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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部向机制长后来必

正当我们昂首阔步迈进新世纪的时候， <中国铁路建设史》一书问世，确实

令人欣慰。这部主著，因眸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铁路的发展历程，震示了中

国铁路建设的辉煌成就，讴歌了广大铁路建设者的丰功伟迹。同时，也为新时

堤的铁路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铁路是近代工业发展的先驱，在 19 世纪初叶至 20 世纪初叶大约一百年的

时间里，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掀起了大规模修建铁路的高潮，大大加速了这些国

家工业革命的进程。而旧中国时值清王朝末期，内忧外患，民不潦生，铁路起

步维艰。帝国主义列强实越"煌艘外交"企图虱分中国，攫取在中国的铁路修

筑校和经营权。中国人民为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一些仁人志士深深感到，

只有学习西方的"坚车利器"才能使中国摆脆贫穷落后。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

中山先生指出"铁路为交通之母" "非铁路无以立国"大力倡导修筑铁路。

民国时期内战蜂起，外敌入侵，铁路发展缓慢。从 1876 年第一条营业铁路在中

国诞生，到 1949 年新中国或立， 73 年间中国大陆上共修建铁路 2.6 万 km，可

运营仅 2.2 万 km，而且标准不一，设备落后，运能低。

薪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铁路建设，称誉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

脉、先行官。对全国铁路实行统一管理，组建勘测设计和施工专业队伍，集中

力量，建设薪线，改造旧线，大力发展铁路。 1952 年建成成擒铁路，实现了四

}II人员 40 年前凤愿。接着，修建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宝成铁路，以及

天兰、包兰、兰膏、兰新等铁路。在成雄、天兰铁路通车时，毛泽东同志亲笔

题词祖贺魁励。 20 世纪 60 年代，遵照毛泽东同志"成昆线要快修"前指示，

展开了气势恢宏的西离铁路大会战，很'快建成了连接云贵}II三省的铁路骨架

一-JII黔、贵昆、成昆铁路，为大西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70 年代，会或指黔、枝拂铁路，建成襄渝铁路等。这期间，全国铁路进行了技

术改造，还建设了森林铁路等薪线。全国铁路标准统一，设备改善，管理不断

如强，运能也有较大增扭。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国经济走上了持续快速发展的道路。由于铁路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二二中理法在建设吏=

运输能力限制，运货难、乘车璋的矛盾十分突出。为了缓解制约经济发展的

"瓶颈"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强调要加快铁路建设。又在小平再志说"多修点铁

路能办很多事情"。国家加大投资力茧，给予优惠政策，大力支持铁路发展。

"七五"期间，我的夺得了"南攻衡广、北戴大秦、中取华东"三大战役的胜

利。"八五"期间，我的加强六大通道建设，续建了宝中铁路、兰新复线等。仅

用不到 4 年时间，就建成了纵贯我国南北全长 2 122km 的京九铁路。"九五"期

间，我幻以"大战西南，强攻煤运:打通限制口，配套大干线"为奋斗目标，

建瓷了南昆铁路、西安安康铁路等。合资铁路也有了很大发展。积极合理地利

用外资，不仅解决了建设资金不足，司旦引进新技术、新设备以及薪的管理方

式。这是中国铁路史上发展最块的时期 c 中国铁路运能与运量的矛霜已有缓解。

我国正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种现代运输方式发挥优势，互梧竞争，

互为补充，共同发震。那么，中国铁路两是否还要拓展呢?回答是肯定的。尽

管到 2000 年底，我国铁路营业里程已达 6.8 万 km，居世界第 3 位;但人均营

业里程仅 5.4cm，居世界第 79 位，按国土陆地面积平均每首平方公里仅 O. 7主囚，

居世界第 46 位。西部地区路网密度尤小。虽然不能绝对用这些指际评份，但也

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早在 1919 年，孙中山先生在《实业计划》中，将 10 万

