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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中国民航志的编写工作从 2000 年底全国民航史志工作会议启动，历经 6 年后， ~中

国民用航空志》 将陆续印刷出版，与广大民航员工和社会读者见面，这是可喜可贺的一

件大事。在此，谨向为《中国民用航空志》的编篡付出艰苦努力的全体民航史志工作者

表示诚挚的敬意;向为 《 中国民用航空志》 的编篡提供热情指导、帮助和大力支持的中

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及各民航单位的有关领导和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

《 中国民用航空志》是我国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完整记载中国民用航空事业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变化发展历程的志书 O 将中国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变化情况及经验教

训如实地记载下来，献给民航事业的创业者和建设者，献给关心中国民用航空事业的所

有读者，是民航史志工作者的共同心愿 。 编修地方志是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

主义新方志是对旧方志的继承和发展。江泽民同志曾指出"编篡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

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

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

中国的民用航空事业，如果从北洋政府交通部于 1919 年 3 月成立筹备航空事直处，

1920 年 5 月开辟首条航线一一京沪线的北京一天津航段算起，至今已有近 90 年的历史 。

近代中国民用航空事业是在近代中国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内受封建主义的统治

和奴役，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从 1920 年到 1937 年卢沟

桥事变前夕，中国的民用航空运输从承办航空邮件着手，以取得政府当局的经费补贴，

既有一些军事色彩，又具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官僚买办企业性质，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外

国民航资本的左右。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

进入新民主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也标志着中国民航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民航事业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 。 新中国的民用航空事业是在党中

央 、 国务院领导下起步的，是在调整中发展、在曲折中前进的，是在不断的改革中成长

壮大的 。

1949 年 11 月 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民用

航空局 。 1949 年 11 月 9 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

司的 2000 多名员工毅然起义，回到新中国的怀抱，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高

度评价和赞扬"两航"起义为新中国的民用航空事业提供了技术基础和物质条件。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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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11 月起，国务院、中央军委陆续从军队、院校抽调干部加入民航，着手建立行

政机关和业务系统工作，并大体于 1950 年 5 月完成 。 1950 年 7 月 1 日，由中国和苏联

合资组建的中苏民航公司成立，并开辟北京至苏联赤塔等地 3 条航线;当年 8 月 1 日，

中国民航开辟天津至广州、重庆的国内航线，史称"八一开航"标志着新中国民航开

始走上新的征程。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民航的航线网络建设和航空业务有了较大发展，初步建立了

以首都北京为中心的连接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地区主要城市的航线

网;初步更新了机型;管理体制有所改进，企业经营取得了较好效益 (1955 年和 1956

年累计盈利 1160 万元，实现了"不赔而逐渐达到稍有盈余"的要求) ;加强了机场建

设。 1958 年到 1960 年的"大跃进"期间，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发展上出现了一次较大的

挫折。 1961 年 1 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批准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中国民航事业随着全国工农业生产建设情况的逐步好转，又重新走上了正轨并取得了较

大发展。 1966 年到 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民用航空事业遭受到严重的破

坏， 1968 年到 1974 年的 7 年问，民航累计亏损 13735 万元，其中 1973 年亏损达 2900 万

元 。 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中国民航于 1974 年实现了"飞出去"的目标。 这一

年，中国民航的两架客机分别从北京分东西两个方向环绕地球一周，同时试航纽约成

功;随后接连开辟了北京一莫斯科、北京一上海一大阪一东京、北京一卡拉奇一巴黎、

北京一德黑兰一布加勒斯特一地拉那航线。这 4 条国际航线的开辟 J 标志着中国民航开

始进入国际航空市场的新阶段。到 1974 年底，中国民航已有 8 条国际航线，比 1973 年

增长了 1 倍;通航里程达到 37062 千米，比 1973 年增长了 7 倍。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 ，决定

把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 贯彻国家实行的改革开放政

策，特别是 1980 年以后，中国民航加快了前进的步伐，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

1950 年，新中国民航初创时，仅有 30 多架小型飞机，年旅客运输量仅 1 万人次，

运输总周转量仅 157 万吨公里。经过近 60 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 20 多年中，

中国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日新月异，变化巨大:

运输航线网络遍布五大洲，运输能力显著增强 。 截至 2006 年，中国 15 家航空公司

飞行 43 个国家的 88 个城市，每周提供 1307 个定期客运往返航班和 204 个定期货运往返

航班;共有 51 个国家的 93 个航空公司飞行中国大陆 31 个城市，每周提供 1262 个定期

客运往返航班和 307 个货运往返航班。运输生产大幅增长，已居世界前列 O 改革开放之

初的 1980 年，中国民航全年运输总周转量仅 4.29 亿吨公里，全年旅客运输量 343 万人

次，名列世界民航第 35 位 。 2005 年中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达到 261 亿吨公里，在国际

