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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贵州省医药公司“医药志》正式发行之时，正值贵州省

医药公司成立四十周年，我热诚向全省医药界的同志们推荐

这本书。

贵州省医药公司自1952年6月5日创立到今，历经四十

年，已发展成一定规模的社会主义国营医药商业企业，跨进了

大中型企业的行列。四十年来，它不仅自身经营取得了好的经

济效果，还担负着行业管理任务，为推进我省医药商品经济

的发展是作出一定贡献的。特别是贯彻改革、开放方针以

后，它面临新的挑战，抓住机遇，积极参与竞争，充分发挥

国营医药商业主渠道作用，从1988年到1990年连续三年，经济

效益一年一个新台阶。《医药志))真实地记录了这些事迹，

并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我省医药商业发展变化的历史。

贵州省医药公司《医药志))是我省医药行业第一部志

书。它的发行，无疑地将对我省医药经济事业和医药企业文

化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无疑地对我省医药商业战线

的同志是一种鼓舞。

医药企业同其他行业的企业一样，近十多年来在改革、

开放的形势下，既遇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困

难，同时又出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机会、新局面。企业

领导人怎样去对待这些新的形势和新变化，怎样去有效地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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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和正确利用这些新的机会，决定了一个企业的成败。贵州

省医药公司的经验和教训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我谨希望

全省医药企业的领导同志认真总结自已的经验、正确书写自

已的历史。

最后，我谨对参加这本书撰写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贵州省经济委员会



嘻肃 害日IJ 。雷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我省

医药商业逐渐成长发展壮大。在三十九年的历程中，由于各

级领导的重视和广大医药商业职工的共同努力，基本上改变

了我省城乡过去那种缺医少药的落后面貌。我省医药商业系

统的经营机构已遍及城乡各地，对保障我省人民防病治病、

康复保健，疫情急救以及开展科学研究和计划生育等方面的

医药商品供应，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果。党中央号

召编史修志，为了把我省医药商业在这历史阶段中的地位和

作用，客观面真实地记录反映出来，系统地总结过去三十九

年来医药商业的建立、发展、变革的过程以及所取得的成绩

和经验教训，为今后我省医药商业的改革创新提供借鉴．因

此，我们成立了《医药商业志》办公室，负责进行资料搜集

和撰写工作，编写了此书。

《医药商业志》的资料来源予本公司的文书档案及贵阳

市档案馆资料，知情老同志的回忆，参考了在编写中国医药

商业史稿和有关单位的志书，按照各个不周历史时期，分别

不同的专业和管理体系，采取以省公司和贵阳地区为主，各

地、州，市、县公司相结合的方式分章，节进行撰写．全书

共分八章二十六节。本书客观地反映了我省医药公司系统

1952年至1990年的历史概况，它凝聚了我省医药公司系统广

大职工三十九年辛勤劳动，艰苦创业的成果。内容较为丰

富，资料比较齐全、真实可靠。《医药商业志》是我省医药



公司第一部志书，是我们今后搞好企业经营管理和深化企业

内部改革工作的一部有价值的参考书。

由于档案资料散失不全，有些情况是靠老问志的回忆，

编写难度较大，也难十分准确，加之编撰人员水平有限，错

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请有关部门和领导予以批评指正。

贵州省医药公司《医药商业志》

领导小组办公室

一九九二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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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综 述

