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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国营企业出售与“优先承购”的困境
*
 

——上海中华烟草公司承购权纠纷案探研 

魏晓锴 

(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210093) 

【内容摘要】: 国营企业的出售是战后国民政府在执政危机之下作出的重要经济决策。在国营企业出售的浪潮中，

由经济部主管的中华烟草公司被列入原业主优先承购之列，引起各界关注，最终引发承购权纠纷。承购权纠纷案历

时将近两年，中华烟厂产业工会一方与承购方华品烟公司互相斗法，国民政府经济部、苏浙皖区敌伪产业审议会、

上海市总工会、市参议会等部门和机构不同程度卷入，一度上诉至行政院，成为战后上海烟草业内一大焦点。该案

牵涉多方利益，旷日持久而最终不了了之，成为战后特殊环境下各种政治与社会力量间复杂博弈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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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营企业的出售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经济领域的重大举措，关于国民政府国营事业的民营化问题，学界已有一些成果

问世
①1
。研究探讨了国营企业出售政策的背景、实施过程及其效果，并对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等大型国有企业在民营化前后的发展

情况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中华烟草公司是抗战胜利后，在接收敌产基础上成立的由国民政府经济部主管的国营生产事业单位。

战后国营企业出售过程中，成立仅仅一年多的上海中华烟草公司即被列入优先承购之列，引发旷日持久的承购权纷争。关于这

一首屈一指的大型国营卷烟企业，迄今鲜有专文论述。笔者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搜集并阅读有关上海中华烟草公司的原始材

料，试图对公司成立与发展作一梳理，并以承购权纠纷案为例来探讨战后国营企业的出售问题，以求教方家。 

一、中华烟草公司的成立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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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烟草公司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接收敌伪产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日本占领上海期间，为垄断国内烟草市场和

卷烟行业，曾经先后建立起中支叶烟草株式会社、华中烟草配给组合、中华烟草株式会社、东亚烟草株式会社( 后并入中华烟

草株式会社) 等四个大型烟业组织。这些组织大部分是战时日方通过强购等暴力方式从民间取得的，其中以中华烟草株式会社

规模最大。其主要产业有唐山路902 号第一厂、惠民路591 号第二厂、唐山路1039 号第三厂三个大厂和丹徒路43 号第一仓库、

辽阳路6 号第二仓库两仓库以及榆林路、山阴路、昆明路、汇山路等宿舍多处，总公司办事处租用大北电报公司房屋。
①
 利用

暴力方式屯购原料，垄断生产，中华烟草株式会社发展成为战时上海规模最大的大型烟草托拉斯。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经济部苏浙皖区特派员办公室设立烟草组，负责接收上海地区的日伪烟业。1945 年10 月，烟草组

接收了中华烟草株式会社、中支叶烟草株式会社、东亚烟草株式会社及华中烟草配给组合四个单位的厂房、机器和原料，计有

三个厂、三个仓库六十余部卷烟机和五百万磅烟叶。
②
 在接收的全部企业及各厂存留烟叶的基础上，由国民政府经济部主管的

中华烟草公司于1946 年1 月9 日成立， 11 日正式开工。关于中华烟草公司成立之背景与规模，上海《申报》曾有专文报导: 

经济部接管之敌资中华烟草公司，在接管之各烟厂中，规模最大。兹该公司于宋院长( 宋子文) 离沪前一日，业经指令克

日复工，并由四联总处拨借巨款法币三万万元。总经理一职，业经指定杨锡仁氏担任。闻该公司于经济部接管期内，虽未正式

开工，惟斩切烟丝之工作，未曾中断。兹工人亦经全部登记竣事，故一经正式开工，即可开始大量卷烟出货。
③
从当时报导看，

上海中华烟草公司的成立确实引起各方关注。抗战胜利后，由于大型卷烟厂远在后方，小型烟厂及手工烟厂尚未完全恢复，一

段时间内市场上香烟供不应求。这种情况下，以接收敌产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中华烟草公司原料充裕，资金充足，销路旺盛，可

