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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交通志》在江苏省和苏州市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和

指导下，经编纂人员的努力，历数载，终书成。这是我市交通系统精

神文明建设又一成果，将为广大交通职工所参阅撰用。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有机组成部份，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设

施，是生产、流通和消费等各个领域起辐射脉络功能的重要环节。回

顾往昔，规划前景，有助于加深对交通事业在经济腾飞中的战略地

位和作用的再认识． ，

苏州是一座驰名中外的历史名城。地处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具

有“风景秀丽甲江南，物产富庶冠三吴”的美誉。苏州航道纵横交叉，

公路四通八达，乃华东地区苏、浙、沪三省市通衙，水陆交通历来十

分便捷，系车船东西贯通，南来北往的必经通道。因之，借助历史，探

讨未来，对发展地方交通建设，提高舟车通过能力，开发金三角区域

经济有着重要的意义。

， 盛世修志，素来是我国人民的优良传统，具有告慰祖先，启迪后

代，继往开来，造福子孙，为社会主义物质、精神双文明建设服务的

重要作用．交通志比较全面地、系统地反映苏州地方水、陆、港、航

空、联运等交通运输事业的起源、形成与从古到今的发展演变过程，

在横向铺开、纵深叙述上展现其历史沿革和现状概貌，集交通事业

开拓发展和车船设施技术进步于一体的经济、技术综合性通志。

愿交通专业志的问世，在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作为历史借鉴，

提供乡土教材、保存文献资料等方面，发挥资政、教化、存史的有益

功用。 ．

寄望于斯，是为之序．7
’

许德宝

1990年2月26 13



凡 例

一、指导思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本着唯物史观，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政治上保持同党中央的高

度一致，与国家的现行方针政策相吻合，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

编纂出一部求实存真，反映历史面貌和合乎规范的新型的交通志信

史．

二、志书性质：《苏州交通志》是一部纪实地方交通运输的专

业志，也是一册反映整个交通事业振兴发展、曲折变迁和车船装备

技术进步改造的经济技术综合体志书．

三、编纂范围：以突出苏州市区地域为主，对公路，航道按市管

县现行体制幅射延伸至吴县、吴江、昆山、太仓、常熟、张家港六县

(市)范围内，同上述各县(市)的编写要求，其山川、河流、地理、地名

和提法等，统一口径．有些史实，数据因不便分割，则按当时管辖范

围、隶属关系列入．

四、内容要点：根据苏州市的地理位置与自然条件，交通运输的

历史形成和区域特点，在内容叙述上，本着整个交通建设、运输、管

理、工业四要素和多种运输方式的排列，充分反映交通运输内涵的

经济规律、自然现象和社会效果，以及其外部与工农商业等整个国

民经济的相互关系． ．

五、时间断限：上限，自1912年(民国元年)始。下限，至1985

年为止．但各专业的事物纪始，应上溯至起源，不受断限时间的限

制，个别事物及大事记，则适当延伸至1988年。使之古今贯通，详今

略古，立足当代，既衬托历史渊源，又具有时代气息。

六、框架结构：采用以事分类，横排竖写，纵横结合，章为单元的

结构层次．全书按章节目三个层次展开书写，纵深叙述。图、表、录穿

插列入，引文加注释，使全书图文并茂，繁而不乱，简不失意。

七、行文规则：记叙体裁除大事记取编年体外，专业志各章节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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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纪事本末体，以示始末联贯，首尾衔接，沿革清晰，各类事物发展

