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一部宥关北衷交遥史研究魄学术性游作。书中

既论及吉代Il：衷陡路、汰路交通的变化秘发展，车舆驮骑等

交通王具懿演变，也会甥了渣末民初北裒毅兴公g嚣运输、公

共交通、铁路黎航窆事业的创建秘发展过程。读者可从中短

略到扶运吉裂19矗9年j乏京交通历史豹生动嚣貔。

北京交逢史
Beijing jlooto鹎Shi

北京市公路交通史编委会
磐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jt三环·f|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安平印制厂印刷
豢

850x ll 68毫米32开率 7．37s窜张’{4∞oo字

98§年e月第1版 1989年。月箔1次露锶

印数1—3，000

lSBN 7—200～00673一毒／U·3

定价：4+jo元



庶厥暂郡现代
牲交通，萝案越髦



磐乏
蓉

属纷荀

趣够薹磊
满：毖商腾

，

、
，聂



萋霎薹蓁雾娶一霎奏霎董j|奏薹{薹薹=霎墓茎蓁蠢薹妻善兰：主

一萎薹蓁茎垂霎耋薹；薹茎5羹窭2主霎薹=

!詈至茎薹茎雾i霪薹蓁霎茎善兰萎蓁；差薹耄薹霎薹善薹蓁!

蓁妻茎≥妻蓁蓁萋羹雾鋈冀；耄薹耋二堇至主霎姜雾霎冀}主薹；

i；}至雾i萎i塞蔚：萎萋耋蓁雾薹i薹茎薹霎二囊蓁囊塞雾薹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互乏伍炙

一汉双
丧治钐名厶风。谚暴





民生凋敝、生产不振，汽车和油料几乎全从圜外进口，致使

公路交通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到圭949年，全国公路仅有13

万多公里，又因失修失养和战争破坏，能通车的还不到8万

公里；而且标准低，路况差，分布又不平衡，多数集中在

东北和沿海地区，广大内地和边疆省分的公路为数不多，

汽车也很少，全豳大部分地区还要依靠人力和畜力运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时代，社会生产力得剐解放，工农业

生产迅速发展，特爨是建立和发震了叁己的汽车工业秘石

油工业，使公路交通事业得以较快地发展，取得了巨大成

就。许多偏僻闭塞的山区，如今“高路入云潍”；不少急

流阻隔的江河，现已“天堑变通途”。至1385年；全淄公路

通车里程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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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要港黧，以及县乡霸边防噔所；

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已经初步形成。公路的技术等级和通过

能力较蓠大有提高，高级积次高级路面从300公里发展劐18

万多公墅。过去没有公路交通的西藏地区，现已初步建成以

拉萨为中心，与邻省及友好邻邦相连接的公路网，使与西

藏地区的物资交流褥以畅通。19蠢9年以前，在长江翻黄河

上，除兰州有一座由外商承建的黄河钢袈桥外，还没有一

座自己修建的公路桥，车辍行太豢渡船维持交通。现在，

已建成几十座大型公路桥粱跨撼长江和黄河，其中有些桥

的设计理论、结构型式、施工工艺和通行能力，都跫比较

先进的。

为适应日益增长的逯输需要，垒国汽车数量增长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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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1985年的民用汽车保有量为320多万辆，比1949年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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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吨位运输和集装箱运输在近几年发展也很迅

速。与此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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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经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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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自1949年至1985年的三十六年中，我国公路交通虽然

取得较大的发展，但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规

划、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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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还修得很少，公路交通至今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

的一个薄弱环节。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

到溺仡建设方面来，党中央总结了过去正反两方面的历史

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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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愈益突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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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贯彻落实中央指示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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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以适应四，卜现代化建设

的需要，已成为我们从事公路交通事业的各级领导和全体

同志的历史使命

调整经营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二是调整销售结构。1987

年， 中国汽车工业销售服务公司北京贸易公司成立，经营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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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伏羲象形画卦，神农结绳记事，仓颉从而制作书

