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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吾

我国有编史修志的传统。国务院在l 956年就提出了重修地方志的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

金会以后，中央又进一步把修志任务纳入了“七五"规划。铁道郝科学研究院(简称铁科院)

根据中央文件精神，从1988年开始，着手编写院史的工作，计划于1989年完成。同时要求各

所编辑《所志》，按照“客观、科学、尊重历史，严谨、朴实、全面总结，以科研工作为重

点，以客观叙述为主，力求完整、宁缺勿滥的指导思想，进行了编修。

运输及经济研究所(简称运经济)，于1959年正式组建。三十多年来，在铁道运输与经

济方面做了大量的科研工作，取得了大量科研成果，对我国铁路运输生产和现代化管理与建

设作出了贡献，并培养、锻炼了一批从事科研工作的专家和人才，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

获得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修志就是为了认真地总结建所以来“出成果、出人才、

出效益"的经验，作为今后工作的借鉴。特别是目前正在深化改革之际，通过修志，可对全

所历史、现状作一次较全面和深入的调查研究，提供较系统、翔实、可靠的资料，作为制定

发展规划和进行改革决策的借鉴。因此，编写所志，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为了编写《所志》，运经所组成了《所志》编写组，由吴家豪同志任组长(主编>，组员

有；方齐盛(编委)、马瑞芳(编委)、吴宏智(编委)、张恩、野玉珍、宋毅等同志。

编写T作分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1988．3～8)搜集资料，整理编写出分室资料长篇，第

二阶段(1988．9～12)编写出《所志》初稿；第三阶段(1989．1～2)召开老同志座谈会，讨

编、修改定稿。

运经所《所志》的编写，是在院史编委会指导下进行的；得到了全所职工，特别是已离

所的领导、老职工的支持和帮助，还得到了院挡案科的协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历史资料不够完整，再加上受编写组同志水平和编写时间的限制，本《所志》定存

在不全、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以便在今后继续修志时补充更正。

铁道运输及经济研究所《所志》编写组

1988拜12饲



目 录

第一章现状(1987．12)概述⋯⋯⋯⋯⋯⋯⋯⋯⋯⋯⋯⋯⋯⋯⋯⋯⋯⋯⋯⋯⋯⋯(1)

第二章所史发展综述⋯⋯⋯⋯⋯⋯⋯⋯⋯·⋯⋯⋯⋯⋯··：⋯⋯⋯⋯⋯⋯⋯⋯⋯⋯··(5)

第一节建所前的铁道运输及经济研究工作与机构(1956．9"--'1958．12)⋯⋯ (5)

第二节铁道运输研究所及铁道运输经济研究所的成立与发展(1959．1---1966．5)(6)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力时期的铁道运输研究所(1966．6～1976．10)⋯⋯⋯(11)

第四节铁道运输及经济研究工作蓬勃发展时期(1976．1i一,1983．12)⋯⋯⋯(13)

第五节铁道运输及经济研究所在科研体制改革中前进(1984．1,--,1987．12) (19)

第三章研究方向和任务⋯⋯⋯⋯⋯⋯⋯⋯⋯⋯⋯⋯⋯⋯⋯⋯⋯⋯⋯⋯⋯⋯⋯⋯⋯(24)

第一节铁道运输及经济研究所的方向和任务⋯⋯⋯⋯⋯⋯⋯⋯⋯⋯⋯⋯⋯⋯(24)

第二节研究室的分工与专业组的设置⋯⋯⋯⋯⋯⋯⋯⋯⋯⋯⋯⋯⋯⋯⋯⋯⋯(26)

第三节铁道运输及经济研究所十年规捌(1981---,1990)发展纲要⋯⋯⋯⋯⋯(28)

第四章研究成果与论著(1956．9～1987．12) ⋯⋯⋯⋯⋯⋯⋯⋯⋯⋯⋯⋯⋯⋯⋯(33)

第一节重大科技成果及简介⋯⋯⋯⋯⋯⋯⋯⋯⋯⋯⋯⋯⋯⋯⋯⋯⋯⋯⋯⋯⋯(33)

第二节重要科技成果及简介⋯⋯⋯⋯⋯⋯⋯⋯．．⋯⋯⋯⋯⋯⋯⋯⋯⋯⋯⋯⋯·(37)

第三节主要论著与简介⋯⋯⋯⋯⋯⋯⋯⋯⋯⋯⋯⋯⋯⋯⋯⋯⋯⋯⋯⋯⋯⋯⋯(66)

第五章人物与人才(1956．9～1987．12)⋯⋯⋯⋯⋯⋯⋯⋯⋯⋯⋯⋯⋯⋯⋯⋯⋯(73)

第一节历届所级负责人及简介⋯⋯⋯⋯⋯⋯⋯⋯⋯⋯⋯⋯⋯⋯⋯⋯⋯⋯⋯⋯(73)

第二节历届室级负责人及简介⋯⋯⋯⋯⋯⋯⋯⋯⋯⋯⋯⋯⋯⋯⋯⋯⋯⋯⋯⋯(76)

第三节高级科研人员及简介⋯⋯⋯⋯⋯⋯⋯⋯⋯⋯⋯⋯⋯⋯⋯⋯⋯⋯⋯⋯⋯(81)

第四节各个时期的全所职工名录⋯⋯⋯⋯⋯⋯⋯⋯⋯⋯⋯⋯⋯⋯⋯⋯⋯⋯⋯(85)

第五节历届工会及共青团干部名录⋯⋯⋯⋯⋯⋯⋯⋯⋯⋯⋯⋯⋯⋯⋯⋯⋯⋯(113)