谓深孚众望。公司成立一个月，“第一第二第三各厂开工，三厂共有卷烟机六十五架，现大部业已开动，每月可出卷烟五千大

箱。”
④
据上海市卷烟业同业公会的统计，中华烟草公司1946 年全年产量达56775 箱，纳税额8639956500 元。

⑤
 在整个上海同

行业烟厂当中遥遥领先。到1947 年初，中华烟草公司所属三个制造厂及三个仓库计值624． 33 余亿元，其中第一、二两厂月

产香烟6000 大箱， 1946 年盈余42． 5 亿元。
⑥
 开工仅仅一年，公司效益良好，各项业务渐上轨道。1947 年春，时人在参观

中华烟厂烟叶部、卷烟部和包装部厂房车间后，曾有这样的评论: 

中华烟草公司，生长于敌伪时期，是日本人在华重要企业之一，抗战胜利后，由经济部接管，就原有设备，稍加部署，继

续开工，一年有余，渐上轨道，自张伯伦氏莅任以还，更以大刀阔斧的手段，无论在人事方面，技术方面，管理方面，都作崭

新的改进，业务蓬勃，一日千里，在今日民族卷烟工业中，负起了领导的任务，展望前途，实未可限量。
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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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立之日起，中华烟草公司在当时整个上海烟草行业中即占据了一席之地。经过一年多的发展，从公司拥有设备数量、

规模、产销与发展环境来看，其“前途”确实应该“未可限量”。然而，中华烟草公司在日后国民政府出售国营事业的过程中，

却被卷入了旷日持久的承购权纠纷之中。 

二、国营企业出售与中烟的“优先承购” 

抗战胜利后，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从敌伪手中接收了不计其数的经济资源。以接收为基础组建的大型国营事业，严重挤压

着民营资本企业的生存空间。某些事业名义上为国营，实际上被拥有政治特权的豪门权贵所掌握，成为变相的“官僚资本”，

引发社会有识之士的不满。1946 年4 月，经济学家马寅初直言不讳指出: “现在的问题，不是劳资问题，而是官僚资本和老百

姓相对立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单靠几个官来办，是不行的。”
①
1947 年2 月，学者傅斯年批评政府“所有收复区敌伪的工业，

全部眼光看在变钱上，有利可图者收归国有，无利可图者拍卖”。
②
 在国民党内部，不同派别对行政院长宋子文主政一年来的

事绩颇有不满，对官僚豪门控制国家资本怨声载道。在1946年3 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一度引发对“官僚资本”的

激烈抨击。
③
 战后各地物价飞涨，人民日趋贫困，政府军费预算增加，财政赤字庞大。在这种情况下，出售国营生产事业从长

远来讲可以增加政府威信，缓解执政危机; 眼下则可以增加国库收入，缓解财政危机。1947 年2 月17 日，国民政府发布了以

平衡预算为主导的《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其中规定: 

凡国营生产事业，除属于重工业范围及确有显著特殊情形必须政府经营者外，应即分别缓急，以发行股票方式公开出卖或

售与民营。
④
 

4 月7 日，依照经济紧急措施方案的原则，由蒋介石亲自审核批准的《国营事业配售民营办法》8 条正式公布。其中第2 条

规定将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农林部、中央信托局等部门所属的17 个生产企业的全部或部分资产以标售或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社

会出让，经济部主管的中华烟草公司即在全部售予民营之列。根据规定，出售之前期工作包括: 

应行售予民营之事业，应由主管机关于一个月内开具各事业之: 一、资产要项及初估价值，固定资产及原料成品等项，应

分别处理; 二、生产能力及营业概况; 三、转售民营之价格; 四、拟定售卖民营之具体实行办法。呈候行政院核定施行。
⑤3
 

办法公布后，国营事业的出售工作相继展开。大部分列入出售的企业主要集中在轻工业方面，涵盖了纺织、烟草、造纸、

蚕丝等行业。中华烟草公司作为国民政府经济部主管的国营生产事业单位，是战后接收敌产基础上建立的上海唯一一家国营卷

烟工业企业。至1946 年底，该厂设备共计工作机69 部，约相当华商烟厂所有机器总数的17%。
⑥
 产销方面亦相当可观， 1947 年

                                                        
3
 ①马寅初: 《欲挽救经济危机，非打倒官僚资本不可》( 1946 年4 月9 日) ，周勇林、张廷钰编: 《马寅初抨官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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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公司一二两厂每厂月产烟3500 箱，每月最高之生产量，可达10000 箱。1946 年全年生产总额，计55336 箱; 销售总额，

