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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声

伴随天津市城乡医疗卫生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公司走过了四十年(1950～1990)，由小到大，艰

苦创业，曲折发展的历程。其间：在漫长的工作中，有成功的经验，有工作中的失误，有历史的教训。

根据中央盛世修志的指示，为了总结经验，把这段历史客观地、真实地记录下来，以继往开来，

供后人工作中参考借鉴，在天津市医药管理局领导下，我们撰写了这部《天津市医药公司医药

志》。

《医药志》是按编年顺序，本着纵不断线，横不缺项，以史实为准，生不立传的原则进行的。在

查阅档案、搜集史料、复印材料过程中，得到了档案室、办公室、有关科部的同志热情配合和支持。

为了搞清新中国建立前新药业的发展延革，我们阅读了《天津近代史》，走访了医药界的老前辈，

并得到他们的热情帮助。

全书共分十二章五十三节，比较系统地反映了广大干部职工四十年辛勤劳动、艰苦创业的成

果。内容真实、可靠，是天津市医药公司第一部志书，由于资料不全，有的情况是靠老同志的回忆提

供的，加之编撰人员的水平有限，差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请各级领导和广大职工批评指正。

天津市医药公司编写组

1992年12月25日



第一章综述

医药商品是治病救命．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所必需的特殊商品。是诊察诊断、防病治病、临床化验不可缺少的

重要物资。在人类社会的生产实践、研究试验、科学实验和人民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医药商品包括：药品、医疗器材、玻璃仪器、化学试剂四大类商品。

第一节医药商品的由来

有史以来，我国人民和疾病作斗争的传统手段，是中医、中药、针灸、火罐。当代的医药商品，是伴随帝国主

义的侵略而进入我国的。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天津被迫开埠，成为开放的通商口岸。英、美、法三国，

率先在天津建立租界，(美租界区划，在今东临海河，西至大沽路，南至开封道．北接彰德道。租界划定后，南于其

国内爆发了南北战争，无暇外顾．遂于1880年后，交由英租界代管，后正式并入英租界。)设营盘驻军队，设立教

堂、医院、学校、开设洋行、培植买办、倾销洋货和鸦片(《天津条约》规定鸦片可作“洋药”进口)大力掠夺我国资

源。

1884年，由宁波帮买办头目王铭槐出资．浙江省鄞县人王博谟，在天津锅店街3号，开设老德记药房。虽然沿

用外商药房的名号，却是由国人创办的。随后，英商在英租界维多利亚道亦称中街(现解放北路)开设大英药房、

屈臣氏药房，法商在法租界中街(现解放北路)开设良济药房。进入二十世纪，德商在德租界(现解放路徐州道口)

开设利亚药房，意商在意租界(现河北区建国道)开设意国药房、日商在日租界旭街(现和平路)开设王二兄弟药

房、须田药房、寺田药房、松本盛大堂药房、长濑广济堂。苏联十月革命后，大批白俄涌入天津，在小白楼一带定

居。并在开封道一带开设高德药房、汉士药房、敦德药房。上述外国人开设的药房主营医药商品，兼营化妆品和

饮料，销售对象主要是在华洋人。

第二节天津医药行业的形成和发展

随着医院、学校和西医诊疗所的不断增加，对医药商品的需求日益扩大。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人开设的

药房陆续出现。有中西药房、中法药房、华美药房(在锅店街、估衣街)，中央药房、共和药房(在东马路)，上池馆药

房(在北马路)．华洋药房、济世药房(在大胡同)，五洲药房、北洋药房、神功药房、中英药房(在今和平路和滨江道)。

新亚药房、中街药房(在今解放北路)。到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前，南国人开设的药房，已发展到三十二户．初

步形成了天津市的医药行业。上述药房，除主营药品外，兼营卫生材料、一般医疗器材、医用玻璃制品、通用化学

试剂，并经营调剂配方业务。其货源部分来自上海，大部分通过洋行从德国、瑞士、英国和美国进口。

1932年，成立了天津新药业同业公会，并由同业公会筹集经费，经天津市卫生局批准，开办了药剂生传习

所。先后培训学员80多人，为发展天津的医药业培养了人才。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和欧美的贸易中断，日货垄断了天津市场。当时，由于医药商品奇缺，一些不法

