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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被称为国‘民经济鲋“先行官一·‘然而，在解放前，中山的

交通是十分闭塞的，直至1949年，全县通车里程实际只有东、西两线

146公里，汽车寥寥尧几，内河航道均系未经整治开发的原生河道，流

窄滩险，臾能通行小舟木艇，与外县市的交通联系，尤如与世隔绝。

新中国建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中山人民为改变交通落后面

貌，艰苦奋斗，开山治水，架桥筑路，新建了桥梁公路，治理了通

航河道，使中山形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口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一。中

山交通事业赶上了最好的历史时代。交通工作更加摆上了重要议事日

程。在这十年，口一桥飞架南北靠，结束了沙口、外海渡车的时代，还

在这十年，冲破了闭关自守，打开了香港的海上门户，成功地开辟了中

山——香港的金色客运航线。今日的中山交通，已是今非昔比·口路通

财通”，促进了中山经济的飞跃发展，赢得了从来未有过的理解和支持，

取得了从来未有过的成就。．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中山交通有今天的成就，是我市贯彻执

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行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是全市人民辛勤

劳动的结晶。在《中山市交通志》出版之际，谨向为中山交通事业作出

贡献的各界人士，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表示崇高的敬意。

，冒路漫漫其修远兮静，今后交通建设任重道远，愿中山交通发展百

尺竿头，更进一步·

1990年10月

^V厂



尼，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反映中山交通事业的历史和现

状为准则进行编写。 ．

。．二．本志结合中山的交通实际情况，上限追溯到北宋，下至1989

年，部分内容延伸到1990年。 。。 ．

三、本志的纲目分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例，按章、

节，目、子目编排，以志为主。4照片集中放在志书之前，图表穿插于正

文之中。全志共6章、．25节、62目，约21．5万字。

四、本志记述，按交通事业门类，横排纵写，详今略古，突出地

方和本行业特点，重点记述了中山交通历史与现状，叙述发展，记其

变化，反映规律。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之。

．五、本志使用的数字如公里、米、吨，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砘公里是指货运周转量，人公里是指客运周转量。‘

六、本志的历史纪年采用当时年号，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建

国前靠、“建国后"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后。

《党静．指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打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全国代

表大会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

七、本志凡第一次写单位名称均用全称，重复出现时则用简称。

八、本志中涉及币值换算，，民国以前沿用旧称，如金元券、银

元券．大洋，银毫、等，当时多少写多少，不加换算。1955年3月1日前

使用的旧人民币制，巳按1万：1折成新币制(即1万元：1元)。 ：．’。．
’

九、本志的资料来源广泛，有广东省交通厅档案科、佛山市交通局

中山市委组织部、中山市交通安全委员会、中山市档案馆，中山市统

计局，中山图书馆、中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中山市交通局

和交通系统各单位，还有交通界老前辈如朱超、林克等提供了大量交

通史料。因篇幅有限，故未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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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地处广东省中南部，位于东经113 0097---'113。46么：l匕纬220117～
22。467。北距广州86公里。。市境北接番禺县和顺德县，西邻江门市、新会县襁

斗门县，东南连珠海市，东临珠江口海域。境内河流网布，公路纵横，水陆交

通四通八达。全市面积1 683平方公里。海岸线长26公里，海域172平方公里。

据1990年统计，人口120多万，另外还有侨居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60多万

人。 ，‘～ 。‘

中山原是珠江口滨海中的岛屿，逐步冲积连接而形成，地势由西北向东南

逐渐倾斜，’北部和东南部为平原，中部是丘陵山地。中山古称香山。唐朝设香

山镇。南宋二十二年(1152年)设香山县。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生于

该县翠亨村。民国14年(1925年)4月15日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改称为中山县。

1983年12月22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山县改为中山市(县级)。1988年1月7日经国

务院批准，。中山市升格为地级市。 _i，’ ，

清康熙戊戌年(1718年)，香山县创建西河石路“官道挣，由县城石岐出发，’

