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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中国民航志的编写工作从 2000 年底全国民航史志工作会议启动，历经 6 年后， {中

国民用航空志》将陆续印刷出版，与广大民航员工和社会读者见面，这是可喜可贺的一

件大事。在此，谨向为《中国民用航空志》的编篡付出艰苦努力的全体民航史志工作者

表示诚挚的敬意;向为《中国民用航空志》的编篡提供热情指导、帮助和大力支持的中

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及各民航单位的有关领导和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

《中国民用航空志》是我国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完整记载中国民用航空事业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变化发展历程的志书 O 将中国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变化情况及经验教

训如实地记载下来，献给民航事业的创业者和建设者，献给关心中国民用航空事业的所

有读者，是民航史志工作者的共同心愿 O 编修地方志是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

主义新方志是对旧方志的继承和发展。江泽民同志曾指出"编篡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

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

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

中国的民用航空事业 如果从北洋政府交通部于 1919 年 3 月成立筹备航空事直处，

1920 年 5 月开辟首条航线一一京沪线的北京一天津航段算起 至今已有近 90 年的历史。

近代中国民用航空事业是在近代中国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 内受封建主义的统治

和奴役，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从 1920 年到 1937 年卢沟

桥事变前夕，中国的民用航空运输从承办航空邮件着手，以取得政府当局的经费补贴，

既有一些军事色彩，又具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官僚买办企业性质，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外

国民航资本的左右。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

进入新民主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也标志着中国民航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民航事业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新中国的民用航空事业是在党中

央、国务院领导下起步的，是在调整中发展、在曲折中前进的，是在不断的改革中成长

壮大的。

1949 年 11 月 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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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局 。 1949 年 11 月 9 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

司的 2000 多名员工毅然起义，回到新中国的怀抱，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高

度评价和赞扬"两航"起义为新中国的民用航空事业提供了技术基础和物质条件。 从

1949 年 11 月起，国务院、中央军委陆续从军队、院校抽调干部加入民航，着手建立行

政机关和业务系统工作，并大体于 1950 年 5 月完成。 1950 年 7 月 1 日，由中国和苏联

合资组建的中苏航空公司成立，并开辟北京至苏联赤塔等地 3 条航线;当年 8 月 1 日，

中国民航开辟天津至重庆、广州的国内航线 史称"八一"开航 标志着新中国民航开

始走上新的征程。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民航的航线网络建设和航空业务有了较大发展，初步建

立了以首都北京为中心的连接东北、华北 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地区主要城市的航

线网;初步更新了机型;管理体制有所改进，企业经营取得了较好效益( 1955 年和

1956 年累计盈利 1160 万元，实现了"不赔而逐渐达到稍有盈余"的要求) ;加强了机

场建设。 1958 年到 1960 年的"大跃进"期间，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发展上出现了一次较

大的挫折。 1961 年 1 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批准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

针，中国民航事业随着全国工农业生产建设情况的逐步好转，又重新走上了正轨并取得

了较大发展。 1966 年到 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民用航空事业遭受到严重

的破坏， 1968 年到 1974 年的 7 年间 民航累计亏损 13735 万元 其中 1973 年亏损达

2900 万元 。 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 中国民航于 1974 年实现了"飞出去"的目标。

这一年，中国民航的两架客机分别从北京分东西两个方向环绕地球一周，同时试航纽约

成功;随后接连开辟了北京一莫斯科，北京一上海一大阪一东京，北京一卡拉奇一巴

黎，北京一德黑兰一布加勒斯特一地拉那航线 。 这 4 条国际航线的开辟，标志着中国民

航开始进入国际航空市场的新阶段 。 到 1974 年底，中国民航已有 8 条国际航线，比

1973 年增长了 1 倍;通航里程达到 37062 千米，比 1973 年增长了 7 倍。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决定

