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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市地方志丛书

编 者 献 辞

昆lh．J，i尘悠久．地理优越，八文荽摹，物产二

#寓，索以馏绣ifIN-．ffl米之乡薯称f世。耩t{，

1日成，t h．-，允jt楚6-改革开放的人嗣中．比【Ii经

济缝设f¨}t会发畦望观持续高涨的趋铅．自费

JF发的绝济技术阡发l‘被批准列入【坷家绒f≯

列，“比¨』之路”哑毕臀圜内外 力r殷时lC述

这衅盛世胜事．金市备乡镇，符行妊任新编《昆

f』J县志》巾】fIt圬．继承修志的优良传统．组建班

r，选凋人4+．编写出版乡镇，基和酃f1专业志．

实为惠胜后代．钉靛’’代．具宵远址卓班之举。

这售《IL-l⋯仃地疗志丛书》与酏¨Jl{r L三f}：版

，并分圳收入《长t【_三角洲乡镇志挑书)、<太湖流

域地I‘争-眦．甚从持)的12部E格，构成一个柯

机整体．它¨相辅钼成，旺为补充，既发扬各自

的优辫，叉从不同角度和不旧1．J-次．记载r所

史．展示了现状，百花齐放，玎紫r红，它是<昆

山县志》的继续和发腱．给昆I|】文化宝库增添了

义‘份财富。

这套丛书的f“版．不仅如实地反映r这些

地L‘的特色、行业的特征和时代的特点，同时也

提高r他们的地位和知名度．有利于发艇经济，

繁荣文化；有利于改革开放．致力建设；有利于

指导决策．存史教化。

谨此．我们竭诚欢迎广人读者对编好这套

丛书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一九九三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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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市交通志》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问世，是我市交通系统

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成果，值得庆贺。

昆山具有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唯长期受单一农业经济的限

制，交通建设步履蹒跚。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本市交通运

输事业在发展的速度和规模等方面发生了巨变。

当此全国上下精神振奋，思想进一步解放和经济建设进入蓬

勃发展阶段，汇集古今交通演变的历史，编纂我市有史以来的第一

部交通专志，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我们按照“详今略古”的

修志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阐明有关事物的历史发展过程，

着重记述建国后的深刻变化。力求成为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准确

的资料性著述，为有关部门提供信息；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

据；为交通部门广大干部、职工提供一份热爱祖国、热爱昆山、热爱

交通，坚定事业心的生动教材，是我们的由衷。

发展经济交通先行，交通部门各级干部肩负重任。我们更需要

学习前人筚路蓝缕开河、架桥、铺路、设渡的精神，为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提供有效的运输保障，继续谱写昆山交通历史的新篇章。

誓昆山市交通志》在编纂过程中蒙昆山市地方志办公室、交通

部门的老前辈、各基层单位和各方人士的帮助指导，在此一并致

谢。

昆山市交通局局长钱长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1．本志以记述昆山市交通运输全行业的形成、发展和现状为

主。兼记市交通局直属单位的收益分配、教育科技、党团工会以及

先进人物等内容。

2．本志正文部分，按门类设15章35节。正文之前设“概述”

和。大事记”，纵横概括，维系全书。 ．

3．本志对各项事物尽量上溯至其开端，下限断至1990年。大

事记延伸至1992年。

4．本志纪年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按历史沿用年号，

于每节首次出现时加注公元纪年。民国前，年、月、日以汉字书写，

为夏历；民国开始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为公历。

5．本志对地名、政区及机构等名称均按当时称谓记述。于每

节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其后用简称。

6．本志所记地面、水位、建筑物高程以吴淞零点佘山基面为

准。
’

’

。

7．本志主要统计数据以《昆山市统计资料汇编》和《苏州市交

通统计资料》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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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位于江苏省东南端，为长江三角洲太湖流域低洼平原，属

北亚热带南部季风气候区。总面积921平方公里，合138万亩(不

含阳澄湖、澄湖、淀山湖，下同)。其中水域面积32万亩，占23％，

老河网区河流密度每平方公里可达7．2公里，为名副其实的水乡。

横贯市境的吴淞江、娄江，西出太湖，穿京杭大运河东下，通江达

海，古为一方军事和经济命脉。清末，内河轮船渐兴，尤以沪宁铁路

建成在境内设站后，昆山则成为近代商品经济发展最早的上海、苏

州间水陆交通咽喉。今有江苏省东大门之称。 ． 。 ，

昆山1987年全境对外开放。1989年撤县建市。全市设20个

建制镇，467个行政村。1990年，总人口56．46万，平均每平方公里

613人，为苏州市属各县(市)密度最小的地区。市政府所在地玉山

镇，位于市境中部，为沪宁铁路、。312”国道、苏申、申张等内河航线

交会点，是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常住人口lo．19万。玉

山镇于1985年列入江苏省第一批对外开放镇，同年开始依托旧城

自费兴建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区以其四通八达的交通设施、良好

国内外客商在此落脚。成为全国较有影响的开发
t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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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的繁荣。随之，县内的轮船运输业初步形成。至民国23年，昆