第六章科研工作组织与管理⋯⋯⋯⋯⋯⋯⋯⋯⋯⋯⋯⋯⋯⋯⋯⋯⋯⋯⋯⋯⋯⋯⋯

第一节科研计划管理⋯⋯⋯⋯⋯⋯⋯⋯⋯⋯⋯⋯⋯⋯⋯⋯⋯⋯⋯⋯⋯⋯⋯⋯

第二节科研成果的评审与鉴定⋯⋯⋯⋯⋯⋯⋯⋯⋯⋯⋯⋯⋯⋯⋯⋯⋯⋯⋯⋯

第三节技术档案、图书资料、仪器设备、机房及材料管理⋯⋯⋯⋯⋯⋯⋯⋯

第四节科研经费与增收节支提成⋯⋯⋯⋯⋯⋯⋯⋯⋯⋯⋯⋯⋯⋯⋯⋯⋯⋯⋯

第五节在职人员继续教育有关规定⋯⋯⋯⋯⋯⋯⋯⋯⋯⋯⋯⋯⋯⋯⋯⋯⋯⋯

第六节科研人员技术职称晋升与洋审⋯⋯⋯⋯⋯⋯⋯⋯⋯⋯⋯⋯⋯⋯⋯⋯⋯

第七节行政，事务工作有关规定⋯⋯⋯⋯⋯⋯⋯⋯⋯⋯⋯⋯⋯⋯⋯⋯⋯⋯⋯

第八节所职工代表大会及暂行条例⋯⋯⋯⋯⋯⋯⋯⋯⋯⋯⋯⋯⋯⋯⋯⋯⋯⋯

．
第九节所学术委员会及工作条例⋯⋯⋯⋯⋯⋯⋯⋯⋯⋯⋯⋯⋯⋯⋯⋯⋯⋯⋯

第十节 《铁道运输与经济》杂志及编辑部工作条例⋯⋯⋯⋯⋯⋯⋯⋯⋯⋯⋯

附 件：

1．运输及经济研究所组织机构发展演变图⋯⋯⋯⋯⋯⋯⋯⋯⋯⋯⋯⋯⋯⋯⋯⋯

2．运输及经济研究所各发展阶段职工人数统计表⋯⋯⋯⋯⋯⋯⋯⋯⋯⋯⋯⋯⋯

15)

15)

18)

21)

(146)

(147)

)))))))

3

6

8

3

7

O

l

2

2

2

3

3

4

4

l

l

l

1

l

l

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3．运输及经济研究所历年科研项目统计表(1957．9—1987．12)⋯⋯⋯⋯⋯⋯(148)

4．运输及经济研究所历年获奖科研成果统计表(1978—1987．12)⋯⋯⋯⋯⋯(181)

5．运输及经济研究所历年出国考察、进修统计表(1979—1987．12)⋯⋯⋯⋯(187)

6．运输及经济研究所历年参加国际学术活动统计表(1978—1987．12) ⋯⋯⋯(188)

7．运输及经济研究所历年培养硕士研究生统计表(1979—1987．12) ⋯⋯⋯⋯(189)

8．运输及经济研究所历年在职人员培训统计表(1978—1987．12)⋯⋯⋯⋯⋯(192)

9．运输及经济研究所历年学术活动统计表(1984—1987．12)⋯⋯⋯⋯⋯⋯⋯(193)

10．运输及经济研究所仪器设备目录表(1987年12月31日止)⋯⋯⋯．．．⋯⋯⋯(194)

11．运输及经济研究所改革实施方案⋯⋯⋯⋯⋯⋯⋯⋯⋯⋯⋯⋯⋯⋯⋯⋯⋯⋯(195)



第一章现状概述(1 987．1 2)

(一)

铁道运输及经济研究所，原名铁道运输研究所(简称运输所)，系铁道部科学研究院的

专业研究所之一。成立于1959年7月(按铁道部批文)。它是在铁科院1956年9月成立的铁道运

输研究组的基础上发展建立的。所址位于北京市西直门外学院南路南侧。

运经所是铁路系统专门从事铁道运输及经济专业研究的科研机构，主要承担国家和铁道

部下达的科研任务。自1956年9月至今(1987．12)，共承担350多项科研任务，取得了近300项

科研成果，其中获国家级奖励的重大成果6项，获部委级(一，二等奖)奖励的重大成果9

项，各专业重要成果238项。为铁路运输生产、经营管理和铁路技术改造与建设作出了贡献，

并培养了一批有造诣、有水平的有关铁路运输组织、运输经济、枢纽站场、冷藏运输、集装

箱运输、装卸机械、旅客运输，以及电子计算机在铁路运输与经济中应用等方面的专家和学

术带头人。现任所长何邦摸，副所长吴家豪、庞作相。

目前，运经所下设运输组织、车站枢纽、货物运输、旅客运输，装卸机械化，技术经济，

管理经济，体制改革、·计算机应用等九个研究室，以及办公室、科研管理、技术开发等三个

管理科室。此外，还设有《铁道运输与经济》和《铁道装卸搬运》杂志两个编辑部(见运经

所组织机构系统图)。1987年末，全所职工共161名。其中科技人员149名，占92．5％。在科

技人员中，高级科技人员36名(研究员3名、副研究员32名，副编审1名)，占24．2％，中级

科技人员61名(助理研究员53名、工程师4名，编辑2名、翻译1名、会计师1名)，占40．9‰

目前，全所共有不同型号微型电子计算机22台，各种试验仪器设备105台，以及冷藏试验室一

座。其中各种试验仪器设备计值95．10万元。共有办公室24间，计1167m 2，简易办公室20

间，计573．8m 2。备有LADA型小型轿车和北京130改装的工具车各～辆。
， 运经所自1985年科研体制改革以来，事业费已部分自给。由于部、院领导支持，在全所

