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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地处祖国中心，西北腹地，道路交通的发

展有着悠久而光辉的历史。据我国古籍记载，伏羲’

生于成纪而东展于中原，黄帝出于寿丘而问道于崆

峒，颛顼西至于流沙，尧放三苗于三危，大禹导河“

于积石，这些传说生动的说明，远古时期的甘肃就

与中原有密切的交通来往，周秦时期，不窟西奔，

公刘东返，穆王西游，西戎东迁，及至秦始皇帝，

开驰道，修长城、亲巡陇西，甘肃交通大开，与中

原连成一片。西汉之时，张骞出使，四郡开设，具

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丝绸之路得以畅通，中西经济文

化交流得到长足发展。此后历经隋唐盛世至于宋元

明清，甘肃驿道交通四通八达，成为大西北交通必

经之道；隋炀西征于河西，玄奘取经于天竺，文成

和亲于西藏，马可东行于中原，皆取道甘肃，及至

晚清，左公整道植树，驿运昌盛。甘肃道路交通已

成为．沟通中国与外国、联结中原与边疆的枢纽；成

为发展国内经济、。促进各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

的大动脉。

．民国初期，国家规划交通，均以兰州为中心，

经线纬线，遍及全国，虽未实现，但对甘肃公路交

＼ l弓



．2 兰州市公路交通史

通之发展，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30年代，国人

倡导，．开发大西北，“以工代赈”，首修西安至兰州

公路，并于1935年正式通车，沟通了陕甘两省及甘

n肃通往内地之现代交通。1937年抗战军兴，西北公

路运输顿为国内运输之主线，国际运输之重衡。是

时；政府对西北公路运输之建设与发展较为重视，

兰州已成为西北运输之枢纽。西兰、甘新公路已成

为西北运输之要道，华双公路又是连接西北和当时

国民政府所在地西南地区的主要通道。一俟后，甘川、

兰宁、甘青及河西三支线公路等相继修筑，汽车数

量也迅速增加。公路运输在发展甘肃经济，支援

抗战等方面均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抗战胜利后，公

路运输之重点，随着政治、。经济的东移，也发生了

较大变化，甘肃公路交通发展变慢，汽车运输车辆

有所减少。到1949年解放时，甘肃共修建公路34条，

计长5161．1公里，在册汽车1866辆。由于大多数公

路系原大车道局部改善而成，标准太低，加以长期

失修失养和战争的破坏，路况极差，可以勉强通车

的只有19条，计3279．8公里。汽车因全系进口、．车

型杂，加上配件、汽油奇缺、保修能力不足，管理

不善等原因，能正常运行的寥寥无几。广大的农村

山区，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运输，交通十分不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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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后，全省各级党政，对公路交通

建设和发展都十分重视。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安

排一定的投资，．贯彻民工建勤、民办公助的方针，

多次动员群众掀起筑路和大办运输的高潮。在优先

修建和改造提高干线公路的同时，依靠地方，依靠

群众，大修县乡公路，帮助厂矿企业修建专用公路。

贯彻全民大办运输的方针，交通部门和各行各业办

运输并举，发展公路运输，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

，活服务。经过几十年不断的艰苦努力，到1985年公

路通车里程达至1．]32870公里，为新中国建立初期通车

里程的10倍，公路上缺桥少涵的状况，已得到彻底

， 的改变，且桥涵基本实现永久化，高级次高级路面

r已达至1J9160公里，占通车里程的27．85％。干线公路

可通全国各地，以兰州为起点，向东可通过西兰、

宜兰公路通往八百里秦川和中原、华北及长江中下

游；向东北可通过兰包公路达到宁夏平原和内蒙古

t牧区以至京津地区；向南可通过甘川、兰郎公路达

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向西南可通过甘青、红当公

路达青藏高原，向西北可循古丝路而行穿越河西走

。廊之甘新公路进人新疆腹地。在全省1519个乡中，

已有1511个通了汽车，1090个通了班车。许多偏僻

闭塞的山区，如今“高路人云端”，不少湍流阻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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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已“天堑变通途”，初步建成了以兰州为中心，

干支相连，城乡相通四通八达的公路网。’ 、>
。

到1985年，全省民用汽车已达到65951辆，为新

中国成立初期的35倍多。全省已建成一个多层次、

多渠道、多成份的公路运输力量。各地、县均设有

国营运输公司或汽车队，各大厂矿企业都有一定的

运输力量，还有个体运输户汽车5000多辆，以补国

’营运输之不足。另外，乡镇农村还有10多万辆大小

拖拉机参加长年或季节性的运输。大多数车辆得到

更新，技术状况基本良好，保修网点遍布全省，运

力基本上可以适应各方面需要，客运车辆猛增，且

正朝着舒适性方向发展o ‘

．4

自1949年至1985年的36年中，甘肃的公路交通

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

经验，在规划、组织、管理等方面时有失误，致使

公路交通事业在前进中经历了一些曲折。特别是在

公路的质量标准和运输的管理、布局中，还存在不

少的问题，公路交通仍然是我省国民经济发展中的

一个薄弱环节。
’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总

结了过去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制定了一系列的

正确政策和措施，我们必须坚决地贯彻这些政策和

，，内11馏●；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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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结合甘肃公路交通的实际，努力工作，把公

