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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辽宁省交通志》是第一部记述辽宁地区交通历史发展的专著。它以大

量的文字、图表、照片，翔实的记述，为辽宁交通的沧桑绘出一幅历史的长

卷。它的出版为史志书苑又增添了一部重要的专业史志。

辽宁地处祖国东北，是一个悠久的多民族聚居的省份，辽宁地区的道路

交通，自古以来就如同巨龙身躯的部分血脉与中华民族血肉相连，相应发

展。古代的。无终道”、。卢龙道”、。傍海道”以及从山东半岛到辽东半岛的海

道，都是前人为使辽宁与中原紧密相连而开辟的交通要道。旅顺、营口是古

代东北海运的门户，辽河自古就是漕运兴蛊、舟楫不绝的水上动脉。到了清

朝初期，已形成以盛京(今沈阳)为中心的古道干线网。

鸦片战争以后，各帝国主义列强相继入侵中国，辽宁成为英、俄、日等

国争夺角逐的重点。辽宁的近代交通呈现出典型的殖民地色彩，从英帝国主

义迫使清政府开放牛庄为通商口岸起，英国先后攫取了辟营口为商埠和北宁

铁路筑路权，日本帝国主义攫取辽东半岛，沙俄夺取修筑东清铁路及支线权

益，并强行租借旅顺口、大连湾，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沙俄，独占大连地

区和南满铁路(今长大线)达四十年，辽海大地被帝国主义瓜分得四分五

裂。

军阀统治时期，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为争霸中原，启用王永江主

政辽宁，倡导发展交通、振兴实业、增强奉系军阀后方实力政策。强令各县

修筑公路，发展交通，动工改建各种县，乡道近万公里。张学良将军主政东

北后，鼓励商民修筑汽车专用路，创办汽车运输业，兴建港口和沈吉铁路。

为辽宁近代交通事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九·一八”事变后，辽宁沦为日本

帝国主义殖民地。辽宁的铁路、港I：3以及公路的修建，运输业的发展，都为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掠夺服务，成为一种畸形的殖民地交通运输业。

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社会主义的交通管理体制，交通运输事业有了突

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政

策的指引下，全省人民和各级干部对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是物质生

产活动和商品流通的重要支柱，交通运输必须先行的认识进一步提高，“要搞
好流通必须搞好交通”，。要想富，先修路”已成为全省人民的共识。辽宁交通

事业在改革发展的浪潮中己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到J79酊年全省公路网密度

已从1949年的每百平方公里的5j8公里，上升到22．4公里。公路通车里程

达7．?万公里，较1949年增长3．J『7倍。有路面里程28660公里，全国大陆

上第一条高速公路已起步建设，不同技术等级的国道、省道纵横交错，县、

乡公路密如蛛网。全省现有公路桥梁为1949年的J72倍。载货汽车和载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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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分别较1949年增长39倍和98倍。客运路线较1949年增加锣倍，已

形成以省会沈阳和各市政府所在地为中心的干支相连、长短途衔接的客运网

络。全省有J『J个营业性港口，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26个，大连港已成为我

国北方第一大港，并形成以大连为中·3，丹东、营口为两翼，同我国沿海诸

港以及世界五大洲70多个国家140多个港口通航，对辽宁的对外开放起着

重要作用。辽宁的国有铁路线居全国之首，此外，还有地方铁路线与专用铁

路线800余条，是国家铁路网的重要补充力量。

《辽宁省交通志》一书，以其详尽的史料和有力的说明，勾画出辽宁交

通由古至今，从衰到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兴旺发达的画卷，借鉴于此

书，将使现代的人们和我们的后代，看到历史发展的曲折和坎坷，找出交通

发展与政治经济变革的干系及其自身规律。读史志，铭其心，言其志，拓展

立体交通，走向世界，是我们交通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目标。

编写《辽宁省交通志》一书，把辽宁交通的发展变化记录在册，很有必

要。现在全省众多的方志工作者、专家、笔者都参加辽宁志书的编写工作，

《辽宁交通志》一书基本做到了资料丰富，内容翔实，图片醒。目，文字通

顺，可读性较强。一卷在手，使我们对辽宁交通的发展历程了如指掌，还希

在此基础上加以剪裁，使之符合省专业志书的要求。

仅以此段文字，祝贺它的出版。

，

，■l，庸取9

，￡

玑彳砰

汉佥

长

商

会

协

会治长学政省志民副方人省地省宁省宁辽宁辽原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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奄 二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编纂地方志是我国

特有的历史传统，但自民国以来，修志工作基本处于。断层”。中国共产党历

来非常重视地方志的编写工作，1958年，毛泽东、周恩来先后号召修志，

并要求做到古为今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领导又多次倡导修

志，从此全国普遍重视起修志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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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符
合历史，适应现实，顺乎民心。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先行和基础产业之一，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志。

