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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茶使命 是中茶品牌的歷史積澱

中茶公司是新中國成立後，貿易系統中最早建立的全國性
專業總公司，統一經營和管理全國茶葉的收購、加工、

出口和內銷業務，是當時國家外匯的主要來源。時任農業部副
部長、後被尊稱為「當代茶聖」的吳覺農出任第一任經理。毛
澤東、周恩來等幾屆國家領導人對中茶公司發展高度關注，多
次赴中茶公司視察工作。自此，中茶公司站在行業的制高點，
與中國茶產業的發展緊密聯繫在了一起。
1951年3月，中茶公司在《人民日報》頭版公開徵集中茶商

標，最終選定「八中茶」：綠色「茶」字由八個紅色的「中」
字環繞着，代表着紅色中國出品的綠色茶葉。中茶商標成為新
中國成立以來最悠久的商標之一。
中茶公司成立後，推動全國茶葉生產機械化、標準化發展，

承擔起為國家出口創匯的歷史重任。1949年中國茶葉出口僅為
9,900噸，1978年達到8.69萬噸，1989年更是達到20.4萬噸。
國飲中茶，茗香亙古，開疆拓土，風雨兼程。

國茶技術 是中茶引領行業發展的第一動力
中茶公司成立後，堅持加強技術創新，不斷提升茶葉加工的

機械化和標準化水平，帶動行業優化升級。從50年代起，先後
成功研發了普洱熟茶加工技術、白茶加溫萎凋加工技術、新工
藝白茶加工技術、炒青綠茶窨製花茶工藝、紅碎茶加工技術、
茶珍加工技術等，現在已經為茶行業所廣泛應用。中茶廈門在
烏龍茶等茶葉烘焙工藝上持續創新，所開發的烏龍茶產品不僅
滋味上口，還具有獨一無二的「中茶烘焙香」，與此同時高火
烘焙工藝最大化保障了產品微生物等衛生指標遠高於國家標
準，成為了烏龍茶行業消費升級的引領者；在發酵茶技術上跨
行業創新，通過菌種、工藝和設備的研發，將傳統茶葉發酵手
藝提升為現代食品發酵工藝，應用於安化黑茶、普洱茶和六堡
茶等發酵茶產品，實現了產品的自動化、潔淨化和標準化生

產，不僅徹底保障了產品質量安全，同時獨創的「散茶發花」
等創新工藝徹底改變了發酵茶飲用不便的緊壓茶形態，開創了
發酵茶的新消費模式。

國茶大師 是中茶創新傳承的有力保障
中茶成立之初，一大批先輩奠定了新中國茶產業發展的基

礎。「當代茶聖」吳覺農出任中茶首任經理，同時還匯集了黃國
光、莊任、馮紹裘、張天福、於寶森、施雲清、王郁鳳、胡浩
川、陳應明、方翰周等一大批茶界著名專家。70年發展歷程
中，一代代的中茶精英們，不斷傳承創新，保證了中茶的領先地
位和卓絕品質，書寫着中茶人的自信與驕傲。「當代茶聖」吳覺
農從正史、人才培養、研究、種茶、製茶、茶效、品飲等作出了
全方位的貢獻；「茶界泰斗」張天福創製揉茶機改寫揉茶歷史。
如今，中茶公司擁有4名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特級茶葉大
師，和28位高級專業技術大師，他們在行業和全社會中公信力
強、製茶技術過硬、行業貢獻卓著，有力保障了中茶公司茶葉
產品品質。

