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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铁路局志(1881—1987)》于1995年10月出

版。续修《北京铁路局志》，完整记述1988年以来北京

铁路局的发展历程，是历届路局领导和全局广大干部职

工都十分关注、共同期盼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各方面的

共同努力下，《北京铁路局志(1988—2004)》历时四年，

数易其稿，终于付梓”这是北京局企业文化建设的一项重

要硕果。

这部局志全文140多万字，重点记述了北京铁路局

在铁路建设、运输经营、安全生产、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等

各个方面的发展轨迹和取得的丰硕成果，客观反映了全

局干部职工顽强拼搏、苦干实干、无私奉献的创业历程，

资料翔实，体例完备，文字通畅，较好地体现了时代特点

和北京铁路局的特色。这部局志为各级管理者认识局

情、借鉴历史、搞好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为全局干部职

工秉承传统、继往开来、奋发进取提供了优秀教材，同时

也为社会各界进一步了解北京铁路局提供了又一平台。

在这部局志的编纂过程中，编纂委员会始终以邓小



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始终坚持了实事

求是、尊重历史的基本原则，始终保持了求真务实、勤奋

工作的优良作风，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

工作。在此，我谨代表路局、路局党委向在局志编纂过程

中付出辛勤劳动的所有参与者、支持者致以衷心的感谢

和崇高的敬意!

打开尘封的记忆，回眸昨日的征程，为的是以史为

鉴，振奋精神，创造新的辉煌。相信这部局志能够使全局

广大干部职工深谙创业的艰辛，铭记发展的重任，激发更

高的工作热情。让我们携手同心，众志成城，共同续写北

京铁路局更加辉煌厚重的历史!

注：作者为北京铁路局局长

2006年7月



凡 例

一、指导思想《北京铁路局志(1988--2004)》为北京铁路

局第二部志书，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遵循实事求是、详近略远的

基本原则，力求全面、系统地记述北京铁路局历史与现状，旨在

资治、存史、教化、交流。

二、断限体例 本志上限为1988年，下限为2004年。采

用篇、章、节、目，以横排门类、类为一志的体例。为全面反映入

志事项的发展轨迹，保持其连续性，篇的综述和部分章无题序溯

其发端，对《北京铁路局志(1881—1987)》未记述的部分内容作

了适当补充，以提高志书的使用价值。

三、记述范围 本志以1988年至2004年北京铁路局辖区

为记述范围。志中记述线路名称均指北京铁路局所辖区段，如

京广线，系指该铁路线中属北京铁路局管辖的区段。凡记述的

“某某站"均指“某某火车站"o

四、体裁形式 采用述、记、志、传、图(含照片)、表、录7种

体裁，以志为主。图，部分集中于志首，部分随文插入相关章节

中。表的序号由四位阿拉伯数字组成，由左向右第一位表示所

在篇，第二位表示章，第三位表示节，第四位表示在节中的序位。

五、结构层次 志首设概述，次为大事记，依次为企业体制、



路网建设、运输装备、铁路运输、经营管理、企业科技文教、辅

业、社会化事业、政法武装、党群组织、人物篇，重要记载、附录、

后记。

六、纪年用法 本志采用公元纪年。志中“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前(后)”简称为“新中国成立前(后)”，系指1949年10

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七、称谓使用 全志以第三人称记述。人名，直书其名，必

要时冠以职务。地名，以现行标准地名为准，涉及古地名时括注

现行标准地名。单位、机构等名称，首次出现用全称，多次出现

用简称，如：“北京铁路局、某某铁路分局"相对路外时用全称，

对内时用简称“北京局、某某分局"，对下属分局(处)、站段时可

用“路局"，将新中国成立前现行北京铁路局辖区称为“北京铁

路”o行业用语首次出现用全称，多次出现用缩略语。为方便

读者阅读，附录中专设《北京铁路局志(1988—2004)》常用语全

称与简称(含缩略语)对照表o

八、文字规范 以国家颁布的有关出版物的法规为准。

九、立传原则 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仅对在北京铁路局已

故的局职领导、劳动模范和烈士立传。立传者以卒年先后为序，

卒年相同时以生年先后为序，生卒年相同时，以生卒月先后为

序，生卒年月相同时按姓氏笔画为序。

十、资料来源 所用资料，主要源于撰稿单位提供的资料、

档案、图书，辅之经过考证的口碑资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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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局是铁道部下属的铁路局之一。北