计53534 箱，金额计23748145000 元。
⑦
 它的标售，吸引了工商各界人士关注，一时间请求承购者纷至沓来。 

作为国营卷烟企业中的“龙头老大”，中华烟草公司采取何种方式出售备受关注。公司是在抗战胜利后以接收的敌伪产业

的基础上成立的，其中有些部分是战时日方或日伪通过强购等暴力方式从民间取得的。抗战胜利之初，国民政府曾颁布一系列

处理敌产办法，规定某些企业可以由原业主优先承购。如1945 年12 月15 日行政院的补充规定指出: 

凡在战争期间售于敌人之工厂，如所有人能提出确实证据证明售价在当时厂房机器市价百分之五十以下者，得认为被迫售

卖之有力佐证。审议会或处理局于查明情节及该原主有无勾结敌伪情事后，得酌拟办法呈院核定其情节最轻者，并得请求依评

定价格予原主以最优先之购买权。
①
 

战后的敌产处理办法虽然不是特别具体，但在某种程度上为一些民营企业的优先承购提供了一定依据。中华烟草公司是在

接收和继承中华烟草株式会社产权基础上成立的。公司的主体———原中华烟草株式会社其第一厂之西部厂房，原为东亚烟草

株式会社向华东烟公司购买; 第二厂绝大部分地产及地面一切建筑设施等原属华品烟公司，后几经转卖给东亚烟草株式会社，

东亚烟草株式会社后又并入中华烟草株式会社。
②
 中华烟草公司成立后，华东、华品两公司均向政府提出过发还财产的请求，

其中华品最为积极。1947 年3 月，华品烟公司经理夏巨川检举中华烟草公司总经理渎职舞弊，虚报产量; 6 月，致函行政院，

“请速赐派遣干员监督处理局及中华烟草公司发还本公司厂产并赔偿本公司所有损失，以免政府再失去人心”。
③
 国民政府国

营事业出售工作启动后，各生产性事业单位出售范围、方式逐渐具体化。关于中华烟草公司的出售方式，政府承认了“优先承

购权”的存在，同意民营华东、华品两卷烟厂以原业主的身份优先承购中华烟草公司一、二两厂。
④
 如果优先承购切实实行，

成立仅仅一年多时间的中华烟草公司将彻底发生质变，由原来的国营事业单位变为若干民营企业。 

三、承购权纠纷与各方应对 

中华烟草公司出售方案公布后，华品烟公司为购回中华第二厂积极运动，经理夏巨川8 月11日即开始向苏浙皖区敌伪产业

清理处缴款，月底上缴已达全部价款之半数以上。如果承购顺利，中华烟草公司将由国营事业变为民营企业，由政府主管变为

私人经营。值得注意的是，一、二两厂分别承购，意味着公司将从三厂一体的统一整体，变为由不同业主分割经营。公司解体，

势必会对企业的整体经营造成影响; 工厂易主，企业原有两千多名职工将面临被解雇的可能，这些都使得中华全体职工忧心忡

忡。1947 年7 月14 日，得知政府将出售中华烟草公司的动议后，公司产业工会理事长程顺兴就写信给苏浙皖区敌伪产业清理

处，要求统筹办理，不要零星出售，以免影响职工生计，清理处并未正面答覆。8 月9 日，上海《申报》刊登了“中华烟草公

司第一、二厂将由原主分别优先承购”的新闻，企业出售即将成为事实。中华烟草公司工人纷纷抗议，工厂门口打出“政府救

济失业工人，捐客制造工人失业! 打到什么优先权标买的黄牛党! 打到籍口优先标售的捐客! 两千余工人的工作，万人以上的

生活是何等严重的问题!”等标语。
⑤4
 抗议的口号五花八门，集中反映了工人们反对由原业主优先承购公司的诉求。 

                                                        

