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唾
’

湖南公路运输史I

第一册

近代公路运输

厶民交通吹版祛

1㈠}‘-r。【卜‘‘=-}【‘。L}‘。‘卜，，‘r}I，。l--。--。7’‘-r；



书主

个时

其他

输业

内容提要

．．
，

、1

]、“J，√，●1

j●●]

一～一一



赵会礼潘忠

《湖南公路运输史》第一册

主 编周宏凯

副 主 编 肖乃申



赵会礼潘忠

《湖南公路运输史》第一册

主 编周宏凯

副 主 编 肖乃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总 序-

出版说明

前 言
‘

绪 论

第一章湖南公路运输的创办时期(1922年--'1929
‘

年)⋯⋯⋯⋯⋯⋯⋯⋯⋯QI 9 0 0 B 6 0 0 OII O Q O O O·14

第一节最早的两家长途汽车公司 ⋯⋯⋯⋯14

一、第一家商办汽车运输公司——龙骧长途汽
车公司 ⋯⋯⋯⋯⋯⋯⋯⋯⋯⋯⋯⋯⋯14

二、第一家官办运输公司——潭宝长途汽车公 ．

司⋯⋯⋯⋯⋯⋯⋯⋯⋯⋯⋯⋯⋯⋯··16
三、旅客运输的经营概况⋯⋯⋯⋯⋯-·I OI 018

第二节 “官督民办”的三个汽车路局 ⋯⋯20

一、“官督民办”路局的组设⋯⋯⋯⋯⋯⋯21

二、营运路线的增长和经营概况⋯⋯⋯⋯22

三、“官督民加、”路局的结束⋯⋯⋯⋯⋯⋯24

第三节初期的营运管理与汽车修理⋯⋯⋯27 ．

一、早期的营运管理⋯··glI QI⋯⋯⋯⋯⋯··27

二，初期的车辆管理⋯⋯⋯⋯⋯⋯⋯⋯⋯28

三、初创的汽车修理业⋯⋯⋯⋯⋯⋯⋯⋯29

第二章湖南公路运输的发展时期(1929年11月

～1937年) ⋯⋯⋯⋯⋯⋯⋯⋯⋯⋯··31 ，

第一节湖南全省公路局的成立⋯⋯⋯⋯⋯3l

一、建立专业机构，实行统一管理⋯⋯⋯31

、／'
钾

? 7 j

目

录



]

