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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国家。古代道路交通也

有其悠久雨光辉的史绩。秦修验道，汉通西辙，史垂千载;

隋代赵丹|桥，金代卢沟桥，驰名海外事唐宋以来，择运站、

所遍及全国，运输工具不断更薪，行旅商贾之繁盛，世庚

称颂。这是我国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为了征服自然和适

应政治、经济的需要，在开拓和发展道路交远方面所取得

的辉煌或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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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凡干年古老的驿道运输发景与通行汽车的公路

交通，则是在清末民初从器外输入汽车以后才开始的，至

今还不满百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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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匿的 38 年期间，为适

应当时的需要，公路交通有所发展， ;:1于开发边疆和支援

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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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建立了规章制度。但因连年战争、政治

腐敢、民生凋敞、生产不撮，汽车和油料几乎全从国外进

口，致使公路交通的发展受到银大限制 e 到 1949 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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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公路仅有 13 万多公里，又因失惨失养和战争破坏，能

通车的还不到 8 万公里 z 而且标准低，路况差，分布又不

平衡，多数集中在东北租沿海地区，广大内握和边疆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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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布国成立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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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生产迅速发展，特另号是建立和发展了自己的汽车工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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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镜辞部塞的山区，如今"高路入云端'气不

少急流阻隔的江河，现己"天重变通途飞至 1985 年，全

国公路逼车里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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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边防哨膀，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己经初步形成。公路的技

术等级和通过能力较前大有提高，高级和次高级路面从

300 公里发展到 18 万多公里。过去没有公路交通的西藏

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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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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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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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一座自己修

建的公路桥，车辆行人靠援船维持交通。现在，己建成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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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汽车数量增长很

快， 1985 年的民用汽车保有量为 320 多万辆，比 194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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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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件运输和集装箱运输在近几年发展

也很迅速。与此陪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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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域乡经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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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着越来越大的非黑。

自 1949 年至 1985 年的 36 年中，我望公路交通虽然

取得较大的发展，但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规

划、组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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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还修得银少，公路交通至今伺然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

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1979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重点转

移到四化建设方窜来，党中央总结了过去正反两个方面

的历史经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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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矛暑愈益突出 a 近几年来，中央领导同志对加快公路交通

的发展，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如何费期落实中央指示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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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以适应四个

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已成为从事公路交通事业的各级领

导和全体同志的历史使命，也是党和人民寄予的殷切期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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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tIt修史，史以资治。为吕顾既往，总结经验，探索

规律，策黯将来，由交通部和各省、市、自治区交通厅

(局)辑织力量，以马克思主义历史混为指导，遵循党的

卡→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本着实事求

是、略吉详今的原则，共同编撰出版一套《中国公路交通

史》丛书。希望能给从事公路交通事业的需志们一些帮

助，向他们提供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并使关心公路交通

事业的同志们了解我们事业的历史进程，取得他们的支

持，把我们的公路交通事业办得更好。

交通部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

1986 年Jl月 8 日



I 

出版说明

一、《中国公路交通史》丛书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医交通部的统

一领导下由各有关单位编撰的，由人虱交通出藏社出版，公开发

行。

二、这套丛书由全匡公路交通史即《中国公路史上《中医公

路运输史》和各省、于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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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三、这套丛书主要论述我 E公路交通事业发生、发展和演变

的历史过程和客理提律。由于公路交通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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麓幅介绍

古代道路交逞。

四、这套丛书的体裁以编年体为主.~以时为经，以事为纬，

篇章分期.节百分类。对于少数跨度太长而相应的编年体时眼难

以包容的专题论述.单独成章，到于编年体之后。书末大多附有

编年大事记 e

五、《中国公路交通史》分公路和公路运输药大类编写，各自

成书并各涵第一册第二册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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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部类分开编撰，各

v)古、近代部分为第一册，现代部分为第二婿 F 也可以两大部类

合并，编写成一、二两册 z 个别地区前古代道路交通也可编写成

单行本出版。

六、各赔史书的篇目结构大体一致，但不尽相同，一鼓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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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自或蕉、章、节、自等三四个档次。

七、史书中羁于解释或说明性的注释采用脚洼，当页编码;离

子征寻i 性的标注采渭通章统一编码.集中于章后标注。

八、由于某些省、市、言浩区的行政区起时有变化，为避免

取材重复和叙述雷同，在编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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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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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丛书捺引文必要时使j哥古繁体字外，均属中华人民共

和自菌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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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范中

使爵的为准，对于古代使坷的一些专韭术语， {乃保留过去的习惯

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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