把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 贯彻国家实行的改革开放政

策，特别是 1980 年以后，中国民航加快了前进的步伐，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1950 年，新中国民航初创时，仅有 30 多架小型飞机，年旅客运输量仅 1 万人次，

运输总周转量仅 157 万吨公里 。 经过近 60 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 20 多年中，

中国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日新月异，变化巨大:

运输航线网络遍布五大洲 运输能力显著增强 。 截至 2006 年 中国 15 家航空公司

飞行 43 个国家的 88 个城市 每周提供 1307 个定期客运往返航班和 204 个定期货运往返

航班;共有 51 个国家的 93 个航空公司飞行中国大陆 31 个城市，每周提供 1262 个定期

客运往返航班和 307 个货运往返航班。运输生产大幅增长已居世界前列 。 改革开放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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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980 年，中国民航全年运输总周转量仅 4.29 亿吨公里，全年旅客运输量 343 万人次，

名列世界民航第 35 位 。 2∞5 年中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达到 261 亿吨公里，在国际民航

组织缔约国中排名第二位。其中旅客运输量 13827 万人次，货邮运输量 307 万吨，分别

比 1978 年增长 87 、 57 和 48 倍，分别比上年增长 13.1% 、 14.1%和 10.8% ， 5 年年均增

长 15.3% 、 15.5%和 13.9% ，旅客周转量高于世界平均增长水平 6.5 个百分点 。 截至

2∞5 年底，全行业共有运输飞机 863 架，其中客机 835 架，货机 28 架。 1996 年到 2∞6

年间国内运输航空器平均年增长率为 9.61% ，其中 2006 年度增长量最大，增长率为

15.5% 。 中国民航主力机队均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机型，技术新、机龄短、性能好，提高

了飞行的安全性、舒适性和经济性。

机场及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显著。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新建、改扩建了 100 多个民

用机场 。 从 1950 年到 2005 年，全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900 亿元 。 2006 年底，民用运

输机场达到 147 个。

安全水平不断提高 O 中国民航始终不渝地贯彻周恩来总理"保证安全第一，改善服

务工作，争取飞行正常"的批示，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正确处理安全

与发展、安全与效益的关系 。 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安全管理从行政化管理向法规化管

理、从经验型管理向科学型管理、从事后查处向事前监督转化 一系列切实有效的安全

法规大大提高了中国民航飞行的安全性。

体制改革取得新突破。 国务院、中央军委于 1980 年 3 月 5 日下达了改变民航领导体

制问题的文件，自 1980 年 3 月 15 日起，民航脱离军队建制，除航行管制外其他工作均

向国务院报告。 从此，中国民航彻底告别军事供给制，逐步按经济规律运行，以适应国

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1987 年 10 月 15 日 民航西南管理局、中国西南航空公司、成都

双流机场分别组建并正式成立。 此后，参照西南民航改革试点，中国东方、国际、西

北、北方、南方航空公司相继组建成立 同时分别建立相应的地区管理局和机场管理机

构。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以及航空运输全球化竞争的需要，

2002 年民航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民航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要求 着手将民航直属的 9 家航

空运输企业、 4 家服务保障企业，分别联合重组为中国航空集团公司、中国东方航空集

团公司、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中国民航信息集团公司、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和中

国航空器材进出口集团公司六大集团公司，并与民航总局脱钩。民航企业和企业集团开

始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自主经营、政府依法监管的运营机制。从 2002 年开始，除北京首

都国际机场和西藏自治区机场外，中国民航将民航所属机场全部下放地方 。 2∞4 年 7 月

8 日，甘肃省内机场全部移交甘肃省人民政府，标志着民航机场属地化管理体制改革完

成。中国民航初步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符合行业发展规律并与国际接轨

的新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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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2006 年 1-11 月份全行业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084.9

亿元，利润总额 90. 1 亿元，比上年同期提高 30. 7 亿元 。 日益壮大的中国民航已成为国

民经济建设中的一支生力军，在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对外开放取得重大进展，国际地位日渐提升。 到 2006 年底 中国与其他国家双边