英里〈约合 16 万 km) 铁路建设列人了计划。当然，时代在前进，科技在发展，

生活方式在变化，今后不一定要如数实施，缸理有铁路网兢模爵难适应发展露

要是肯定无疑的。我国铁路运辘能力总体上妇不能适应市场竞争需要，不少干

线负荷过重，繁住干线压力亘大。京沈、京广、京沪、哈大、浙赣、陇海六大

干线的年客运量达 4.3 亿人次，占全路客运量的 42lJ毛。节假日更是难以应对，

不得不压货保客。我国铁路网质量、运输贡量、设备质量，同世界先进水平相

比也有银大差距。因此，必须继续加快铁路发展。

国家明确提出交通运输发展方针，要统筹规划，合理安排，扩大网络，优

化结构，完善系统，建立健全畅通、安全、便捷的现代综合运输体系。交通运

输发展的长期战略昌标是，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建立

客运快速化、货运物流化的智能型交通运输体系。铁路作为综合交通运输的骨

干，必须坚持费整结构，进一步扩大路网规模，提高路网质量。"十五"期酶，

要强化"八纵八横"路网主骨架，拓展西部路网，加强既有线技术改造。修建

青藏铁路是党中央在新时期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十五"铁路建设的重

点工程。我的要以科学的精神，努力攻克高原严重缺氧、多年冻土等难题，亮

起点、高质量、高标准地建成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铁路。要建设快速客运系统，

在繁忙干线逐步建成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中，心的快速客运网络，包括既有线

提速、快速客运专线及高速铁路。同时，还要建设集装运输系统、信息系统、

安全设施保障系统。要大力发展电气化铁路，发展重载运输，快捷运输。再经

过几个五年计划的艰苦奋斗，我国铁路网将趋于完善，我理铁路信怠化、现代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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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将得以实现。

加快中国铁路发震，必须走改革创薪之路。我的有正确路线和方针指引，

有能攻善哉的筑路队伍和优良作风，现在更需要体制刨新、科技翻新、管理创

藉。要推进政企分开，改革投资管理体制，实行分类建设，实现投资来摞多渠

道，投资主体多元化 O 要研究铁路发展战略，最i定长远发展规划。要科学合理

地组织铁路建设，实行建设项吾法人负责制、招挥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

管理制，确保工期，确保费量，控制投资。这里，特别要强调科技进步，这是

铁路发展的巨大动力，更是铁路未来之希望所在。 20 世纪上半叶，一些国家的

飞机、汽车工业快速发展，铁路所占运输市场份额不断下降，被视为"夕捂工

业"。但是，自从 1964 年 5 本东海道新干线建成，法雷 TGV，德国 ICE ，西班

牙引进高速技术，世界上的高速铁路呈方兴未艾之势。钱靠高新技术建设的高

速铁路，使铁路这个持绕行业再次焕发出青春。在信怠时代到来之际，只有坚

持科技笛薪，才能使铁路具有更大的竞争力，才能使铁路得到蓬勃发震。

编辑人员经过四年多的辛勤努力，把《中国铁路建设史》一书奉献给读者。

这部巨著，需要介绍了各个时期铁路建设攘况，突出反映了主要成就，尽力总

结了经验教识。对铁路选线、地质路基、挥梁搓道、枢纽站场、房建、电气化、

高速、重载铁路等，接专业分章编写。对勘割、设计、施工和建设管理，以及

队伍建设等，也都作了专述。可以说，一百多年来中国铁路的发展历程，都载

入本书的篇章里了。参加 i技集资料和编写的人员达百人，他们不辞辛苦，四处

奔跤，查部档案，走访单位，组织当年参加建设的老同志座谈，广泛收集资斜。

他们走遍路内外 120 多个单位，收集各种书刊资料 800 余种。为了客观地反映

历史，编辑人员探人读查研究，进行了大量的核对租考证工作。他1n认真负责，

反复研讨，数易其稿力求内容全面、重点突出、史料真实、论述深刻。裙稿

完成后，又分发各单位征求意见。各单位在回量中对本书给予充分肯定，是大

家对本书的支持和厚爱。但是，串于历史久远，资料短缺，难免疏漏，甚至可

能有误，祈望读者予以指正。在此，谨对参加本书收集资料、编写和审改工作

的单位和人员，对所有关岳、支持、帮助本书编辑出版工作的单位和人员，表

示衷心的感谢，并致崇高敬意!

