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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70年前，正当中国民族制药工业刚起步之时，在上海诞生了新
贬药厂。70年后的今天，有着悠久历史的新贬药厂，在改革开放的
春风中，改制为新亚药业有限公司。并在浦东新区建起了现代化的
新厂区，实现了几代新亚人的宿愿。今日的新亚药业有限公司不仅

已名列中国前30家最大的制药工业企业，而且已跻身当今世界上
维生素B。生产的第二大企业。可以说，一部新哑药业有限公司70年
的发展史．不仅是几代新亚创业者励精图治的奋斗史，同时也是中
国民族制药工业发展的真实历史写照。

新亚药业有限公司从她创始之Et起，就十分注重企业精神和
企业文化的建设。30年代时．公司就提出了“勤、慎、忠、实”的企业精

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公司更进一步提出了。开拓，创新、求
实、奉献”的新时期的企业精神。几年前，公司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
济研究所合作，在上海国有制药企业中首先编写出版了厂史《新

亚的历程》：现在，正当公司面临第二二次创业，再创t海制药业辉煌
之时，公司又以极大的热情再次编撰了《上海新哑药业有限公司

志》．这种在不断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努力建设企业文化的举
动，必定再塑公司的良好企业形象，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激发公司
上下的团结一致，不断进取．

我们衷心祝愿并企盼新亚药业有限公司在党的改革开放路线

的指引下，为上海、为中国的制药工业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是为序．

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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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亚药业有限公司的前身是上海新亚制药厂，至今有七

十年历史。她延生在二十年代中国民族制药工业起步时期，并在资

本主义自由经济中历经兴衰。解放后。新亚药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的各个阶段中得到发展。改革开放给新亚药业注入了新的生机，

企业不断壮大，经济效益连年递增，在上海医药行业内名列前茅。

1995年，新亚药业全迁浦东新区．使企业从此告别了弄堂小厂

格局。如今，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一个全新的、颇具规模的、设备先

进、设施符合GMP的新亚药业已屹立在东海之滨。这是新亚人的辉

煌和骄傲．

值此新亚药业成立七十周年纪念之际，新亚药业有限公司与

上海社会科学院合作编撰、出版了《上海新亚药业有限公司志》，

用这样的方式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激发职工爱国主义精神，旨在

重塑形象，再创佳绩．其品位之高雅．意义之深远是不言而喻的．

我衷心希望新亚药业在新的起跑线上，进一步发扬新哑人开

拓，创新、求实、奉献、负重奋进、敢于争先、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的精

神，为企业第二次创业腾飞再显辉煌。为祖国的医药事业作出更大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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