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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吕

回溯中国近代航空业的发展历程，无论是军用航空，还是民用航空，可谓是既

交织着光荣与梦想，也浸透了血泪与耻辱。在命运多外的近代中国，对航空业的憧

憬与严酷的现实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近代航空业坎坷曲折的发展历程全面折射出

近代中国的动荡岁月，近代中国偏执的航空情结在苦难的现实生存环境中更是增添

了历史的凝重。

中国近代机场研究领域一直是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空白领域。通常军事史研究领

域侧重在空战战例，包括参战飞机、人员、作战过程和战绩等;航空史研究则关注

航空器的研制生产、使用以及航空工业的发展历程;地方志中的军事志或交通志研

究重点是对航空运输业的记人叙事，并对其不予置评;而研究近代建筑史的学者关

注于城市中的近代建筑，少有涉及到机场建筑。鉴于此，本书的主旨是从学术研究

的角度，力求从历史进程和工程技术两方面记录中国近代机场的建设历史，不仅平

实地记述机场建设历史，而且利用大量照片和各种图纸资料昭示历史，以求雅俗共

赏，且尽量少记人述事，淡化历史事件和人物。本书还尝试将近代机场业的发展融

入当时的国家时局和历史背景之中，使我国的近代机场业和现代机场业能够进行自

然的、内在的对接，反映两者之间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关系，避免中国现代民航业和

近代民航业之间的截然割裂。

《中国近代机场建设史》所引用的"建设"概念泛指广义的建设，但侧重工程

技术内容。全书分历史篇和工程篇上下两篇:上篇是近代机场建设历史篇，从宏观

角度概述近代机场的分期建设历史沿革，论述晚清时期、北洋政府时期至南京国民

政府时期的各个机场建设，该篇按照编年体的形式进行论述;下篇是近代机场工程

建设篇，从工程角度探寻近代机场工程技术的建设特征，重点对机场总平面和航站

楼建筑进行分析研究。为了较为完整地论述近代中国机场的发展全貌，该书还涉及

近代航空管理体制、机场设施设备及民航运输经营方面相关内容。

《中国近代机场建设史》全书的写作由多条线索所贯穿:一是按照近代航空业

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近代机场建设发展的时间顺序为主线索，按照编年体、作战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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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国近代机场建设旦

撰写机场的建设历程;二是按全国军用机场建设和民用机场建设两条线分别论述，

考虑近代机场建设以军事目的为主，贯穿机场建设史的主要依托是战争，按照交战

双方前线和后方、我方与敌方等不同性质的机场进行介绍，而民用航线的开辟也是

跨区域性的，为此本书不采用民航志所沿用的按地区记述机场的体例，避免圄于行

政区划而割断近代机场跨行政辖区建设的历史背景;三是将近代机场建设纳入政治

和军事背景下，对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以及日伪政府和日本侵略

军等不同政权统治者所实施的机场建设进行专题分析;四是在近代机场附录中，考

虑到读者的阅读习惯，按照现有的行政区划来对近代的各个机场建设简介进行分类

列表 。

本书力求全景式地展现我国近代机场建设的沿革和发展特征，但由于近代机场

史在时间跨度上涵盖了整个近代民国史，在空间上也覆盖到近代全中国的领土范

畴，其时间和空间跨度堪称巨大，因此本书中难免会有疏漏或错误之处，另外本书

中的许多观点属于个人学术见解，也难免偏颇 。 本书的公开出版期望能够取得"草

船借箭"的效果，以期获得广大读者的批评之"箭"在再版时能将这一问题多多

的"草船"进行修缮，希冀该书在浩瀚的书海中不至于短时间便沉沦下去。

欧阳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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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近代航空运输业发展的总体特征