职工共同努力下，使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全年总进款1985年为83．09万元，1986年

为125．33万元，1987年为133．14万元，年净增收1985年为44．82万元，1986年为75．07／元。

1987年为73．43万元，人均年创收1985年为3091元，1986年为4777元，1987年为4662元。

“(二)

运经所目前的九个专业研究室的概况是s 。

1．运输组织研究室(简称行车室) 原名行车组织研究室，成立于1956年9月。主要担当

铁路运输能力、货流与车流组织，综合运输方案、车站枢纽作业组织，和运营管理现代化方面课

题研究。现有科研人员14名。其中t副研究员2名，助理研究员69，研究实习员4名，实习生2

名。现任室主任朱家荷，副主任黄民。

2．车站枢纽研究室(简称站场室) 成立于1956年9月。主要从事铁路站场设计和编组

站、驼峰现代化研究。重点研究编组站、驼峰设计理论、方法、图型配线、主要设计技术参

数，及其现代化运营要求，总休方案、发展方向、采用条件等有关课题。现有科研人员2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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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副研究员7名，助理研究员9名，研究实习员3名，助理工程师1名，出国学习1名。现任室

主任张觉印，副主任王家骏。

3．货物运输研究室(简称货运室) 曾名商务工作组织研究室，成立于1956年9月。

主要从事货物集装箱运输、鲜活易腐货物运输、长大笨重货物运输及满载加固、货物运输包

装、货场设备、布置及现代化管理课题研究。现有科研人员24名。其中；副研究员5名，助理

、研究员10名，工程师1名，研究实习员3名，技术员2名，试验：E3名。现任室主任马长山，副主

任王捷生，刘彦元。

4．旅客运输研究室(简称客运室) 成立于1985年4月。主要担当铁路客流调查分

析、旅客列车开行条件、长短途旅客运输工作组织、市郊旅客运输等课题研究。现有科研人

员6名。其中：副研究员2名，助理研究员1名，研究实习员2名，技术员1名，现任室主任金辰虎。

5．装卸机械化研究室(简称装卸室) 成立于1961年4月。主要从事货物装卸搬运工

艺、装备和专业理论课题研究。现有科研人员18名。其中：副研究员3名，助理研究员8名，

工程师1名，研究实习员3名，技术员1名，绘图员1名，出国学习1名。现任室主任吴宏智、副

主任方忠。

6．技术经济研究室(简称技经室) 由原运输经济研究室(简称经济室)分设而成。

成立于1987年4月。主要担当技术经济方法论、系统分析与数学方法应用，以及重大综合性技术

经济问题的研究。现有科研人员14名。其中t研究员1名，副研究员5名，助理研究员3名，编

辑1名，研究实习员3Z，进修学习1名。现任室主任曹亚林。
’

7．管理经济研究室(简称管经宣)、 由原经济室分设而成。成立于1987年4月。主要担当

铁路运输成本、客货运价，运营支出定额、经济核算，以及铁路经济计划理论，指标体系、

铁路发展比例，投资经济效果等有关经济计划管理方面的课题研究。现有科研人员13名。其

中t研究员1名，副研究员2名，助理研究员6名，研究实习员3名，试验工1名。现任室主任马

瑞芳。
’ ’

8．体制改革研究室(简称体改室) 由原经济室分设而成。成立于1987年9月。主要

从事有关铁路经济体制改革方案、财务清算、收入分成、条例细则等课题研究。现有科研人

员9名。其中：副研究员1名，助理研究员1名，研究实习员6名，技术员1名。现任室主任万香

琴。

9．计算机应用研究室(简称计算机室) 成立于1986年6月。主要担当电子计算机在铁

路运输和经济上的应用研究。现有科研人员11名。其中s副研究员2名，助理研究员2名，研

究实习员3名，技术员3名，实习生1名。现任室主任邹克勤，副主任刘春煌。

运经所目前主办的两种杂志的编辑、出版、发行概况是：

1．《铁道运输与经济》月刊 于1979年创刊。由运经所和中国铁道学会运输委员会、

经济委员会联合主办。编辑部设在运经所，目前有专职人员6名。现任总编辑吴家豪，副总编

辑兼编辑部主任方齐盛、编辑部副主任王学智。编辑部在编委会指导下开展工作。编委会由

两名顾问、36名委员组成。顾问为：金士宣、林达美，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为于龙江，

马许、王光华、王宗峰、王彭年，方举，方齐盛、安宝琦、许庆斌、吕荫华、师学斌、 吴

凤、吴家豪、李士珍、李宗选、李承斌、陈丰澄、陈录生、沈庆衍、沈明光、何邦摸、宋树

勋，闵保华、罗冬树、庞作相，房洪吉，金毓铮、周振庆、胡均乐、赵泽清、徐俊、秦作睿

高家驹、郭锦文。自创刊至今(1987．12)已编辑、出版，发行正刊74期，专刊13期、共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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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1506篇、计807．8万字，发行84．6万册。

