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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国葡萄种植、酿酒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汉朝，但葡萄酒工

业化生产实以张裕公司为开端。由于创始人——著名爱国侨领张

弼士先生的远见卓识，我国民族工业史上才留下这样一个超越世纪
的见证。

一百多年来，几代张裕人矢志不渝，苦心孤诣，辛勤耕耘，精心

酿制，奉献出饮誉中外的名牌产品，为我国争得唯一“国际葡萄·葡
萄酒城"的美誉，成为同业中最具实力的企业集团。

张裕人一边酿造美酒，一边酝酿自己的酒文化o“爱国、敬业、

优质、争雄”的企业精神被员工奉为立业之本。正是依靠这种精神，

张裕虽历尽艰辛，却义无反顾，奋力进取。由此可见，民族存亡，企

业兴衰，非关它事，唯人而已。

一部张裕史，倾倒无数人。政治动荡，经济浮沉，人事变迁，都
不曾影响人们对张裕的关注。翻开这部志书，可谓群贤毕至，名士

云集，其诗酒风流，书画遗韵，堪称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张裕的前景尤为世人瞩目。作为张裕的后

来者，没有理由不肩负起这一历史使命：创造更佳业绩，全力回报社
Zk
】rf n

董事长兼总经理 矿∥K萍
党委书记兼副董事长矽劳7弓茹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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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

主义，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

定》为准则，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和准确性的统一。

二、本志以实事求是为本，人志资料均有出处，事出有据，其来源为档案资料、书报杂

志资料、文书资料和口碑资料，部分资料及统计数字由各有关管理处室提供；因年代久远，

不尽统一的资料，经反复考证，选取一种。

三、本志时间断限为1892年至1998年。为了反映某些事件发生或发展的全过程，也

适当做些上溯或下延。

四、本志由述、记、志、传、录、图、表等组成，以志为主。设章、节、目框架结构。相关的

图表设总表，附于每章之后，又设分表，附于各节之内或之后。各章后设附文篇，各种人

物、场景、文本照片或置于文字之前或分别插于各相关章节之中。

五、本志记述方法，以“横排纵述”为主，也有“纵横交叉”的方式。

六、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力求所用词语准确、严谨、简洁、朴实。为真实地反映某

些历史片断，也适当保留一些经适当加工过的原始资料的语言风格，以突出真实感。

七、关于年代的记法，以公元纪年为主，结合本志所涉及的几个历史阶段，辅以清朝年

号、民国年号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则简称为“建国前”或“建国后”。

八、关于数字的运用，行文中或图表中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所使用的年代数字，如公

元纪年、民国年号等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清朝年号则使用汉字数码。

九、本志中所用度、量、衡单位，以公制为主；为突出真实性，也使用历史上各个不同时

期通用的计量单位。

十、记述志中人物，不受“生不立传”的限制，分别采取人物立传、人志以及人物列表的

方法。



概 述

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原名为张裕酿酒公司、葡萄酿酒公司，又名张裕葡萄酿酒公

司)，坐落在山东半岛北端，地处烟台市芝罘区、福山区辖区内，北临黄渤海区，南傍胶东丘

陵地带。厂区占地总面积32万平方米，生产性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厂区分七处：老厂