脉络条理分明。行文力求规范，采用语体文，力求文字简练通顺、朴

实。历史年代，建国前一律用各个朝代加公元注释，建国后用公元年

号．数量词均用阿拉伯数据表示。计量单位概用交通系统通用统计

数据表达．



、 苏州古城始建于公元前514年，距今已有z500余年的历史．

苏州，在历史上先后有吴、阖闾城、姑苏、吴城、吴郡、吴州、平江等不

同的称谓。公元前514年，秦统一六国后，废分封、建郡县，吴城成为

会稽郡属的吴县，到唐代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改吴郡为苏州迄

今(其间虽还曾有变化，但已成为习惯通称)．明吴元年(1364年)，，

改平江路为苏州府。直至清末，苏州府曾领九县一厅：吴县、长洲县、

元和县、昆山县、新阳县、常熟县、昭文县，吴江县，震泽县、太湖厅．

民国建立，即废府州，苏州便成为吴县治所。1927年设市政筹备处，

翌年建苏州市。1930年，苏州市裁撤归并人吴县．1949年苏州解放，

建立苏州市。1983年实行地市合并，建立市管县新体制，苏州地区

管辖的8县(市)，除无锡、江阴两县划归无锡市外，吴县、吴江县、昆

．山县(后改市)、太仓县、常熟市、张家港市(原沙州县)6县(市)属苏

州市管辖．
：

苏州位于我国江苏省的东南部，东经122度，北纬32度，地处

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境界东临上海，西接锡、常、宁，北入长

江出海，南走浙江杭嘉，是江、浙、沪三省、市的枢纽。 ，

苏州在远古时代的海陆变迁，造成了水乡泽国的水网境地，气

温适宜，雨量适中，河水水位常年不变。历来农业发达，物产丰富，园

林众多，文人会萃，成为经贸繁华，市面昌盛之五方杂处。它与杭州

齐名，誉为江南鱼米之乡的“天堂”。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

理环境，为开发地方交通的水陆运输提供了极其优越的便利条件。

苏州境内河港纵横交叉，湖荡星罗棋布，京杭运河贯流城周，港

口码头林立，公路四通八达，民用航空开通北京等地，水陆交通十分

便捷。水乡泽国的苏州，“不可一日废舟楫。”早期藉赖木帆船运输，

沟通货物交流。航班船通向四乡八镇，方便商旅客货往返。1899年，



苏州内河轮船事业始发韧创建，此后陆续兴起，竞相营运．唯轮运业

迭经战火，几度盛衰．临近解放，苏州、常熟、昆山、太仓、吴县及吴江

县，共有航道322条，通航里程2824．8公里，其中能通轮船的航线

62条，通航里程337公里，计有轮局107家，轮船149艘。市区航

道共21条，总长78．26公里，主要干线航道为京杭大运河、苏虞线

(元和塘)，环城河、苏浏线、苏西线、水运南通杭、嘉、湖，东达太、浏．

申，北到张家港，西经锡、常、镇，转向苏北、皖鲁等省市，可称华东地

区江、浙、沪水运枢纽和“黄金水道”．。

苏州陆上自秦起置驿道，沿途设站、铺、供公文传递，至清末裁

。撤。清末民初，陆路交通工具则有轿舆、独轮车、马车和人力车等，担

负城郊客货运输和旅游交往，直至新中国建立，伴随机动车辆的发

展增多，人力车，畜力车等逐渐淘汰消失．
‘

苏州兴筑公路始于1922．年，第一条公路为太仓至上海的沪太

公路。县境第一条公路由江苏省公路局苏嘉办事处经营，自吴县经

吴江而迄嘉兴县，全长76公里，于1933年6月28日全线通车．以

后陆续开办了苏昆、苏锡、苏虞等线，沟通杭沪宁等地。建国之初，全

市通车公路计有S条，通车总里程290公里，有长途汽车公司3
‘

家，拥有大小汽车53辆．此外，市区有个体汽车行商21户，经营客

货汽车68辆．

苏州港口码头历史悠久．古有明初太仓浏家港因漕粮海运及郑

和下西洋而闻名中外，是全国八大古港之一。苏城内外，河道纵横，，’

港湾众多，码头林立，素有。六门三关六码头”之称．鸦片战争后，

1 8 9 s年，苏州港辟为门户开放的通商口岸，次年又设置了苏州海

关，办理进出口业务．建国初期，市区从环城运河至枫桥、洋关、娄门

外各点岸线，总长达20余公里，水域面积15040平方米，计有码头 ’