今 5 的中国铁路，凝聚着→我又一代仁人志士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献身

精神，凝聚着中华儿女珉苦创业、奋发图强的聪明才智，凝聚着广大铁路建设

者的斗血汗水。本书是为中国铁路建设者树立的丰碑。在新的征程中，我的要

大力弘扬理苦奋斗的精神，勇当开路先锋，留光荣于历史，铸辉煌于当代，创

大业于未来，为祖国现代化建设做出新贡献。

祝愿中国铁路建设事韭欣敢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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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铁道部老部长吕正操就曾提出要全面组织编写铁

路建设史。后来，先后编写出版了中国铁路桥梁史、中雷铁路勘喇史、信号史、

通信史，即将出版持有中国铁路越道史等。中国铁道出版社对铁路史志系列书

籍的编写出版很重视，主巳《中昌铁路建设史}对为铁路专业史丛书给重点书目。

各类专业史书的编写，为全面编写铁路建设史刽造了条件。

编写《中雷铁路建设史) ，是从 1997 年开始的。当时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铁道部决定对中国铁路建设 100 多年来的历程进行全面总结，特别是总结近 50

年来铁路建设的成就和经验教剖，昌的在于以史为鉴，继往开来，更好地为新

世纪铁路建设和发展服务。铁道部批准由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牵头组织编写

《中国铁路建设史}，并要求"重在盾量，要组织高水平的写作班子"广泛收

集资料，写出特色 C 关于中国铁路建设发展的著述，建民前有过多种，建国后

又有不少学者进行研究，并出版过一些专集文献或专著，但从总体上看，多为

片段(断代〉或倒重于某些方岳，全面系统辑述中犀铁路建设发展历史的完整

著作高为空白。作为半个世纪以来肩负着铁路建设重任的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

有责任也有义务去回硕铁路建设走过的道路，总结前人艰苦创业取得的成就和

经验，给后人留下一岳镜子。本着这一愿望，按照铁道部的要求，四年多来中

留铁路工程总公司和铁道工程学会技入了很大力量，发动各方面拉集资料，以

求真务实的精神边组织收集资料这编写，并边编写这修改审查补充，初稿完成

后又发送各单位征求意见，最后定稿出放了。《中国铁路建设史》一书出版，是

铁路史志工作的重大成果，值得祝贺 O

本书取样的上限为中属第一条营业铁路投入使用的 1876 年，下限为 2000

年，时闵琦度 124 年。其间经历 1日中毒(清末和民雪时秦 )73 年和新中萄〈中华人

民共亲离成立后 )51 年，经历时向长，特芳自是 1日中国连年战乱，资料散失，给本书拉

集资料和编写工作带来极大哥难。为了写好本书，成立了以铁道部副部长孙永福

商志为首的 30 余人组成的编委会和编辑部，以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在职及离退

的老专家为主，并有铁道部各业务司局和其他有关单位的人员参加，不定期地磅

究解决收集资料和编写过程中遇到的司题。编委会和编辑部的成员，都是一些实

干的专家、业务主管和工程技术人员，他们有切身经验，又热心于从事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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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地参与了策划、研究、提供资释、编写、审稿和修改等工作。铁道部领导对本

书的编写高度重视。长期在工程局工作、任铁道部副部长主管铁路基建达十几年

的孙永福同志任本书编委会主任和主辑，自始至终参与了工作，从研究确定编写

大锅、收集资料、分工编写，到修改定稿，每一个阶段都严格把关，提出许多原则性

捂导意觅。初稿写出后，逐幸运节地审查修改，对每一章都提出了具体的书面修

改补充意见 O 在具体审改过程中发现有遗漏及时补充，其中铁路这线和规划工作

等内容就是他在审改过程中提出增补的 O 莉、永福副部长对本书倾注了很大精力，

佳，那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令我们深受感动。

本书编写分工:概述、第一、二、二、五、九幸，到统，畏;第四、六章，

刘桃芬、杨金华;第七幸，王印什;第八章，如i 洪;第十章，冯金柱、陆大栋;