2．《铁道装卸搬运》季刊 1983年创刊。由运经所装卸室与中国铁道学会运输委员会

装卸学组联合主办。编辑部设在装卸室。目前有专职人员4名。现任主编吴宏智、副主编方

忠。编辑部在编委会指导下开展工作。编委会由8名委员组成。主任委员李蕴璞，委员(按

姓氏笔划为序)白义巨、庄玉新、刘全德、陈开权、李元璋，吴宏智、张质文。自创刊至今

(1987．12)，已编辑、出版、发行25期，约8．9万册，184万字。

(三)

运经所现有中国共产党党员51名。中国共产党运经所总支委员会对全所的工作起保证

监督作用。现届总支委员会由五名委员组成：李全贵(书记)，何邦摸(副书记)、曹亚林

(组织委员)，关自英(宣传委员)，吴家豪(纪律检查委员)。按党员分布和便于开展工

作，总支委员会下设五个支部：

1．经济支部 由技经、管经和体改等三个室的党员组成。目前有21名党员。支部委员

会由三名委员组成。现届支委是；相承祖(书记)，金作恰(组织委员)，范增林(宣传委

员)。 ·

2．行车站场支部 由行车、站场、客运，电子等四个室的党员组成。目前有党员11

名。支部委员会由两名委员组成。现届支委是。金辰虎(书记)，黄民(副书记)。

3．货运支部 由货运室的党员组成。目前有党员7名。党员较少，支部只设一名书记，

现届支部书记由王林枝担任。

4．装卸支部 由装卸室的党员组成。目前有党员68，党员较少，支部只设一名书记。

现届支部书记由王文焕担任。

5．后勤综合支部 由党政管理科室和《铁道运输与经济》编辑部的党员组成。目前有

党员11名。支部委员会由两名委员组成。现届支委是。关自英(书记)、孙万增(副书记)，

运经所现有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25名。共青团支部委员会由四名委员组成。现届团支

部委员是：刘琼湘(书记)、王际详(组织委员)，昌月朝(文体委员)、邱培红(宣传委
员)。

运经所的现届工会委员会由七名委员组成。赖秀生(主席)，王贵亭(副主席)，李

德铭(组织委员)，张崎(宣传委员)、郑庆邦(生活委员)，张乃谌(女工委员)，于英

杰(文体委员)。

运经所的学术咨询机构是所学术委员会。历年来，在组织学术活动、评审科研成果，考

核科技人员职称晋级做了大量工作。所学术委员会目前由18名委员组成。现届遴选的委员

是。吴家豪(主任)、闵保华(副主任)、方齐盛(学术秘书)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马

长山、马瑞芳，方忠、王孟英，李光霁，朱家荷、庞作相、吴宏智、何邦摸、邹克勤，金辰

虎、胡光荣、施景窍、徐淑芬、曹亚林。

附：运经所组织机构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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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所史发展综述

第一节建所前的铁道运输及经济研究工作

与机构(1 956．9～1 958．1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前，我国铁路没有专f J从事铁道运输与经济研究的机构。但是，

已有一些立志发展祖国铁道运输与经济工作的专家、学者。如：金士宣、沈奏廷、许靖等。

他们曾化费很大精力去建立和发展我国铁路的运输与经济科学。当时，他们主要是借鉴欧美

铁路的经验，结合我国铁路的实际问题，开展一些研究和探讨。如：铁路工作的统计与分

析，运营费用的划分和运输成本的计算，铁路行车和调车工作组织，编开直达列车和对车辆

周转时间计算等等。当时著名的有关铁路运输和经济著作有。《铁路运输学(商务)》(金

士宣著)，《铁路运价之理论与实际》(沈奏廷著)、《铁路运转管理》(许靖著)等等。

这些研究工作和专著，对发展我国铁路的运输及经济科学研究，起到了启蒙和推动的作用，

对培养和造就我国铁路的运输和经济科研，教学和中、高级管理人员作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铁路归社会主义全民所有，从而形成了全国统一的铁路网，并

开始实行了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和调度指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全路职工办铁路，

同时系统，全面学习苏联铁路的管理经验，使我国铁路运输和经济工作的面貌迅速改观，推

动了我国铁路运输与经济科学的迅速建立和发展。

1956年2月，北京铁道学院(简称京院、现北方交通大学前身)组织了铁路运输与经

济学术讨论会，这是建国后对我国铁路运输与经济科学发展的初次检阅。在大会上宣读的重要

学术论文有：(<我国铁路重车流日常调正的几个问题》(金士宣)、《我国铁路零担货物中转

作业的改进问题》(沈奏廷)、《关于改善列车编组计划计算方法问题》(林达美)、《美

国铁路货物运输成本的计算方法和对其中若干问题的批判》(赵传云)，《关于在中国铁路

上运用调车工作理论的问题》(王光华)、《区段站及小型编组站分阶段发展方法》(安宝

琦)，《列车编组计划表格分析法》(朱松年)⋯⋯等，都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实用价值。

这标志着我国铁路运输和经济科学的建立有了良好的开端。

1956年8月，铁道部召开了全路科学大会，制定和通过了《铁道科学技术发展(1956～

1967)远景规划纲要》(简称s《十二年远景规划》)，共提出了十四项重大科研任务。其中

前两项即属于铁路运输与经济方面的科研任务： ．

第一项——铁道运输及铁道建筑经济科学研究。研究的中心问题有： (1)铁路近期和远

期的工作量及合理运输， (2)全国铁路网配置； (3)铁路技术改造经济效果， (4)铁路建

筑经济问题； (5)铁路运瞥管理问题。

第二项一一铁路运营科学的研究。研究的中心问题有： (1)运输直达化，(2)改进列车

运行图； (3)增强铁路通过能力， (4)改进车站与枢纽工作组织’ (5)提高机车车辆运用

效率及改进技术计划和运行调整； (6)车站及枢纽设计问题； (7)改进旅客运输组织，

(8)商务工作组织， (9)装卸作业机械化及集装箱运输， (10)易腐货物运输。

1956年9月，在铁科院成立了运输研究组(所级)。下设行车组织、车站枢纽、货运组织

三个研究室。这是在我国建立的第一个々门从事铁道运输及经济研究的机构。当年第一批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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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铁道运输与经济科研专业队伍的技术人员有；王光华、安宝琦、张力、叶子刚、汪金燕、