⑥《卷烟与烟草业》， 1930 ～ 1950 年代初期经济类剪报资料04 － 055，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企业史资料 

室，第76 页。 

⑦《中华烟草公司一年来概况》，《商业月报》1947 年第23 卷第4 期，第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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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承购的纷争在中华烟厂产业工会的强烈反对声中走向前台。标语抗议之后，工会于8 月14、15、16 日，分别致函上海

市参议会、上海市政府、上海工商辅导处，正式向政府对公司标售提出抗议。中华烟厂职工的遭遇首先得到上海市总工会的同

情，工会理事长水祥云表示: “今本会为保障全体二千余工人工作、一万人以上生活，对此标售自不能漠然。”
①
18 日，烟厂

全体工人推产业工会理事长程顺兴、常务理事姚立根，会同上海市总工会常务理事周学湘等赴南京向行政院、全国经济委员会、

社会部、经济部请愿。请愿行动声势浩大，各部门除表示同情外，纷纷转呈中央信托局苏浙皖区敌伪产业审议会要求重新审查

核办，与主管公司的经济部会同办理。面对各方的压力和社会舆论，审议会发出通知，会见晋京请愿团的中华烟草公司代表。9 

月3 日，中华烟厂产业工会代表团代表程顺兴在接受会见时向审议会提出三点要求: 

1． 撤销华东华品优先承购权，维持现状。 

2． 倘必须标售，应先将承购权异于工人，组合作工厂，容纳工人投资，同时请政府发行股票予任何人投资。 

3． 倘以上两项难做到，政府应将中华厂所属三厂连同出品商标统一标售，以保全工人工作之机会。
②
 

国营企业出售是政府的既定政策，已经无法阻止，因此焦点聚集在华品烟公司是否具有“优先承购权”问题上。按照行政

院的规定，只有华东、华品烟公司当时出售属于“强迫售卖”，才具有优先承购资格。中华烟草公司产业工会理事长程顺兴在

请愿呈文中指出: 华品烟厂“系于抗战前因营业不振售予美商，二十九年( 1940 年) 以时价售于日商东亚烟厂”，华东烟厂二

十七年( 1938 年)“自动转售”东亚烟厂，都不属于强迫售卖。两烟厂在抗战时不但没有坚持生产，反而以时价蓄意出售东亚

烟厂，已经丧失原业主资格，因此不具备优先承购权。
③
 产业工会的指证，无疑是对华品烟公司优先承购权当头一击，并且牵

涉相关政府部门，承购权纠纷随着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迅速升级。 

优先承购权的判定，牵涉到负责标售的中央信托局苏浙皖区敌伪产业审议会; 烟草公司的产权，牵涉到主管部门经济部。

1947 年9 月，行政院决定“交由苏浙皖区处理敌产审议委员会重新核议，并饬经济部派员与该会合作办理具报。”
④
10 月，经

济部派出了司长费明扬、科长杨蘅齐、上海工商辅导处处长欧阳仑及相关技术人员前往协助调查。经中华烟厂产业工会指证，

经济部协同调查后提出了“估价问题”、“资格问题”、“分期付款问题”三点异议。其中“资格问题”直指华品烟公司，认

为其出售发生在太平洋战争前，而且是足价让售，并没有强迫售卖; “估价问题”和“分期付款问题”则指向了苏浙皖区敌伪

产业审议会，认为清理处估价过低，且华品公司不符合分期付款的条件。针对经济部的质疑，审议会在致函行政院的呈文中进

行了解释。关于“资格问题”，审议会认为华品被迫售卖是“沦陷时期一般工厂掩护产权之惯技，不足为奇”; 在“估价问题”

上，综合了多方面的调查意见，处分合理; 至于“分期付款问题”，不乏先例可援，“一面顾及人民筹款之困难，一面不使国

                                                                                                                                                                                              
4
 ①《上海区敌伪产业审议委员会、上海区敌伪产业处理局章则汇编》，上海区敌伪产业处理局秘书处1945 年12 月编印，第

16 页。 

②方宪堂主编: 《上海近代民族卷烟工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 年版，第241 页。 