目 录 一

二、统一全省各线的客、货运规程 ⋯⋯⋯33

三、建立报表制度⋯⋯⋯⋯⋯⋯⋯：⋯⋯··37

第二节加强经营管理，发展客货运输 ⋯⋯38

一，加强站务建设和设立轮渡⋯⋯⋯⋯⋯40

二，改善客运条件，发展旅客运输⋯⋯⋯43

三，发展缓慢的货物运输⋯⋯⋯⋯⋯⋯⋯50

四、公路沿线的货物集散⋯⋯⋯⋯⋯⋯⋯52

五，专门从事理货、装卸业务的转运公司⋯54

第三节走自力更生道路，加强技术管理⋯59

一、培训技术人员，设立保修厂、场 ⋯⋯59

’二、建立车辆管理制度⋯⋯⋯⋯⋯⋯⋯⋯63

三，试用汽车代用燃料⋯⋯⋯⋯⋯⋯⋯⋯66

四，加强物料管理⋯⋯⋯⋯⋯⋯·：⋯⋯⋯·‘72

五l自制汽车配件⋯⋯⋯⋯⋯⋯⋯⋯⋯⋯76

第四节交通安全管理与运输通讯设施⋯⋯78

一、交通安全与行车事故的处理 ⋯⋯⋯⋯78

二、运输通讯设施⋯⋯⋯⋯⋯⋯⋯⋯⋯⋯82

第五节湖南公路局司机、技工的罢工斗争。 ，

。

⋯⋯⋯⋯⋯⋯⋯⋯⋯⋯⋯⋯⋯⋯⋯⋯⋯84

第三章湖南公路运输的紧缩时期(1937年"--1945

年)⋯⋯⋯⋯⋯⋯⋯⋯⋯⋯⋯⋯⋯⋯⋯87

第一节抗战期间的公路运输机构⋯⋯⋯⋯87

一、湖南省公路运输机构的变革⋯⋯⋯⋯87

二、中央驻湘运输机构的设置⋯⋯⋯⋯⋯89

三、驿运管理机构的设置⋯⋯⋯⋯⋯⋯⋯90

第二节客、．货运输的变化⋯⋯⋯⋯⋯⋯⋯91

一、内迁运输⋯⋯⋯⋯⋯⋯⋯⋯⋯⋯⋯⋯91

二，官营汽车运输的紧缩与商营汽车运输的发



湖南公路运输史

三、多家经营的湘西客货运输 ⋯⋯⋯⋯⋯98

四、驿运的恢复与停办⋯⋯⋯⋯⋯⋯“⋯·101

第三节汽车燃、材料缺乏与技术管理的改变

．．．·-········：··········．．．．．．．．．．．．．．．···。····．107

一，木炭代燃的全面推广⋯⋯⋯⋯⋯⋯⋯107

二，加强车辆的管理，调度，实行驾修技工暂

行办法⋯⋯⋯⋯⋯⋯⋯⋯⋯⋯⋯⋯⋯110

三、战时保修厂、场的变迁⋯⋯⋯⋯⋯⋯116
‘

第四节建立公路监理与商车管理⋯⋯⋯⋯117
。

一、初期的公路监理⋯⋯⋯⋯⋯⋯⋯⋯⋯118

二、商车管理的加强⋯⋯⋯⋯c⋯⋯⋯⋯··122

三、运输通信的改变⋯⋯⋯⋯⋯⋯⋯⋯⋯124

第五节抗战期间的民间运输⋯⋯⋯⋯⋯⋯125

一、民间陆路的货物运输⋯⋯⋯⋯⋯⋯⋯125

二、民间陆路的旅客运输⋯⋯⋯⋯⋯⋯⋯128

第六节湖南汽车运输工人两次北上抗日⋯132

第四章湖南公路运输的短暂复兴时期(1945年

"--'1949年8月)⋯⋯⋯⋯⋯⋯⋯⋯⋯135

第一节复员后的运输机构m oil⋯⋯⋯⋯⋯··135

一、湖南公路局迁回长沙后的机构变革⋯136

二、交通部第二运输处的设立⋯⋯⋯⋯⋯137

三、交通部第十运输处的驻湘机构⋯⋯·：·139

第二节敌伪车辆的接收，处理⋯⋯⋯⋯⋯140

一、接收与分配⋯⋯⋯⋯⋯⋯⋯⋯⋯⋯⋯140

．二、利用与出租⋯⋯⋯⋯⋯⋯⋯⋯⋯⋯⋯141

三、整修与出售⋯⋯⋯⋯⋯⋯-⋯⋯⋯⋯143

第三节客、货运输的恢复与竞争⋯⋯⋯⋯146．．

÷丫



目 录

一，积极开展复员运输⋯⋯⋯⋯⋯⋯⋯⋯146

’二、旅客运输的竞争⋯⋯⋯⋯⋯⋯⋯⋯⋯149

三．长南特快客车的试开⋯⋯⋯⋯⋯⋯⋯156

四、货运业务的开展⋯⋯⋯⋯⋯⋯⋯⋯⋯158

五、复员后的城市交通⋯⋯⋯⋯⋯⋯⋯⋯163

第四节行车管理的变革与保修厂．场的恢

复⋯⋯⋯⋯⋯⋯⋯⋯⋯⋯⋯⋯⋯⋯⋯165

一、汽车发包驾修办法的演变⋯⋯⋯⋯⋯165

二、车辆保修厂．场的恢复⋯⋯⋯⋯⋯⋯168

三，材料供应与配件制造⋯⋯⋯一⋯⋯⋯173

第五节 复员后的公路运输管理⋯··：⋯⋯⋯178

一，复员后的公路监理⋯⋯⋯⋯⋯⋯⋯⋯178

二、战后的商车管理⋯⋯⋯⋯⋯⋯⋯⋯⋯180

三、运输通讯的恢复⋯⋯⋯⋯⋯⋯⋯⋯⋯185

第六节抗战胜利后湖南汽车运输行业的几

次较大的斗争⋯⋯⋯⋯⋯⋯⋯⋯⋯⋯186

一．第二运输处司机的罢工斗争⋯⋯⋯⋯186

二、长沙市人力车工人的斗争⋯⋯⋯⋯⋯188

三、反迁移．反破坏的保产护厂斗争⋯⋯189

编年大事记⋯⋯⋯⋯⋯⋯⋯⋯⋯⋯⋯⋯⋯⋯⋯191

]



