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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铁是中国最早开始建设和运营的地铁。 从规划筹建至今

已有近 60 年的历史，从开工建设至今已有 45 年的历史，从开通运

营至今已有 41 年的历史。北京地铁是完全依靠我国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建设和运营的第一条地铁系统，因而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地

铁事业发展的先驱。 北京地铁至今已拥有 9 条线、 228 公里运营线

路，初步形成了网络化运营新格局，成为首都公共交通现代化的景

观、技术水平的标志、文明的窗口 。 多年来，北京地铁为首都的繁荣、

为全国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此之际，北京地铁

运营有限公司为了很好地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发展规律，传承企业优

秀文化，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组织力量撰写了"北京地铁发展史"

和"北京地铁专业技术发展史"。 我作为长期从事中国城市轨道交通

研究和管理工作的老同志，有幸提前阅读了书的草稿，对这两部书

的编写工作感到十分欣慰。我认为这两部书对于研究北京地铁发展

历史，总结和把握地铁发展规律，促进全国地铁又好又快地健康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地铁作为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工具，在世界上诞生已经有 130 多

年了，而新中国建成并开通运营自己的地铁只有 41 年的历史。虽然

时间还不算长，但是却经历了从无到有、艰苦奋斗、逐步发展壮大



的历程。 由于北京地铁前期 20 多年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中国地铁

的发展史，因此，北京地铁的历史在全国地铁的历史中占有举足轻

重的重要地位。了解了北京地铁的历史，对于了解中国地铁的由来

及其发展过程，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

中国地铁发展所带来的巨大促进作用，一定会大有帮助的。 这次出

版的"北京地铁发展史"和"北京地铁专业技术发展史"分别从北

京地铁整体发展演变的过程以及设备专业技术不断更新进步的过程

两个方面，展示了北京地铁的全貌以及几代地铁人艰苦创业、前行

探索的奋斗精神。他的公开出版，不仅可以使广大读者更加了解北

京地铁，也必将会吸引更多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和专家学者，共同关

心和支持中国地铁事业的建设发展，进而推动对中国地铁历史和发

展规律进行更加广泛深入的研究。

北京地铁的历史实际是一部很独特的历史。 他的早期从规划设

计、开工建设，再到开通运营和组织管理，都是在中共中央、国务

院、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1953 年北京市委在关于改建和

扩建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中首次提出要修建地下铁道，得到中共中央

的认可并做出战略决策。在原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我国工程技术人

员经过科学严密的勘查设计和论证，确定了北京地铁一期工程的规

划方案和施工方法。由于遇到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地铁工程被

迫暂时搁置。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重新上马后的北京地

铁一期工程从修建到开通试运营，第一代地铁的建设者和运营管理

工作者，怀着对党和国家、人民的忠诚，克服了今天人们难以想像

的艰难险阻，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解决了一个又

一个生产和运营当中的难题，奠定了中国地铁事业发展的基业，为

新中国第一条地铁的运营做出了卓越贡献。 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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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铁的工作重心由"以战备为主"转到了 "以服务北京经济建

设为主历经多次的改革和不懈的探索，运营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专业技术设备不断完善，线路里程不断延伸，运送乘客数量连年攀

升。特别是在 21 世纪七年多的奥运筹办期间，北京地铁抓住机遇，

努力建设与新北京、新奥运相匹配的新地铁，高水平开通了四条新

线，进入了网络化运营的新时代。强化管理能力，突出了行车安全，

提高了服务水平，使北京地铁全方位地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由于

出色完成了奥运交通运输保障任务，获得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

的先进集体的表彰。 如今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正在以崭新的面貌，

按照"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要求，努力建设"平安型、

人文型、高效型、节约型、便捷型、创新型"地铁，运营管理的许

多指标已经达到了同行业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水平，并且在首都

城市公共交通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北京地铁正在以越来越快

的发展速度，融入京城百姓的日常生活，促进着首都日新月异的现

代化建设。 相信在未来的岁月里，它一定会为方便市民的绿色环保

出行做出更大的贡献。

近半个世纪以来，北京地铁的命运与发展始终与党和国家的需

要同频共振，始终与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需要紧密相连，并且形成

了自己独特的历史和企业文化。但是，由于北京地铁历史上管理体

制多次变革，且隶属关系复杂，资料分散，涉及到的中央和北京市

的重要决定众多，涉及到企业内部管理方式改革完善的事件众多，

真实地记录和再现这段历史确实非常不容易。 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

司的编辑人员在写作过程中，走访了中央部委、部队、地方大量的

档案馆和当事人，搜集和查阅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并且征求了

许多行业内老领导、老专家的意见，力图客观真实地还原历史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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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他们是为此付出了许多艰辛的努力和劳动的。 看过书稿之