③《经济部关于中华烟草公司工人失业、公司业务报告等事项的文件》，经济部档案4 － 3614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④中华烟草公司优先承购开始后，华东烟公司认为估价太高要求重估并延期付款，始终未曾缴款承购; 产权纠纷案发生后，该

公司亦未卷入，故不纳入文中讨论。 

⑤《经济部关于中华烟草公司工人失业、公司业务报告等事项的文件》，经济部档案4 － 3614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6 

库吃亏。”
⑤5
双方相持不下，而行政院要求双方统筹办理，承购权纠纷案陷入僵局。 

华品烟公司的承购由于中华烟厂产业工会抗议和经济部异议而告停滞。在缴纳一、二两期价款后，清理处对第三期缴款不

予兑收，承购工作从此没有了下文。事后，华品烟公司致函行政院请求“严令经济部克速撤回异议”，并通过各种途径积极转

辕，然终无结果。1948 年5 月，经济部改组为工商部。到1949 年1 月，中华烟厂产业工会提出“国营中华烟厂敌产标售优先

权问题表示异议节略书”，仍在通过政府部门反对优先承购。华品烟公司则通过舆论媒体博得社会各界同情。1948 年12 月，

《中央日报》刊登启事“因工商部未尊奉行政院核定，迟不归还厂产，据为己有，拖延年余，损失浩大，呼请中央各主管长官

秉公处置，各界人士与舆论界主持公道”。
①
 1949 年1 月，上海烟草行业的喉舌《烟业日报》又报导了“收回厂产事件”中华

品烟公司的遭遇，关于承购权问题，华品公司强调: 1． 有事实可查，未可妄事臆测。2． 非将产权售予美商，已有美国领事

书面证明。3．中信局出售敌产时分期付款者，不仅本公司一家; 且延期付息，于国库收入毫无损失，更与产权事不相关联。② 

然而，华品为优先承购的奔走呼号始终未有结果。直到1949 年5 月上海解放，中华烟草公司承购权纠纷案一直未获得最终解决，

优先承购趋于“流产”。战后未能来得及复工的华品烟公司，缴款之后更无财力维继生产，为承购权纠纷案耗尽精力，到解放

前，一直都处于停工歇业状态; 而深受承购权纠纷困扰的中华公司生产经营每况愈下，解放后， 1949 年5 月31 日被上海市军

管会正式接管，走向“国营中华烟草公司”时代。 

四、优先承购“流产”原因透视 

战后国民政府国营企业的出售，涵盖了由经济部、农林部、财政部、粮食部控制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水产公司、中

国盐业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食油公司等各大单位。到1948 年底，“除中国食油公司已出售，其余均未能顺利进行”，政

府总结国营事业出售情形时承认估价困难、产权纠纷和治安问题为主要原因。
③
 中华烟草公司的出售亦不例外。以估价为例，

1947 年3 月，公司总经理杨锡仁对外界谈: “中烟共有三厂，估值约三百亿”。
④
 4 月底，相关报导称公司“全部资产估值，

约值380 亿元。”
⑤
到7 月初，国民政府新闻局长则称“该公司所属三厂及三仓库本年三月底全部初估价值为六百二十四亿三千

三百余万元。”
⑥
11 月4 日《前线报》则有“该公司所属三厂财产总值，约在八百亿左右。”

⑦
的报导。短短几个月内估价多次

发生变化，与战后的通货膨胀不无关系。相关人士指出: “这次国营事业的出售，其估价问题之所以难决，最大的关键，是在

于如何的升值。通货在不断的膨胀，估价又不是一椿简单的事，当着手估价之时，虽然订了一个标准，但到估价确定的阶段，

原有的标准也许不尽适用; 而等到全部出售以至全部售完时，估价标准更不免有巨大的出入。”
⑧6
除估价问题外，产权纠纷一直

                                                        
5
 ①《经济部关于中华烟草公司工人失业、公司业务报告等事项的文件》，经济部档案4 － 3614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②《中央信托局苏浙皖区敌伪产业清理处就标售中华烟厂事与工会理事长程顺兴的询问笔录》，中华烟草公司档案Q451 － 1 － 