区——地处芝罘区内，距芝罘湾100余米处，现为张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张

裕保健酒业公司、张裕进出口公司、张裕营销公司、张裕供销公司、张裕大酒店、张裕酒文

化博物馆以及白兰地、葡萄酒、香槟酒、保健酒销售公司所在地，现址为大马路56号；新厂

区——地处芝罘区南郊世回尧山口金黄顶一带，原为张裕西山葡萄园，烟青一级公路从厂

区东侧通过，距闹市区约2公里，离世回尧镇约1公里，现为张裕集团公司党政管理机构

及张裕白兰地酒业公司、张裕葡萄酒业公司以及张裕机械包装公司、张裕纸箱包装公司、

张裕运输公司以及中外合资——神马白兰地有限公司所在地；张裕香槟酒业公司厂区

——地处芝罘区南郊区世回尧镇辖区内，位于烟青一级公路东侧，原为烟台香槟酒厂所在

地，现为张裕香槟酒业公司管理机构及生产厂区所在地。张裕集团中亚药业公司厂区，地

处芝罘区内，现址为白石路106号。原为烟台中药厂所在地，现为张裕集团中亚药业公司

管理机构及生产厂区所在地；张裕集团酿酒厂厂区，地处芝罘区西郊，现址为只楚路49

号。原为烟台酿酒厂所在地，现为张裕集团酿酒厂管理机构及生产厂区所在地；张裕集团

醴泉酒业公司厂区和张裕集团福山葡萄酿酒公司厂区，均处福山区永安街西首。原为烟

台第二酿酒厂和福山葡萄酿酒公司所在地，现为张裕集团醴泉酒业公司和张裕集团福山

葡萄酿酒公司管理机构及生产厂区所在地。

烟台张裕公司创建于1892年，由我国近代著名爱国华侨实业家张弼士独资300万两

白银创办。现为国家二级企业，国家大型一档企业。1998年，生产总量为60522吨，销售

收入100050万元，实现利税22181．4万元，其中利润9526．7万元。1998年共有职工

3298名，其中政工、管理、技术干部897名(含各类专业技术人员259名)，生产工人2295

名。公司主要生产白兰地、葡萄酒、保健酒、香槟酒、粮食白酒、中成药6大品类、200余种

产品，年生产能力为各种酒10万吨。主要生产设备1947台(套)，有包装生产线10条，各

种发酵、贮酒、配酒容器6．14万吨。1998年固定资产原值43396万元，流动资产合计为

57197万元。张裕公司现为中国最大的白兰地、葡萄酒、保健酒、香槟酒生产厂家。

中国葡萄酒生产约有2000余年历史。西汉建元三年，即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

域，通过丝绸之路，将葡萄子实和酿制葡萄酒的艺人带回内地，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引

进葡萄和葡萄酒。但葡萄和葡萄酒生产迭经东汉、三国、盛唐、元、明、清各个朝代，也仅限

I＼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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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宫廷内的手工作坊，生产规模小，生产技术落后。自从公元1892年张弼士创建烟台张

裕酿酒公司以来，中国的葡萄、葡萄酒业即开始了工业化科技酿酒的新阶段。张弼士具有 _

浓厚的开放意识，他从西方引进葡萄品种，并与中国的山葡萄嫁接，使之形成独特、优良的

酿酒品种。他三易西方酒师，最终聘得奥国的拔保为张裕酒师。这期间，拔保采用西方先

进的葡萄酿酒工艺，生产出白兰地、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三大品类、15个品种的产品。张

弼士引进西方先进葡萄酿酒设备，地下大酒窖开掘成功之后，又引进橡木板材，自行装嵌

后置于窖内贮酒。这是继西汉、盛唐以来，又一次对葡萄、葡萄酒以及生产技术、机械设备

等大引进，并奠定了中国葡萄酒工业化的基础。

从1892年至1914年，始建过程历经22年之久，所贮存之酒也经过18年的深藏，直

至西方专家认为“色纯味醇”时，张裕公司方于1914年正式申请注册，将产品投放到海内

外市场。至此，张裕公司即形成葡萄园、酿酒厂、玻璃瓶厂、经销网络于一体的联合企业，

不动产额为200万元，年生产能力为200余吨。张裕酒自投放市场后，采取向南洋推销，

在国内进行宣传的经营策略，不久，张裕酒在南洋和北美洲、中南美洲的华侨集中地区打

开销路，影响所及连俄国商人也多有定货。当时，公司最高年销量达6万余箱。

从此，张裕酒一鸣惊人，受到孙中山先生及近代各方名流诸如黎元洪、康有为、张学

良、宋子文、孔祥熙等的青睐，并留下墨宝以示赞誉。其中孙中山先生为张裕题词：品重醴

泉。与此同时，张裕酒多次在国内外评酒会上荣获最高奖赏，特别是在1915年太平洋万

国博览会期间，荣获四枚金质奖章和最优等奖状。

张裕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出现了一段短暂的繁荣。但1916年张弼士去世

后，因张氏在南洋的资产大多被篡夺，张裕公司逐渐失去南洋财力的支撑，加之时局影响，

当时政府对民族工商业的压制，张裕公司的国内市场日趋狭窄，海外市场也放弃许多，无

力恢复。1919年至1928年，张裕公司只能靠变卖资产以维持生计。1927年其营业开始

亏损。张裕公司与中国大多数民族工业的命运一样，经历了由盛而衰的历程。1929年张

裕公司濒临破产，时任总经理张秩捃只得将张裕公司租赁给张仲惠、张剑师兄弟经营，并 ．

订立了租赁契约，张剑师遂出任公司总经理。自此，公司结束了自营阶段(1892--1929

年)，开始了租赁阶段(1929--1934年)。

租赁期间，张剑师急于筹措大笔资金，以还清旧债，起动生产。因此于1930年以公司

全部不动产、动产做抵押，借贷中国银行(以下简称中行)款项30万元。借款后，营业开始

有了起色。但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k”事变，使公司的重要市场——

东北市场和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方市场几乎断绝，加之1931年冬的大火灾，公司又面临破