第十一、十二章，张军、江宏;第十三、十四章，徐志华、金贵宝;第十五、

十六章，张大庆、何玉符;附录，谢榆华。由如j 统畏同志主责对全书进行统稿。

对统畏再志在铁道部工作 20 余年，曾任中国铁珞工程总公司学会史志办主任、

铁道工程学会秘书长兼《铁道工程学报》总编辑，专业职称为编审，在 80 年代

〈铁道部基建总局时期〉就曾代部组织编写大型历史文献《铁路掺建史料> (5 

册 300 余万字) m 版，不仅对铁路建设的历史情况较为了解，而且熟悉理书编

辑出放业务，在具体编写《中国铁路建设史》一书中，做了大量的组织发动工

作，并亲自桂集、整理、核实和考证各种资料，定期向领导汇报，及时辉决有

关问题，确保书稿质量。参加收集资料和编写妈许多同志，工作非常认真，数

年如一日勤勤恳忠、兢兢业业地工作，收集资料不辞劳苦，研究编写绞尽黯汁，

修改补充不厌其烦，啻常节假日不休息，有的甚至带病工作O 曾参加过铁道部

《铁路修建史科》一书编写工作的高级工程舟、己是 80 高龄的刘挑芬同志，为

编写本书呕心沥血，并参加了《既有铁路技术改造》等章节的撰稿，遗憾的是

没有等到本书面世，他已于 1999 年 6 耳与世长辞了。刘桃芬司志病故后，其家

人将其平生积累传有关铁路建设的支科特别是有关铁路灾害防治和环境保护方

毒的一些珍贵资料共 200 余份，全部贡献给《中国铁路建设史》编委会。中国

铁道出版社领导和具体工作人员特别是江新锡同志，也投入了很大力量 O 铁道

部各业务司局和其他有关单位对本书的编写均给予了大力支持，或提供资料，

或帮结了解情况，有的帮助审稿。工程、建筑、通号、工业等总公司和各设计

挠、工程局、铁路局、铁科挠、高等院校等，都为本书提供过资料。作为主管

本书编摹工作的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惑谢大家对本书编辑出族工作的关心、

支持、指导和帮助。

编史f李志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古人说"作史有三长，曰:才、学、识;修

志亦有三长，曰:正、虚、公。"这就是说，编支修志不仅要有学问，有知识;

而且要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对于中国铁路建设史的编

基，由于时间跨度大，牵涉的部门多，加上社会变迁，资料短缺，要真正写好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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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不容易的 。 建国前铁路建设情况主要参考了各时期编辑出版的铁路史资料

和各类档案馆现存的铁路资料;建国后主要参考铁道部存档的铁路修建史料以

及从部属各单位征集的资料，有一部分直接采用了有关方面近年来出版的志书

和年鉴资料。 限于当前条件，只能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铁路建设发展概貌呈

现给读者，重点突出各个时期铁路建设的业绩、成就和技术进步，力求以历史

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比较客观、公正地反映铁路建设历史的真实

情况 。 本书原计划写 120 万字，成书后已达 150 万字 。 限于篇幅，我们对已选

图片作了精简 。 在取材上强调了突出重点、难点和创新，并注意了代表性。

本书的编写，主要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1998 年至 1999 年，以收集资料为

主，并研究确定编写大纲和进行试写;第二阶段，2000 年至 2001 年，以编写为主，

同时补充收集资料，并对己写出的稿件进行审改补充;第二阶段，2002 年将初稿分

发各单位征求意见，最后修改定稿出版。 本书征求意见稿发至各总公司、工程局、

设计院、铁路局和铁道部有关业务司局及部档案史志中心等单位。 承蒙大家关

照，各单位对本书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提出宝贵意见 。 郑州铁路局对本书初稿组

织人员仔细审阅后来函说"从总体上看， < 中国铁路建设史> <初稿)观点正确，资

料丰富，门类齐全，夹叙夹议，新意迭见 。 洋洋洒洒 150 多万字，比较真实全面地

反应了 100 多年来中国铁路建设的发展历程，是迄今铁路史志典籍中少有的一部

有份量的巨著。"沈阳铁珞局经组织专家审阅后回函说"唯有这部《 中国铁路建设

史》稿，在铁路史系列中，能起到‘纲'的作用" "从全书看，一全、二准，基本上做

到了，文字不算多，内容不能说缺，应有的都有了 。 排列得当，结构严谨" 。 上海铁

路局来函说"本书资料翔实，脉络清楚，文理通顺，详细记述了中国铁路建设历

程，这对今后的铁路建设将产生深远影响 。"大家对本书寄予厚望，认为"过去看一

些单位编写的史志书稿，虽也引用一鳞半爪的资料，但多语焉不详;一些个人专著

也多为探索性的，莫衷一是。 本书稿的确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十分难得" "本书

设置《铁路选线和路网发展》章，实为一大贡献，使人们认识和了解铁路又多了一

个大的视角" 。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中国铁路通信信号总公司，铁道第一、二、

三、四勘察设计院，中铁一、二、三、四、五、隧道、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和沈阳、上