分子乘机囤积倒把，造成医药商品价格猛涨，波动频繁。社会流传“黄金有价药无价”之说，在当时，是青符其实

的。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剩余物资中的医药用品和美国医药商品，大量涌人天津市场。一些不法商户

见有利可图，遂大肆投机倒把，把青霉素、链霉素(当时商业习惯称西林、肺药)、磺胺嘧啶、磺胺胍、磺胺噻唑，作

为交易媒介，或买空卖空；或囤积居奇。当时跑药合的(经纪人)满街走，两人一伙，三人一群，一张桌子，两部电话，

搞城城贩运，投机倒把的单帮户，如雨后春笋，造成医药行业的畸型发展。到1948年末，天津的医药商户．共达

217家，从业人员达1096人之多。



第三节本企业发展概况

天津市医药公司(下称市公司)是1950年12月5日，在原东北医药公司天津分公司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时

是中国医药公司的直属报帐制单位，前店后库，经营药品的批发兼零售业务，经营品种约200种，从业人员56人。

市公司成立4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历了机构初建，艰苦创业，由小到大，曲折发展，

完善提高的历程。胜利地完成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繁重任务，在对私改造。成药下乡，计划生育，支援农村三级医

疗网、装备公社卫生院等项工作中，做出了重大成绩。在日常急救供应、疫情供应和历次抗震救灾工作中，由于

成绩突出，曾多次受到上级表彰。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坚持改革开放方针，为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耍，对内不断进行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

对外积极进行横向经济联合，先后与本市和外地工、农、商实行联营，并在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立了开发区

医药分公司。

市公司，虽几经行业体制的变化，但在商品供应工作中，始终发挥着主渠道作用，供应范围不断扩大，不但

供应本市和外地医疗单位，还担负着市属郊、区、县和跨供区三级批发部门和市内医药门市部的供应任务，与全

国医药系统的二级站，也保持着密切的业务联系。

通过长期购销业务实践，确立了20字经营方针和16字企业精神，在上述方针和精神的指导下，实施了市场

开发，强化销售，保证质量，价格合理等一系列措施。在供应工作中，严格执行《药品管理法》和国家医药管理

局颁发的《医药商业企业服务规范》，坚持文明经商，优质服务，从而赢得了用户的信任。

经过四十年的艰苦创业，市公司已发展成为天津市医药行业中的中型骨干企业，截止1990年末，市公司已

拥有19个科室，8个药品采购和销售批发部，一个储运部，一个医疗器械批发站，一个玻璃仪器采购供应站，和一

个开发区医药分公司。经营药品，医疗器械，玻璃仪器和兽用药品共9000多个规格品种，建立了雄厚的物质技术

基础，为不断扩大购销业务，提供优质服务，创造了条件。全体在册人员达到1200多人，全年完成销货额3．42亿

元，实现利税3254万元，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章企业发展历程

天津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城乡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迅速，对医药商品的需求迅猛增加，当时私营医

药商业是医药市场的唯一供应渠道，医药市场被私营医药批发商所控制和操纵。为保障本市医疗卫生单位和人

民群众的正常用药，1949年7月1日，天津市公共卫生局在迪化道(现鞍山道15号)开设人民药房，批零兼营医药商

品。货源部分来自接收的医药用品，大部分从当地市场采购。主要供应对象是天津市立医院、区卫生所、兼供外

地来津采购的国营医疗卫生单位。同年8月1日，东北军区卫生部所属东北医药公司，在天津罗斯福路(现和平路

159号)开设分公司，批零兼营医药商品，货源主要从当地市场采购。上述两家国营医药企业，都属机关办企业性

质，经营力量薄弱，在与私营医药商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第一节企业建立初期

1950年8月1日，中国医药公司在天津正式成立，开始在东北医药公司天津分公司原址办公，同年冬季，迁往

河北区胜利路(今北安道28号)。1950年12月5日，在原东北医药公司天津分公司的基础上，成立中国医药公司天

津分公司，是中国医药公司的直属报帐制单位。自有资金折合当时币值71万元，共有干部职-I-56人，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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