京局所辖铁路分布在北京、天津两市，河北、

山西两省及河南省、山东省部分地区，与沈

阳、济南、郑州、呼和浩特铁路局相邻。2004

年，北京局管内共有21条国家铁路干线，其

中京山线在龙家营站至山海关站问432．696

公里处、秦沈线在秦皇岛站至山海关站间

12．450公里处、锦承线在平泉站至杨树岭站

间335。000公里处、京通线在隆化站至汤头

沟站间244．565公里处与沈阳铁路局分界，

津浦线在德州站至于官屯站间237．674公里

处、京九线在临西站至临清站间372．777公

里处与济南铁路局分界，京广线在柏庄站至

安阳站问485．800公里处、邯长线在北舍站

至长治北站间215．491公里处、太焦线在大

平站至夏店站间190．800公里处、南同蒲线

在风陵渡站至港口站间849．500公里处、侯

西线在禹门口站至下峪站间76．173公里处、

侯月线在端氏站至嘉峰站间147．273公里处

与郑州铁路局分界，京包线在古店站至孤山

站间380．500公里处与呼和浩特铁路局分

界；京秦线、京原线、京承线、北同蒲线、大秦

线、石太线、石德线、丰沙线均在北京局管内。

全局铁路营业里程7460．1公里，约占全国铁

路(含合资、地方铁路)营业里程的1／10，承

担全国铁路运输近1／5的换算周转量。

北京局客运量大，尤其是长途客运量位

居全路之首，是全国最大的客运集散地。北

京、天津、石家庄、太原等站每天始发与到达

的旅客列车和通过北京局的直达旅客列车达

几百列，其中有国际联运旅客列车、快速旅游

列车多列。北京局还承担着繁重的专运、军

运任务。2004年，北京局旅客周转量约占全

路的1／8。

北京局辖区内矿产资源丰富，工农业发

达。铁路连接天津、秦皇岛、京唐、黄骅4个

港口。在货物运输中，煤炭占重要位置，煤炭

发送量约占全局货物发送量的60％左右，约

占全路煤运量的31％；晋煤外运量约占北京

局煤运量的70％左右；装车集中在大同、太

原、介休西等地区，卸车集中在天津、北京、石

家庄枢纽和港口、钢厂、电厂等地，装、卸量各

约占北京局的70％左右。2004年，北京局被

评为中国企业500强第35位、北京市百强企

业第2位。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北京局

进行了一系列整顿和改革，逐步建立健全符

合改革开放政策和市场经济要求的新体制和

机制，许多方面发生了变化，运输生产和经济

效益大幅提高。1982年，按照中央《关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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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北京局

整顿和改革运输组织，扩大分局和基层单位

的经营自主权，建立起责权利相统一、纵横间

相结合的经济责任制体系。1983年，在建立

经济核算制、实行企业基金、利润留成、全额

利润包干的基础上，北京局实行利改税。

1984年、1985年，北京局贯彻《国营工业企业

法(草案)》，分期分批实行局长、处长(经

理)、站段长、院校长负责制，实行党政分工，

中共各级党的委员会对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

起保证监督作用。

1988年，北京局继续实行铁路局、铁路

分局、基层站段三级管理；路局直属运营系统

机构还包括路局直属企事业单位和局机关有

关处室的附属机构。路局及局属单位、基层

站段机关的行政管理机构，几次进行改革和

精简。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内部

约束机制相应建立、健全和完善。继续实行

北京局党委以中共铁道部党组领导为主，各

分局(处、公司)党委以路局党委领导为主；

局直属单位和基层站段党组织分别由北京

局、各分局党委实行垂直领导。1989年，中

共北京局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政治体制改

革的总体设想和铁道部党组关于铁路企事业

单位政工体制改革的意见，实施政工机构改

革，撤销路局、分局政治部和工程处政治处，

原政治部(处)的办事机构改为党委的办事

机构。1994年，铁路分局的行政科、室改为

分处、室，分处、室和主要生产站段提升为副

处级。根据铁道部对铁路局、铁路分局机关

实行机构编制限额管理的要求，北京局将职

能相近和交叉管理的部门合并，将能够推向

市场实行企业化管理的部门从机关中分离出

去，将职能减弱的部门撤销。1999年，北京

局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同时，理顺运输营销

体制，调整组织结构和管理职能，实现客货营

销与运输管理分离，营销工作和调度指挥一

体化管理；精干运输主体，分离“企业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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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职能，成立教育、房建生活、卫生和社