经沙溪到大涌止。1924年前，县内尚无公路，商旅往来和物资运转，主要依靠

水路，或人力肩挑。 ‘o _‘
‘。

民国14年(1925年)，中山县修筑了第一条公路——岐(石歧)环(大环)公

路。从1929年至1949年建国前，又相继修筑了岐关公路、隆镇公路，豁叠公路

和莆隐公路。这五条公路合计153．58公里，全部为沙土公路。

建国后41年来，中山市(县)人民政府十分重视交通建设。1951年建成以广

中公路为主要干线，连接原岐关公路从北至南纵贯市境(现称广珠公路)，干支

线纵横交错，地方公路相互交织的交通网络，已实现全市镇区通行水泥路。全市

28个镇(区)均已通行客运班车。至1990年底，全市共有50条(段)公路。其中，国

道1条，共长67．7公里，省道3条，共长54公里，县道14条，共长135．8公里，乡道

32条，．共长132．3公里。通车里程共389．8公里，，为建国前的2．5倍多。每万人有

公路3．41公里；每平方公里的公路密度为0．22公里。路面质量的变化尤为显

著，水泥混凝土路面共265．7公里，其中干线公路有，7：5．6公里，地方公路有

190．1公里。公路建设正向着宽路面∥高质量、快速度的方向发展蠢s

中山的交通运输，由手提、肩挑。入力手推车到汽车运输，经历了较长历

程。民国14年(1925年)，开辟了第一家民办汽车客运企业—_东镇民办车路有



限公司。民国17年(1928年)3月，岐关车路有限公司开通了石岐至澳门的班车

客运，是省内较大型的运输企业。1951年，以公私合营的广中车路公司拥有大

小汽车112辆。1955年设立中山第一家长途汽车运输企业——中山汽车站。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交通运输出现了国营，集体、个人一起上，机动车辆

逐年增多的新局面·1978年底全市有各种机动车辆2 178辆，1989年底机动车

辆增加为34 775辆，其中汽车9 459辆，是11年前的15．96倍。1989年全市完成公

路客运量272万人次，货运量11万吨。

中山的水路交通历史悠久，水运事业很早兴盛。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

始，先后已与广州(称中省线)、香港，澳门、江门、新会，佛山等地有航渡来

往，中省线和港澳线尤其兴旺，中省线是当时省内轮渡中极负盛名的航运交通

线： ．

1950年全县有运输船舶1 120艘，14 636吨运力。到1989年，全市拥有船舶

6 067艘，127 047总吨位，4 760客位。其中机动船5 993艘，非机动船249艘。这

一年石岐港完成客运量72万人次，客运周转量105 591万人公里，货运量77万

吨，货运周转量7 704万吨公里，港口吞吐量83万吨。船务公司共完成货运量

362．61万吨，货运周转量25 797．1万吨公里。内河航道也得到充分地开发利用。

1990年全市有干流航道12条(共计306公里)，支流航道223条(共计815．7公里)，

总通航里程1 121．7公里。 ．7

中山港是1985年经国务院批准的对外开放港口，可通往沿海各大城市，国

外能直达东南亚各国。开辟了中山港——香港航线，拥有矗秀丽湖一号和“逸仙

湖嚣号两艘双体高速客轮，每日往返8个航次。1988年3月，国轮货运正式开港，

开设中山港直达香港航线。1990年完成旅客吞吐量49．65万人次，货物吞吐量

为43万吨。
’