山已有轮船12艘，总吨位99．34吨，经营娄江、吴淞江、千墩浦和

常熟塘(今张家港河段)等各线客运业务。木帆船和轮船的兴起，连

同行驶于小河小港的乌蓬班船，使全县形成了一个密集的水运网，

为全县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为古老的昆山孕育了一支最早

的，以船员和装卸工为主的产业工人。但为时不久，日军入侵，水运

事业陷入衰落境地。抗日战争胜利后，水上运输一度蓬勃兴起。民

国36年，昆山县商会组建船业同业公会。入会船舶约290艘、3800

吨。；

昆山陆上交通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北宋大科学家沈括在所著

《梦溪笔谈》记载昆山人民泽国筑堤的文字中写到：“苏州至昆山凡

，

隋灾人田期儿四吴需城和代运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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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里，皆浅水无陆途。民颇病涉。久欲为长堤。但苏州皆泽国，

无处求土。嘉碚(1056---,1063年)中，人有献计，就水中以篷簇刍稿

为墙，栽两行，相去三尺。去墙六丈又为一墙，亦如此。漉水中淤泥

实篷蘸中，候干，则以水车次去两墙之间旧水，墙间六丈皆土。留

其半以为堤脚，掘其半为渠，取土以为堤。每三四里则为一桥，北通

南北之水。不日堤成，至今为利。_此为昆山古代仅有的一次大规模

修堤筑路(塘路)之举。随之而成的水道至和塘(今娄江)也成为后

世漕粮运输和出海贸易的要津。使“地偏来客少”(王安石诗句)的

昆山有了生机。但受时代的局限，失于修缮，鸦片战争以后，塘路衰

败，沦为一条残存的行船纤道。清末，沪宁铁路建成通车后，陆路交

通有所改善，但乡间道路均属自然形成。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里入顾国珍在《昆新乡土地理志·道路》中称：。乡间阡陌纵横，车

马不通。”民国13年，军阀齐燮元为争夺上海，曾利用塘路赶筑军

用公路，中途停废。民国21年至25年，因军事需要，先后建成昆太

(仓)、苏沪(苏昆、昆沪)公路，民国24年开始先后出现苏蓁(今陆

家镇夏驾桥)、昆太间班车。未久，抗日战争爆发，处于萌芽状态的

公路运输夭折。沦陷后，苏昆、昆太公路曾由日商华中铁道公司开

办苏昆太浏线长途汽车。而日商旨在掠夺，路况日下。

抗战胜利后，一度市场兴旺，昆山唯一的公路通道_苏昆太
线修复通车。太仓、上海等地商办汽车行业纷纷在昆山城区设点营

业，并开办苏昆太间长途汽车。但为时不久，国民党又掀起内战，百

业萧条，路桥残破，汽车运输再次受阻。直至解放前夕，乃至60年

代初，陆路仅有苏昆太线与外界沟通，乡间道路仍沿袭少变。

． 昆山解放后，长期处于旧社会最底层的装卸搬运工、船工率先

组织起来成立工会，掀开了昆山水运历史的新篇章。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先后成立了船舶管理所和搬运办事处。作为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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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管理与组织运输生产相结合的新型专业管理机构，通过组织生

