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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6月)

主任：鲍培德

副主任：杨英宝 刘少成

委 员：栾 宝 袁耀辉 王 知 谭星禄 宇仁录 王荣华 张志忠 饶绍武

王 中 蒋作舟刘晓林 李国平 陈海鞠 海连成 白志坚 孟魁梧

叶毅干 黄遂发 王存浩 曹景舜 谭万庚 关武平

《中国民用航空志》编纂委员会
(2005年4月)

主任：高宏峰

副主任：刘彦斌董利魁

委 员：黄遂发 袁耀辉 张志忠 宇仁录 王荣华 李江民 饶绍武 王 中

张光辉 杨成峰 张增明 黄登科 夏兴华 张立志 张智勇 曹景舜

谭万庚 关武平 李家祥 刘绍勇 李丰华 马铁生 荚长斌 李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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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用航空志》编纂工作指导组
(2007年8月)

徐国基沈清如 李蕴明徐奇长付银芝

《中国民用航空志·东北地区卷》编纂工作委员会
(2002年5月)

主任：谭万庚

副主任：周永前 牛宪廷

委 员：王昌安 郝虎臣 高志强 宋玉岐 高广文 贾振修 张子芳 王焕来

董守善 张静茹

《中国民用航空志·东北地区卷》编纂工作委员会
(2006年7月)

主任：高宗禄

副主任：牛宪廷 王焕来

委 员：白成和 张复来 王昌安 任恩岩 张 华 何西斋 王东航 胡安俊

吕安湘 董守善祝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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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用航空志·东北地区卷》审查工作委员会
(2002年5月)

主任：牛宪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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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用航空志·东北地区卷》编纂人员

主 编：

副主编：

编 纂：

美 编：

特邀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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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庆山 杨学智 郭银河 李晓东 孙福德 宋滨池 于 江 管廷文

徐 东

徐奇长

陈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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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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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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纂提供热情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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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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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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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成立筹备航空事宜

处，1920年5月开辟首条航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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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不论是北洋政府，还是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

公司．以及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满洲航空公司和美国人办的“民航空运队”，它们都是

封建势力、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控制和操纵的运输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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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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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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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航开辟天津经北京至重庆、广州的国内航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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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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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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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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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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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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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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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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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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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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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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05年，全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200亿元，共有28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竣

工投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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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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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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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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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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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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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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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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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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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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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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用航空

志》同以前其他任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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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限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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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入用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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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纂任务完成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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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