，．

汽车修理工业，岐关车路有限公司投入营运后，自设汽车修理厂，拥有较

完善的技术力量和设备。1959年，建立了全县第一家专业汽车修理企业——中

山县机关联合运输队(后改为汽车修配厂、汽车大修厂)。改革、开放、搞活的

政策贯彻后，汽车修理工业从全民到集体，个体，从城市到乡村，发展迅猛。

至1989年，全市有汽车修理企业189家，摩托车修理企业90家。1987年6月，市

交通局设立了口中山市汽车、摩托车维修行业管理办公室竹，对全市的汽车、摩

托车修理纳入行业管理。 ，

桥梁是连接道路的纽带，也是保持道路畅通的重要环节。本市在北宋代已

有建筑桥梁的记载，至今尚存的古桥有杜婆桥、天王桥、双美桥、青云桥等，

这些古桥凝聚着中山人民的聪明才智。新中国建立41年来，中山的桥梁建设取

得了巨大成就。过去的木、石梁桥不断被淘汰，在市境河流上建有沙口大桥，

中山大桥，石岐岐江桥t’，南头大桥．板芙大桥、光明大桥等。至1990年，全市共

修建各种公路桥梁215座，总长6．028．95米。其中，大型桥梁5座，共长2 208．94



米，巾型桥梁33座，共长1 437．31米，小型桥梁177座，共长2 382．7米。这些

桥梁，对沟通全市公路交通发挥了重大作用。

随着交通运输事业的迅速发展，车船逐年增多，有关安全运输的措施，交

通安全管理的法规，路政管理工作等不断完善·现全市巳建设了一支较强的交

通管理队伍，使用雷达测速仪、无线对讲机和高频机等一批先进管理工具。

纵观中山交通历史，交通事业经历了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特别是建国后

交通面貌日新月异，交通事业蓬勃发展，起到了国民经济先行官的作用，为促

进本市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繁荣城乡经济和科学文化事业，沟通国内外经济贸

易，方便人民生活起到积极的作用。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指导下，中

山人民正继续努力，不断创新，开拓前进，描绘更新、更美的交通蓝图·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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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香山镇沙溪涌边村社氏媪倡仪集资创建杜婆桥。⋯：一
“

南宋景炎二年(1277年)，一
。

。

．．

’一

宋端宗赵昱偕弟赵爵，为避元兵追击，由左丞相陈宜中、少傅兼枢密副史

张世杰护驾，从闽奔粤，经石岐赴沙涌至桥仔头村，为河涌所阻，当地乡民协

助士兵在此架设木桥，端宗等安然渡过，故后人称搿天王桥骨。

明洪武元年(1368年)

首任巡检司陈忠在小榄镇蓝田大街倡建了石拱形结构的双美桥，属搿小榄镇

八景之一骨。

明代末年(1644年)

登瀛桥建于石岐河边街。

清康熙五十七年(171 8年)

知县陈应吉倡建西河石路和龙眼都渡口·

清道光二十年(1 840年)

材中省渡”(中山——广州)通航。

清咸丰十年(1 860年)

简胜光等人倡建东于大道(石岐——崖口)，全长60华里，宽6尺，南干大

道(南门口——前山)全长140华里，宽6尺。

清宣统三年(1911年)

石岐往各地的航运，改用火船拖渡。

民国7年(191 8年)

石岐——香港客运通航。

民国15年(1924年)

郑泗全倡建县境第一条公路——歧(石岐)环(大环)公路，全长11．2公里，

耗资9．3万余元。1925年12月竣工通车，购置6辆汽车经营客运。

民国16年(1927年)

