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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 1949 － 1966)安徽茶叶贸易特点

蒋文倩 丁以寿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胜利。随着 1956年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
义制度初步在中国初步确立起来 [ 1 ]。茶叶贸易是指以茶叶为商品进行交换或买卖的经济活动 [ 2 ]，建国初期( 1949 －
1966) 安徽茶叶贸易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贸易所有制结构和茶业政策、贸易量和贸易原则、
贸易体制以及外销贸易伙伴等方面。

一 ． 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安徽茶叶贸易

(一)安徽茶叶贸易中公有制的确立和发展
早期安徽茶叶贸易属于茶商个体行为 [ 3 ]，其贸易所有制，即贸易领域内所有制形式的宏观表现 [4 ]的结构是以

私有制为主体的。民国时期，政府为挽救安徽茶叶贸易也曾通过一系列茶业改革如:组织茶业合作社，进行茶业统
制，举办茶业贷款等。但在根本不触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济基础的前提下，茶业改良的种种努力是注定要失败
的。 [ 5 ]

1949 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之后，意识到必须改变基本经济制度 [ 6 ]即生产资料所有制 [ 7 ]，才能使
国民经济尽快得到恢复和发展，但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1950 － 1952年，曾经完全把持着安徽茶叶贸易的官
僚资本被收归国有，帝国主义在华经济也被清除。安徽茶叶贸易在原有基础上获得恢复，此时的茶叶贸易尚经由私
人茶商、国营茶叶公司两条渠道开展。 [ 8 ]

1953 － 1956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民所有制、集体所
有制在安徽茶叶贸易所有制中的比重大幅度提高，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已很微弱。[ 9 ]安徽茶叶贸易所有制的改变，
从根本上革除了安徽茶叶贸易的积弊，使其摆脱了对官僚资本、帝国主义资本的依赖，获得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1956 年之后，安徽茶叶贸易开始由政府垄断经营，[10 ]公有制成为安徽茶叶贸易所有制的唯一形式。1958年国
务院《关于农副产品、食品、畜产品、丝绸等商品分级管理管理办法的规定》把茶叶列为中央集中管理的重要商品，
由商业部管理调拨、出口两个指标，收购和销售计划则由地方自行安排; [ 11 ]1959年国家又将茶叶列为二类产品，由
国务院管理规定商品政策，统一平衡安排。[ 12 ]茶叶集市贸易被取消，实行统一收购，统一价格 [ 13 ]。这一规定一直沿
用到 20世纪 80年代。

(二)扶持政策对安徽茶叶贸易的促进
从根本上改变了，并运用多种政策对帮助安徽茶叶贸易的恢复和发展。政府通过减免税收，预付预购定金等政

策措施，帮助安徽茶叶贸易的恢复和发展。1954 － 1966年间安徽省累积为茶农发放预购定金 3930万元，帮助茶叶
生产，[ 14 ]促进了茶叶贸易的恢复和发展。

1960 年安徽茶叶贸易出现严重缩水之后，1962年起为鼓励茶叶生产，激励茶农售茶的积极性，国家实行奖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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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国营茶厂不实行此政策)，1963年安徽省则规定拉开档次，采取分级奖售的办法 [ 14 ] (奖售标准见表 1)。这一
政策对衰退后的安徽茶叶收购量的恢复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另外，对安徽茶叶贸易来说，购留政策也为促进其恢复和发展起
到了重要作用的。1949 － 1953年间安徽茶叶并没有明确的购留比例，

1954 年安徽省对茶叶的购留比例做出规定: 重点产茶区茶农茶叶自
留量为 3%，产茶数量少的分散茶区为 5% ; 并且要求留次卖好，以支
援国家建设。到 1960 年，茶叶收购量已经占生产总量的 94%以上。同
时，中国共产党在政治领导方式中善于运用群众路线，能够发动群众
自愿为国家建设出力，1966年以后虽然没有重申购留比例，但年收购
量仍然超过原定购留比例。 [ 14 ]

二 ． 安徽茶叶贸易量的曲折发展

(一)受意识形态左右的收购量

1949 年 10月，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全国范围的确立，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逐渐取得了领
导地位。 [ 9 ]受到当时意识形态的指导，安徽茶叶销售量也经历了平稳增长——— 急剧增长——— 严重衰退——— 平稳恢
复的过程。

1949 － 1956 年，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指导下，安徽茶叶生产的积极性被广泛调动; 收购量稳
步扩大，产品质量不断提高。1957 年以后受到毛泽东政治经济思想“左”倾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出现
“左”倾。