國茶品質 是中茶品牌建設與提升的基礎
作為中央企業，保障產品質量安全可靠是中茶公司的底線。
中茶公司承擔起新中國茶葉出口重任，從最初就重視茶葉品
質，必須達到國際上對茶葉品質的基本要求。中茶人以70年的
匠心專注，不斷形成和完善茶葉生產和出口的質量標準。在中
糧集團「全產業鏈」戰略指導下，中茶通過全產業鏈管控及
「公司+供應商+農戶」運營模式控制優質茶葉資源，為茶葉生
產提供了天然、綠色、健康、安全的高品質原料，有力地保障
了產品的卓越品質。目前，公司擁有廈門、福州、泉州、雲
南、湖南、廣西加工基地，擁有國內茶葉企業最先進、最完備
的生產加工技術和設備，專業化程度高，生產標準嚴格，堅持
不落地生產，實現了從茶園到茶杯的全程監控，確保從源頭把
控產品品質。2019年，中茶公司代表茶行業入選企業標準領跑

者聯盟，進一步制訂完善中茶的企業標準，高於行業標準和國
家標準，為消費者提供一杯放心的中國茶。
70年來，中茶向中外消費者提供了包括紅茶、烏龍茶、花

茶、白茶、六堡茶、普洱、黑茶、茶飲料等全品類產品。借助
1,400多家專賣店及35,000多個零售終端組成的遍佈國內外市
場的銷售網絡，中茶打造出暢銷海內外的「中茶」核心品牌及
「海堤」、「蝴蝶」、「猴王」、「百年木倉」、「沙漠之
舟」、「吉幸」等產品品牌。

國禮之選 是中茶品牌實力的最強背書
中茶公司是茶行業唯一一家帶中國字頭的企業，中茶產品多

次作為國宴用茶在國家外交場合上被海內外國家領導人所飲
用，並作為「國禮」贈送給外國政府首腦，是當之無愧的「國
家產品」代表。
作為向世界遞出的一張中國「名片」，從上世紀80年代起，
中茶產品就開始做為國禮贈與各國政要，傳播中國茶文化，惠
及世界人民。1986年，中茶產品作為國禮贈與伊麗莎白女王；
2007年，中茶產品作為國禮贈與俄羅斯總統普京；2014年，中
茶產品作為APEC會議的官方指定用品，供世界各國元首品
飲；2017年，中茶產品成為「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
官方指定用品；同年，中茶產品作為廈門金磚會議官方伴手
禮；2018年，中茶產品成為上合組織青島峰會官方指定用茶；
2018年，中茶產品為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提供宴會用茶保
障和服務，中茶品牌再次享譽世界。
70年櫛風沐雨，70年崢嶸歲月，70年春華秋實，70年砥礪

前行，中茶人用雙手書寫了一個品牌、一首行業發展的壯麗史
詩。未來，中茶將堅定「品牌消費品公司」定位，以科技研發
為保障，完善全產業鏈管控，做標準、做鏈條、做技術、做品
牌、做渠道、做產品，為消費者提供放心好喝的茶產品和健康
的生活方式，全面推動中國茶產業在新時代高質量發展，成為
世界領先的茶葉企業。

國飲七十年 中茶新時代
——中國茶葉有限公司成立70周年慶

中茶公司在新中國成立初期 承擔「以茶還貸」任務 為我國實現工業化做出重大貢獻

佳茗飄香

品茗論道
作為中國茶葉行業的排頭兵，中茶公司的發展歷程與中國茶葉行業的

發展緊密聯繫在了一起。在70年的發展歷程中，中茶公司在出口創

匯、帶動茶農增收致富、科技創新、深化改革和引領茶行業健康發展等

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

近年來，中茶公司明確品牌消費品定位，堅持「國飲中茶」品牌主張，積累了海

堤、蝴蝶、猴王、百年木倉等一系列知名品牌，不斷加強技術研發，傳承大師工

藝，打造匠心品質產品，為普通百姓提供放心好喝的茶產品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70年一代代追夢人篳路藍縷、銳意進取所積累的品牌資產，弘揚中茶人70載砥礪

奮進精神，致敬歷史，獻禮祖國70華誕。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天
安門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0月3日中國和蘇聯建立外交關係，
12月16日毛主席到蘇聯訪問。1950
年2月15日《人民日報》公佈我國政務