后，我总的感觉是，书中所记载的北京地铁历史，发展脉络是清晰的，

史实记载是准确的。而且让我感动的是，全书贯穿了"责任与使命"

这样一条主线，这是支撑了几代北京地铁人为振兴中国城市轨道交

通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源泉。 这不仅对于北京地铁的发展是需要的，

而且对于全国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同样也是需要的。 因此，我觉得

这两部书的意义，不仅是关于北京地铁的历史类著作，对于研究中

国地铁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也是对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以及优秀企业文化教育不可多得的好教材。

当前，地铁作为我国城市轨道交通中的骨干力量，在缓解大城

市日益严重的公交拥培和促进地方经济繁荣发展方面都发挥着日益

重要的作用，因此已经成为一个政府扶持、社会广泛关注的新兴行

业迅速崛起。 除已建成投入运营的十几个大城市以外，全国在建或

筹建地铁的大城市还有二十多个，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已进入一个快

速发展的新时期。 北京地铁在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中， 其影响曾辐射

和带动过中国其他城市地铁的发展。相信 《北京地铁发展史》 和 《北

京地铁专业技术发展史》的出版，也同样能够再次为推动全国城市

轨道交通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

愿北京地铁再接再厉，并与其他各地的城市地铁一道携手并进，

共同发展。是以为盼，谨此为序。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副会长、中国城市轨道交通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

ji，例去
.;2. 0 I ρI I 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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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铁是新中国第一条地铁，自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建成至今， 北京地

铁已经走过了 40 多个春秋，它的历史是新中国轨道交通史上一部具有深沉

积淀的史书和缩影。

1965 年 2 月 4 日北京地铁建设伊始，毛泽东主席亲笔指示"精心设计 、

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0 1970 

年 4 月 15 日，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精神，北京市地下铁道总公司的前身→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地铁运营管理处正式成立，从运营管理处成立至今，组

织机构多次沿革，北京地铁公司已经发展成为经营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路网的

专业运营商。 2009 年，北京地铁年客运量突破了 14 亿人次，承担了北京市

公共交通四分之一的出行量，轨道交通已经成为首都公共交通重要的组成部

分并日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北京地铁的初期建设是以"战备为主、兼顾交通"为原则，建成投入使

用后，逐渐显露出"换乘不便、效能低下，出入口零散、设备设施水平低"

等问题。 1978 年，北京地铁召开了第一次科技大会。 在这次大会上，确立了

北京地铁"安全、准确、高效、服务"的运营宗旨，明确提出了"地铁的

基本任务由以战备为主，转向以运营为中心，为乘客服务"。 当时，北京地

铁的状况已经不能适应安全运营的需求，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乘客和运营需

要，北京地铁实施了一系列的更新改造工程以迎接安全运营带来的挑战。 通

过更新改造， 整个地铁系统的技术更加先进，车辆和设备运行更加稳定，并

从根本上改变了多年来"死看死守"的被动局面。 系统运输能力大幅提高，



服务水准大幅提升，地铁调度、车辆、信号、供电、通信、机电、 AFC、线路、

土建维修等专业的运营管理能力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实现了新的调度指挥、

乘务、站务和车辆、设备维修模式。

当前，北京地铁的运营里程、维修检测设备和维修管理模式均发生了巨

大变化。 通过运营管理、新线建设、既有线改造、新线接收、重大活动保障

等一系列实践的检验，各专业系统设备的技术性能和安全可靠性实现了"安

全、准确、高效、服务"的运营宗旨 。 特别是近年来圆满完成了低票价政策

实施运输保障、 4 条新线开通、奥运交通保障以及国庆 60 周年交通保障等重

大运营生产任务，锻造了"新地铁"服务品牌，实现了北京地铁的跨越式发展。

40 多年风雨历程，北京地铁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

发展过程。 伴随着北京地铁的成长，北京地铁的技术、设备也历经了几十年

的进步与发展，依据地铁公司发展规划，各专业将按照"新地铁"的要求，

紧密围绕建设"六型地铁" (平安型地铁、人文型地铁、高效型地铁、节约

型地铁、便捷型地铁、创新型地铁)的目标，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精

心打造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专业管理队伍。

纵观历史，瑕瑜互见。 如何集前人之成，以史明鉴，据以成为首都轨道

交通事业决策的依据。 《北京地铁专业技术发展史》是北京地铁建设发展的

现实缩影，它较为准确、客观、 全面地记录了地铁各专业、各系统在地铁安

全运营管理中的本来面目，从多侧面、多层次、多方位透视了北京地铁专业

技术的历史演进，帮助我们全面深刻地回顾昨天、认识今天、展望明天，充

分发挥其存史资治的教育作用，为锻造"六型地铁"、为北京建设"中国特

色世界城市"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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