航空运输协定总数达到 106 个(其中草签 13 个 ) 0 2004 年 10 月 2 日，在国际民航组织

第 35 届大会上， 159 个有投票权的缔约国代表投票选举该组织一类常务理事固，中国以

150 票的高票数首次当选。 突飞猛进的发展，使中国民航逐步成为世界民航领域中举足

轻重的力量，中国民航的实力在国际上得到了普遍认同。

"盛世修志"是我国的优良文化传统 中国民航从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特别是 1980 年开始走上企业化道路之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20 多年中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民航的发展历史值得认真回顾总结，有成

功的经验，也有失误和教训 。 然而，中国此前没有一部完整记录民用航空事业发展的史

志书籍。过去，我们也编写出版过中国民航史志类书籍，各省、市也要求民航单位编写

地方志民航部分，但由于各地要求不尽相同，在篇目设置、下限时间、记述内容等方面

都有差别，且有不少省市志的民航部分不是单独成书。因此， 2000 年底民航总局启动了

中国民航志的编修，要用民航自己的力量编写一部民航自已的志书 。《 中国民用航空志》

同以前其他各类民航史志书籍相比，是反映中国民航历史发展时期最长、内容最为丰富

全面、资料最为准确，最具权威性的民航人自己编写的专业志书。《 中国民用航空志》

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翔实的资料，按照

新方志的编写要求，上限据史实追溯到有民航活动起 下限至 2004 年民航完成机场属

地化管理后，全面、真实地记述了中国民用航空事业的历史状况及发展进程。

回顾中国民航发展的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前进，以便于取得更大的成就。 如实记载

中国民航发展的历史，就可以留住过去 以利于总结经验和教训 。 修志的目的在于用

志，唯有用志一一当代人用志、后代人用志才能体现志书的价值。 编修新方志的目的既

要记述历史、传承文明，更要为当前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因此，用志与修志

同样重要。《 中国民用航空志》 的编篡任务完成后，最终还要使其发挥作用，这才是我

们的真正目的 O 相信《中国民用航空志》一定能够很好地承担起"资治、教化、存史"

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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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911 年 4 月 5 日，比利时飞行家云甸邦在广州城外燕塘表演飞行，这是中南地区上