征服自然和适应政治、经济的需要，在开拓和发展道路

交通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对我国古代灿烂文化和

物质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制度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

发展，从我国几千年古老的驿站运输发展为通行汽车

的公路交通，则是在清末民初从国外输入汽车和筑路

技术以后才开始的，至今还不过近百年的历史。

中华民国时期的公路交通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经济反映的一个侧面j在中华民国的38年期间，

为适应当时的需要，开创了公路交通并有所发展，对于

开发边疆和支援抗日战争，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公路

建设、养护和运输管理等方面，初步建立了一些规章制

度。但因连年战争、政治腐败、民生凋敝、生产不振．

汽车和油料几乎全从国外进口，致使公路交通的发展

受到很大限制。到1949年，全国公路仅有13万多公

里，又因失修失养和战争破坏，能通车的还不到8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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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而且标准低，路况差，分布又极不平衡，多数集中

在东北和沿海地区，广大内地和边疆省份的公路为数

不多，汽车也很少，全国大部分地区还要依靠人力和畜

力运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时代，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

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特别是建立和发展了自己的汽

车工业和石油工业，使公路交通事业得以较快地发展，

取得了巨大成就。许多偏僻闭塞的山区，如今“高路入

云端”；不少急流阻隔的江河，现已“天堑变通途”。至

1985年，全国公路通车里程比1949年增长了约12倍。

以首都北京为中心，连接全国各省会、工矿基地：主要

港口以及县乡和边防哨所，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已经初

步形成。公路的技术等级和通行能力较前大有提高，高

级和次高级路面从解放前的300公里发展到现在的18

万多公里。过去没有公路交通的西藏地区，现已初步建

成以拉萨为中心，与邻省及友好邻邦相连接的公路网

络，使内地与西藏地区的物资交流以及外贸物资运输

得以畅通。1949年以前，在长江和黄河上，除兰州有一

座由外商承建的黄河钢架桥外，没有一座自己修建的

公路桥，车辆行人靠渡船维持交通。现在，已建成几十

座大型公路桥梁跨越长江和黄河，其中有些桥的设计

理论、结构型式和施工工艺，都是比较先进的。

为适应日益增长的运输需要，全国汽车数量增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很快，1985年的民用汽车保有量为320多万辆，比

1949年接收的5万多辆增长约60多倍；公路运输的

客、货运量逐年大幅度增长，大吨位运输和集装箱运输

在近几年发展也很迅速。与此同时，还建立了具有相当

规模和水平的汽车维修工业，安全设施等也有了相应

的发展。公路交通，在发展城乡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巩固国防以及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等

方面，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自1949年至1985年的36年中，我国公路交通虽

7然取得较大的发展，但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在规划、组织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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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速度不够快，特别是’

高标准公路还修得很少，公路交通至今仍然是我国国

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

党工作重点转移到四化建设方面来，党中央总结了过

去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

和措施，要求经济工作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随着党中央对内搞活经济、对

外实行开放政策的实施，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蓬勃发

展，公路交通不相适应的矛盾愈益突出。近几年来，党

中央领导同志对加快公路交通的发展，作了许多重要

指示。如何贯彻落实党中央指示精神，从我国公路交通

的实际出发，按照建设快、·质量好、效益高的要求，加／



快公路交通现代化的步伐，以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

需要，已成为我们从事公路交通事业的各级领导和全

体同志的历史使命，也是党和人民寄予我们的殷切期

望。
’ 一

盛世修史，史以资治。为回顾既往，总结经验，探

索规律，策励将来，由交通部和各省(市)自治区交通

厅(局)组织力量，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遵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本着实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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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公路交通史》丛书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的统