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和蘇聯外交部長維辛斯基
1950年2月14日簽訂了兩國《關於貸款給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協定》。協定中規定「蘇聯給予中國3億美
元貸款，中國以原料、茶葉、美元償還貸款本息」。
新中國剛建立，舊中國留下來的是「一窮二
白」，還蘇聯的貸款中所謂「原料」，在農產品中
就是行業中所說的「雞毛蒜皮」，即雞毛、鵝鴨
毛、豬鬃、大蒜、皮革等，量少，換匯率低。以單
項商品而言，茶葉應是大頭。
「以茶還貸」這個重擔誰來承擔呢？中央領導層
早有安排，成立全國茶葉公司，肩負這個重擔。新
中國成立後不到一個月，中央財經委員會即於1949
年10月26日至11月11日在北京召開全國茶葉產銷
會議，邀請華北、華中、西北等茶葉產銷地區代表

參加。會上中央財經委員會
副主任薄一波，農業部副部
長吳覺農，貿易部副部長姚
依林和中央合作事業管理局
局長孟用潛作了報告。參加
會議的代表有王澤農、杜錦
榮、向耿酋、吳思勳、莊
任、胡浩川、馮紹裘、張堂
恆、黃國光等19人。會議
決議兩項：一是在貿易部與
農業部共同領導下，成立國
營中國茶葉公司，統一領導
全國茶葉產製、運銷業務，
及茶葉研究改良事項等。二是確定1950年茶葉經營
方針和產銷任務。實際上這次會議就是為毛澤東主
席訪蘇，簽訂「以茶還貸」合同做好準備。同時成
立全國茶葉公司統一管理茶葉產銷業務，「以茶還
貸」的任務也很自然落在中國茶業公司頭上。
1949年11月23日，中國茶業公司在北京市東安門
大街29號正式掛牌成立，由農業部副部長吳覺農兼
任中國茶業公司經理。從中國茶業公司成立，一直
到1951年8月貿易部、農業部聯合通知對茶葉生產
和貿易，分由農業、貿易兩部管理。雖然，這一段
時間不算太長，但中國茶業公司為我國恢復茶葉生
產和擴大出口做了許多工作，為今後我國茶葉發展
打下良好基礎。
第一，中國茶業公司建立了全國茶葉生產和出口

內銷體系。成立大行政區公司4個，省級公司、辦事
處9個，支公司級單位3個，營業處6個，機械茶廠
24個，實驗茶場9個，全系統共有幹部1,800餘人，
總人數曾達26,000餘人。
第二，抓培訓茶業人才。除在復旦大學茶葉專修
科1949年擴大招生人數外，還在武漢大學創辦茶葉
專修科，杭州浙江省農校增設茶葉專業。1950年中
國茶業公司在杭州舉辦製茶幹部訓練班，參加培訓

的有總公司、各級公司、茶廠和商檢部門的業務、
技術幹部共265人。公司總經理在訓練班上作了《目
前產銷趨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
第三，部署擴大改製紅茶產區和任務。1950年12

月總經理吳覺農和總技師胡浩川到杭州浙江省農業
廳及中茶杭州分公司研究浙江省部分綠茶區改製紅
茶的問題。安排改製地區組織推廣工作隊，舉辦茶
葉技術訓練班，設立紅茶初製站及紅毛茶收購價
格，改製經費等問題。選擇浙江平水綠茶區、皖北
大別山綠茶區和雲南、四川、貴州等部分茶區，逐
步擴大改製紅茶範圍，滿足蘇聯紅茶需要。
第四，扶植茶葉生產，推廣機械製茶。發放茶葉貸

款，在華東、中南茶區貸放春季茶園中耕、採茶、加
工貸款。春季茶農缺糧，國家貸大米計5,700多萬
噸，秋季墾復茶園貸款214億（舊人民幣）。訂購紅
綠茶作業機械545部，製茶機82台，供茶廠使用。
第五，制定毛茶收購中准價，按生產成本加利潤
計算，以大米為計算單位。
第六，重視全國茶葉商檢工作。1950年2月以貿易

