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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沈阳公共汽车总公司企业志》，经过四年多的工作，现在

完成了第一卷(1949—1985年)，出版了。

盛世修志，回顾历史，更好地开拓朱来。沈阳公共汽车的建

设和发展，经厉了旧中国，日伪时期、国民党统治和解放后几个

历史时代，饱经沦桑，它曾有过奋发向上的发展，也有过徘徊消

沉的延误，走过了一个曲折的道路，留下7不少的经验和教训，

这是沈阳公交的宝贵遗产，也是城市建设不可缺少的财富，需要

认真总结记载，承前启后，鉴往观今。它的问世将起到资政、存

史和教化三大作用，为建设和发展城市公交事业，提供．必要的历

史借鉴和现实的资料依据。

《沈阳公共汽车卷公司企业志势是一部翔实的史料，比较全

面、系统地记实了沈阳公共汽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揭示了旧社

会城市公共交通事业的徘徊和曲折，弘扬了解放后城市公共交通

的飞跃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颁导和关怀，使沈阳公

共汽车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取得了辉煌成就。这是一部

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的凯歌l

《沈阳公共汽车总公司企业志》的编辑出版，是公司全体职

工的期望，是企业的一项建筑工程。在这一工程建设中，所有参

与修志的同志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广泛地社会调查和

考证，在大量、杂乱无章的史料中，提炼出较为精确而系统的史

实。这些工作和成果，受到了市交通局、市地方志办公室等领导

机关的热情指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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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意。

解放后的四十多年来，沈阳公共汽车，由解放初期日伪和国

民党留下的几台破烂不堪的汽车，发展成为大型的城市公共交通

企业。目前拥有大型公共汽车722台，运营线路64条，形成了纵

横交错四通八达的运营线路网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潮，公交企业奔向了新的进程。沈阳公共

汽车总公司，在全国公交系统，首创了搿单职多能、文明服务客

运法“，率先推行标准化文明服务，反映了时代要求，体现了公

交特点，创出了一流服务，受到乘客欢迎，领导肯定，同行赞

誉。企业先后进入了省级先进企业和国家二级企业。可以预见在

未来的深化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岁月中，城市公交将迈出新的

步伐，刨遣新的历史，谱写新的篇章，作出新的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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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发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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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自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由

H本商人和中国商人开始经营沈阳市公共汽车(根据‘九八八年

十一月《当代沈阳城市建设》编委会编写的，《沈阳市建设太事

纪》的记载)，至一九八五年沈阳的公共汽车已有七十一年的发

展历史。

建国以来，沈阳的城市公共交通，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为

适应我国经济建设、社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话水平不断提高的

需要，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当代城市建设，城市多功能发

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流通的动脉，是城市精神文明的窗

口，是社会生产的第一道工序。

沈阳市的公共汽车交通，年¨全国城市公交一样，有不寻常的

发展过程，自沈阳解放以来，经过恢复一九四九年当时，仅有营

《躅由：沈阳公共汽车总心司办公楼》



运车辆23辆，营运线路5条，全长28．2／z_≥里，在这个基础上，至

一九八五年的三十七年间，已发展到具有相当规模的大型公共交

通企业，即座落在沈阳市和平区八经街71号的沈阳市公共汽车公

司。

公司有职工8，494人(其中全民职工6，063人，集体职工1，669人，

合同工762人)，其中管理干部722人(含技术管理人员有51人)。

公司下属，分另lI设在铁西区、皇姑区、和平区、沈河区、大东区

设五个运营场，一个客车装配厂，一个轮胎翻修厂和一个劳动服

务公司。

公司保有营运车辆629台(包括绞接式客车418台，单机客车

21 1台)，还有非营运车辆58台。经营线路53条，全长932．58公

里(市内线路32条，372．85公里，郊区线路2I条，560公里)，

年客运量达3I，292万人次。

企业自建国以来，始终坚持贯彻为生产、为城市人民生活服

务的方针I始终坚持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一起抓，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它的基本任务是以客运服务为中心，

努力为乘客提供安全、迅速，准确，方便、舒适的乘车条件，最

大限度地满足乘客要求，节约乘客出行时间。三十六年来创造了

突出的成就。现就沈阳的公共汽车发展情况，分解放前和解放

后两段时期概述如下。

第一章解放前的公共交通

第一节 旧中国时期(1914—1931)

据历史有关资料记载，沈阳的公共交通，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

纪初，主要的交通方式是依靠畜力车和人力车维持城市公共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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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据《沈阳市政统计汇刊》57页记载，1929年沈阳市仍有各种类

型客马车1、194辆，(其中玻璃马车156辆、皮棚马车996辆旧式畜

力轿车42辆)，入力黄包车7、838辆这些都是市区公共交通的重

要客运工具。

'．民营公共汽车企业的出现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沈阳市出现了汽车，开始是客商人