一领导下由各有关单位编撰的，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公开发

行；

二、这套丛书由全国公路交通史即“中国公路史》、《中国公

路运输史>)和各省、市、自治区公路交通史组成，共约百余册。

由于台湾省的史料尚未搜集，该省的公路交通史暂缺。

三、这套丛书主要论述我国公路交通事业发生、发展和演变

的历史过程和客观规律。由于公路交通的发展与古代道路交通有

其不可分割的连续性和继承性，故在丛书中辟有一定的篇幅介绍

古代道路交通。

四、这套丛书的体裁以编年体为主，即以时为经，以事为纬，

篇章分期，节目分类。对于少数跨度太长而相应的编年体时限难

以包容的专题论述．，单独成章，列于编年体之后。书末大多附有

编年大事记。

五、《中国公路交通史>)分公路和公路运输两大类编写，各自

成书并各涵第一册和第二册；各省(市)、自治区公路交通史的成

书册数不强求统一，一般按公路和公路运输两大部类分开编撰，

各以古、近代部分为第一册，现代部分为第二册；也可以两大部

类合并，编写成一，二两册；个别地区的古代道路交通也可编写

成单行本出版。 譬 ?。÷i：

六、各册史书的篇目结构大体一致，但不尽相同，一般有章、

节、目或篇．章，节、目等三四个档次。

七、‘史书中属于解释或说明性的注释采用脚注，当页编码；

属于征引性的标注采用通章统一编码，集中于章后标注。

∥j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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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由于某些省、市、自治区的行政区划时有变化，为避免

取材重复和叙述雷同，在编撰地区性的公路交通史时规定以现有

的行政区划为准。为了使跨省路线互相衔接，各省、市、自治区

在叙述本地区公路路线时可介绍到邻省的第一站(即送一程)。

九、本丛书除引文中必要时使用古繁体字外，均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院1966年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化字。

十、史书中所用科学技术术语，以有关单位审订的和规范中

使用的为准，对于古代使用的一些专业术语，仍保留过去的习惯

称谓。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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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Ⅱ 吾

交通运输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文化传播

至为密切。湖南自本世纪初开始修建铁路、

代交通工具以来，到现在不过几十年的时间

交通运输中，又因其灵活、方便、深入的多种特点，对社会的影

响更大，致其发展速度也较其他运输方式为快。

湖南公路运输开始于本世纪20年代，当时仅有公路90多公

里，汽车不过10辆。到30年代，由于湖南全省公路局积极经营，

改善管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跃而进入全国的先进行列。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湖南公路运输更以新的面貌高速发展。

1949年，全省通车公路仅2000多公里，至1985年已近6万公里；

1949年，全省大型客、货汽车只900余辆，到1985年全省已有大

型客、货汽车8万多辆，其发展之快，更属惊人。为了总结历史

经验，探索湖南公路运输发展的规律编写一部具有湖南特色的公

路运输史书，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是一项具有重要

、意义的工作。1980年交通部着手筹编((中国公路交通史))丛书，

湖南省交通厅根据部编委的部署，责由我们负责编写(<湖南公路

运输史>)。 ．

、 《湖南公路运输史>)上溯古代道路运输，以至1985年间的公

路运输。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分第一、二册编写。

鉴于古代道路运输，在运输工具和运输管理上变化不大。其道路

发展，公路史已有介绍，为免重复起见，本书只就湖南古代陆路

运输及其运输工具，在绪论内略加叙述，以资承启。中华民国时

期的史料，几经战乱，大多散失，我们曾组织大批人员分赴省内

外各档案馆、图书馆进行搜集，但仍不齐全、系统，后又走访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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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从事本业工作的老职工，请其回忆介绍，以补遗漏，藉资核实。

本书按编年章节体编写，几经修改，于1987年4月脱稿，由

于我们的学识谫陋，水平有限，尤其我们都是本行业工作人员，

在选择资料和认识事物等方面，可能还带有一定的主观局限性，

本书是否正确地认识和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尚有待子广

大读者的鉴裁。热切希望史学专家和运输界人士，给予指正。

本书在第一次试写时，曾有一些同志参加搜集，整理资料或

试写章、节，他们是：李志澄、梁吉祥、黄振威、龙士澄、童文

岩、何道曙、陈继善，I彭超心在此致谢。
编者

1987年4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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