部名義召開全國第一次茶葉商檢會議，制訂出口茶
葉檢驗最低標準，並決定恢復茶葉產地檢驗。
第七，和蘇聯及東歐等國簽訂茶葉合同。1950年9

月2日與蘇聯全蘇糧穀輸出公司在北京簽訂茶葉合
同，由中方供應蘇方茶葉10,050噸，其中紅茶5,550
噸，綠茶2,100噸，青磚茶2,000噸，花香（紅茶末）
400噸。另外和東德達哈公司、匈牙利外貿公司、捷
克食品進出口公司簽訂茶葉合同，分別供應920噸、
200噸、300噸茶葉。
3億美元現在看來是一個很「小」的數字，但在當
時，對新中國經濟建設，對我們中國茶業公司和從
事茶葉工作者來說意義十分重大。「以茶還貸」涉
及新中國和蘇聯兩國友誼的大事，是兩國中央領導
人親自定下來的大事，也涉及蘇聯援助我國許多項
工程能不能實現的問題，進一步來說是關係到我國
實現工業化的問題。所以，「以茶還貸」不僅是中
國茶業公司一家的事，而是新中國各茶區各級領
導、特別是外貿、農業、供銷部門要共同努力完成
的硬任務。在黨中央和國務院領導重視下，經茶區
各級、各部門共同努力下，1950年至1958年我國共
出口茶葉26.02萬噸，創匯3.39億美元。為還貸任
務，作出了應有貢獻。

中茶已經走過了70年。70年來特別
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茶業發生了翻天
覆地變化，顛覆了近百餘年形成的世界
茶業格局。中國茶葉終於再度登上了全
球產銷第一的最高點。為國爭了光，為
民族爭了氣。在此期間，中茶不忘初

心，勇於擔當，不負歷史重託，在黨和政府領導，和有關
兄弟部門有力支持配合下，在各個發展階段發揮了龍頭企
業應有作用，做出了貢獻，無愧為共和國在茶界長子。
在這慶祝中茶成立70周年具有歷史意義的日子裡。我

想談三點個人感想以示祝賀。

一、中茶成立的歷史背景，追溯它的基
因源頭和根植之地。中茶從哪裡來？
中茶的成立並非偶然。它有着深厚的歷史淵源和文化

積澱。創立中茶的先輩們大都奮起於五四年代。當時他
們「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其中，吳覺農剛過20
歲。大都從日本學成歸國，正值國家救亡圖存之際。以
愛國主義為核心的五四精神，撼動了全國，覺醒了全
民。中茶先輩和一代民族精英們一起，紛紛投入了這場
宏偉的運動。思考民族出路、國家復興良策。只有創造
過輝煌的民族，才懂得復興的意義。只有經歷過苦難的
民族，才對復興有如此深切的渴望。在林林總總的如實
業救國等救國理想中，中茶先輩們提出了振興華茶，以
茶報國的主張和人生追求。為什麼要以茶報國呢？因為
如眾所知，中國茶葉自17世紀起曾獨佔世界市場200多
年，且曾數十年佔中國出口50%，為當時國庫主要收
入。後因封建殖民勢力內外壓搾，一個如日中天的產業
迅速衰落。成為民族之痛，國家之殤。如何振興華茶，
成為當時吳覺農等有志之士的救國理想。一個時代鑄就
了一個時代的先鋒和英雄。愛國愛茶，追求真理，在五
四時代大環境下育成的基因，在當時已植入了先輩們的
人生追求和價值觀中。他們首先是愛國主義者。在黑暗
中，不畏強暴，不顧個人安危，投身各種政治鬥爭。吳
覺農和幾位知識精英的一次行動，曾被周恩來譽為中國
真正知識分子的大無畏壯舉。同時，他們又是振興華茶
的先驅，只是他們一腔熱血，滿腹激情，做了許多不懈