产自救、发放修船贷款等方式，使民间运输业迅速恢复生产。在保

证上海市粮食供应、平抑物价和支援农业生产等方面作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

1956年初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境

内ll艘私营轮船、从业人员90名，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民间木

帆船458艘、船民2236人(含随船家属609人)，分别组成5个运

输合作社，成为全县交通运输上的主力。同年6月，县人民委员会

增设交通科，对全县交通运输实行计划、组织、协调、控制。自此，修

纤道、建农桥，并着手公路建设。1957年全县各运输社完成货物运

输量42万吨、周转量2224万吨公里，分别比1950年增长1．1倍

和3．3倍；并完成了苏昆公路大修工程。 ，：
，‘

． 1958----1960年“大跃进”运动中，广大干部和交通运输部门职

工，出于改变交通落后面貌的迫切要求，将全县独立经营的运输合

作社和县搬运装卸社等运输企业合并成立独家经营的运输公司，

取消社员分红，实行固定工资制。由于急于“过渡”，违反客观规律，

造成了巨大浪费。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贯彻，于

1962年重新恢复分社核算，自负盈亏，多劳多得的运输合作社体

制。从而使“大跃进”中工人、干部辛勤劳动创建起来的轮船拖带化

船队和船舶修造技术设备走上正常发展轨道。至1966年，县属运

输企业已拥有轮船lo艘，360千瓦，货船623艘、8868吨，轮船拖

带率达48％，实现了由工场手工业性质的生产方式向现代运输生

产方式的一次飞跃。同年，完成货运量98．6万吨、货运周转量

4811万吨公里，分别比1957年增长1．35倍和1．16倍。

“文化大革命”中，昆山交通事业受到严重挫折。运动初期，交

通管理机构陷于瘫痪。企业管理混乱，船舶工具失修失养，货源不

足，运输量大幅度下降。1969年，明令撤销交通局和运输联社等建

制，另组。交通系统革命委员会”，拜直接依靠群众”领导全县交通运

输工作．翌年，原有机关干部大部下放农村、工厂，接受“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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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县属各运输合作社和造船厂合并成立昆山县航运公司，实行

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由于资金、物力的集中，并提高集体积累比

例，至1975年，拖轮增至20艘，小马力机动船发展到。19艘，总功

率达1316千瓦，比1966年增长2．65倍，机械拖带率达83％，但

成立公司5年间平均年货运量101万吨、货运周转量31702万吨

公里，分别比前5．年分社经营时期的平均值仅增长13％和32％．

但在运输生产不正常情况下，交通系统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水

利建设，利用工程堆土，于1971年建成了昆山第一条县乡公路

——昆北线，并培养了一支路桥建设队伍。 。．：．：．，．√

1972年，恢复交通局建制，·些“靠边站”的领导干部、下放干

部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先后将并入航运公司的昆山造船厂恢复为

独立核算的县属企业；着手解决航运公司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

等严重挫伤群众生产积极性的问题。此后，干部、群众自觉抵制极

。左”路线干扰，坚持生产。1973年，昆山船厂转产水泥船，开始承

担省船舶工业公司造船任务；航运公司货物运输量逐年增长，．

㈡、‘、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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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工

农业生产开始上升。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

开放，向以农业为主的昆山，迈开了农、副、工综合发展的步子。城

乡之间经济合作进一步加强，加快交通基础建设为经济建设服务

成为人们的共识。1977年，继张家港(申张线)6级航道建成之后，

又对娄江水道开始了大规模的整治。1981年开始，奋战5年，在大

江阻隔、湖荡密布的昆南地区完成了县乡公路建设工程，实现了全

县乡乡通公路。自此，在水网密布的昆山水乡出现了汽车与轮船并

驾齐驱的又一飞跃。此后，随着乡镇工业的腾飞和外向型经济的发

展，于1987年，由县政府统一组织，由交通局所属工程单位施工，

对原有泥结碎石路面的县乡公路进行升级改造。至1990年建成水

、＼、、{f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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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和沥青路面108公里，占县乡公路的73％。

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促进了城乡现代化

的启动，也使源予船民和搬运工人、独家经营的交通运输业发展成

大中小结合，国家、集体、个体相互补充的多层次、多渠道的综合运

输体系。至1990年，全市拥有各种汽车3340辆，其中货车1833

辆、6288吨，大小客车1313辆}各类货船总吨位达10万吨、5．7万

千瓦，全年完成水陆货运总量375万吨、21252万吨公里；客运量

526万人次、12002万人公里，
‘

’改革开放以来，市交通局直属企事业单位由1978年的8个发

展到15个，1990年在册员工由3472人增加到4032人，其中国家

机关干部39人。形成了包括水陆运输、交通工程、交通工业、交通

管理以及跨行业、外向型经营等门类齐全的交通运输体系。为昆山

的开发开放作出了重要贡献。市交通局以其高效率的服务和勇于

开拓的精神荣获江苏省1988"-,1990年文明单位称号。

．1992年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和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精

神鼓舞下，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进入加速发展阶段。横贯市境中部

的沪宁高速公路、苏州至上海虹桥国际机场的专用公路和昆山经

济技术开发区年吞吐量80万吨的新区港池等现代化交通设施先

后动工兴建。这些设施的兴建，不仅使本市交通事业有了生机，而

且对于促进昆山与浦东开发区接轨，推动对外开放、经济再上新台

阶具有深远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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