郑芷湘、黄昌垣，吴梅一、郑礼卿等人发起筑建岐关公路，分为东、西两

钱。是年lofJ动工，东线(拱北关闸——石岐)全长62．21公里，于1932年1月竣

工通车，西线(萧家村——石岐)全长37．77公里，1936；6全面竣工通车·

‘



民国17年(1928年> ： 二‘．I

9月，动工兴建隆镇公路}：、拿斟9j 5公晕，：是年底竣工通车。¨。：j⋯
民国18if-(1 929年) ．?：≯譬．：∥一·，：’’，^’一．．-j

2月，豁<角)叠(石)公路建成通车i全长18．3公里；投资61 5万元。

2月，动工兴建莆隐公路。同年冬季竣工通车，全长7．6公里，耗资3万多

元。 一
。?’．一 ．‘：。?：7

11月，中山县政府制定了《中山县车辆交通规则》，规定驾驶车辆必须靠道

路左边行驶。 卜， ．、，·。 一
’．

．‘

’～。．．．．_?一：‘：，c j

民国19年(1950年) 一．

：‘ 3月25日早上，中山!五龙堂和口九龙堂骨两帮会，勾结会自制水雷的南海县

_广东堂骨，合共有海盗百多人在中山港口百花头埋伏，．‘并在河中布下水雷，由

五龙堂小头目梁广仔负责起爆三策划将“同兴渡打拖渡的火船炸毁，‘．再行劫渡

船，因当天大雾，火船已过才起爆水雷，将同兴渡船头炸断，船上船员纷纷跳

水逃生，被埋伏的歹徒开枪扫射。被困在餐楼和大仓内的几百名旅客无-法逃

出，渡船沉没，淹死数百人(其中有6名伪装乘客准备内应的歹徒)。事隔多

天，县政府才派人打捞尸体。这是中山航运史上一次大惨剧。 ．．

是年，中山县长黄居素聘中外工程师，经过勘测，在石岐天字码头建筑三

合土岐江桥，用钢筋混凝土筑桥墩4个，因桥墩基底筑得不固，被江流冲致倾

斜，后因资金缺乏，中断了筑桥工程，共耗资20万元。

民国25年(1934年)

是年，中山县人口发展到116．sT人，居广东省各县首位，全县人口密度

每平方公里约400人。 、

民国29年(1 940年)

3YJ，为适应抗日战争需要，中山县政府下令将岐关公路、蚊环公路，隆

镇公路，豁叠公路路面毁坏。 ．

．

：

民国50年(1941年) 。j。，⋯⋯ ，’ ·．，．·．

2月5日正午，日军南洋联合舰队海军太将大角岭生乘崩微风号"飞机由广州

出发，准备到三灶岛后再往海南岛，主持搿南进静军事会议和就任南洋舰队总司

令之职。途经中山县第八区(今属斗门县)，遇大雾迷航，飞机撞在海拔600米

豹黄扬山腰间，大角岭生等9名军官丧生。， 一
，

’

民国55年(1946年) ：

12月，岐关公路全线恢复通车。‘
+

．^ ．～

，■．是月，隆镇公路和魏叠公路恢复通车9”．’ ，r， ．一·．．‘t

民国57年(1948年) ，”：， 一’．‘ ．· ‘?～．?

，联合国救济总署农村复兴委员会拨给申山辱总理故乡纪念中．学基金委员会

一台拖拉机。这是中山县使用的第一台拖拉机(1949年冬交给县建设科接管)。j
5



1 949年
’

．

11月，石岐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中山交通工作o

11月2日，恢复口中省渡-航运。

12月，石岐军管会规定所有在中山湾泊的船舶进行登记入册·

1 950年 - 一一

1月1日，成立口中国搬运工会石岐镇委员会一，会员共636人。

3月，设立军管会交通科。

4月，珠江专署交通处副处长朱超等以军代表的名义接收岐关车路有限公

司。 ．

10月，动工兴建岐江桥，1951年1月竣工通车。全长70米，共投资旧人民

币2亿多元(即今2万多元)o
一

是年，岐关公路在全国土路评比中获第一名。

是年，成立。中山县船舶管理处嚣。

11月，成立搿中山汽车监理所一。

1951年

3月，动工兴筑广中公路。6月竣工通车，成立。广中车路公司挣经营运输。

6,,EJ，沙口渡建成开渡。

是年，岐关公路在全国土路评比中，再获第一名·

是年，狮溶口桥竣工通车，全长90米。 j

1952年

是年，成立矗石歧市水上船民服务社一o
’