努力，在舊社會封建殖民的體制下，難挽大局。目睹中
國茶業日益衰落，每況愈下而痛惜。他們在黑暗中為光
明吶喊，為光明奮鬥。經過20年的堅持，在共產黨領導
下，中國人民付出了巨大代價，終於迎來新中國的誕
生。先輩們興奮地感覺到，報國有門的大環境已來臨，
以他們長期在社會的聲望，很快得到了當時高層主管部
門和領導的支持，組建了他們可以具體實現人生追求的
組織——「中茶」。
如上所述，追根溯源，中茶的根基於五四時代，它的

基因源於五四精神，中茶實際是五四精神影響下的產物
和載體，有着十分鮮明的時代特徵。
溫故而知新，中茶成立來之不易，我們當倍加珍惜。

愛國愛茶追茶夢是中茶與生俱來的內在基因，我們當永
遠繼承並發揚。

二、中茶70年來取得主要成就和總結
70年前，中茶的成立，標誌着中國茶業從此脫離了半

封建半殖民的舊制度，而進入了由人民當家作主的新體
制，因而在中國茶葉史上具有劃時代、里程碑的重大意
義。先輩們在新體制下，以空前的激情，在舊政權留下
的爛攤子上開展了振興華茶的宏偉規劃。他們只爭朝
夕，很快在產、制、銷各個環節建立了全部立即展開工
作的條件，還在教育、科研等方面鋪墊了基礎，為以後
長遠發展目標做好準備。他們為新中國茶葉史翻開了第
一頁，那是一段轟轟烈烈的歷史。茶界有一媒體描述了
當時的情景：「在共和國百廢待興的年代，以吳覺農為
首的第一代茶人，在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
的親自關懷下，依靠黨和政府支持奠定了新中國茶葉事
業的基礎。機械化、標準化、良種化，完善的教育體系
都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初步建立了起來……那是激情
燃燒的年代……第一代茶人傾灑了對這個國家的熱愛和
激情。一個民族自1840年以來，壓抑了100多年的建國
熱情和愛國情懷，在這一時刻集體爆發。」以後在先輩
們奠定的基礎上，中茶後人薪火相傳，在黨和上級領導
下砥礪前進，每代人都有各自長征路，在不同歷史階段
作出了應有貢獻。如到第二個五年計劃完成時，中茶為
償還國家對前蘇聯的貸款，對前蘇聯出口茶葉共1.4億美

元。按中蘇第一個貸款協議，三億美元計，已近50%。
為了償還前蘇聯欠款，中國人民節衣縮食，堅決執行國
家內銷服從外銷的政策，從口中縮減下來供應出口。主
管中央財政領導陳雲當時提出：「有些商品如水果，茶
葉和各種小土產，應盡先出口，多餘的再供國內市場銷
售。」毛主席指示：「過去，陳雲同志曾經提過，有些
東西應該內銷服從外銷，我很贊成這樣提，我們要節衣
縮食，保證出口，否則六億五千萬人口多吃一點就吃掉
了。」正是在這種精神下，中國人民提前還清了前蘇聯
的欠款，充分體現了中國人民的骨氣和尊嚴。茶葉也從
中做出了自身應有貢獻。此外，為支持第三世界抵制西
方殖民勢力禁運封鎖，我國與非洲等許多國家簽訂易
貨、記賬等協定，避開使用西方外匯結算。這些國家中
幾乎都是茶葉消費國。有關協議中，茶葉成為重要商品
之一。《當代中國外貿》一書中指出：「……同時，對
於非洲國家急需中國供應的綠茶、紅茶、食品……也盡
量滿足。」當時在國家支持第三世界的外交鬥爭中，茶
葉曾是重要物質之一。
1979年，改革開放後，生產力快速提升，茶葉產量較