家的自用汽车，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由日本商人和中国商

人，在沈阳开始经营公共汽车。据《大连市交通株式会社沿革

史》记载，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三月，日本人志贺俊阳开办满

洲汽车运输株式会社，拥有福特、万图、露农牌汽车25辆，运行

于奉天火车站至日本租界地(马路湾以西)之间。据《满洲汽车

现势一览》记载，一九二。年七月开业的彩云公共汽车公司，

经营汽车3辆。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九月，又有中困商人和

日本商人合资经营的“私营公共汽车公司’’中方经理徐百川，

只方经理今井，资金五万元，公共汽车线路三条，有奉天车站

——小西门，奉天站——大西门，大北门——北陵。当时《盛

京时报》一九二三年九月七日登载“自动车(汽车)营业，自月

前呈请关东厅许可，予本月三日已经该厅持令照准实行，搭客运

转，予定每日运转十六次，每人车费三角，每车可载客十八名，

(车辆)样式颇为优美，，。

此后，商人张祥柏共办了摩托载客汽车，官商公懋洋行与日

商合资也兴办了公共汽车公司。1926年2月，又有自俄资本家出

资开设“埠通公共汽车公司弦，经营日本“租借地"一带的客运

路线，由奉天地方政府委托经营期5年。

据1929年《在满蒙的汽车运输情况》统计，奉天市内有汽车

运输企业86户，拥有汽车338辆，，其中载客汽车309辆，货车29

辆。此外，中外官商人家519户拥有自用汽车695辆。

2．官办公共汽车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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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1月沈阳市汽车致宇统计

其 ．中
户数 车数

客 车 货车

营
沈阳市区 70 227 205 22

业 日本租借地内 16 l 1 l 104 7

车 小 计 86 388 309 29

自
沈阳市内 485 641 516 125

用 日本租借地内 34 54 43 ll

车 小 计 519 695 559 136

合 计 605 1033 868 167

注t自用客车中包括小轿车。

一九二二四年t民国十三年)五月“奉天市公署为发展省城交

通，向省署呈请创办奉天市政公所附设汽车厂，直属市政府事业

课管辖。其经营之路线以旧城内为中心，路线两端以马路湾为分

界线，马路湾以西由外商经营’’(摘自一九八八年《沈阳城市

建设大事记谤)据《奉天市政公所档案》3908卷记载，奉天市政

当局筹资大洋20万元，创办了“奉天市政公所附设汽车厂"，开

始拥有汽车8辆，最高年份发展到52辆、其中有莱佛式20辆，福

特式16辆、习鲁末特14辆、万国2辆。该企业于一九二五年(民

国十四年)四月十九日开始营业，第一条线路自小东边门至北市

场，到一九三一年，已开辟的营运线路，如下表所示。

各主要终点站都设有木质活动站房，如大北城门、大西城

+门，小西城门、北市场、马路湾等站房。对这些站房，经市政公

所出面责成各段警察加以保护。

企业营运的票价，根据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公共汽车

厂的客票价格记载如下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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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1931年沈阳市内汽车线路表

开线时间 起止点 经由站点

民国14年 小东边门～北市场 小东十字街、小东城门．中街，

4月19日 小西城门，词堂分所、小西边

门、商埠三分局

民国14年 小西城门～北市场

10月l 5日 小东城门～北市场

小东城门～禽西城
民国14年 大东边门～马路湾 小十字街、大东城门，皇宫、

12月1日 大西城门、五斗居，大西边

门，南市场

民国15年 南市场～北市场
2月1日

，民国18年 北市场～大北边门 小西边门，小西城门，钟楼、

5月5 It 大北横街

民国18年 钟楼～小东边门

5月13日 北陵～小西边门

南市场～工业区

翌受噩巫互匣[二二二二一
嚣霄1f蔷l钟楼～大南边门l 大什字街

民国19年 北市场～皇姑车站 兴 隆 ，

7月J日

民国20年 小西边门～宴嚣嚣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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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场～大西边门

钟楼～大北边门

北陵～小西边门

大东成门～小河沿

大南边门～钟楼

皇姑屯～北市场

马路湾～大东边门

每段3元

全段12元

全段2元

每段3元

全段3元

全段16元

沈阳市公共汽车厂员工发有免费乘车证。对军官。稽查，宪

兵、警察、差役、行政官员等，发放一些免费证。学生发定期乘

车证，购用日期以一个月为限，期满缴销，可续购。该证价格以

各段普通乘车证为准价2成。

企业为了增收，又在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十月，开展

了车内承揽招揭广告业务，其征费标准如下：

①每车设广告5×6栏，分甲乙两种收广告费，

②甲种两栏，每栏一个月收大洋5元，乙种4—5栏，每月

一栏收大洋3元。

该企业在经营管理上，记载了以下方面：

①车辆的技术管理，设有一个修理厂，一个补胎厂，共有砖

瓦平房33间，压水井一眼，设备简陋，技术力量薄弱，全厂只有

一名技术员，对车辆的损坏，只能小修小补，不能进行大中修，

到一九二九年有20台车辆，因无法修理，而呈请报废。

对车辆的检修程序，每晚收车入库时，由机务主任及事务员

轮流协同修理工人，将各车机件进行详细检查，发现损坏之处，

即令该车司机将车辆故障书予黑板，并由修理工人、徒工赶速修

理，以备次日出车。汽车司机也担负有修理之责，一般有小毛病

由司机自行解决。自己修不了的，要用电话告知汽车厂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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