1953年

1月，石岐港开港。

3月15日，成立。中山县航运管理站骨。 ．。

4月，成立_石岐市搬运公司挣。

是年，中山县曩船民协会嚣．鼻海员工会膏分别成立·

是年，水上船民参加民主改革。

1954年

1月，成立曩中山养路段劳。

是年，小榄港和大黄圃港开港。
’ ，

1955年 j

4月，成立。中山汽车站覆l中山县航运管理站改称为。石岐港务所-。

11月，将中山县“德兴一，搿联生靠．搿联和努．_达生静4家私人船务行组成公私

合营的簟江华轮船公司石岐办事处靠· 。

。’12月，石歧港被辟为开放口岸，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石岐港务监督-·

1956年 ?一 ⋯。～-一。．⋯， ．‘i。 ．，。．～

0



任冯康，出席口广东省第一届民警．

范。 ．

负责全县交通运输管理工作，并接

。

一4月，成立·石歧港务局静；中山养路段更名为矗中山公路工区骨。～‘

是年4月，冯康出席“全国人民警察、治安保卫委员功臣模范代表大会靠，
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照留念． 一～

8月22日，成立曩中山县交通安全委员会罗。 。⋯一

是年，石岐港务局区干和中山养路段卢计霖被评为全国先进生产者·⋯
是年，中山县木帆船运输合作社制造出第一艘机动船·

‘’‘

1957年。．．⋯·一⋯、
4月，江华轮船公司石岐办事处合并到石岐港务局o“

-、’

1 958年 ·， ‘⋯‘ ⋯‘一

10月，麻乾公路的麻子——乾务路段竣工通车，长11公里。

是年，中山县搬运工人自制矗跃进静胶轮板车502辆。⋯～

1959年
～

1月，在石歧长堤路建成中山客运站。
。

同年夏，华侨陈进先生主动捐赠了一辆银灰色小轿车给中山县政府。这是

建国后中山县首次接受华侨赠送的小轿车。 t-，

10月，成立口中山县一条龙联合运输办公室斧，负责全县联运管理工作·

12月，成立叠中山县交通局骨。
‘

是年，石岐市搬运公司并入石歧港务局。

1 960年 ，
’．· 一。一，

3月，撤销中山县交通局，设立“中山县交通运输委员会嚣，下设办公室。

原交通局领导分别任办公室正，副主任。 一·、-

是年，石歧港务局“江运1号静拖轮司机谭锦，在技术改革中，因。炉炮一爆

炸而牺牲。 一

1961年 一一⋯⋯一一一一 +。-

10月，撤销中山县交通运输委员会，设立鼻中山县交通科-·一-

1962年
_⋯’

7月，县交通科与县工业局合并办公o ⋯·

是年，大(环)茂(生)公路，由各村及驻茂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分段兴建◆

至1970年1月竣工通车。- ： 一一， ·一-～一

1963年
。’‘‘

～
2fJ，恢复搿中山县交通局修o

。 ·

8月，成立叠中山县支流航道管理站，，：··：c ，·‘-·一一· _“

^

7

-}-■■■●厂‘--，



。 是争蔓i万岐港务局易冬为“佛山航运局石岐航运分局修。 ’