大幅度增加。茶界多年追求的出口目標，逐個得到了實
現。1984年出口14萬噸。經過百年歲月，超過了1886
年中國茶葉史上13萬噸的最高紀錄。中國茶葉在振興路
上登上一個新台階。在此五年後，1989年出口更升到
20.4萬噸，躍居世界第二。茶葉出口的歷年遞升，引起
經濟界注意。當時，有關主流媒體（經濟日報、國際貿
易報、中國日報…等），均作了頭版頭條報道。總結中
茶奉命統一經營茶葉出口，迄1995年，40多年中，共出
口茶葉近500萬噸，金額近70億美元。在全球開拓了10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市場。創建了以「中茶」商標為中心
的其他「天壇」、「萬年青」、「海堤」、「蝴蝶」等
享譽國際市場的品牌。制定了幾十個標準茶號，受到市
場承認，作為成交依據。當時，「中茶」重合同、守信
用，享譽全球。
除上述具體業務外，中茶還在上級領導下，與有關部

門共同合作，開展了茶文化、茶聯誼等活動。如組織
「茶與文化展示周」、「中華茶人聯誼會」等。當時，
受到國家領導人習仲勳，雷潔瓊等支持，他們都親蒞會

場揭幕。當時文藝界一流大師趙樸初、啟功、唐亮等均
送專題佳作展出。這些活動都曾轟動一時，引領了全國
類似活動的開展。其它，還組織人員，編寫出版了數部
有歷史意義的茶業書籍、畫冊。
進入21世紀後，中國茶業在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入擴大

的形勢下，產銷發展更為迅猛。近年來，中國茶葉產量
已幾乎佔了世界一半。約等於其他60多個大小產茶國的
總產量。以至近年來，一些世界性茶葉集會及活動都移
到中國來舉行。國內市場更是一片繁榮，盛況空前。茶
葉在社會上的地位也提到了歷史上新高度。在當今社會
的許多領域中，起到獨特作用，成為亮點。一片葉子富
了一方土地，茶葉成了走向小康路上的重要物質基礎；
在重要外事活動中，國家領導以茶惠友接待外國元首，
在茶的氣氛中商談國事，成了特有的文化禮儀。如此
等；茶葉已名副其實的成為國家名片。在當今中國茶葉
發展的黃金時期，中茶牢記使命，與時俱進，科研創
新，綠色生產，強化品牌影響，拓展內外銷市場，促進
規範機械生產試點，國企改革，同時開展各項茶文化，
以茶惠友聯誼等工作。中茶—茶界龍頭永遠走在為做大
做強中國茶業和為復興中華民族偉大理想的追夢路上。
總結中茶70年的經歷，充分說明：（1）只有社會主
義才能使中國茶葉瀕臨衰亡中得到重生、振興、做大；
（2）只有改革開放，特別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策措
施下，中國茶業才能以高於世界的更快速度得到發展，
從茶葉大國走向強國。
中茶的鮮明事例，使我們進一步加強了政治自信，制度

自信，習主席說中國夢的本質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
人民幸福。幾十年來，中茶為中國夢作出了應有貢獻。

三、先輩們留下的精神永恆，信念長春
創建中茶的先輩們已先後遠去。但他們留下的精神永

恆，他們的信仰長青。他們是特殊的一代，自五四以
後，親身經歷新舊兩個時代。他們愛國愛茶的人生追求
是那個特定的歷史中逐步建立和鞏固的，他們對社會的
黑暗與光明，正義與邪惡有親身體會。新中國成立後，
他們迸發的積極性是他們出自內心的自覺行動。他們首
先是愛國者。吳覺農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曾參與籌組政
協，討論起草共同綱領，參加開國大典，以後歷任多屆
政協常委，副秘書長等職。中茶成立後，他立即投入工
作，踐行振興華茶、以茶報國初心。直到耄耋之年，還
深入茶區考察，提建議，寫方案。呈交中央有關部門決
策參考。其中有的還曾登在人民日報。在他人生終點彌
留之際，他向其夫人留了一句遺言：「我一生事茶，是
個茶人。」總結了他為茶而奮鬥的光輝一生。他是一位
完美的茶人，被後人譽為當代茶聖。去世後，當時國家
領導人李先念、鄧穎超等都送了花圈悼念。吳覺農的一
生精神不僅在中茶、在茶界，還在許多中華文化大地傳
承發揚。後人成立了吳覺農茶學研究會、博物館、紀念
館等。吳覺農及先輩們的思想和功績已成為炎黃文化的
涓涓之流，隨着中華民族的發展而向前流淌。
過去的70年，是中國茶葉重登世界高峰的70年，光輝
的70年。這些成就，現在已成歷史。慶祝中茶成立70年
的今天，是一個新的歷史起點。江山代有英雄出，各領風
騷幾十年，相信中茶同仁們將在新時代新征程中，在黨和
上級領導下傳承創新，轉型提效，體現龍頭企業應有擔
當，投入國企改革。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為做大做強茶葉夢，砥礪前進，再創中茶新輝煌。