齐天铴、穆廷绅、施景鸾、方齐盛，费名申、张学义、马素贞、龚树桢等13人。由院任命王

光华为代组长兼行车组织研究室主任，安宝琦为车站枢纽研究室副主任，张力为货运研究室

副主任。全组在现铁道建筑研究所三楼办公。承担了四个项目的研究： (一)我国铁路调车

工作方法(王光华主持，1956～i958)， (二)各种调车设备的设计问题(安宝琦主持，

1956,---1958)， (三)关于使用无盖车运粮食研究(齐天饧主持，1956～1957)， (四)我

国保温车性能和使用研究(汪金燕主持，1956"--'1958)。

当初，运输研究组有中共党员2名，属铁建、运输支部领导，张学义任支部副书记。

1957年上半年，在整风反右运动中，铁路运输与经济科研工作基本停顿。下半年在反右

运动后期，运输研究组搬至现通信信号研究所二楼办公。为便于开展党的工作，经院党委批

准，与通号所联合成立运输、电务党支部，由王光华任支部书记，张学义任支部副书记。

1958年初，按院领导决定，运输研究组改称运输研究室，计划定员25名，并调哈尔滨铁

路局副总工程师张崇任该室副主任·该室仍下设行车、站场、货运三个专业研究室。同时，

拟成立经济研究室，其任务范围为：研究铁路运输中的有关经济问题，包括铁路网配．’芎、合

理运输、运输计划、列车重量与速度、财务及经济核算、成本、、运价，劳动工资、组织机构

等内容，计划定员14名。

9月18日，经铁道部批准，任命苗秋林为运输研究室主任。由于调入的经济科研人员甚

少，经济研究室未能正式组建。 、

年终，运输研究室已扩充为29人(当年调入的有徐淑芬、王孟奖，刘兰玉、张恩’；)，

共承担了12项研究任务。

一 1956"-'i958年，是我国铁路运输及经济专业科研机构和队伍的初创时期，科研面向铁路

运输生产，为发展我国铁路运输与经济科研工作，迈开了可喜的第一步。但就当时的科研力量，

远不能适应我国铁路运输生产和建设发展的需要。

， 第二节铁道运输研究所及铁道运输经济研究所
‘

的成立与发展(1 95 9．1～1 966．5)

1959年1月，经铁科院党委扩大会议决定，．运输研究窒改称运输研究所，由苗秋林任所

长、张崇为副所长(当年3月病逝)，并成立中共运输研究所党支部，书记为苗秋林，副书

记为王光华。运输所下设的三个研究室不变。

．当年，全所除继续研究lOd"跨年度的项目外，还承担了5项铁道部下达的重点科研项目，

其中包括。《加强通过能力方法综合研究》、《土驼峰设计和作业研究》、《丰台西站驼峰

自动化研究》等，以及4项院下达的科研项目，其中包括：《我国蔬菜运送方法研究》等。

7月，铁道部正式批准成立运输研究所。8月，又批准在京院经济系建立运输经济研究所，

由铁科院和京院双重领导。旋由京院任命宋诚德为所长。从此，我国铁路运输与经济专业科

研机构基本建成。科研队伍也随之迅速壮大。当年调入的有吴家豪、恽延世、刘守正、宋丙

琪、郭清良、王文章等13位同志，使全所科研人员增至42名。京院运输经济研究所也挑选经

济系应届毕业生崔俊(调干生、经济系党支部副书记)、曹亚林、马瑞芳、陈金林、胡晓模、

阎留安，刘镇官等7人，参加铁道运输经济研究工作。年末，两所专职科研人员已有4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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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956年春，铁科院党委扩大会议研讨了全院应围绕什么为中心(纲)组织科研工作问

题，最后一致同意应同绕运输，首先烛运输能力为中心(纲)。这样，就明确了运输所的科

研方向和重点。

1959年，运输与经济科研工作有了较大发展，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研成果。《土驼峰

设计和作业研究》专题，在总结现场士驼峰设计和作业中的经验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研究

提出了《土驼峰设计》和《土驼峰作业》两项科研成果。在1959年5月铁道部召开的土驼峰

现场会议上得到较高评价，该专题组被评为部级先进集体。专题负责人王光华、安宝琦作为

代表，参加了铁道部机关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代表会，得到了铁道部领导的表彰和奖励；