民航组织缔约国中排名第二位。 其中旅客运输量 13827 万人次，货邮运输量 307 万吨，

分别比 1978 年增长 87 、 57 和 48 倍，分别比上年增长 13.1% 、 14.1% 和 10.8% ， 5 年年

均增长 15.3% 、 15.5% 和 13.9% ，旅客周转量高于世界平均增长水平 6.5 个百分点 O 截

至 2005 年底，全行业共有运输飞机 863 架，其中客机 835 架，货机 28 架 。 1996 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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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间国内运输航空器平均年增长率为 9.61% ，其中 2006 年度增长量最大，增长率

为 15.5% 0 中国民航主力机队均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机型，技术新、机龄短、 性能好，提

高了飞行的安全性、舒适性和经济性。

机场及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显著。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新建、改扩建了 100 多个民

用机场 。 从 1950 年到 2005 年，全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900 亿元。 2006 年底，民用运

输机场达到 147 个 。

安全水平不断提高 。 中国民航始终不渝地贯彻周恩来总理"保证安全第一，改善服

务工作，争取飞行正常"的批示，坚持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正确处理安全

与发展、安全与效益的关系 。 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安全管理从行政化管理向法规化管

理、从经验型管理向科学型管理、从事后查处向事前监督转化，一系列切实有效的安全

法规大大提高了中国民航飞行的安全性。

体制改革取得新突破。 国务院、中央军委于 1980 年 3 月 5 日下达了改变民航领导体

制问题的文件，自 1980 年 3 月 15 日起，民航脱离军队建制，除航行管制外其他工作均

向国务院报告。 从此，中国民航彻底告别军事供给制，逐步按经济规律运行，以适应国

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1987 年 10 月 15 日，民航西南管理局、中国西南航空公司、成都

双流机场分别组建并正式成立 。 此后，参照西南民航改革试点，中国东方、国际、西

北、北方、南方航空公司相继组建成立，同时分别建立相应的地区管理局和机场管理机

构 。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以及航空运输全球化竞争的需要，

2002 年民航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民航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要求，着手将民航直属的 9 家航

空运输企业、 4 家服务保障企业，分别联合重组为中国航空集团公司、中国东方航空集

团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 中国民航信息集团公司、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和中

国航空器材进出口集团公司六大集团公司 ，并与民航总局脱钩 O 民航企业和企业集团开

始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自主经营、政府依法监管的运营机制。从 2002 年开始，除北京首

都国际机场和西藏自治区机场外，中国民航将民航所属机场全部下放地方 。 2004 年 7 月

8 日，甘肃省内机场全部移交甘肃省人民政府，标志着民航机场属地化管理体制改革完

成 。 中国民航初步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符合行业发展规律并与国际接轨

的新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 2006 年 1一11 月份全行业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084.9

亿元，利润总额 90. 1 亿元，比上年同期提高 30. 7 亿元 。 日益壮大的中国民航已成为国

民经济建设中的一支生力军，在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O

对外开放取得重大进展，国际地位日渐提升。到 2006 年底，中国与其他国家双边

航空运输协定总数达到 106 个(其中草签 13 个 ) 0 2004 年 10 月 2 日，在国际民航组织

第 35 届大会上， 159 个有投票权的缔约国代表投票选举该组织一类常务理事国，中国以

150 票的高票数首次当选。 突飞猛进的发展，使中国民航逐步成为世界民航领域中举足

轻重的力量，中国民航的实力在国际上得到了普遍认同 O

"盛世修志"是我国的优良文化传统，中国民航从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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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特别是 1980 年开始走上企业化道路之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20 多年中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民航的发展历史值得认真回顾总结，有成

功的经验，也有失误和教训。然而，中国此前没有一部完整记录民用航空事业发展的史

志书籍 。 过去，我们也编写出版过中国民航史志类书籍，各省、市也要求民航单位编写

地方志民航部分，但由于各地要求不尽相同，在篇目设置、下限时间、记述内容等方面

都有差别，且有不少省市志的民航部分不是单独成书 。 因此， 2000 年底民航总局启动了

中国民航志的编修，要用民航自己的力量编写一部民航自己的志书 o { 中国民用航空志》

同以前其他各类民航史志书籍相比，是反映中国民航历史发展时期最长、内容最为 丰富

全面、资料最为准确，最具权威性的民航人自己编写的专业志书。《 中国民用航空志》

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翔实的资料，按照

新方志的编写要求，上限据史实追溯到有民航活动起，下眼至 2004 年民航完成机场属

地化管理后，全面、真实地记述了中国民用航空事业的历史状况及发展进程。

回顾中国民航发展的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前进，以便于取得更大的成就 。 如实记载