25 － 5，上海市档案馆。 

③《中华烟草公司标售、承购事项卷》，资源委员会档案28 － 1469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④《经济部关于中华烟草公司工人失业、公司业务报告等事项的文件》，经济部档案4 － 3614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⑤《中华烟草公司标售、承购事项卷》，资源委员会档案28 － 1469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6
 ①《中华烟草公司产权纠纷事项卷》，资源委员会档案28( 2) － 232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②《剪报关于中华烟草公司及中华烟厂工人请愿》，中华烟草公司档案Q451 － 1 － 83，上海市档案馆。 

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财政经济》( 五) ，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年版，第4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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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扰着标售和承购工作的进行。中国烟草公司“优先承购”之所以“流产”，承购权纠纷案之所以不了了之，揆诸史实，笔者

认为还有如下方面: 

一是牵涉多方利益。在中华烟草公司承购权纠纷案中，站在最前台的是中华烟厂产业工会与华品烟公司负责人。产业工会

从全体工人的权益出发，要求停止出售，组织合作工厂容纳工人投资; 华品烟公司则要求政府维护信誉，不要与民争利。事实

上，双方斗法的背后夹杂了经济部与苏浙皖区敌伪产业审议会之间的较量。经济部作为主管国营事业单位的权力机关，在战后

垄断了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华烟草公司等大型轻工企业的行政决策权，如中华烟草公司的总经理与总稽核，

均由其指派与委任。国营生产事业出售，意味着经济部要放弃自己控制的很大一部分权益。产权纠纷案发生后，经济部提出议

案对华品公司优先承购予以否定，并曾多次表示中华是国营事业单位，行政院已指令其为主管机关，应该由其主导措置，而负

责企业出售的苏浙皖区敌伪产业审议会却不以为然。1947 年8 月，担任敌产审议会委员会委员的胡筠秋致函苏浙皖区敌伪产业

处理局负责人林兆棠，为华品公司经理夏巨川的优先承购提出担保; 9 月，审议委员会秘书长吴任沧致函经济部，指出华品公

司的承购与国家宗旨并无抵触，公开站在华品一方。上海市总工会、参议会等部门对产业工会抱同情态度，而诸多社会名流和

党政要员却对华品公司持支持立场。1947 年12 月，时任国大代表、从事律师事务工作的社会名流江一平致函经济部长陈启天，

要求“早日饬令烟草公司赶办移交，俾商人有限之经济力量不致因坐耗息金而濒于破产; 至百数员工能否获有工作，尤属值得

注意之社会问题。”
①
此外，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也以个人名义致函经济部长陈启天，为华品烟公司说项，要求将厂

产早日移交。
②
 

二是政府决策摇摆拖沓。国民政府颁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其首要目的即是为了平衡预算，出售国营企业是平衡预算的重

要手段。
③
 而经济部制定1947 年行政措施，系以“扶助民营事业，增进生产力量”为重点，“政府为表示扶植民营事业之决心，

曾决定将现有国营事业选择若干单位，出售民营。”
④
中华烟草公司是否应该全部出售，政府决策层曾一度摇摆。公司所属第一、

二两厂等资产最初被全国经济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从出售范围中划出，但该会第十七此会议又改变上述决议，重新列入出售计

划。
⑤
 准予原业主优先承购后，华品烟公司经理夏巨川于1947 年8 月11 日即将第一期款2014173539 元缴清，8月底将第二期

款连同利息2148451773 元，全部上缴国库。
⑥ 
产权纠纷发生后，通货膨胀一天比一天严重，原有的估价已不能适用，如果退还

缴款，连同利息在内将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因此，政府选择的是拖拉战术。主管中华出售的审议会、经济部等待行政院来裁决，