《铁路运输综合作业方案》研究专题综合和总结了一些路局创造的“拉运方案"、“运输综

合作业图"、黟综合作业方案"等运输组织经验，建立了我国铁路运输组织工作综合部署计

划，突破了苏联铁路运输组织工作的框框，为建立我国铁路的运输组织学，迈出了可喜的一

步。专题组负责人张崇，张力编著的《铁路运输综合作业方案的编制与贯彻》科研成果，得

到铁道部和现场的好评，并在全路推广应用，《丰台西驼峰自动化》、《加强通过能力方法

综合研究》、《我国铁路编组站与枢纽设计经验总结》、《捎脚运输》、《高站台、低货位》

等专题的研究，由于贯彻了“利，研面向运输生产"、“三结合、 “大协作"的精神，科研、教

学、设计运营单俄相结合，齐心协力，联合攻关，在1959年都取得了较大进展，按计划完成

了科研任务。

196041-'-初，铁科院党委遵照党中央和铁道部党组的指示，要求科研人员“树雄心，立大

志，勇攀科学高峰，抓尖端，抓综合，抓理论研究，向高、大、精，尖、新进军矽，同时组

织编制了1960．--1967年八年科研发展规划。在运输经济和运输组织方面，要求完成全国铁路

网配置的研究，提出主要物资合理流向图，最经济的铁路建设方案，总结铁路经营管理和运

输组织先进经验，完成装卸机械化和高效率使用铁路方法、途径的研究，创造坚实的运输经

济和运输组织理论。据此，运输所和经济所共承担了29个中心课题研究。

1960年，运输所除继续完成5项跨年度的科研任务外，又承担Y14项铁道部下达的科研

任务，其中包括：《一条龙运输大协作经验总结》，《运筹学在铁路运输组织工作中的应

用》、《编组站合理布置图型》、《各类凋车设备能力的计算及采用条件》、《土驼峰洋

化》、《铁鞋规格》，《我闷现有集装箱的合理利用》等专题，经济所除继续完成2项跨

年度科研任务外，也承担了7项部下达的科研任务，其中包括：《关于钢铁工业基地定点

及合理运输》、《我国铁路货物运价》、《铁路运输成本计算分析及降低途径》、《铁路合

理劳动组织和劳动定额》等专题。此外，按照铁道部科技委的指示，两所还承担了6项专题

的协作任务，其中包括：《专用线共用》、《地方铁路运输》等。

为了完成上述繁重的科研任务，在两所科研力量不足的情况下，主要依靠科研、教学、

设计、运营部门大协作，联合各方力星，开展科研工作。如当时的重点专题《一条龙运输大

协作经验总结》专题，由苗秋林、宋诚德两位所长兼专题负责人，除两所20余名科研人员参

加外，还有全路各大专院校几十名同志参加协作。第一阶段(1960年第一、二季度)，由中

共河北省委主持的，以河北省各交通运输单位为主，中央有关交通运输部门和科研、教科部

门协作，共有近百人参加的矗河北省一条龙运输大协作经验总结"。第二阶段(第三、四季

度)着重调研铁路一条龙列车经验。《铁路枢纽和编组站设计经验总结》专题，除专题负责

人安宝琦、吴家豪以外，专题组的8位成员。均为各设计院和大专院校派来参加协作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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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这样依靠大协作精神开展科研_T：作的还有《运筹学在铁路运输组织工作中的应用》等。

这样，既联合各方、集思广益、保质保量完成了部下达的科研任务，同时，通过科研实践，

也为协作单位培养了一批人才。

1960年春，运输所由通号楼搬到旧办公楼(现址)二楼办公。

为了将铁科院办成专业配套的综合性科研机构，1960年9月80日院务会议根据京院领导

的建议，并取得铁道部领导的初步同意(1961年3月中正式批准)，研究决定将原设在京院

的运输经济研究所并入铁科院运输所，并改为运输经济研究宅。12月，京院运输经济所lo名

科研人员全部调入运输所，并由铁科院任命崔俊蝎志为该研究室副主任。

当年，由于全所职工和协作单位共同努力，较好地完成了全年的科研生产任务。主要

有t建国十年来的运输组织工作经验总结、铁路枢纽、编组站没计经验总结，一条龙运输大

协作、捎脚运输、高站台低货位、装卸作业滑溜化和机械化等一系列铁路现场经验总结，促

进了运输生产发展，并为建立我国铁路的运输组织学奠定了基础。《编组站合理布置图型》

专题，通过对国内外十六种图型的设计、计算和综合技术经济比较，首次为我国铁路优选

了四种合理布置图型。为铁道部采用，编入《标准轨距铁路车站与枢纽设计规范》o《集装

箱运输研究》、《铁鞋规格》等专题研究，也取得了较大进展。

1961年运输所在正确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

指导下开展科研工作。当年部下达的科研任务共10项专题(包括跨年发的)。其中重点专题

有：《铁路编组站总体改造与设计》、《路矿、路厂、路港运输设备总体改造》、《编组站

中转作业组织经验总结》、《装卸作业机械化的经济效果》、《装卸滑溜化、机械化设计》

等。

．当年3月，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运输所一批科研骨干力最，因种种“原因"，被调离

北京去现场工作，其中有：恽延世、张力、汪金燕、齐天饧，穆廷绅、刘守正、宋丙祺等。

1961年下半年，党中央针对自然科学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向全国发出了《关于自然

科学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简称《十四条》)。9月，院党委布置各所组织学习、贯彻。运

