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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第六个年头，到了敌我胶着的僵持阶

段，战争形势严峻。日本法西斯垂死挣扎，对我党胶东抗日根据地展

开疯狂的扫荡，推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不仅威胁了百姓的生

命安全，破坏经济，还切断了我军迫切需要的军需医疗用品。“生命

线”在战争中被掐断，无疑被敌人扼住了喉咙，我军决定自力更生，

解决前线用药问题。 

制药的法宝 

1946 年 7 月，战地记者李普（后担任新华社副社长）来到了胶

东，这里的化学工业成就是当时解放区的奇事之一，引起了李普的兴

趣。在一个解放区的农村，能炼制生产出上百种药品，真是使人大吃

一惊，更令李普吃惊的是，领导炼制这些药品的是两个年轻人，制药

部主任董永芳 22 岁，药厂厂长刘浪 28岁，而且他们之前一点也不懂

医药知识，最高学历是初中。 

时间拉回 1943 年，为解决抗日战争前线急需的医疗药品和卫生

材料供应困难，时任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参谋长贾若瑜，从军区

卫生部抽调 18 名医务人员及干部，在山东牙前县后垂柳村成立一个

制药小组，进行药品的研制和生产，这个小组即新华制药厂的前身。 

制药小组成立了，可是并没有专业研究人员指导，也没有参考资

料或者仪器设备，小组里学历最高的是初中生刘浪，别的同志都是高



小毕业。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制药小组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就

地取材、边学边干，炮制出第一批中成药。部队当时最紧缺的是消炎

和麻醉药品，想要生产出化学药品，就地取材就不够用了，幸亏在一

次战斗中缴获了一本《中华医典》，成了小组制药的法宝。 

战争形势演变迅速，制药组在 1944 年搬迁到井口村，并正式命

名为“新华制药厂”，之所以用“新华”二字，意为新中国取代旧中

国，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华；采用曙光商标，取黑暗将要过

去、胜利将要来临之意。 

翻看当时亲历者的回忆录，那种工作条件和环境是今天的我们不

能想象的。当时所用的制药工具，不过是锅碗瓢盆水缸石碾；当时所

用的物料，主要是就地取材，山上的药草、矿里的硫磺、海滩的盐卤；

生产针剂的时候，没有动物可供试验，不知道产品效用，于是生产者

也当试用者，把生产出来的针剂打到自己身上去，以保证伤病员的安

全。甚至一些内服药产品也经常采用这种法子，还算万幸，没出什么

事故。 

虽然面临着这样的艰辛，但是同志们心中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只

要加劲干，这种日子不会长久的，胜利就在眼前。 

翻看这段历史，我们认为，制药的法宝也许是缴获的药书医典，

但抗战制胜的法宝是新华的前辈们坚韧不拔的意志，是他们对党和人

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尽自己一份力量，共挽

大厦于倾颓！ 

1945年 3 月，胶东军区召开了“胶东军区劳动模范”表彰大会，



在这次大会上，时年 21岁的董永芳被光荣授予“胶东军区制药英雄”

称号。 

建国前夕，1949 年 9 月 30 日，董永芳和药厂另外两位代表接到

通知，让他们第二天参加开国大典。这段幸福的经历，是他们一生中

最美好的记忆，也是生命历程中最有意义的片段。国家对他们的肯定，

也是对新华药厂的肯定！ 

新华股票五十年 

1986 年，邓小平同志将上海飞乐公司的股票赠送给美国纽约证

券交易所董事长范尔林，这一举动令全世界瞩目惊叹：共产党也要搞

股份制？ 

实际上，在 30 年代的革命根据地时期，我党就发行过股票，而

且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党也利用股票和债券这些证券工具

来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支援革命。1946 年，新华制药就曾经发行

过股票。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终于盼到了久违的胜利曙光。1946 年，

国共和平谈判后，为了进行和平建设，新华药厂从山沟里转移到平原

地区，并扩大生产。军区为开展社会卫生事业，下令各工厂企业化，

将军事化生产转向社会化生产，供给地方各医院、药房、老百姓使用，

胶东人民这才开始接触到国人自制的西药。 

在抗战时期，新华制药厂实行的是供给制，所生产的药品供应部

队，生产资金全部由胶东军区划拨。1946 年，新华制药要实行企业

化，就要扩大生产，然而资金严重不足，企业要自己筹集部分生产资



金，发行股票是当时筹措资金的一种好方法。 

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新华制药厂发行了 50 万股股票，而且股

票不但面向本厂职工，还面向社会。《股票简章》规定：“远方入股，

可将股金由邮局转至本厂……收款后即发给股票。”据亲历者回忆，

当时，新华药厂在各地设有办事处和大药房，这些办事处和药房也负

责推销股票。 

新华药厂股票印刷十分精美，四周印有黑色花边，黄色底纹上有

扇形图案，上面印有发行时间“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六日”；股票

背面印有《股票简章》。通过简章了解到，本次发行股票为 50 万股，

共分为一股、五股、拾股、百股、千股、万股 6 种，每股为 100 元（北

海币，北海币是当时解放区使用的一种币种。1950 年，新中国发行

了第一套人民币，与北海币的比率是 1:100），分红规定厂方提取公

积金 20％、公益金 10％、职工奖励金 10％，股东分红 60％，还有计

息办法、认购原则等内容，简单条款共有 9 条。 

1947 年 3 月，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新华制药不得不转

为军事生产，于是登报发布公告，要求各股东持股票来厂领取本息，

将私人股份概行退回。在规定的期限内，大多数股东都清算了，只剩

少数股东因工作调动等原因未清算。1948 年，新华制药厂从胶东地

区迁址到张店时，经请示上级核准，将剩下的股金全部上交解放区财

政。 

1990 年，深沪交易所次第成立，实行股份制成为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标志。1993 年，新华也与时俱进，进行



了股份制改造，发行了职工内部股 3000 万股。1996年，新华制药在

境外成功发行 H 股 15000万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

1997年，新华制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 A 股 1000 万股（000756 新

华制药），成为国内首家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医药企业。 

从 1946 年新华发行 50 万股股票，到 1996 年、1997 年分别在 H

股、A股上市，前后刚好半个世纪，新华制药先后都采取了发行股票

的方式发展生产，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为企业更长远的发展积蓄能

量，这段历史也成了现代中国金融史的一段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