而行政院则推给双方会同办理。
⑦
 1947 年9 月13 日，行政院已决定“交由苏浙皖区处理敌产审议委员会重新核议，并饬经济

部派员与该会合作办理具报。”到1949 年3 月15 日，其批复仍为: “三十八年一月呈为夏巨川蒙请赎回中华烟草厂产案……

已饬工商部迅即会同中央信托局苏浙皖区敌伪产业清理处妥拟解决办法矣。”
⑧
从1947 年8 月产权纠纷开始到1949 年3 月，过

了一年半的时间，案件仍然还是没有下文。政府政策由左右摇摆，到后来的无所作为，导致承购权纠纷案无果而终。 

三是公司经营每况愈下。抗战胜利前后，市场上卷烟供不应求，加之政府税收较轻，民族资本烟厂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建

                                                                                                                                                                                              

④《中烟共有三厂，估值约三百亿》， 1930 ～ 1950 年代初期经济类剪报资料04 － 055，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企业史

资料室，第78 页。 

⑤《中华烟草公司一年来概况》，《商业月报》1947 年第23 卷第4 期，第78 页。 

⑥《国营事业出售，中烟决定全部出卖，中纺估价积极进行，董显光昨招待记者报告》，《大公报》1947 年7 月10 日，第一

张第二版。 

⑦《中华烟草公司概况调查》，上海联合征信所档案Q78 － 2 － 14549，上海市档案馆。 

⑧《国营事业估价问题的检讨》，《财政评论》1947 年第 17 卷第 1 期，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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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上海市达87 家，占解放前烟厂总数的80%。
⑨
 从1947 年4 月开始，整个华商卷烟工业由于通货膨胀、苛捐重税、交通阻塞、

美货倾销以及购买力低落等原因陷入了不景气的状况之中。4 月份上海开工的烟厂共有70 家左右，5 月份就减至55 家，产量

亦降到94000 箱，6月份开工的厂家只剩下32 家，其开工率只有50%。
⑩
1946 年7 月，中华烟草公司已出现隐忧，报称“以目

前原料及人工计，尚不至亏蚀，惟已不能言利润。”
⑪7
承购权纠纷案很大程度影响了公司业务的发展， 1947 年4 月中华烟草

公司被列入政府出售名单，之后出售计划一变再变，原定的扩张计划均陷于停顿; 公司前途未卜，工人们不安心工作，存观望

之心; 主要领导接连提出辞呈，三年之内，中华烟草公司换了四任总经理，承购权纠纷实际上使得公司处于无政府状态中。1947

年以后，中华烟草公司第三厂基本处于停顿，一、二两厂产量锐减， 1946 年10 月最高月产量达8000箱，至1949 年2 月降为

3150 箱，下降幅度为61． 19%。
①
 1949 年以后，公司因资金耗尽、原料不继无法维持生产，“库存卷烟仅2000 余箱，且销路

呆滞，靠零星出售，收入根本无法支付税款和职工薪金。”
②8
处于山穷水尽的境地。面对这一江河日下的破烂摊子，优先承购和

产权纠纷逐渐变得没有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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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剪报关于中华烟草公司及中华烟厂工人请愿》，中华烟草公司档案Q451 － 1 － 83，上海市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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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 

战后国民政府国营事业的出售，曾一度被当局寄予厚望。然出售工作历时两年多，困难重重趋于“流产”，总体上讲成为

战后国民党经济政策当中失败的一笔。其失败原因，无论是事件的决策者还是后人均有反思。作为国营企业出售过程中的一例，

中华烟草公司承购权纠纷案是战后特殊环境下各种政治与社会力量间复杂博弈镜像的一种体现。笔者认为，应该看到这一事件

背后反映出的权力制衡问题。战后中国局势波云诡谲，以接收敌产为契机，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力量进行了重组，权力结构

发生了变化。国营事业的出售过程中，政府与民间的博弈在所难免，优先承购的出台是抗战以来民间力量话语权逐渐壮大的体

现，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政府对民族资本表现出的一种妥协姿态。另一方面，战后经济凋敝，工潮频发，工会势力壮大，工人有

了更多发言权，可以更大程度运用合法手段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产权纠纷案与优先承购的“流产”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

总之，对抗战胜利后各种社会力量的博弈及国家与社会、企业与政府关系问题的思考，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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