海、郑州、兰州、乌鲁木齐 、柳州铁路局等羊位，都十分认真地组织专业人员对本书

初稿进行审改，提出了一些中肯的修改补充意见，有的直接在文稿中核改 。 在大

家提出反馈意见后，我们又组织人员对各单位提出的意见进行了逐条研究，并尽

可能作了修改、补充 。 只是限于篇幅，有些内容未能收入，谨致歉意 。 我们再次对

大家关心支持本书的编写出版表示哀心感谢。

本书在史料、史实特别是一些数据的审核上，虽然技入了很大力量多方考

证和核对，并经发各单位征求意见核实，但仍然可能有误，不妥之处欢迎赐教。

事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我们为过去而骄傲，为将来而振奋。 中国铁路

建设事业的发展溶进了我们的汗水，千百万人的智慧必将创造 21 世纪更大的辉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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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曾经为中国铁路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步入新

世纪之后，全公司 25 万职工将一如既往，奋勇直前，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献出

自己的光和热。

中国铁路工程以司总经理今例4

.8. 



捕军事说胡

1.本书纪事年限为中国第一条营业铁路投入使用的 1876 年至 2000 年。主

要记述中昌铁路建设 124 年来发展窝况，各时期一些重大工程攘况，铁路建设

管理机构、队伍、法娃和制度的变迁等。某些情况有上溯或后延。

2.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重要事件的揭述，尊重历

史，如实反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治运动，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存真求实，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与历史性的统一。

3. 本书经铁道部批准，由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组织编写，历时四年有余。

除向部属各单位收集资料〈包括 80 年代铁道部基建总局为编写《铁路修建史

料》征集的资料〉外，参考了各类史书程近年来各单位出版的志书及年鉴资料。

图片也主要从这些资料中选取。对于一些专业工程，还参考了学会学术活动交

流的论文资料及其他有关文章或口碑资料，并经反复查证、核对，力求真实地

反映历史情况。限于篇幅，引用资料和参考文献，未能尽注。

4. 凡历史记年、铁路名称、单位名称、地名、政府、宫职等，均按当时当

地的历史习惯称呼。铁路名称和单位名称多有变化，已在前录中对铁路名称和

部属设计、施工等单位名称(及简称)变异作了说明(参见附录 2 、 3) 。铁路

站名、经由地名以及建筑长度和营业里程等，均采用铁路修建〈或改造)时的

名称布里程，与王军行列车时刻表〈站名表)可能不一致。铁路里程大多为竣工

里程，与其设计里程也可能有出人。

5. 串于时间跨度大，内容多，取材上注意了"详今略古"、"古为今用"

注意了历史的连续性和各方面的代表性，突出主要成就和技术创新。分门类叙

述时，各有侧重，避免重复。

6. 有的史实和数据众说不一，经考证取其较有权威或较可靠者。有多种统

计资料数据不一时，主要采用铁道部的统计数据。没有理成统计资料者，黯从

多种资料进行实际统计测算，取其最接近实际者。由于史料浩繁而某些方面资

料又不足，在敢值和记述上只能有所舍弃，力求准确、合理。

7. 仔文书写力求规程化。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布的《简化字总

表》和《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国家计

量局制定的《中华人员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对土地雷积计量单位，采用国家

技术监督局、国家土地管理局、农业部规定的《关于改革全雷土地面积计量单

位的通知》规定。

8. 为叙述方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清末租员国时期简称自中国，

或简称建国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新中筐，或简称建屋后。书中的



--二年理轶噩噩谁支=

"迄今

9. 常用名词术i语吾及其含义，除注费者外，均采用《中国科学名词·铁道

第》及铁路工程技术规范规定的有关ffl语。

10. 关于彩页和插图，主要选取各时期各方噩最具代表者。为了减少篇幅，

注意了少雨精。彩页部分，主要选取各历史时期最重要的一些工程照片及著名

人物活动，按"详近略远"的原则，重点反映薪中嚣铁路建设成就和中央及铁

道部领导对铁路建设的促进和关怀。其他一般睦片在正文叙述中适当选擂，增

强说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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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既育铁路

正要修理的… 既育电气化铁路… 正在电化改造的铁路

.. .. .. 正在扩能的铁路

注 · 资料截止到2001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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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条营业铁路一--吴淤铁路通车( 1876 年)

中国制造第一台蒸汽机车一一唐青铁路用二轴蒸汽机车( 1 881 年)

中国最早采用气压沉箱基础的深河大桥 ( 1889 年) 四川保路志士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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