契。自此以后，我国有了文字记载。历史是事物发展过程

的记录。全面而系统地记录历史者，始于西汉武帝太史公

司马迁《史记》，其后所谓“正史”的纪传史书，历代撰

述不绝。公私史书种类繁多， 《四库全书》总分十五类。

卷帙浩如烟海，数量十分惊人。史书记载着中蔼薹薹篓薹

雾篓雾萋雾蔫蠖矍雾薹藉錾雾霆i骛黎薹薹垂羹薹管理

工作日趋完善，逐步纳入法制

轨道。

一，健全安全组织机构

1 972年2月，北京市交通局设安全组，负责全系统的安全

行车业务指导工作。1973年第四季度，安全组改为安全监理处，

加强对安全行车的统一管理。1978年10月，北京市交通局改组

为北京市交通运输局，安全监理处仍负责全系统的安全行车工

作。1984年4月，北京市交通运输局改为北京市交通运输总公

司 ，安全监理处改为安全处，负责所属公路运输企业的安全行

车工作。各专业运输企业有一名副经理主管安全工作，各汽车

场由一名副场长、车队一名副队长负责行车安全工作。各专业

运输公司汽车场由一名副场长、车队一名副队长负责行车安全

工作。各专业运输公司设安全科、场设安全股，建立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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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富国利民的作用，也揭露了不少封建社会、半封

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弊窦和秕政。所述民国以来的交通不良

情况，更是动人心魄。如1913年袁世凯与中法实业银行签

订的《五厘金币借款合同》中，附有多条侵犯我国主权的

条款，其中之一是允许法国独家经营北京有轨电车，这事

普引起市民群起反对，终获胜利，改由官商合办。又如京

东河道督办处及顺直水利委员会拨款250万元由美国工程

9币设计施工的顺义“苏庄洋桥”，因偷工减料而使农民遭受

损失。民国初年汽车行业也是由外国开设公司，这些公司

推销外国汽车，垄断汽车修理事业。当时的汽车修理工

人，白俄人月薪二三百元，华工仅给二三十元。又如解放

前夕，北京公路少，技术标准低，质量差，且忽视养路。

日本投降后，公路忙于转运军事人员和物资，接收敌伪交

通器材，接收大员往往舞弊盗卖，更抽调车辆，从事内

战。又如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即指令“南满洲"

铁道株式会社在华北筹划华北汽车公司，为其侵略我国服

务。为了“以战养战”在北京拉夫筑路，并于京石路上置

据点，设岗楼，以巩固伪政权，甚至在京奉交通要冲的通

县白庙木桥上设卡勒索收税， “雁过拔毛”。又如，北京

市内有轨电车车辆老化，营业亏损，交通瘫痪，时时停

驶，甚至经营无方，管理不善，乘客破窗而入，或攀登车

外，当时有候车“望眼欲穿脖梗直，好似婴儿盼奶吃”之

谣，本书绘形绘声，真如“跃然纸上"。第五章论有轨电

车公司的情况，数语切中根本原因，说“在帝国主义、封

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摧残下，北平有轨电车惨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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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年，临近北京解放时，由于公司连年亏损，全部资

产已向银行抵押一空，濒临破产，奄奄一息"。有轨电车

如此，铁路、公共交通、公路运输、民用航空等等也是如

此。北京如此，全国也无不如此。诚然，若不打倒骑在人

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国民经济将永无复苏之望，人民也得

不到翻身。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反动统治

这一革命胜利真是来之不易!本书于此，一再致意。这也

是一部对人民具有深远教育意义的书。

我国前贤修史，约分三体。一为编年体，如左丘明

《春秋左氏传》、司马光《赘治通鉴》之类。编年纪事， “其

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惜粗举大纲，而简于叙事，皇

甫持正所谓“多阙载，多逸文"。二为纪传体，如司马迁

《史记》、班固《汉书》之类，综合本纪、表谱、书志、列传

为一史，记事详备而颇有重复。三为纪事本末体，如袁枢

《通鉴纪事本末》之类，每事一编，详述始末，远因近

果，大都可见，章学诚谓其“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

近人修史，多采用篇章节目之体，既可说是纪事本末之

体，也可说是仿自纪传体中书志之例，刘知几以为“首尾

具述，源流毕彰’’。北京交通史即取此法。我以为编写历

史，可以因事制宜，不拘一格，择适而从，不限旧规。只

要叙述详明，揭示其发展规律，能资当今建设的借鉴，可

以信今而传后，就达到了作史的要求。百家争鸣，正是昌

明学术繁荣科学研究的好办法。

1922年我来北京求学，除解放前十年之外都在北京工

作，北京可说是我的第二故乡，谊同桑梓，感情深浓，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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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此书编成倍觉欣幸，故遵嘱而序其编纂经过和个人观感

如此。

傅振伦

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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