1958 年的全国茶叶生产会议中提出“三年超过锡兰，五年赶上印度”的口号，以响应国家在“大跃进”运动中
“超英赶美”的大目标，安徽省首先就向浙江省挑战 [ 15 ]生产上盲目追求高指标。同年 9 月，毛泽东视察安徽时对茶
叶生产的鼓励性话语 [ 16 ]，则加剧了安徽茶叶生产收购工作中意识形态的“左”倾，使得当年安徽的收购量比上年猛
增 40． 41%。由于不合理采摘，违背了茶叶生长的自然规律，1961 年后安徽省内出现茶树大面积枯死现象，茶园荒
芜，茶叶收购量急剧下降，1962 年的收购量比 1952年还少 230 万公斤。[ 14 ]1963 年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期之后，茶叶
收购量才逐渐恢复，但直到 1966 年都尚未恢复 1957年的收购水平(具体数值见表 2)。

(二)“内销服从外销”的贸易原则

1949 － 1966 年安徽茶叶贸易从随行就市，没有统一的发展目
标和战略，变为遵照“扩大外销，有计划的保证边销，适当安排内
销”[17 ]的原则按需生产。1949年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仿照苏联建设
的模式 [ 18 ]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通过高积累低消费，满足
重工业发展的资金需求。 [ 19 ]除了此之外“出口创汇”也是资金积累
的重要途径，在当时能够“出口创汇”的产品中，茶叶可谓是“拳头
产品”。所以 1949 － 1966 年间，安徽茶叶贸易开展的原则一直是
“内销服从外销”; 茶叶外销量多而且相对质量好，内销量少而且相
对质量差。 [ 20 ]

因坚持“内销服从外销”的原则，安徽茶叶外销量一直高于国
内茶叶调拨和省内销售量;产量最高的1958 － 1960三年中，安徽茶
叶外销量的增速远远高于茶叶调拨量的增速; 1961 － 1962安徽茶
叶产量锐减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外销，省茶叶公司只能根据收购茶
叶货源情况安排调出，在茶叶供远小于求的情况下，还曾通过停签
调拨合同，将茶叶凭票供应( 1962 － 1965年)等政策 [ 20 ]首先保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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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另外，受到高积累低消费的意识形态影响，安徽省内茶叶销售量则始终停留在较低水平，而且销售中还以低档
茶为主，高、中级茶叶的份额非常小。[ 20 ]其变化趋势如图

1所示:

三 ． 与政治经济相适应的
茶叶贸易体制

(一)建立计划经济色彩的流通体制
茶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当时茶

叶产量很低，供不应求的矛盾突出。所以新中国成立后
不久，为了缓解茶叶短缺的矛盾，中央将茶叶纳入计划经济轨道，[ 21 ]这首先就改变了安徽茶叶贸易的流通体制。

解放前，安徽茶叶生产流通环节基本遵循茶农——— 茶商——— 茶栈——— 洋行四方面。[ 5 ]1949年4月底安徽全境解
放，时值春茶上市，但由于战争尚未结束，私营茶商拒绝收购茶农手上的茶叶，安徽茶叶贸易一时陷入困境。皖南、
皖北行政公署分别建立国营贸易公司，为前线筹措物资的同时收购茶叶，将濒临破产的安徽茶叶贸易维持了下去，
并带动私营茶商收购茶叶，帮助私营茶号复业。[8 ]

1950 － 1954 年，安徽省逐步改造私营茶叶企业，由国营的安徽省茶业公司领导全省的茶叶业务。大量开设基
层茶叶收购网点 (基层收购网点人员统计见表 3)，禁止私人茶商进入茶区收茶，取消了集市贸易，使茶叶收购工作
全部由国营机构完成。收购方式从自由收购，变为供销合作社代购、预购、派购三种主要方式。

外销茶叶由国营茶业公司调运至上海口岸公司出口; 内销茶叶停止对省内外批发商供应茶叶，对零售商实现
批购经销; 省际调拨则根据上级单位安排下达的茶叶供货计划，结合实际情况，经过调出、调入双方的协调进行调

拨。 [ 14 ] 这个带有浓重计划经济色彩的流通体制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80年代。

(二)管理体制的集中与分散
巩固和保证安徽茶叶贸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平稳的运行，

还需要相应的管理体制。早期的管理体制是高度集中的，这对安
徽茶叶贸易的恢复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如促进了生产技术
的革新，提高了产品品质，建立统一的生产收购标准 [ 14 ] 等。

1949 － 1955年间，安徽茶叶贸易由皖南、皖北贸易公司分别管理，然后合并成立中国茶业公司安徽省公司，业务先
后由中国茶业公司华东区公司和中国茶业公司管理。 [14 ]

