陸支密大日

記昭和14年』、Ref：C04120709100、JACAR。

日商株式会社編『日商四十年の歩み』、1968年、230
頁。

東洋経済新報社編「東亜煙草株式会社」、『会社四季

報』1937年4輯。

「最近参ケ年間ノ製造販売額並ニ販売金額調」、『各国

ニ於ケル農産物関係雑件/煙草ノ部/中国ノ部』、Ref：
B06050477700、JACAR。

「東洋葉煙草株式会社資本増加ノ件」、『各種調査会委

員会文書·臨時資金審査委員会書類·三関係書類』、Ref：
A05021189700、JACAR。

東洋経済新報社編「東洋葉煙草株式会社」、『会社四季

報』1940年2輯。

「興亜煙草株式会社」、『株式会社登記簿/在上海総領

事館扱ノ部第十一巻』、Ref：B08061302100、JACAR。

東洋葉煙草株式会社編『第 41期営業報告書』、1939
年、2頁。

東洋経済新報社編「東洋葉煙草株式会社」、『会社四季

報』1941年4輯。

東洋経済新報社編「東洋葉煙草株式会社」、『会社四季

報』1941年1輯。

「共盛煙草株式会社」、『株式会社登記簿/在漢口総領

事館扱ノ部第一巻』、Ref：B08061312200、JACAR。

「煙草製造実績調査ニ関スル件」、『各国ニ於ケル農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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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関 係 雑 件/煙 草ノ部/中 国ノ部』、Ref：B06050471200、
JACAR。

「共盛煙草株式会社」、『株式会社登記簿/在漢口総領

事館扱ノ部第一巻』、Ref：B08061312200、JACAR。

「煙草製造実績調査ニ関スル件」、『各国ニ於ケル農産

物 関 係 雑 件/煙 草ノ部/中 国ノ部』、Ref：B06050471200、
JACAR。

東洋経済新報社編「北支煙草」、『会社四季報』1940年
1輯。按，此处的“北支烟草公司”不能直译为“华北烟草公

司”，早在1936年10月，日本三井财阀和朝鲜总督府就支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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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8页。

東洋経済新報社編「華北東亜煙草」、『会社四季報』

1942年1輯。

上海日本商工会議所編『上海日本商工会議所第24次
年報』、90頁。

中支那経済年報刊行会編「中支那に於ける煙草事業

の現况」、『中支那経済年報』1942年1輯。

「在中支邦人系煙草会社合同理由」、『本邦会社関係雑

件/中華煙草会社』、Ref：B08061270100、JACAR。

「中支邦人系煙草製造事業合同要領案」、『本邦会社関

係雑件/中華煙草会社』、Ref：B08061270100、JACAR。

「中華煙草株式会社設立要綱」、『本邦会社関係雑件/
中華煙草会社』、Ref：B08061270100、JACAR。

「第二回創立委員會決定事項」、『本邦会社関係雑件/
中華煙草会社』、Ref：B08061270100、JACAR。

「被合同六会社合併価額又ハ買収価額決定要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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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各公司合并或收购价额，是将4000万按比例分配，扣除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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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煙草株式会社」、『株式会社登記簿/在上海総領

事館扱ノ部第十三巻』、Ref：B08061303300、JA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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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十八年度所要原料過不足数量調」、『各国ニ於ケ

ル農産物関係雑件/煙草ノ部/中国ノ部』、Ref：B06050474100、
JACAR。

中支那経済年報刊行会編「華中煙草事業の現况と當

面の問題」、『中支那経済年報』1944年5、6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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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那経済建設/分割3」、『大東亜戦争中ノ帝国ノ対中

国経済政策関係雑件第四巻』、Ref：B08060391100、JACAR。

「大東亜煙草統制会社設立ニ関スル件(案)」、『在満支

敵国財産管理並権益接収関係第二巻』、Ref：B05014040000、
JACAR。

吴承明、江泰新编《中国企业史》(近代卷)，企业管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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