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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市医药业发展史略

陈仲桐

北海目 1876 年中英“烟台条约”(不平等条约)开埠以后，即成为我国西南

各省及广东省钦廉四属地区的商品集散地，各行业(包括中药业)均由此兴起，

中药材进出口约占商业中第四位(进出口，百货，海产，药材)每年输出数字，

亦极可观，直至 1925 年省港大罢工时，北海的中药材业大为发展。主要是由广

州湾(即今湛江市)进口而转运到北海，因此形成一个大兴盛时期。当时广西、

云、贵，客商云集，商品畅销，争相抢购，转运内地，经营中药材的批发商都

是省港客商，有很大的经济后盾，经济活动能力很强，抗战后，这种情况才逐

步改变。中药行业大都掌握在广州，高州籍商人手里。经济地位随着社会经济

结构的改变；抗战后，金融投机的比重增加，中药行业的经济地位也随着下降

为第六位，次于进出口，金融，百货，海产，土产等。经营中药行业的，解放

前先后开设 3 3问， (不完全统计，包括市郊乡镇)经过抗日战争，各行商户

都经历了苦难的历程，不少商户停业，迁移；但是，中药材行业投放的资金不

易 I 故束，资金周转缓慢，因而是一项保守的行业，所以，直至解放后，该行

业仍是一个保有资金较多的行业。

(见附表一)



解放前中药材行业商户概况表(附表一)

地区 商号名称 地址 经 理 经济类别 备 注

市区

高德

地角

涠洲

永顺和

兆生祥

广瑞祥

永祯祥

广祯祥

民安祥

培兰栈

保滋堂

万生祥

益和祥

万寿堂

广元堂

保太和

大生堂

广祯祥支店

广益祥

培兰堂

保和堂

寿而康

万安堂

正和堂

永安堂

钜安堂

回春堂

均安堂

天一堂

怡 兴

新民药房

义和隆

益生祥

万和祥

永生祥

黄芳记

珠海西路

珠海中路

珠海中路

珠海东路

珠海中路

珠海东路

中山东路

中山东路

文明路

珠海西路

珠海东路

中山东路

朱海西路

民生路

珠海西路

文明路

珠海中路

中山西路

中山西路

中山西路

民生路

中山东路

中山东路

邓湛荪

(暂缺)

陈仲枚

陈桃生

黄干波

李均祥

裴观济

陈崇烈

王元昭

王传璋

康子编

刘济经

黄昌盛

王子光

(暂缺)

陈四婶

陈仲枚

易嘉莲

苏健今

麦 佳

袁朝华

莫干芬

邓李寿卿

谭永戴

郭李球

王训智

麦二姐

许培新

郭李铳

林福辛

叶相华

潘永清

黄芳华

批发

批发

批发

批发

批发

批发

另售

另售

另售

另售

另售

另售

另售

另售

另售

另售

另售

另售

另售

另售

另售

另售

另售

另售

另售

另售

兼营什货

另售

另售

另售

另售

另售

另售

战后停业

战后停业

合 营

合 营

战后停业

55 年停业

战时停业

战后停业

51 年停业

合 营

合 营

合营前停业

52 年停业

51 年停业

战时停业

合 营

合 营

合 营

合 营

合 营

合 营

合 营

合 营

参加合作

参加合作

参加合作

转 业

54年开业参加合营

转 业



新药行业，解放前称为西药业，解放后称为新药业，包括经营中成药和西

成药，及部份针、水、酊剂。解放前都属一些西医生家庭经营的诊所，行医卖

药。中药行业也兼营一些主要中成药，迨至战后，中成药品种增多，使用方便

而销路日广，因而经营新药行业者也如雨后春笋，增加者达十四户，解放后，

除部份停业和转业外，只有 7户参加公私合营。

(见附表二)

解放前新药行业商户概况表(附表二)