保3个管理中心，为进一步分离分立奠定基

础。2000年以后，北京局逐步推行主辅分

离，分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2001年，铁

道部将北京局的铁路通信设备及网络的运营

维护和有关管理工作，移交中国铁道通信信

息有限责任公司；撤销临汾铁路分局，整建制

并人太原铁路分局。2003年lO月，北京局

将北京、太原铁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

太原勘测设计院，整建制划归中国铁路工程

总公司。至2004年底，北京局158个教育、

卫生单位先后移交地方管理；北京局局属企

业有北京铁路分局、天津铁路分局、石家庄铁

路分局、太原铁路分局、大同铁路分局、大秦

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铁路局工电大修处；

直属和基层行政决算单位357个。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北京局的铁路建设、

客货运输、科学技术、经营管理、安全生产、环

境保护以及职工的文体教育生活福利等各个

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由于铁路建设速度

滞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组织管理方法相对

落后，运能和运量矛盾日渐突出，主要干线的

关键区段能力利用率超过90％，有的达到

100％；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大同五大枢

纽的能力利用率也趋于饱和，北京局铁路运

输处于限制状态。要扭转这种局面必须加快

铁路设施建设，深化运输组织、经营管理方面

的改革，依法管理企业，依靠科学技术不断增

进铁路的综合运输能力，提高企业效益和社

会效益。

“七五”计划期间，国家对北京局密集投

资，使全局设备面貌大为改观，综合运输能力

得到提高。“七五”后三年，北京局完成基建

投资15．39亿元、更新改造投资13．37亿元、

大修投资17．82亿元，建成中国第一条重载

单元列车双线电气化铁路大秦线一期工程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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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岭至大石庄问410公里，建成开通侯西线