作业点148座． ．

，建国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日益发展，苏州公路建设，不仅线路 。

增多，路基拓宽，桥梁，路面的等级以及公路的线型都已大大改善和

提高．特别是县乡公路迅猛发展，农村公共汽车的开办营运，至

1985年底，全市六县(市)已实现乡乡通公路。1985年末，市区共有



公路通车里程1410公里，比解放初期增长4倍之多，其中：干线

11条，计608公里，已有黑色路面461．5公里；县乡公路总长度已达

9S2公里，全市已形成了一个干支相连，县乡相接，四通八达的公路

运输网． ，

航道通过多次维护、疏浚和局部整治建设工程，对改善航道，沟

通区域水上船只往来，调节水流水位等产生多种效益。 ：

苏州境内有木渎、虞山、江阴、张家港船闸工程先后建成，过闸

船只遍及江浙鲁沪等全国九省市，对改善航运，沟通和提高苏州境

内及与上海、浙江等地的内河安全航运有很大作用。

苏州市区渡津，原有胥门外、九里河、管家渡等古渡口九处。现

存渡口六处，较大的渡口为阊门四摆渡等，担负着水上载客渡运往

返i 一

。

苏州港口原来地理和自然条件都比较好，水位稳定，河床变化

不大，一般终年不冻，铁、公、水相连，衔接紧密。新建的张家港，成为

全国和江苏省国际经贸往来的进出大门。市内港口码头建国后经过

陆续扩建和新辟，港口吞吐能力逐年增长，成为华东三省一市的水

上枢纽和水陆物资集散、出入的中转联运良港．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全国改革开放总方针的

指导下，进行了企业整顿，体制改革和开放搞活，开创出国营、集体、

个体一起上，水陆空运全面上升的新局面．
。

1983年以来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运输市场开放改变了专业运

输靠“三统管理”独家经营的格局，市县兴办了农民集资经营的旅游

服务公司16个，有大中小客车60多辆，同时组建起昆山、吴江、沙

洲三个县的农村公共汽车联运公司，拥有县乡汽车80辆。为发展综

合运输，衔接水陆车船联运，组建了市和吴县、常熟、昆山四个联运

服务公司，并始创民用航空通向北京等地。

1 985年度，全市县级以上交通运输部门共有企事业核算单位

109个，其中市区14个；全市职工总数达40441人，其中市区16113

人．全市水陆运输企业共有车船工具客货汽车1 1 54辆，客货船舶

34 7 4艘。其中市区：客货汽车7so辆，客货船舶1093艘．全市客运



总量6578．38万人，周转量180001．8万人公里j其中市区：客运量

4 1 98．5 0万人，周转量141 539．5万人公里。全市完成货运总量

1 696．43万吨，周转量143169．1万吨公里；其中市区完成货运量

714．80万吨，周转量57341．4万吨公里。市区全港共有10个作业

区，一个专业汽车队。港区从事装卸作业的职工总数达3000人．共

有装卸机具计各种吊装机械315台i起重量为977．s吨，输送机械

223台。全港区固定资产额达到1470万元，比1965年前每年固定

资产投资比例增长36倍以上。1985年度完成港口吞吐量644万

吨，为1957年的105万吨的5倍之多。
’

。t 此外，城乡个体运输户至1985年末，全市已有26850户，汽

车、拖拉机、力车等陆运工具5122辆，轮驳机动船、木帆船等水运工

具Z3787艘。其中市区381户，计有机动车、非机动车、拖拉机370

辆，船舶11艘。 一

、 纵观交通运输事业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仍是一大薄弱环节。

车船过境与日俱增。而干线公路、航道通过能力低，处于超负荷状

况，车船事故随之增多。为铁路分流和发挥水运优势，加速于线公

路、航道建设，提高车船通过能力固属重要，严格交通管理，确保交

通安全，为当务之急，加强运输市场整顿管理和对交通全行业进行

管理也不可忽视。企事业改革更有待予继续全面深化，以适应整个

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 ·

一 如今国运昌隆，政通人和，振兴经济，建设四化，正在大展宏图，

突飞猛进，而深化交通改革，发展运输事业，也必将展翅高翔，鹏程

万里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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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内河航运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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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节航道 一

，

l

一、航道分布
’