输所通过学习，明确了“出成果、出人才"是科研部门的根本任务，开始树立一切为科研工

作服务的思想，并按院党委统一部署，进行了五定(定方向、定任务、定人员、定设备、定制

度)，并建立了运输所学术委员会。

为了加强货运装卸机械化科研工作，经院领导批准，当年4月，运输所成立装卸机械化

研究室。暂由货运研究室兼管。

因苗秋林所长调铁道部工作，当年3月25日，经铁道部批准，调庄玉新任副所长(兼党

支部书记)。

为贯彻《十四条》，经六月院务会议决定，各所成立专门学术委员会，以加强各所学术

活动的领导。当年7月1日，由院长任命王光华同志为运输所第一届学术委员会主任，安宝琦

同志为学术秘书，所学委会委员会为王光华、安宝琦、庄玉新、吴家豪、施景鸾，许根源、费名

申、张学义、周殿佩、徐淑芬、王孟美，葛承基、崔俊，沈菊生等十四人o

1961年，运输所在院党委的领导下，由于正确贯彻了党的“八字方针"和《十四条》，

调整了科研任务，开展了学术活动，初步建立和健全了各项制度，从而调动了全所科研人员

的工作积极性，并逐步建立了正常的科研工作秩序，从而使运输所较好地完成了1961年的科

研生产任务，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研成果。如；《运筹学在铁路运输组织工作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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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货物合理到站、枢纽内货场合理分工、装卸劳动力合理调配等方面，提出了科学计

算方法，现场采用后，收到了较好的运营效果和经济效益'《编组站总体改造与设讣》专

题，贯彻科研、教学、设计、运营单位相结合进行研究，提出了取消出发场(线)，自编

列车由调车场(线)直接出发的编组站设计方法和新图型，采用推荐方案，每一编组站可减

少用地300～-500亩，节省工程投资和运营费约300-'-'500万元(六十年代价格)。由铁道部

科技委茅以新副主任主持的鉴定会评审通过。鉴定意见认为“该科研成果理论价值和实用意

义较大，可在现场推广运用，研究报告可编书出版黟，《铁鞋规格》专题，与沈阳局科研

所合作，深入现场进行多次研究试验，提出了新型手动铁鞋的合理规格，通过铁道部审定，

可在全路推广应用。

1962年，运输所遵照院党委的部署，在继续贯彻党中央提出的"／k字椤方针和《十四

条》精神的指导下开展科研工作。当年承担了9项部下达的新列专题研究任务。

为加强运输所领导，院党委常委在3月10日曾研究确定王光华任运输研究所副所长，报部

后．因王光华出任驻波兰华沙社会主义国家铁路合作组织顾问兼科技合作会议主席，故未正

式任命。

1962年，虽然国家处于遭受天灾人祸的困难时期，但全所职工仍克服种种困难，千方百计

完成科研生产任务。其中完成科研任务较好的专题有：《铁路企业站段经济核算》专题(根

据中央工业企业七十条精神，对清算指标的选择、支出费用的划分，成本盈亏的分析等．提

出了采用条件及改进意见，得到部财务局的好评)，《铁路工业编组站改造与设计》专题

(在凋查总结路厂、路矿，路港运输设备总体改变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贯彻企业负责制与经

济核算精神，抓住重点，研究提出了影响铁路运输较大、问题较多的为钢厂服务的工业编组

站设计方案和布置图型，为冶金工业部黑色冶金设计总院编制总图运输设计规范采纳)，

《驼峰峰顶纵断面设计与车钩折损关系分析》专题(经过调查分析，发现了车钩折损的原因，

提出了驼峰峰顶竖曲线半径加大到350米的建议措施，得到部运输局和现场的好评)， 《危

险品货物运输条件研究》专题(通过调查分析，对几种主要危险货物运输条件，提出了具体

规定，为部编制《危规》提供了依据)等。

1963年，院党委按照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

民经济总方针”，要求各所加强支农专题的研究，并要求在有关专题研究中，要体现此一总

方针的贯彻与落实。为此，运输所在当年的科研计划按排时，列入了3项支农专题，即《中

阉站货运设备适应支农要求研究》、《支农集装箱研究》、《支农农药，化肥运送条件和方

法的研究》，同时，对新列的《客货运盈发展规律及计算方法》，《加冰所设置距离及其在

枢纽内的配置》、《编组站分阶段发展》等专题，也要求充分体现支农方针。

当年，运输所共承担科研专题16项。其中新列的重要专题还有：《电子计算机选择货物

产销联系最优方案》、《电子计算机铺划单线区段运行图(非平行)》、《铁路网主要编组

站分布原则与方法》等。

1963年11YJ，铁道部组织召开全路运输与经济专业学术报告讨论会，运输所有五篇研究

报告被选为优秀论文，在大会上宣读。这五篇研究报告是t《机务段经济核算》(相承祖、

黄成铭)、《为钢厂服务的工业编组站设计》(吴家豪)，《峰顶纵断面设计与车钩折损的

关系分析≥(施景鸾、龚之廉、夏华)、《煤矿站取送车顺序研究》(朱天利)、《简易驼峰

作业方法——峰顶推送速度研究》(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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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运输所承担的科研专题共16项，其中7项为跨年度延续专题，9项为新列专题。