北京局管内76．17公里，对北京、天津枢纽进

行改造，建成石家庄、天津新客站；设备更新

改造重点完成了扩大运能、保障安全、采用新

技术和住宅等工程项目；设备大修完成线路

换轨大修3121公里等。“七五”期末比“六

五”期末，全局营业里程由5894公里提高到

6437公里，增长9．2％；双线率由43．7％上

升到50．1％；电气化率由17．6％增至

27．6％；内燃机车牵引率由16．2％增至

31．2％；正线钢轨平均重量达53．8公斤，增

加4．4公斤；货物平均运输密度达3281万吨

／公里，增加444万吨／公里。

“八五”计划期间，是北京局基本建设、

设备改造、大修投资最多、成绩最显著的时

期。五年完成建设项目投资64．46亿元、设

备改造投资46．20亿元、大修投资63．36亿

元。尤其是“八五”后三年，全局开辟了北京

西站、南北通道和“短平快”项目三大建设战

场，组织了三年大会战，共新建线路1219．7

公里、电气化铁路482．5公里，完成重大扩能

技术改造工程37项。至1995年末，全局运

营里程达到6862公里，较“七五”末期增加

425公里；双线率达54．6％；电气化率达

32．2％；内燃机车牵引率达38．1％；五年累

计完成大修换轨3048公里。局管内地方铁

路也发展较快，共建成地方铁路23条，通车

里程1048公里。

北京局为提高运输能力，于20世纪80

年代中期开始试验研究重载列车运输。在改

革浪潮的推动下，北京局总结普遍超轴的经

验并学习国外重载运输经验，于1984年11

月首先在大同至秦皇岛间改革行车办法，试

验开行牵引重量为7400吨的重载组合列车，

最高每日开行6对，对缓和丰沙线运输压力

和突击运送晋煤作了有益的贡献。在总结组

合列车试运经验的基础上，在主要运输行车

设备还不配套、不健全的情况下，北京局于

1988年12月在大秦线西段(湖东至大石庄

问)组织重载列车运输试验运营，开行5000

吨、6000吨、10000吨重量等级的重载列车。

1992年12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万里在秦皇岛北站为大秦铁路二期工程开通

剪彩，从此，中国第一条双线电气化重载单元

列车运煤专线铁路全线开通运营。大秦线西

起大同枢纽的韩家岭站，东至秦皇岛新港三

期码头，全长653公里，远期输送能力1亿

吨。大秦线1992年开行的货物列车，占全局

总数的9．6％，而完成的任务却占全局任务

的15．88％。

1996年1月21日，铁道部、北京市政府

联合举行北京西站开通运营庆典仪式，国务

院总理李鹏为北京西站开通剪彩。同年9月

1日，京九铁路开通运行仪式在北京西站举

行，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原全国政协副主席

吕正操为首发的105／106次旅客列车授牌、

剪彩。从此，北京局增添了一个特等站和一

条南北大通道干线铁路，增强了客货运输能

力，提高了服务质量。

“九五”计划期间，北京局完成基本建设

投资96．61亿元、设备更新改造投资83．39

亿元、大修投资108．52亿元。侯月线二期工

程开通临管运营；京广线京郑电气化建成使

用；丰台西编组站上行场、邯长线扩能、邯济

线引入邯郸地区、天津1000万吨煤炭下海、

北京西至黄村铁路、京九线引入天津、北京枢

纽等工程建成使用；北戴河站改造工程竣工

投产；邯济铁路、阳涉铁路二期等合资铁路工

程开始施工；五年间累计完成大修换轨3420

公里。使北京局进一步增强了铁路运输能

力，提高了对旅客、货物运输的服务质量。

“十五”计划前四年，北京局完成基本建

设投资80．8l亿元、设备更新改造投资

93．46亿元、设备大修投资91．76亿元。阳

涉线二期工程全线铺通开始运行；忻河线电

气化及河东联络线工程竣工；大秦线2亿吨

一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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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能改造工程开工；北京站扩能改造竣工，北

京西站扩能改造开工；天津至沈阳铁路电气

化工程开工；北京枢纽改造开工；第五次提速

改造工程如期完成；京秦线京狼段提速、京山

线狼秦段电气化改造、北同蒲线增建二线、南

仓编组站东端疏解工程建成；京九线局管内

小半径曲线改造，京山、京秦、津浦线股道延

长，侯马北站改造等工程，为客车提速和增加

运能提供了条件。大秦铁路通过挖潜改造，

2003年完成运量12035万吨，提前4天实现

年运量1．2亿吨的目标；2004年完成运煤

1．5286亿吨，比2003年提高27％，超过铁道

部预计指标286万吨。至2004年底，北京局

铁路营业里程达7460．1公里，其中电气化铁

路营业里程3084公里。2004年，北京局货

运量完成53153万吨，客运量完成15564万

人，换算周转量完成4274．3亿吨公里。

“七五”计划期间的第一年，北京局实行

经济承包责任制，对铁道部包运输任务，包营

业线铁路改造及新增运输能力，包运输进款，

包上缴税金和铁路建设资金，包安全，包质

量。北京局加速由单纯生产型向经营开拓型

转变；坚持集中统一指挥，抓好客运组织，抓

好重点物资运输，确保全年煤炭运量和国家

统配煤运输。1989年，北京局为保证铁路大

动脉的畅通，在装车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况下，

千方百计保证重点物资的运输，保证军事运

输，保证五大电网、五大钢厂和三大城市生活

用煤的需要，对稳定首都和全国的形势作出

了贡献。1990年，北京局借客货运价格上调

的形势，挖潜改造，圆满完成了春运任务和全

年重点物资的运输。

“七五”计划期末，北京局完成客运量

13659万人，比“六五”计划期末减少8％；货

运量完成35497万吨，比“六五”计划期末增

长20．6％；煤运量完成21413万吨，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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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计划期末增长28．2％；换算周转量完成

260513百万吨公里，比“六五”计划期末增长

26．7％；运输收入完成86．0亿元，比“六五”

计划期末增长111．2％。

“八五”计划期间，北京局按照铁道部统

一安排，实行承包责任制。“八五”前两年，

北京局的货物运输以煤炭和其他重点物资为

主，空车不足、接卸不畅是运输的主要问题，

煤炭用户库存饱满是主要矛盾。北京局运输

部门强化管理，加强运输组织，确保重点物资

的运输；加强货运计划的管理，开行直达列车

和长交路列车，集中装车点，提高运输效率；

认真执行运输计划，全面实行运输全程联网；

完善指标考核与经济效益挂钩的办法，强化

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以“大卸”保“大装”，

以“小口”的畅通保全局乃至全路的畅通；全

面开展“均衡运输”；调整机力布局，协调作

战。大秦线货物列车扩大编组、增加对数，开

行万吨重载运煤列车；大同发往丰沙线、京通

线各站的货物列车扩大编组，以确保运输生

产任务的完成。1993年，金融整顿和规范企

业行为在全国展开，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对铁

路货物运输，尤其是对煤炭供求关系产生了

较大的影响。北京局出现运力短缺、限制口

紧张、用户库存饱和、企业拖欠铁路运费、接

空车少等情况，均衡运输也受到影响。北京、

天津、河北、山西的经济发展迅速，铁路运输

能力滞后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铁路

的压力越来越大。为此，北京局采取措施，加

强货运组织，改革货运管理办法，发展集装箱

联运；加强客运组织，提高客运质量；开行优

质优价列车和旅游列车，组织直达列车，积极

组织杂型车的代用。在采取挖潜扩能措施的

同时，北京局在日常运输组织中，坚持以晋煤

外运为重点，狠抓卸车、排空、管内装车、管重

输送、货源开发等关键环节；提高运输效率；

坚持“东车西调“和“打团体赛”；调整大秦、

京原等线运输通道的运行图，增开货物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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