医药商业的经营范围，共分药品，医疗器材、化学试剂

和玻璃仪器四大类。 (不含中药材、中成药)。

医药商品是防洽各种疾病、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和进行科

学实验的重要物资，是救死扶伤，治病救命以及分析检验的

必需品。在社会生产实践和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

的特殊的地位。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很重视医药事业，医药商品的

生产和流通很快得到发展和壮大。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

医药商业肩负着供应人民医疗保健所需和促进科研事业发展

的光荣任务，为国家的繁荣昌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一节医药商业的由来与发展

我国的医药商业是在西医和西药由欧、美西方圆家传入

之后，逐渐发展形成的。西药传入中国丽以后逐步建立起来

的医药商业，始于十九世纪中叶，迄今只有】OO多年历史。

早在十八世纪二十年代，英美各国通过教会和传教士，先后

在广州、上海等沿海口岸城市设立赠医所，送诊施药，主要

为扩大教会的影响。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沿

海地区广辟商埠，进行经济侵略，作为经济掠夺手段之一的

医药商业，也随之逐渐兴起．

1850年，英国商人在广州沙蔼开设了臻臣氏药房，提上

海开设上海药房．这是外圈商入在中围最先开办的西药房。
-l ·



此后，在广州相继有德国、美国、法国和日本药商开设药房

和西药洋行，在上海则有英国人开设的老德记、屈臣氏药

房，德商开设的科发药房以及法商开设的良济药房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医药商业由东南沿海城市逐渐向北方

和内地延伸，各国药商为了争夺市场，在各通商犬邑竞相设

立药房或分号。到1886年，仅英商老德记和屈臣氏两家，就

先后在上海，天津、汉[j、福州、南京、杭州和宁波等21个

城市开设了药房和分号。在这30多年问，中国的医药商业主

要是由外商开办经营。

1882年，美洲归侨罗开泰在广州开办了泰安药房，打出

了华人首创泰安药房的招牌I，与英商屈臣氏药房相抗衡。之

后，又有浙江王博谟在天津开设了老德记药房，上海顾松泉

与人合伙创建了中两药房，这些是由中国人开设的药房。此

^彳．全国各大、中城市也相继开办药房、医疗器械行和齿科

材料行，逐步形成了国内的医药商业。由于医药商业不断发

展，广州成立了两药同业公会，上海成立了新药业同业公会

等行业性质的纽织。1932年，天津成立了新药业公会。跨进

20世纪，国人经营的医药商业，有较大发展。在上海开办的

药房就有28家，其中资金比较雄厚，经营规模较大的中法、

中英等药房，还在天津、汉口等地开设分店。其时，医药商

业逐步向内地延伸，在湖北，河南、江西、湖南、四川等广

大地区，相继创办了药房，医药商业已经初具规模。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医药商业中的一些大户，如上

海的五洲、中法、华美等药房，纷纷到外埠增设分支机构，

以扩大经营。与此同时，各地也发展了医药商业．据不完全

统计，刘1936年，上海、天津、湖北，湖南等14个省、市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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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小药房131l家，是旧中国医药商业发展史上的兴旺时

期。．
。

我省地处边远，医药商业的历史甚短。抗日战争前，全

省各城镇没有象样的药房，省会贵阳也只有少数儿家百货与

药品混营的商店。随着抗日战争爆发，沿海城市的药房内

迁．才有～些药商来贵阳建立药房。首批陆续由外省迁筑者

计有常德之良济药房，汉口之亚洲药房，长沙之中英药房，

杭州之公达药房，九江之五洲药房等lO余家。当时规定开设

药房经营西药，一般应具有一定文化水平，有的是医生，药

师、药剂士或具有医药业务知识并有药师，药剂士执照，经

地方卫生行政部门批准，方能开业。

1939年7月在贵阳由良济、西南、华洋、五溯、公达、亚

洲等药房发出倡议成立了贵阳市新药业同业公会和该会的理

监事会组织，推选姚克思先生任第一任理事长，理监事会由

13名理监事组成。由同业公会组织，同业自筹经费，经卫生

局批准，先后在贵阳举办二期药学讲习所，学制二年，每期

学习1815小时，聘请和抽调具有大学本科毕业和医专毕业学

历的同业公会会员轮流执教I不脱产系统地培训本药业学员

50余人，为发展我省医药商业培养了人才。

贵阳新药业各药房在旧社会全省城乡缺医少药的情况

下，进行城城，城乡贩运，批发零售药品、医疗器材、配方

等。有的医生在西药房开业行医，方便群众治病，供应对象

有医疗单位、小城镇药店、农村药贩和城乡民众，有的中药

铺也经营少鼍成药。1939年以前贵阳只有lO余户西药房，·

194毒年发展为22户，资本额370．5万元(法币)，l 949年贵

阳魍放时增至54户，从业人员204人，资本额526万元。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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