·：

。1964年
⋯

7：?：：、7．。 ；。i
。。

， 是年，，成立4守山县交通局交通管理总站一，下设24个区(镇)交道管理站。
1965年

7月，原属中山县管辖的斗门公社、

划归斗门县管辖。

19ss年

? ⋯，

胄蕉公社和乾务咎聱：的掣交通管理站弦
j

．1 一
：。：

11月3日，根据广东省航运厅指示，石岐船舶驾驶员、轮机员应由单位选

拔、推荐和评定，再由石岐港务监督部门审核，才予以任职。废止考试办法。
1 967年 ．

1月，沙单公路小榄沙口——古镇外海段(长14．1公里)竣工通车。

7月，中山县大涌公社叠石至鲫鱼沙渡口，渡工驾无牌证渡船载运27名乘

客，船离码头6米处翻沉，溺死14名小学生。 ·_．

1968年

7月，青(青云桥)张(张溪乡)公路将原沙土路面铺建成中山县第一条水泥
貔凝土路面的地方公路。

1969年 ．

5月，动工兴建长(环)沙(岗)公路。全长19．3公里o 1972年2月竣工通车。

7月，中山汽车站接管了中山县机关，企业汽车42辆。1972年6fl将车辆归
伺原来的单位。 一一

‘11fl，成立了口中山县交通战线革命委员会打o
,1 970年

， ．

10月18日，．动工兴建中山大桥。1973年3月竣工通车。桥长708米，投资

186万元，是当时中山县最长的公路桥梁。

12月，动工兴建万(万西亚)阜(阜沙镇)公路。全长13．5公里。1982年竣工。

是年，南头渡口建成开渡。t
‘

1971年 ．

3Y]，东(风)黄(圃)公路竣工通车，全长15．6公里。

是年，将原客运站改建为钢筋混凝土的搿石岐港客运站一大楼，楼高三层，

古地426平方米。 ，．

]972年 一· ··

7月，撤销交通战线革委会，恢复口中山县交通局嚣o‘ ，
’’

t2Yl，动工兴建岐(石岐)港(港口)公路，全长7公里。1978年夏竣工通
咭：十o ，

1973年‘ ．
．

．

3月，县交通局成立口中国共产党中山县交通局委员会膏· ：

0



：是年；；民众渡’口建’成并渡。～
。

．，’-C％．F。-：：≯J。一．一一0掣

1974年 誓0一．：一：j。‘． 冬i’j

是年，成立皇中山县交通局地方公路管理站，· ’一

1 975年 一j‘ ： _；1j+：：‘j，。j。 ：．乙一- !，

5月，成立oa中山县沥青路指挥部r，’负责指挥和组织全县干线公路铺盖沥

青路面的工作。 ∥． “?。 I?

7月，成立皇中山县石岐镇公共汽车公司开。 i
、

是年，在石岐西郊兴建了中山汽车站客运大楼。?楼高3层，占地4 212平方

米，新建的车库可同时停施6辆客车。7 j～，：：一．：’‘ ：_ 』，，j‘

1976年
‘

4月1日，将原石岐镇运输一社，运输二社’运输三社、．三轮车社和放运站

合并成立搿中山县运输公司修。 ，。 i，一 ’，’；： 一。

是年，石歧港务局办公大楼落戍a_：1，j。 ．'一。，!’。 i

1977年

4月，广中公路中山路段(小榄——石岐)23公里路段铺设沥青路面完工·

是年，中山县运输公司利用自己的技术力量和设备能力f制造了口岐江打牌

轻便三轮机动车50辆投入运输。 j．j．。f’=

1978年

3月，石岐港务局在吸粮机的基础上改革其为多用功能型。在全国科学技

术大会上获口气力输送技术移科技成果奖。 。， j∥． ，

是年，成立。中山县交通局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开口

1979年

1月12日，将交通局党委改为交通局党组。：‘ j
·

：

6月22日，成立搿中山县交通局石岐镇分局一，直属石岐镇政府领导口 一

是年，公路工区接养了神湾路段，同时接管了原由珠海市辖中山地段(共

13．8公里)公路。。，
’ ?

fr ．t， +j
．’，

j

1980年
． 是年，沙口渡口改用六车机动船渡运o

2

1981年 ’’。‘。：，

4月，广珠公路划为国道，称105号线。． ∥
，．

8月，中山港动工兴建9 1985年2月竣工开港。 ． 。．．t
．二

12月，榄(小榄)均(均安)公路竣工通车，全长3．4公里·

1982年，． 1．：支 ’．。·． 。√。

一．1月18日，成立g中山县交通服务中心符。 7

5月，动工兴建沙口大桥。1984年8月23日竣工通车。全长912．16米，总造价
2 866．2万元。’是广珠公路新建的四大桥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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