70載歲月高歌進 不忘初心追茶夢
——慶祝中茶成立70周年 文：施雲清（中茶

公司原總經理）

文：高麟溢
（原農業部農
業局副局長）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
立！同年11月，中茶公司也在北京成立，地
址是東安門大街29號。下述是我所知道的中
茶公司成立的幕前幕後。
1949年7月新政協的籌備工作正在緊張進

行，我父親已在5月份到達北京參加新政協
的籌備工作。我哥哥吳重遠受中央團校的約
請也到了北京，7月我跟隨曹孟君到達北京，
那時我父親在北京參加全國政協的籌備會住
在北京飯店，他與吳文藻（冰心的丈夫）同
住一室。
我去了之後，北京飯店經理王卓如給吳文

藻先生另安排了一個房間，讓我和父親住在
一起。當時來參加全國政協籌備會的許多著
名民主人士，如郭沫若、曹禺夫婦、沈雁
冰、鄭振鐸等都住在北京飯店。
以後，我父親找了王炳南介紹我去外事學

校。1949年 7月我到御河橋（現正義路北
口）報到，先在華北革命大學學習半年後，
回到西苑校區時原來的外事學校，當時已改
稱「外語學校」了。節假日時我回北京飯店

父親那裡，我有時看到父親穿過馬路到對面
的貿易部去。當時姚依林在那裡辦公，父親
常去他的辦公室談問題，我後來才明白新中
國成立後，中國茶葉公司為什麼是第一家開
創的中國專業公司了。
父親參加完開國大典後，本準備回上海，

當時陳毅是上海市長，金仲華是副市長（金
是父親的老朋友）。當時還沒有正式成立財
經委員會，叫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是
陳雲，副主任是薄一波、馬寅初和李富春，
薛暮橋是秘書長。一天晚上，我從學校回去
看父親，他告訴我說：「今天薛暮橋派人把
我接去，我到那裡時，千家駒已經在那兒
了，都是老朋友。薛暮橋對我說：『覺農兄
啊，政務院推薦你當農業部第二副部長，你
同意吧？』」開始我父親很猶豫，後來也沒
辦法推諉就答應下來。當時農業部部長是李
書城（李是「興中會」、「同盟會」的元老，
在孫中山主持廣州革命政府時期，他是孫中
山的參軍長，地位很高，而且一直同情共產
黨，和共產黨有很好的關係，黨的第一次代

表大會就是在他上海的寓所裡召開，後因被
法巡捕發現，改在嘉興南湖的船上），第一
副部長是羅玉川（他不久調到剛成立的平原
省當省長，後又調到林業部當副部長），第
三副部長是楊顯東。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剛成
立，名單還沒有公佈，就這樣，我父親沒有
回上海。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我父親就已經與茶界

的朋友在討論成立中國茶業公司的事情。在
他上任農業部副部長前，他已經為茶葉公司
的成立談了十幾天了。剛好這時，他接到張
堂恆從香港發來的電報，於是父親叫他趕到
北京，和黃國光一起幫助自己草擬發展新中
國茶業的計劃。
薛暮橋給我父親提供了不少信息，他說：

