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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38年，一间小小的贸易商号在香港悄然成立。
商号取名联和行，老板叫杨廉安.就是这家当初毫不起眼、籍籍无闻的小商号，在以后七十一年的发展
过程中，却显示出她的巨大能量。
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她总能紧贴时代脉搏，抓住机遇，不
断发展。
七十一年过去，它没有走向衰落，而是通过自我调整和转型，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一家蜚声海内外
的大型国有企业集团。
　　华润的成立，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精心布局的结果。
发展初期，得到了周恩来、朱德、陈云、任弼时、杨尚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悉心关怀和指导
。
今日的辉煌，离不开上级机关的正确领导，离不开国家改革开放带来的良好营商环境，离不开各级政
府的大力支持，离不开华润广大客户和消费者的充分信任，离不开为华润开疆拓士、辛勤耕耘的前辈
们所洒下的辛勤汗水，离不开广大经理人和全体员工的拼搏进取、无私奉献。
　　为此.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将多年史料搜集和研究的成果——《红色华润》一书奉献给广大读者，
以答谢为华润的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人们。
本书忠实地记录了从联和行的设立到1981年华润公司改制为集团公司为止这四十五年的历史。
通过此书，人们可以了解到，这家公司是如何承担起党和国家赋予的政治、军事、统战、外交、外贸
等一系列重要使命的。
在国家重大经济决策中，是如何担当重要角色的，在稳定香港民生、繁荣内地市场、为国创汇、拓展
海外市场过程中，是如何发挥重要作用的。
书中许多史料.均是首次公开披露，对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斗争史、建政前党的财经史、香港与内地经贸
关系史、国有企业发展史的研究.将起到不可或缺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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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红色华润》忠实地记录了从联和行的设立到1981年华润公司改制为集团公司为止这四十五年的
历史。
通过此书，人们可以了解到，这家公司是如何承担起党和国家赋予的政治、军事、统战、外交、外贸
等一系列重要使命的。
在国家重大经济决策中，是如何担当重要角色的，在稳定香港民生、繁荣内地市场、为国创汇、拓展
海外市场过程中，是如何发挥重要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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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王华生带来了新的电台密码，据袁超俊回忆：当晚，联和公司就用新的电台密码发报，向钱之光
报告货轮平安抵达的消息；同时电告延安的朱德和周恩来，报告“东北与香港的航道已经打通”。
　　与此同时，杨琳雇来装卸工，把阿尔丹货轮上的货物卸下来。
联和公司在香港公开出售东北产品，东北大豆和土特产很受欢迎，很快就卖完了。
由于香港天气不冷，皮货卖不掉。
　　王华生带来的黄金都是烟台钤记，形状像金元宝，这是解放区的黄金，在香港不能公开流通，要
熔铸成香港金条才好用。
中共华东财委有一个叫张尔华的人，在香港皇后大道中开有一个宝生银号，有黄金经营权。
袁超俊在上海时就认识他，袁超俊同他联系好后，分批提着这些烟台的“小黄鱼”，请他熔铸成香港
金条，然后将金条出售，换成美钞、港币，用于釆购解放区所需物资。
　　卖货所得资金，加上出售黄金，杨琳、袁超俊、刘恕等和员工一起用这笔钱开始购买东北局所需
物资：药品、真空管、卷筒新闻纸、造纸滤网，还有恢复生产需要的棉纱、铁钉、汽车零件、纺织机
械、油漆等用品。
装足了阿尔丹号的吨位，轮船启航返回。
　　由于销售东北粮食，联和公司门庭若市，看货、谈价钱的商人络绎不绝。
为适应公司发展的需要，杨琳提出：租一个大的写字间，以便于对外谈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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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华润，“华”取自“中华”，“润”取自毛泽东的字“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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