中国民航发展的历史，就可以留住过去，以利于总结经验和教训 。 修志的目的在于用

志，唯有用志一一-当代人用志、后代人用志才能体现志书的价值。 编修新方志的目的既

要记述历史、传承文明，更要为当前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因此，用志与修志

同样重要。《 中国民用航空志》 的编篡任务完成后，最终还要使其发挥作用，这才是我

们的真正目的 。 相信 《 中国民用航空志》 一定能够很好地承担起" 资治、教化 、 存史"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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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国民用航空志·华北地区卷》从新世纪元年启动编修，到 2012 年付梓问世，历

时十一年，实属不易 。 这部 430 万言的志书，是华北民航有史以来自己组织编篡的第一

部大型资料性文献著作，是全面真实反映华北地区民航历史与现状的地情书 O 它承载着

华北民航发展的上百年历史，蕴涵着几代民航人执著追求的精神财富 O 值此志书出版之

际，我谨代表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和管理局党委以及 《 中国民用航空志·华北地区卷》

编篡委员会，向为这部志书付出辛勤努力的编篡人员表示诚挚的敬意，向给予我们热情

指导帮助的民航局史志办公室、《中国民用航空志》编篡工作指导组表示衷心的感谢!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华北民航在上百年发展的历程中，艰难起步，曲折发展，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能形成今天的规模，取得巨大的进步，堪称奇迹。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百多年历史就是一部血泪史，清朝政府的腐败，民

国政府的无能，外国列强的巧取豪夺，国内军阀的封建割据，连年不休的频繁战事，这

不仅是国家的灾难、民族的灾难，同时也给艰难发展中的华北民航造成巨大的伤痕，严

重影响她的前进步伐;然而，华北民航还是顽强地生存并持续地发展和壮大，最主要的

原因有三个:

一是飞机的诞生，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成果。 从 20 世纪初世界近代航空发韧

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纷纷利用这种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开辟自己的民航

事业，并很快展现出优势 O 受其影响，早在 20 世纪初中国政府就派遣人员赴境外学习

航空技术，并着手购买飞机，在北京地区修筑机场，制造飞机，创建航空学校和航空修

理厂等事宜 O 从历史来看，不论是清朝政府还是民国政府，在创建中国航空事业上，应

该说是有远见的 O 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对民航事业发展给予的高度重视和

关心，更是前所未有。

二是几代民航人的奋斗功不可没。 一百年来，无数爱国人士、有识之士为实现中国

飞翔之梦和航空救国的真诚愿望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努力，有的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

命。 他们是中国民航事业和华北民航事业的开拓者、奠基者和功臣 。 今天，华北民航事

业已经取得长足发展，运输航空和通用航空两翼齐飞，共同发展，开创了许多新中国第

一，获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为中国民航事业谱写了辉煌的历史篇章。华北民航的

奋斗史，不仅是一代又一代民航人自强不息、迎接挑战、战胜各种困难的结果，也是近

代中国人奋发图强、前赴后继、振兴中华的一个缩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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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改革开放为华北民航注入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O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

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 综合国力

的不断壮大，科技事业的飞速发展，华北民航事业也进入了和谐、持续、健康发展的良

性循环轨道。 华北民航以首都北京为中心，早已飞遍全中国，飞向全世界。 新中国华北

民航经过 63 年的发展，在机场建设、机群更新、运输航空、通用航空、空勤队伍、航

空机务、飞行安全、行业管理、科技教育等方面均取得重大成就，确立了在中国民航发

展史上应有的地位。

放眼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格局已经形成，新的经济革命的浪潮已经到来。 随着

社会的高速发展，中国民航面临又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华北民航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O 尽

管成绩举世瞩目，但与世界先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与国家日益增长的经济发展

需求仍有差距，与社会和民众的希望仍有差距 。 我们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坚

定不移地执行党和国家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提高华北民航的决策能力和水平，制定更加

科学的华北地区民用航空发展战略，在建设民航强国的伟大实践中，实现华北民航基础

设施建设、先进技术设备引进和人才队伍升级换代三个基本方面的协调发展，为促进民

用航空业高速发展、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 0 {中国民用航空志·华北地区卷》正是

沿着华北民航百年发展的历史轨迹，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展现华北民航发生的巨大变

化，昭示华北民航光明美好的未来。《 中国民用航空志·华北地区卷〉 作为一部完整记

载华北民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演变发展的历史资料性文献著作，其"资

治、教化、存史"的作用，必将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 中国民用航空志·华北地区卷》 收录了大量珍贵史料，具有重要的存史价值，不

仅为华北民航系统各级领导提供了可借鉴的资政依据，也为我们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热

爱民航教育提供了生动教材。 要充分利用这一史志资源，广泛开展修志、读志、用志活

动，开发和利用史志价值，更好地为华北民航建设事业服务。 同时，在志书出版后，要

广为宣传，普遍发行，发挥其更大的社会效益，推动华北民航事业的发展 。

《 中国民用航空志·华北地区卷》的志书编修是一项学术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

在编修过程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各界专家、民航老前辈、老领导和广大民航工作者

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今后续编更正 。

干区管理协 同智和
二0一二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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