第一节 过代航线规划及札场布局

近代的民用航线开辟和民用航空站建设规划是同步进行的，航空站依据中央和

地方各级政府或航空公司所规划开辟的航线而建设。民国时期的北洋政府和南京国

民政府先后制定过全国民用航线规划及机场布局，另外各省政府以及各伪政权当局

也对其管辖地区进行过区域性的航线网络规划和航空站规划布局。中国航空公司、

欧亚航空公司等近代的航空公司则根据航空市场需求而先后制定过各自的航线发展

规划，依据航线布局再相应进行沿线的航空站建设，分期逐段地开通航线。此外，

民间航空机构、航空业内人士也对全国航线网络规划布局提出过独到的见解。但这

些航线网络和航空站建设规划都由于政局动荡和战争频繁而使其流于形式，加之整

个航空工业体系严重依赖于国外，使得诸多的航线规划无法全然实现，不少规划仅

刚启动实施便亘然而止。

一、中央政府航线规划及其建设

(一)北洋政府时期

在北洋政府初期，国务院航空事务处和交通部筹办航空事宜处在对航空事务的管辖

权限归属方面存在争执，各自制定了不同的全国航线规划。 20 世纪 20 年代初，北洋政

府交通部筹办航空事宜处拟订在全国开辟五大航空干线的规划，即包括北京经汉口至广

州间的京粤线、北京至上海间的京沪线、北京至成都间的京蜀线、北京经奉天(今沈

阳)至哈尔滨间的京哈线以及北京至库伦(今蒙古首都乌兰巴托)间的京库线(见表

1 -1 和图 1 -1) 。筹办航空事宜处将航空站分为航站、预备站和保安站三级，在上述五

大航线沿线均计划分别设置航站、预备站和保安站不等。其中航站的用地面积约在 8∞

米见方的范围内，设有站长、飞行员等，每站距离为 3∞英里①(约合 480 公里) ;预

备站的用地面积在 600 米见方的范围内，设有司事、材料员等，彼此相隔 150 英里(约

合 240 公里) ;保安站的用地面积则在 4∞米见方的范围内，设有管信号和管电报的人

员，彼此相隔 80 英里(约合 128 公里)。航站附设修理厂，预备站则备有修理车，两

站均有油料、航空器材等各种储备材料，以便飞机在途中临时补充之用。

① 1 英里 =1ω9.344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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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粤线

京沪线

京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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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图系大陆示意图，未标明

台湾、海南及南海诸岛

图 l 一 1 北洋政府交通部筹办航空事宜处提出的航空路线计划图

表 1-1 北洋政府交通部筹办航空事宜处提出的全国航空路线计划

航空站名称 航线沿线航空站

航站 瓦屋须集、黄安、鄙县

预备站 董家务、苇园集、将水市、韶州

公家酱、唐家庄、思葵集、馆县、永辛集、佛国寺、张兰城、骆驼铺、汀洒
保安站

桥、沙市、萍乡、汝城、化石、英德、化县

航站 高桥集、双甸镇 . 
预备站 王庄、下王庄

保安站
育莱营司、良王庄、大桑集、公泉谷、不落困山、西墅镇、干饭、港镇、沙

河集、牛洪镇

航站 交口、富平

预备站 管村、乐阳、大溪河、龙泽

保安站
沫水、刘各庄、交厚、辉黄、买封霍、张村镇、西顾镇、劳店镇、厚珍、子

讯、鸡头关、流沙坝、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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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1

航线类别 航空站名称 航线沿线航空站

航站 沟帮子

预备站 洛里阀、怀德
京哈线

保安站
胡庄、散沟桥、北沟、阳台、小蛇、盆路口、孟家电、太华沟、刷、四

王家子、兰兰棵树

航姑 乌得

京库线 预备站 庙滩、涝江、叨林

保安站

1920 年 6 月，北洋政府阔务院航空事务处召集测最局、制罔局及中央观象台等专

门委员会，共同研究拟订全国经纬度线，首次制定一个拥有 5 条重要干线、 12 条次要

干线、 8 条支线的全国航空路线计划，该计划连接着全国主要的省会城市和边陆重镇，

主要从政治和牢事角度考虑，阳对于航线的商业经济效益顾及甚少。重要干线以北京为

中心，包括北京至上梅、汉口、哈尔滨建宇航钱，鉴于当时"外蒙古"独立的倾向，也

考虑了开涌首都北京连接库伦以及库伦科布多的西北航绒等。 诙计划制定了分期建设计

划，提出首先准备启动重要干线一…京沪线，其次是京汉线，再往后则是京哈线、京库钱

和库科线;并且认为支线距离较短，且至关重要，也应提前筹建(见表 1 -2 和困 1 -2) 。

表 1-2 北洋政府国务院航空事务处提出的全国航空路线计划

航线类别 航线名称 航线沿线航空站

卫在沪航绞线 北京…天津…历城(济南)…铜山(徐州)…江宁(陶京)…上海

京汉航空线 北京一消苑(保定)…石家B:…郑县(郑州)…驻马店…汉口

熏要干线 京附航主要线 北京一北戴河…锦县(锦州)奉天一长春…滨江(哈尔演)

京库航空线 北京一张北(张家口)一漓江←乌兰托罗海一库伦

库科航空线 j擎伦一沙布克台一乌黑雅苏台←种布多

粤汉航空线 广州…栓阳一长沙一岳州…汉口

沪川航空线 上海…商卫在一安'*…汉仁l…宽阔…3重庆一成都

沪粤航空线 上海一温州一桶州一厦门一广州

闽?又航穷线 福州一商局…汉口

滇粤航空线 云南(昆明)一南宁一广州

粤川航空线 广州一桂林~说州一资阳一重庆一成都
次要干线

浪汉航线线 主斗商…f进阳…沉州一岳州…汉口

*吕京航空线 北京一保定一石家应…太原一榆林一宁衷一吕京州

汉u.航空线 汉口一句襄阳…荫安一兰兰州

陇滨航空线 兰州-gs团一成都一富波一云南(昆明)一河口

陇新航空线 兰州一凉州一嘉峪关~安西一哈密→血化(乌鲁木齐)←乌苏一伊犁

川藏航空线 成都一打箭炉(版定)一宁静…边坝一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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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线