路交通事业办得更好。

为了回顾既往，总结经验，探索规律，策励未来，

由省交通厅和各地、州、市组织100多人的史志编撰

队伍，搜集13000多万字的史料，以马克思主义的历

史观为指导，遵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方针和政策，本着实事求是，略古详今的原则，共

同编撰出版一套《甘肃公路交通史志》丛书，以供从

事公路交通事业的同志们参考、借鉴。这套丛书已

陆续出版，献给读者，请同志们大力支持，并提供

宝贵的意见o ，

甘肃省交通史志及年鉴编写委员会

． 198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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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是甘肃省的省会，是我国西北交通的枢纽之地。 ：、

‘

兰州，古属雍州，汉称金城，隋文帝开皇元年定为兰州，设

总管府。以后诸朝代，兰州名称几度变更，到民国30年设置兰州

市。．
。’

’“

兰州自古以来就是中原通往西北地区的交通要冲，历代封建

王朝都比较注意兰州交通的建设。汉代在兰州至河湟地区的驿道
。

上修建各类桥梁70余座。隋、唐、宋诸代，在兰州境内黄河上架

浮桥，修关隘。到了元、明、清之际，以兰州为中心，向甘肃东、

西、南、．北、幅射的驿道网络基本形成。尤其晚清期间，纺织工

业开办，兰州官马大道和甘新大驿道整修以后，运输工具不断改

进。公路运输得到一定发展。但由于受生产力的制约，兰州古代

道路交通，包括道路、桥渡、运载工具、运输方式和管理设施等

的发展规模十分有限，其发展速度也是非常缓慢的。到了民国时

期，兰州道路不畅，’运输不便，经济困难，‘文化落后，群众贫苦

成为当时重要的社会问题。
’

兰州的现代公路交通起步是比较迟的。1921年兰州有了第一

辆汽车。t1924年开始兴修西安至兰州第一条公路。到1949年8月

兰州解放为止，。全市仅有西兰、甘新、甘青、兰宁、甘川等5条

主要干线公路，全长371．3公里，除西兰公路铺有泥结碎石路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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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公路，均为砂砾路面，而且缺桥少涵，雨季经常阻断交通。

地方道路更少，能勉强通行汽车的简易公路只有兰阿、三兴、永

一窑三条，全长102公里，是晴通雨阻的路线。‘三县(榆中、皋兰、

永登)山区多为羊肠小道，交通十分不便。当时，．全市共有注册

民用汽车1106辆，全系进口汽车。因车型杂乱，车况老旧，加上

配件奇缺，保修能力不足，管理不善等原因，能正常运行的车辆

寥寥无几。“晴天三尺土，雨后满路泥”，正是对旧兰州交通不便

的生动写照。
、

、

’

兰州解放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兰州交通事业发生了巨

’大变化。兰州既有陇海、兰新、包兰、兰青铁路在此交汇，又有

西兰、甘新、甘川、甘青、兰包等干线公路在此起止，公路通车

里程，到1985年，已达1875．1公里，民用汽车拥有量为25460辆。

市区道路开阔宽敞，且多为黑色或混凝土路面。黄河上座座大桥

如彩虹飞架，公共汽车川流不息，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生活

带来了方便。以兰州为中心，铁路、干线公路为主干，县乡公路

相连。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已基本形成，90个乡有75个通公路，乡

乡通汽车。行路难、过河难的问题基本解决，“人便于行，货畅

其流”的局面已经出现。随着国家建设重点的调整，兰州市在大

西北的地位日益重要，公路交通事业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

兰州市道路交通历史源远流长，新中国成立以后，公路交通

事业的发展又经历了艰苦创业的历程，取得了重要成就，发生

1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可汲取的教训。市交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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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局根据交通部和省交通厅，以及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部署和

具体要求，组建了交通史志编写机构，抽调史志编写人员，按照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及<中共中央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和要求，用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史学观，编写出(兰州市公路交通史>一书，约41万

字，系统的记述了兰州市公路交通的起源、开拓和发展，．重点总

结了新中国成立后，全市公路交通事业发展的历程和取得的成

绩、经验和教训。全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语言顺畅，文图并

茂，不失为一本宣传兰州、热爱兰州、建设兰州的交通专业史书

和知识性读物。

薪奄
J

习嘲啊__。，{：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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