地区 商号名称 地址 经 理 经营类别 备 注

市区 永泰号

丸一药房

普治药房

启泰药房

铭安药房

永和药房

健康药房

永华药房

永益药房

健新药房

万国药房

民安药房

信谊药房

民生药房

广济药房

保宁药房

正大药房

珠海西路

珠海中路

中山西路

中山东路

中山东路

中山东路

中山东路

中山东路

中山东路

中山东路

中山东路

中山东路

中山东路

中山东路

中山西路

中山东路

中山东路

劳仲衡

中野顺三

蔡儒华

张启才

张铭轩

陈永东

陈继龙

张嘉乐

陈雪清

黄尚廉

孙继宗

陈慧英

(暂缺)

张初恩

李伯廉

孙伯仁

林德基

兼营

另售

另售

批另

批另

另售

另售

另售

另售

另售

另售

另售

另售

另售

另售

另售

另售

抗战时停业

日本人经营战前停

业

合营

合营

合营

合营

54 年转业

合营

合营

合营

53 年转业

解放前停业

解放前停业

55 年转业

55 年转业

55 年转业

55 年转业

合营前，经营中药材为 13户，原有资金 78，640 元，雇工 45 人，其中批

发商 3户，余为另售商店。新药店 7户，原有资金 26，368 元，雇工 9人，都

是批另兼营商店。

1958 年国家执行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改策，经济稳定，

医药行业曾有个发展阶段，至 54年以后，国营商业的领导地位逐步建立，批发



商受到一定影响，在巾药业中先有一户批发商停了业，遣散了雇工 4人，其余

均在举步不前，要求纳入国家资本主义道路阶段。

l956 年全行业接受公私合营时，经营中药的 12户投资 70，354 元，从业工

人 30人，经营新药的 6户投资 9，472 元，从业工人 9人。在中药业中，雇工

最多的一户有 8人(原 20 人)，家庭经营的有 3 户，新药业中，雇工 3人的一户，

家庭经营的有一户，中药投资最高的一户 49，437 元，最低的一户 l58 元，新

药最高投资的一户有 2，709 元，最低一户 637 元。

公私合营时，中、新药业分别组织为“国药商店”(珠海中路)和“新药商

店”(中山西路)，分别归口合浦专区合作社北海中药经理部(珠海中路)和北海

市医药公司(珠海东路)，直至 59 年分别纳入归口公司。65年药材与医药两公司

合并成为北海市医药公司。

公私合营国药商店分设六个门市部，一个药材加工场，一个办公室，以国

营公司副经理为公方代表，以工人代表、资方代表为正、副经理。以下，安排

股长一人，管理人员七人负责该店的经营管理。新药商店设门市部二个，国营

公司派员为公方代表，安排工人和资方各一人为副经理，管理人员二人，负责

该店的经营管理。这些参加合营的原私营商店的从业人员都得到党和国家贯彻

量才录用原则，进行合理安排，原有工资待遇不变。随着社会的发展，国营经

济处于领导地位，公私合营医药行业的职工，于 59年随企业参加国营公司而成

为国家工作人员。

l954 年下半年，合浦地区药材经理部成立后，吸收北海中药业中熟练工人

8 人，经营药材批发业务。树立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北海市医药公司也同年在

北海成立，吸收新药业中熟练工人二人。由于国营经济建立而处于领导地位，

有效地促进私营医药行业走上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道路。

l958 年北海市药材公司和医药公司合并成立合浦医药分公司，至 59年才迁

往湛江，分为湛江专区药材公司和湛江专区医药公司。北海在 58年大跃进期间

分别成立药材，医药公司。公私合营国药、新药商店，则并入商业局另售管理



科，以后国药商店又改属“社医”，而医药公司则并入百货公司。至 5 9年下半

年，国药商店和新药商店为市药材公司和百货公司接收纳入国营，均属湛江专

区分公司领导，直至 65年北海改属广西药材公司和医药公司(由百货公司分出)

才合并为北海市医药公司，属南宁医药站领导。66年成立北海医药分站，69年

北海医药分站与百货，五金两分站组织为二级站，与市医药公司分别核算而保

持领导关系。二级站于 80年撤销后，市医药公司仍归南宁医药批发站领导迄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