，

苏州有江南运河、吴淞江、娄江、胥江等河流及太湖诸湖泊．市、

县、乡村．航道四通八达。1980年前后北部往来船只每年通过量3400

多万吨以上，南部沪，浙两省(市)船只每年通过3300多万吨以

上．

1985年，苏州市县有干支线航道338条，计2870余公里，其中

干线航道18条，计580公里，市区航道25条，通航总里程为115．78

公里，其中有干线航道S条，计通航里程50．87公里，为京杭大运

河，苏申外港线，苏虞线(元和塘)，苏浏线、苏西线、环城河，南通杭

州，东达太仓：上海，北到张家港，西经无锡通往常州、苏北、安徽、江

西、湖北、山东等地，可称水运枢纽． ·，

建国以来，京杭大运河浒关市河、平望市河、枫桥等处进行了多

次疏浚拓宽，主要干线航道能通航100～200吨级船舶。一般干线及

支线能通航40～100吨级船舶，部分小航道通航20吨左右船舶．

主要干线航道为：
‘

．

京杭大运河苏州段：从望亭通过市区至吴江县鸭子坝，计长

88．79公里，市区经过枫桥至吴县良种场，为14．02公里，航道底

宽，30米左右，最小底宽15米．枯水期市区水深为2．5米，吴县、吴

江地区为2．O米．碍航弯曲地段有泰让桥、吴门桥及觅渡桥3处尤

以吴门桥条件最差，桥孔速水流急，洪水时流速急达1米／秒．下游

航道弯狭地段有吴江三里桥附近，运河穿越吴江县镇又遇弯道，小

， 1
·



有装卸，船舶过此必须加强了望，八坼市河，吴江化肥厂附近，小牛

荡及四亭子渡口皆为狭浅地段．

苏申外港线：是苏州通往上海的主要航道，每年运量3000多万

吨以上，全长30公里，一般河底宽20米左右，水深2．5米，紧靠市

区的蓑衣港一段长度3公里，航道底宽不足1S米，水深仅2米，勉

强能通航100吨驳船． ．

苏虞线(元和塘)：是苏州通往常熟沙州及张家港的干线航道，

全长44．S公里，市区内齐门东升化工厂(梅杏桥)1．8公里，枯水期

水深为2．0米，航道底宽15米左右，跨河桥梁底标高仅2．3米。但

该线由于陆墓里口及齐门市河，枯水时不能全线通航，一般船只大

多绕道阳澄湖航行． 、．

苏申内港线：吴县瓜泾口至昆山兰江121长61．64公里，是苏州

至上海主要干线，也是太湖下游重要排灌河道，吴县境内一段航道

中浅坝较多，枯水深2．4米，最小底宽15米左右。
1

‘

申张线：为苏州通往张家港入长江的主要干线航道，经昆山青

阳江北口，常熟至张家港长江口全长76．3米，枯水时航道水深Z

‘米以下，底宽仅11米左右，面宽也仅20～30米。目前通航60～100

吨船舶，尚待拓宽疏浚。’ ÷ ．二 ．、

苏西线：全长29．46公里，其中太湖航道1s．74公里，是苏州

通往太湖西山的唯一通道，该线1959年、1968年两次整治，枯水时

太湖最浅水深1．S米，航道底宽60米，内河为12米。目前通航60

吨船只，横塘市河与东跨塘桥附近为浅狭地带。

苏浏线：全长69．18公里，市区内从塘访湾桥(老坝基桥)至凤

凰泾5．18公里，是通往上海内港线j昆山、太仓浏河的干线，两岸厂

矿码头较多，河面宽，一般在30米左右，航道底宽一般在1s米，枯

水时水深在2．0米以上，该线其余64公里航道都超过6级航道标

准，但市区官渎桥附近为急湾狭浅地段。．

环城河：从胥门泰让桥环城至葑门新港人大运河，全长11．5公

里，是联通上述干线及其他支线航道的环形线，航道面宽30N100

米，底宽15～40米，枯水时最小水深为Z．5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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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苏州市主要干线航道里程表(1985年)

里程 等 级 ．

航道名称 起 讫 点 ．

(公里) 规划 养护

江南运河 吴县：北望亭 蚕种场 S．83

良种场 分水圩 7．94 四 五

市区；蚕种场 良种场 29．02

吴江：瓜泾口 鸭子坝 43．72

小计 86．S1

： 苏申外港线 吴县：宝带桥 内外港交叉口 11．2

吴江：交叉口 急水港 11．34 四 五

昆山：急水港 周庄省界 7．14

小计 29．68

’ 苏申内港线 吴县：瓜泾口 夹浦港 28．5S

四 五
t

’ ’

昆山：界浦港口三江口 33．09

小计 61．64

申湖线 吴江：南浔东 芦墟 41．13 四 五

申张线 张家港；长江口 袁加桥 8．9

张澄交界虞张交界 9．47

常熟。虞张交界 西湖泾 36．87 五 ／、

昆山：西湖泾 青阳江北口 21．09

’‘

小计
’

7fi．3 ·

苏虞线 市区：齐门 东升化工厂 2．05

吴县：东升化工厂吴虞交界 17．72 五 ／、

常熟：吴虞交界朱草浜 18．98

小计 38．75

苏浏线 太仓：浏河口； 太昆交界
’

22．6
，

l 昆山：太昆交界昆吴交界 26．65 五 ／、

吴县：昆吴交界凤凰泾 14．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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