空出现的第一架飞机。 同年 7 月 爱国华侨、著名飞行家、飞机设计师冯如在广州燕塘

开办广东飞行器公司，首创中南地区航空事业。为了航空事业的崛起，在孙中山"航空

救国"理论号召下， 多少仁人志士为航空事业兴旺发达，民族走上中兴之路进行了不懈

的努力，伴随着中南地区民航人的胜利与曲折、奋发与低沉、期望与痛苦，交织着我们

国家和民族的光荣与梦想、欢乐与艰辛的风云变幻 。 为了宣传航空事业， 1928 年 11 月

11 日 、 12 月 8 日，由广东航空处处长张惠长和杨官宇 、 黄毓沛，副处长陈庆云和周宝

衡、黄光锐两个机组分别驾驶"广州"号和"珠江"号飞机作环国长途飞行，拉开了

中南民航史的序幕。 广东航空开辟了广州一梧州的省际航线 组建了中国人自己创办的

西南航空公司;开辟了广州一梧州一南宁一龙州一河内的中国民用航空史上第一条国际

航线 。 中航、欧亚 、 央航等航空公司开辟进出中南地区的航线，促进了该地区民航业的

发展。

1950 年 8 月 1 日，军委民航局同时开辟天津一汉口一广州和天津一汉口一重庆航

线 1951 年 5 月 22 、 23 日，广州市卫生局租用军委民航局飞机在市区上空执行喷洒

DDT 药剂灭蚊蝇飞行，这是建国后中国民航的首次通用航空飞行 1956 年 1 月，民航广

州管理处首次执管里 2 型飞机。 之后，飞机逐步更新，并由活塞螺桨式向涡轮螺桨式、

涡轮风扇式飞机转变，机型由里 2 逐步向伊尔 14、安 24、三叉载、波音系列、空中客车

系列飞机过渡;航线布局逐步向东、西、北方向呈扇形发展。不断投入基础设施设备的

建设，取得较大成效。 1975 年 8 月上旬河南南部水灾、 1976 年 7 月 28 日河北唐山地震，

驻中南地区民航单位都曾派飞机赴灾区协助救灾飞行。 这些有记录的航空事迹和无数未

有记录的点点滴滴之努力孕育着中南民航从无到有、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巨大能量，

为中南地区民航走向辉煌积淀力量。

改革开放后，中南地区民航的发展处在前所未有的变革时期，发生着最广泛、最深

刻的变化。 中南民航遵循"民航一定要企业化"的方针、政策，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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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民航事业中走在潮头。 民航广州管理局体制改革后，航空公司、油料公司开始独

立营运。 航空公司重组、新建基地 、 航线联营、运行一体化、资本一体化，加入国际先

进的销售系统，按照国际标准规范服务方式，走集约经营的路子;机场实行属地化管

理，各省(市)成立机场集团公司，经营管理向集团化、专业化、商业化发展;成立首

家中外合资的飞机维修公司一一广州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把负责空中交通管制的航

行管制、通信导航、航空气象、航行情报独立出来组建航管中心;成立中外合资的蓝天

航空油料有限公司，在经营管理上也开始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组建各省(市)监管办;完成民航中南管理局行政机构改革，这是理顺、加强民航行业

管理，依法行政、规范行政行为、提高行政效率的重大举措。

中南地区几代民航人为中国民航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为中南地区的经济建设 、 社会

发展、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们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奋发图强，矢志不渝，辛

勤劳动;继承一不怕苦、二不怕难的传统;发扬无私奉献、开拓进取的精神;树立"保

证安全第一"的思想，恪尽职守，敬业爱岗，在运输航空 、 通用航空、航空安全、航空

油料、航空机务、航务保障、机场建设、航线布局、机队更新、科技教育、行业管理等

方面做了积极探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以志书的形式记录中南民航建设和发展的

脉络，记载中南民航以事系人的创业史，是新时代赋予编篡《中国民用航空志·中南地

区卷》修志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

项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 、 继往开来、服务当代、益泽后世的千秋大业。《 中国民用航

空志·中南地区卷》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遵循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新编地方志的要求，在继承中国历

代编修志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突出行业特色"以事分类、横排竖写"分类科学，层

次分明，统属得当，标目精确，突出时代特色，为民航创立的伟业存史 。

《中国民用航空志·中南地区卷》全面、客观、系统地向人们展现了中南地区民航

不同时期的历史风云和民航人建设与发展民航事业的活动现状，发挥"存史、教化、资

治"的不可估量的作用，以达到"资治当今，昭鉴后世"的目的 。 本卷既有影响深远的

重大历史事件，也有包含着时代特色的细节小事;大处可揽中国民航发展之脉络，小处

可见中南地区民航发展之全貌。 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窥见中南地区民航的历史发展轨

迹。

编修新志是一项宏大而系统的工程，意义非同寻常。《 中国民用航空志·中南地区

卷》 一书，对于不了解中南地区民航发展史的职工，以及刚刚参加民航工作的年轻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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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职业道德和爱岗敬业思想教育的行业史实教材;

各单位的管理者，可以从中领略和汲取行业管理、经营管理、安全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和

教训;对于曾把毕生精力和心血贡献给中南民航事业的前辈，可以从中看到曾经火热的

情怀;那些现在仍继续为中南民航事业的发展兢兢业业工作的人们，能够从中了解建设

先驱者们的经历与睿智，得到教益与启迪，从而对肩负的责任有更深刻的认识。

以史志为鉴，才能更好地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创造中南民航更加绚丽的明天!