较为重要的新列专题有：《车站劳动定额及定员研究》、《零担车编制原则及方法研究》、

《托盘规格，类型、结构研究》、《几种主要蔬菜运送条件及期限研究》、《线路通过能力

分阶段综合加强研究》等。 ，

为明确装卸机械化研究室研究方向，5月18日，主管科研的铁道部余光生副部长与部科委

予溯主任等来院听取意见。最后，余副部长指示：装卸机械化研究室应以解放工人的繁重体力

劳动，扩大装卸能力，提高装卸效率为任务．以解决装卸搬运作业中的实际问题的应用研究

为方向，以领导、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根本研究方法开展科研工

作。同时指出。 “(当时)上海条件最适于开展这方面的科研工作"，建议该研究室全部科

研人员前往上海江湾铁路装卸机械厂蹲点。院、所领导以及全室同志一致拥护余副部长的建

议。全室科研人员于6月15日奔赴上海。6月18日，上海铁路局邵光华局长接见了全室科研人

员，并与江湾铁路装卸机械厂的领导在一起，共同商定了在上海开展装卸机械化研究的计

划。

为进一步加强铁路运输经济科研工作，1964年3月21日，在茅以舁院长主持召开的院长

办公会议上，曾作出成立运输经济研究所的决定，计划定员42名，但未获铁道部批准。

69 22日，院党委调张少华任运输所党支部副书记，专职从事党的工作。

8月，院领导任命沈菊生为经济室副主任、吴家豪为站场窀副主任。

lO月，院党委公布全院各所领导干部名单，庄玉新被任命为运输所所长。

1965年上半年。开展“四清"运动。全所基本停止科研工作。

3月30日，国家科委彭敏副主任来院作“科研革命化问题"报告，号召并动员全院科研

人员“下楼出院"，转变科研“三脱离”为“三面向(现场、实际、群众≯。

四清运动结束后，为了实现“科研革命化’’，运输所广大科研人员于6、7月间，纷纷靠下

楼出院"。年度科研计划调整为10项，其中《总结铁路运输组织工作经验》专题组10余人去济

南、大协、张八支线，《统计自动化研究》专题组10余人去郑州铁路局统计工厂’《车站装

卸机械化与货场革命化研究》专题8人，早已去上海江湾铁路装卸机械厂，《西南三线建设

站场设计研究》专题组6人去西昌、重庆和贵阳，《简易驼峰设备配套及作业方法研究》专

题组3人去丰台’《B。，B。保温车热季试运及新冷源研究》专题组5人，深入现场搞试运等

等。

当时为了加强全院科研管理工作，经院党委研究确定成立科研办公室，调运输所庄玉新

任主任，并于3月24日，院党委正式任命崔俊为代剐所长，刘福泽为支部副书记(刘未到任)。

至1966年5月，运输所已发展成为由五个研究室组成，初具规模、从事运输与经济研究

的科研单位。共有职工103名，其中。科研人员99名，占96．1％’行管人员4人，占3．9％。

此一时期，运输所贯彻了中共中央《十四条》，明确了“出成果、出人才"是科研部门

的根本任务，建立和睦全了各项科研制度，开展了学术活动，从而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

性。坚持科研工作三面向，搞好三结合、大协作，较好地完成了部、院下达的科研任务，取得

了一批实用价值较大、理论水平较高、经济效益较好的科研成果，为铁路运输生产和建设服

务贡献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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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

铁道运输研究所

(1966．6----1976．10)

1966年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运输所矗下楼出院"酊全部科研人员均按院党委

决定返院参加运动。不久，院所领导和科研骨干纷纷被纠、被斗、被批，广大科研人员均感

人人自危，全所科研工作基本陷于停顿。 ‘

1967年，部、院下达给运输所有9个专题和4个工作项目，但承担科研任务的不到40人。由

于当时整个铁科院以及全国社会两派群众到处揪斗“走资派，，和搿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一，

到处破“四旧”，而且武斗成风，不仅无专题、工作项目的人员停止了科研工作，有专题、

工作项目的人员也难以进行科研。

1968年5月，成立运输研究所革命委员会。当年，部、院下达给伞所的科研任务有13项，

其中10项为专题，3项为工作项目。但当时广大科研人员背着思想包袱搞科研，步履沉重，进

展缓慢，基本上处于得过且过状态。

1969，运输所革委会遵照院革委会的部署，上半年全力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上

级只下达运输所4项科研任务，大多数科研人员无所事事，部分职工产生“斗、批、散黟的思

想。不久毛主席发出“要接受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号召。院革命委员会得到部军

管领导的批准，于1969年9月8日研究决定，全院各所科研人员和职工，除承担重大科研任务

及老、弱、病、残、孕者外，一律下放现场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运输所绝大部分职工，于1969年10月赴枝城，参加焦枝线修桥劳动。1970年3月，在工地

开展了“深挖五一六分子黟运动。

1970年12月，运输所在枝城参加劳动的全部职工。按部军管会领导决定，面院岛抓革命、

促生产力。经院军代表批准，运输所以毕长新为组长、罗冬树为副组长、王林枝、陈立宇、

李全贵为组员的领导小组，负责全所工作。

1971年，继续开展深挖‘‘五一六”运动，运输所只承担4项协作任务，无本所主持的研

究项目。全所绝大多数职工按照中央指示“深挖洞，广积粮矽、“备战，备荒、为人民"，

分班、日以继夜，轮流进行烧砖、挖防空洞，以及参加“拉练矽，支援郊区“三夏"、矗三

秋"劳动。

1972年1月1日，按中央决定，铁道部和交通部合并。不久，铁科院和交科院也合并，但

原各专业研究所仍保持不变。

3月，院核心组按中央指示研究确定，恢复各所中共基层党组织活动，并任命肖荣久为运

输所支部书记。

1973年，全院在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弦号召下开展科研工作。运输所承担了9

项科研任务，其中主持7项、协作2项。重点的专题有：《车流合理组织及对编组站发展要求》、

Ⅸ车辆放风制动》、《驼峰车辆溜放阻力》、《运费计算及制票自动化》，《集装箱运输》、

《合理运输》等。但由于当时未将主要力量放到重要岗位上，同时，部、院领导同志为解决部

分职工长期与家属分居问题，同意联系调出一些人员(自1971年至1973年终，运输所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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