产倒闭，而欠中行本息已达50余万元之巨。

中行为拯救张裕公司，1932年以复业费名义贷款5万元；1934年又以公司一切不动

产、动产为第二抵押权，继续贷款30万元以维持营业。在营业无起色、债台高筑的情况

下，1934年张裕公司向中国银行正式办理了移交手续，首任总经理为中行烟台支行经理

徐望之，后任总经理为彭黍。中行接管阶段(1934--1941年)自此开始。

中行接管的7年，可称为张裕公司历史上的中兴阶段。由于中行在国内外的实力，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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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售网络重新建立起来，营业状况逐渐好转。中行特别注重人才开发，注意起用中国技术人

员，先后聘请中国留欧学生朱宝镛、朱梅以及国内高校毕业生孙卫、张勉新等在公司担任

要职。在公司内部管理方面，中行也力求合理性和科学性。但由于中行接管时期正处于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销路不能畅通，张裕酒的销量亦大受影响，公司每年只能达到收支

平衡，根本无力偿还中行借债。至1941年4月，公司已累欠中行债款本息达161．23万

元，赎回公司已属无望。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天)，公司被日军军管。理由是张裕公司为

重庆系中国银行的企业，应以敌产没收处理，中行债款亦随之停息。自此，公司开始了日

本军管时期(1941--1945年)，御桥馨言、近池利胜、神代胜、中野小男先后任公司经理职。

日本军管时期，公司处于畸型发展状态，中行债务已取消，产品大多为军用，余者向其占领

区倾销，原材料则以掠夺方式由占领区配给公司。日本人在经营上也采取了一些手段，比

如缩短酒的窖藏时间，不顾质量，但求产量，产量增加后再压低价格，致使产品无滞存，加

速了资金周转，因此，公司开始转亏为盈。这期间，根据债权、债务增减变动，厂内存酒增

减变动，原材物料增减变动数字，所多余之物资，以当时市场价格计，值价1746万元。“八

·一五”抗战胜利后，1945年8月21日，日本人经理近池利胜将公司管理权交于张弼士之

孙张竹岩以及中行行员徐筱林、王稚宾，3人则会同办理接收事宜。

烟台于1945年8月24日第一次解放后，限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加之对公司所遗留中

行债务和日本人遗留物资未及清理，烟台市人民政府于次日决定委托张弼士后人张竹岩

等先行管理，人民政府为接收中行权益，又决定由胶东解放区所办的金融机构——北海银

行监督经营。为此，这时期可称为监督经营时期(1945--1947年)。当时，中国正处在两

种命运的决战前夜，政治和军事形势都很复杂，国民党军从海陆两个方面围困着烟台，物

资进入、酒品销售渠道已被掐断，张裕公司再一次面临危机。时任烟台市市长姚仲明决定

利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运粮船穿越封锁线，并派遣时任经理张竹岩到上海销酒以换

回生产所需原材物料，使公司的生产、营业得以维持。

1947年10月1日，国民党军占领烟台。为在东、西山葡萄园构筑工事，砍伐葡萄树

十几万株，致使1948年葡萄斤两未收，公司呈停产状态。烟台第二次解放前夕，公司只剩

3名职员、2名工人守厂，张裕公司已无力开张生产。

烟台第二次解放后，山东省烟酒专卖公司于1948年底决定接管张裕公司，公方接管

人员由14人组成，建国后首任经理为李玉山，张弼士六子张剑辉作为资方代表，任公司监

理职。1949年5月1日，公司正式开工生产。

建国后，张裕公司曾隶属于胶东专酿公司、山东省烟酒专卖公司、中央轻工业部和中

央食品工业部领导，1958年下放到地方工业局，直至1987年。

建国初期，公司进行清产统计，公司滞欠包括中行债款折合新人民币为75万余元，剩

有资产额折合新人民币仅为36万余元，远不足抵偿欠款，即资不抵债。公司应顺理成章

成为国营全民所有制企业，但为了维护张弼士及张裕公司在海内外的巨大影响，照顾华侨

及工商业者的利益，故从已不存在的私股值中抽出10％作为张弼士六子张剑辉的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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