③特等航站

。 一等航姑

① 二等航站

。 三等航姑

·拟设航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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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衰 1-2

航线名称 航线沿线航空站

京承航空线 北京一承德

京多航空线 北京一多伦

哈满航空线 哈尔滨一龙江一呼伦一满洲里

哈黑航空线 哈尔滨一黑河

哈绥航空线 哈尔滨一宁古塔一绥芬

库恰航空线 库伦→合克图

库呼航空线 库伦一克鲁伦一呼伦

科迫航空线 科布多一承化→息化

一一一一一首要筹建之线

-一一一一次要筹建之线

θ 

注: 原因为示意图.未标注南海诸岛.另黑洞标注位置有误

图 1 -2 北洋政府国务院航空事务处的"原定全国航空线计划总图"

交通部筹办航空事宜处提出的方案侧重于航空站的分级设置，为局限于本行业的专

项规划，根据飞机性能和经济支出能力及现实条件而确定全国航线规划规模，航线布局

是以首都北京为中心的放射状航线网络，每一航线均为直线状布局，其规划方案显得粗

略保守。而国务院航空事务处则协同其他相关部门共同制定，该航线网络规划更为详尽

和周全，按航空路线进行分级，其部分航线为折线绕行。 为防范"外蒙古"独立，这

两个规划都无一例外地将连通"外蒙古"作为优先发展的航空线路，也均将京沪航线

作为重要干线予以考虑。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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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全国取得了名义上的统一，民用和军用航空业逐步

纳人正规化建设的渠道，国民政府交通部和航空辑分别制定了民用和军用的航线规划和

航站布周规划。 1928 年冬，国民政府交通部拟订了一个兴办全国航空干钱的"五年

计划"计划先开通沪蓉(上海烹成都)航钱，以后陆续增开沪平(上海3在北平)、沪

粤(上梅至广州)、渝昆(重庆至昆明)等航线，但这些航线的开辟始终受到财力不

足、内战频繁等因素的困扰。东北岛帜后，交通部拟开通的北戴河经锦州、沈阳至长春

航绒也因"九一八"事变而来开诵。

1928 年 11 月，罔民政府行政院下辖的军政部航空署成立后，开始航空业的正规化

建设。作为全国航空业的管理机构，航空署认为欧美先进国家之所以飞机能够在一日之

内飞行其全境，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的航空绒站盛罗棋巾和规划周宿。航空绒站作为飞

机起降的场所，其场捕布周应力求促进企回航空业的发展，同时也奠定罔防的越础。航

空署在成立之际，认为规划线站是航空建设中的首要任务，为此拟订建设全国航空线站

的详细计划，以首都南京为起点，拟订全因为主瓦迪、京库、京粤、王在澳、京晗、豆豆安、

王在拉、京张、王京齐、蓝花桂、京阀、京沪等 12 条航空干钱，般终形成以南京为中心、通

达余罔的放射状航钱网络(表 1 叩 3)0 根据这略航钱需求的缓急，将 12 条干线分为二

期建设。对于干线过长的航线则再分为两段，依次建设。并制定各期干线完成的具体日

期，要求一期一段于 1929 年 9 月前完成，二期一段于 1930 年 3 月完成，三期一段于

]930 年 9 月前究成，…期工段于 1931 年 3 月前究成，二期工段于 1931 年 9 月前完成，

三期二段于 1932 年 3 月前完成。对于全国航空支钱场站，为了提倡航空业和巩固国防，

无论其为国有或是民用，应由各省政府自筹款项。其修建时期最好能与各干线场站的建

设问时举办，沓则也应在 1933 年底一律克成。

裴 1-3 南京国民政府航空兽制览的全国航线计划

序辛苦 航线名称 盟秘/公里 通航线路

京迪线 3150 
南京…郑州…洛阳…谧关…西安…Jflij(…兰州(第…段)

兰州…凉州…肃州…安商…哈密…油化(第二段)

2 J}U草线 1900 
南京…徐州一顺德…太原一绥远(第~段)

绥远…布溯那林…库伦(第二段)

3 京演线 2140 
南京一安庆一商局一长沙(第一段)

长沙…说州…货阳…附通…云南(第二段)

4 京圈'线 [330 南京…安庆…雨雨…?可安…赣州…溯州…广州

5 京附线 2130 南京…徐州…济南…天津…山海关…锦州…沈阳~吉林~哈尔槟

6 1家安线 1230 
南京…液安…海州…青岛(第一段)

青岛~烟台~金县一安东(第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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