但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有限的。1956 年之后茶叶内外贸业务分开，中国茶业公司安徽省
公司被裁撤，茶叶业务和收购站被移交给安徽省农产品采购厅。1957年中央开始对地方大幅放权，安徽省农产品
采购厅被撤销，业务移交安徽省供销合作社。1958 年，中央在“大跃进”运动中为了实现茶叶贸易的超高增长，就给
了地方更多的权力——— 安徽省供销合作社撤销，业务划归安徽省商务厅; 生产收购标准也被下放给地方掌控。 [ 14 ]

然而，过度分散的管理体制在当时并不符合经济发生的水平。致使茶叶产量剧增之后出现骤降，而且茶叶品质出现
下降，影响茶叶销售。

1961 年之后，国家为了调整国民经济逐渐收回下放的部分权力，将茶叶业务化归安徽省对外贸易局，下设安
徽省茶叶公司，专区业务由专区对外贸易局管理，下设专区茶叶公司; 同时将茶叶生产和收购标准的管理权限收
回，以保证茶叶品质。经过 3 年调整，安徽茶叶品质基本恢复到接近 1958年的水平。 [14 ]而这样相对集中的管理体
制一直维持到“文化大革命”中期。 [ 14 ]

四 ． 安徽茶叶外贸与外交形势

注: 此图据表 1 数据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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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53 － 1966 年安徽茶叶主要外贸伙伴及其贸易量变化趋势图

注:图中数据来源于《上海茶叶对外贸易》

(一)民国时期安徽茶叶外贸伙伴
民国时期安徽茶叶出口惯例是: 茶号不能与洋行直接买卖，必须由上海茶栈为中间经纪人，通过洋行开展贸易

合作。外销茶中又分两个时期，以“祁红”创制为标志，此前行销屯绿，此后则以红茶为主，红绿同时行销。屯绿畅销
时代，主要的贸易伙伴有英、美、印等国; 红茶和绿茶同时行销时代，红茶贸易的主要伙伴为英、俄、美及欧陆诸国，
绿茶贸易的主要伙伴为美、英、印等国。 [ 22 ]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安徽沦陷，茶业遭受重创。皖西茶业因为日军封锁，交通阻塞，致使产销脱节阻滞，茶农多
放弃茶园经营;皖南茶叶因为海运中断，外销停顿，茶农生活困苦不堪。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却加大了对安徽茶
业的经济掠夺，安徽茶叶贸易濒临破产。

(二)外交形势与安徽茶叶外贸紧密相连
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三年间，安徽茶叶出口仍有部分由私营茶商完成。[ 23 ]1953 年以后安徽外销茶叶则全部调

运至上海口岸，由中国茶叶进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口。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安徽茶叶外贸
原本的主要贸易伙伴大多因为政治原因停止了贸易合作。曾经同中国停止茶叶贸易合作的苏联则成为安徽茶叶当
时最大的外贸伙伴。可以说:“如果没有苏联友邦的需要，(茶叶)就推销不出去。”[ 24 ]随着国际政治局势的缓和，英
国等欧洲国家逐渐恢复了同中国的茶叶贸易，中国绿茶传统外销地非洲也坚持同中国继续开展贸易合作。但茶叶
生产和收购过程中，苏销茶叶和资销茶叶却执行着两套品质标准。自 1959 年开始中苏关系不断恶化，[ 25 ]中苏茶叶
贸易量逐年下降，1963 年开始将苏销、资销茶叶生产和收购的标准进行统一化; [ 14 ] 1965年中苏同盟破裂之后，茶

叶贸易几近中断。安徽茶叶贸易主要伙伴及其贸
易量变化趋势见图 2:

五 ． 结论

1949 － 1966 年间，以公有制为基础安徽茶叶
贸易，通过改变所有制结构，消灭了洋行、茶栈对
安徽茶叶贸易的剥削和控制。并以有效的扶持政
策，推动了安徽茶叶贸易的恢复和发展。但随着中
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变化，“左”倾思想在 1957年
后占据主导地位，使得安徽茶叶的贸易量在

1958 － 1960年剧增之后出现严重衰退，虽然自 1962 年后重又开始平稳上升，但直到 1966年都未能恢复到 1957年
的水平。

由于茶叶被纳入国家计划经济轨道，安徽茶叶贸易建立起了的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流通体制和相对集中的管
理体制。1949 － 1966年，安徽茶叶外贸伙伴是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尤为明显的是与苏联的茶叶贸易，其
贸易量与两国外交关系的变化紧密相关。

上述安徽茶叶贸易在建国初期的变化不仅仅作用于当时。事实上，改革开放以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安徽茶叶的
贸易所有制结构、贸易体制等仍沿袭着 1949 － 1966 年间确立的模式，制约着安徽茶叶贸易的发展。[ 26 ]这也是导致
新时期的安徽茶叶贸易坐拥众多优势，却未能在国内国际市场的竞争中超越浙江、福建等省份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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