蘇聯能購買中國的各種特產，茶葉的需要量
一定將會超過預定的數字。茶葉公司到底歸
哪個部管呢？父親在日記裡有記錄：公司如
果由農業部和外貿部合辦有點困難，後來大
致同意分開辦，生產部分歸農業部，貿易由
貿易部管。（開始還是產供銷以及科研試驗

機構都由中茶公司一起管，不到兩年，1951
年8月由外貿、農業兩部聯合發出通知，將
茶葉生產和貿易工作分歸兩部管理。10月
份，北京召開了一個大型的全國茶葉產銷會
議，這個會議是政務院財經委會召集的，由
農業部、貿易部一起主辦。我父親在會上作
了一個題目特別長的報告：關於茶葉產銷籌
備經過，蘇聯所需要之茶葉、今後茶葉外銷
問題和今後茶葉工作方針問題。會議從10月
25日一直開到11月11日，開了半個多月。
華東、華中、華北、西北各大區的有關部門
都派人參加，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召開
的全國性的茶葉專業會議。
11月11日，農業部、貿易部聯合提出了關

於「為中國茶葉公司的組織機構請核事由」
的報告。11月18日，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
主任陳雲、副主任薄一波、馬寅初和李富春
就簽署同意批准了這個報告，開始組織成立
了中國茶業公司，父親以農業部副部長的身
份，兼任了中國茶業公司經理。公司地址：
北京東華門大街29號辦公，父親就住在公司
的三樓，我從學校回來也和父親一起在那裡
住過。中茶公司成立後工作也很快展開了，
1950年2月份，國民黨對上海進行轟炸，父

親立刻做出一個決定，把中茶公司的上海存
茶緊急運到天津、青島和廣州這些口岸進行
出口和內銷。2月28號，我父親代表公司與
波蘭外貿易公司在北京簽訂了新中國成立後
第一個中波茶葉貿易合同。3月，父親開辦了
中茶公司內部的業務刊物「中茶簡報」，還
為它題寫了刊名。
12月，中茶公司登報徵求公司的商標圖

案，最後從一百多個應徵稿件中選擇了「紅
邊綠中」的設計方案，那個圖案是由8個紅
色的「中」字連接成一個像齒輪模樣的圓
圈，中間是一個綠色的「茶」字。這就是中
國茶業新生的標誌！1951年商標正式生效。
（施雲清補充）
中茶公司的成立凝聚了老一代領導人和老

一代茶人的共同努力與奮鬥。今年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誕辰70周年，中茶與共和國同齡，
70年來祖國在各條戰線上，我們的軍事、航
天、電子、鐵路、經濟等等都發生了翻天覆
地的變化！中茶在這70年裡也同祖國一樣，
取得了喜人的成就！這70年不僅是中茶公司
發展的70年，也是中國茶業發展改革的70
年，同時也是茶業與有關各業交織在一起共
同進步發展的70年！

中茶公司成立前的點滴事 文：吳甲選
（吳覺農之子）

茗典百科

■1949年
人民日報
刊登的中
茶公司成
立報道

■中國茶葉公司首任經理吳覺農 ■中國茶葉進出口公司茶葉研究所
成立（1988年10月6日）

■中國土產畜產進出口總公司系由原中國茶業公司、
中國土產進出口公司、中國畜產進出口公司三個公司
合併建成。中國茶業公司的成立系由中央財政經濟委
員會主任陳雲、副主任薄一波、馬寅初親自批准的：
成立日期為1949年11月23日。圖為原批准檔。

■中國茶葉出口公司於1950年由東安門大街遷到東
四禮士胡同57號辦公

■1958年
9月 16日
毛澤東主
席視察安
徽省舒城
縣舒茶人
民公社綠
茶初製廠

■周恩來總理在杭州梅家塢大隊視察時，和採
茶能手親切談話。

■摩洛哥王子在中國茶葉展覽會上品嘗中國茶（1992年
4月）

■中國茶業公
司 原 址 ——
1949 年辦公
地點——北京
市東安門大街
29 號，現改
為東安門大街
93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