是为序。

中国民用航空

中南地区管理局局长

2013 年 1 月

伽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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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中国民用航空志》是中国民用航空行业的专业性志书。

二、《中国民用航空志》由综合卷和地区卷组成。 综合卷以民航局站在全行业的角度记述中国民

用航空事业的总体发展情况;地区卷以民航 7 个地区管理局所辖地区为单元，分别记述该地区范围内

民航事业的历史状况及发展进程。

三、《中国民用航空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按照新编地方志的要

求，力求在继承中国历代编修志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并注意突出行业特色、地方特色和时

代特色。

四 、 采用述、记 、 志、传、图、表、录等表述方式，以志为主体。重要图片冠于每卷之首，其余

图表随文设置。

五 、 分卷编篡，以卷统志。 各卷下设篇、章、节 、 目等层次。 卷首设概述，各篇首设无题小序，

以反映事物的整体性和相关联系 。

六、采用规范的语体文，以第三人称记叙。 简化字、标点符号、专业名词、数字、计量单位等均

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七、 1949 年 10 月 1 日以前的纪年采用中国历史纪年与公元纪年对照方式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起用公元纪年。

八、上限据史实追溯到有民航活动起，下限至 2004 年 12 月 。

九、大事记本着详今明古的原则，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例。 综合卷大事记简要记

录整个民用航空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大事 、 要事，地区卷大事记主要记录本地区范围内民用航空事业发

展过程中的大事、要事。

十 、 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各卷人物篇中设置人物传略，记述已故人物，并设人物简介，扼要记

述对各地区民用航空事业有过较大贡献的在世人物 其余收入表录或在各篇中以事系人入志。

十一、资料主要来源于民航档案、史志书籍、报刊等，有关民航业务的统计数字以民航局统计部

门公布的为准。

十二、有关民用航空器及发动机型号的书写参照民航局适航审定司的咨询通告，以常用习惯写法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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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编篡说明

一、《中国民用航空志·中南地区卷》是《中国民用航空志》的重要组成部分，编篡体例按《中

国民用航空志》编委会的规定篡写。

三、本卷记述范围包括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海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等中南六省(区) 0 

上限追溯到中南地区民用航空有史以来的重要事件 本着志书厚今薄古的原则 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中南六省(区)民用航空的发展历史，下限至 2004 年底。

四、本卷以概述统领全卷，编修体裁为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以志为主，图

表随文插人，重要图片放在卷首。

五、统计数据以民航局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为准;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统计数据，以单位核定

数据为准。 1949 年之前的历史统计数据，遵从史料记载，慎重选用。

六、计量单位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 1993 年国家

技术监督局《量和单位》有关规定。历史上使用过的计量单位，如实记载，有确定换算值的夹注换

算值。

七、数字书写以 1995 年 12 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为标准，除必

须使用汉字数字的，均使用阿拉伯数字。

八、标点符号以 1995 年国家技术监督局《标点符号用法》为规范;各类专业标号，均以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和民航局统一规范为标准。

九、典章制度、历史地名、组织机构、职务名称均沿用历史;生僻地理古名，注明今地;译名以

历史习惯译法为准。单位、会议、文件名称首次记述用全称，重复出现用规范简称，没有规范简称

的，使用本卷统一简称。

十、纪年以 1949 年 10 月 1 日为界，之前使用历史纪年，注明公元纪年，此后使用公元纪年。

十一、所列出的人物全部以简历(尤其是在民航工作的经历)形式出现，绝大多数出自于其本

人档案，不记述其本人的功过是非。排列顺序按单位(即政府管理部门、航空公司、机场、飞行保

障部门、学校)、任职时间排列。

十二、本卷采用的史料、人名、地名、年代、数据等 民国时期的来源于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

(南京)、广东博物馆等存档资料和权威史志著作的定论性记载 1949 年 10 月以后的来源于民航局、

民航中南管理局、原民航中南各省(区)局、部分航空公司、机场、院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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