古今中外，交通运输的发展，无不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兴衰密切相

关。马克思曾经说过，人类历史始终是和产业史、交通史关联着，不同的社

会形态，有与之相应的交通方式。辽宁地处祖国东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

地区， 自古就和中原是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且为沟通关内外交通之咽喉。

陆路交通由原始部落间的道路、驿道、官马大道而发展为公路。运输工具也

由肩挑、人抬经过人力车、畜力车而发展为汽车、火车。水上运输由过去的

自然靠泊点而发展成现代化港口码头，运输工具也由独木舟、划子、风帆、

汽艇而发展到轮船。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的领

导下，辽宁地区各种交通设施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都得到显著的改善和提

高，到1985年全省公路通车里程已达33 006公里，较1949年增长7．J『7

倍，全省有公路桥梁7 288座226 914延长米，较1949年增长J力倍(座

数)和砸．5倍(长度)，等级公路占公路总里程的比重达笳．5％，居全国第

六位。全省有载货汽车，掣．3万辆、载客汽车4．44万辆，分,51j较1949年增长

39倍和98倍。已基本形成一个以省会沈阳为中心、干线公路为骨架、遍布

全省城镇农村的公路网络。全省有J『J个营业性港口，万吨级深水泊位有巧

个，大连港的年吞吐能力较解放初期增长近3倍，已成为全国第二大港。全
省拥有运输船舶956艘，砸．7万吨位，与世界五大洲70多个国家和地区

140多个港t：l通航。全省有800多条地方铁路和铁路专用线．是国家铁路网
的重要补充力量。

辽宁省交通厅于1981年组建史志编审委员会，当时接受交通部部署的

编写《辽宁公路交通史》的任务。1986年根据辽宁省政府关于编纂《辽宁

通志》的部署，本着史志同源、资料共用的精神，于1987年在基本完成

《辽宁公路交通史》第一册后，暂停编史，全力修志。一些老同志无论寒

暑，长期坚持工作，几经修改志稿，历经五年的不懈努力，《辽宁省交通

lf．}【I-Ir-『}．。．L■LI——rr，0II}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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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得以出版与读者见面，这是全省人民的一件大喜事，也是辽宁交通系统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

本志书本着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全面系统地记述了辽宁交通事

业的历史和现状，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它是有史以来第一本有关辽宁交通

的志书，它反映了辽宁公路和公路运输、航运和地方铁路运输的地方特色和

时代特色。鉴往知来，可为领导机关决策借鉴，可使读者特别是交通战线的

广大员工了解辽宁交通的发展历程；从历史中汲取教益，指导实践，继往开

来。增强开拓前进的信心与决心，更好地开创辽宁交通事业的新局面。

{

辽宁省交通厅副厅长 l锄复
l

JJl．



凡 例

一、本书定名为《辽宁省交通志》，是记述辽宁省交通厅所分管的各项交通运输事

业的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著述。

二，本书上限起自1840年，下限截至1985年，有些事物为了探本溯源，适当突破

上限，以求事物发端。

三、本书设总述、大事记、专志、人物、附录五部分十四篇，专志部分以类系事，

横分门类，设篇、章、节、目等层次．横排竖写。

四，本书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诸种体裁。述体写总述、简述与篇下

引言；记体写大事记；传、表、录写人物和名录；志体写专志。照片及图表与正文配

合，力求图文并茂。

五、本书以现代汉语书面用语为行文文体。行文规范严格执行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

的有关规定，和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颁发的志书行文规范。

记时：辛亥革命前按朝代帝王年号用汉字纪年，并在括号内用阿拉伯数字加注公元

纪年；中华民国时期按民国纪年，亦加注公元纪年；东北沦陷时期以公元纪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统以公元纪年。文中所称“九·一八”系指1931年9月18 El；。九·

三”系指1945年9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或“新中国成立”系指1949年10月1

日。

记地：均以事件发生时的地名记之，对历史上的地名与今名有异者，在第一次出现

时加注今名。

记量：各种记量单位所用度量衡单位均采用公制；对近代采用市制单位的均加以说

明。

记单位名称：均按当时原名记载，个别多次出现的较长名称，在第一次出现时用全

称，并在其后用括弧加注简称，再次出现时，则用简称。

六、本书记述的地域范围以1985年辽宁省行政区划为准，历史上曾隶属于辽宁的

地区，不在本书记述范围之内．

七、本书引用史料系用随文注释，其余注释采用页下注。



修志始末

《辽宁省交通志》是继承我国盛世修志的传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大好

形势下纂修的，是遵照省人民政府关于编纂《辽宁通志》的有关指示进行的。1986年

史志办公室提出《辽宁省交通志》篇目初稿，1987年由厅交通史志编审委员会主持在

铁岭召开了厅直和各市有关人员参加的省交通志研讨会，对《辽宁省交通志》篇目进行

逐章逐节的讨论和修改。在此基础上本着统一指挥，具体指导，分工负责，众人动手的

办法，将篇目分别落实到厅属的局、处、院、所、校，由各单位组织专人搜集整理资

料，采取采编合一的办法边搜边整理边试写。1989年厅史志编写办公室在各单位志稿

资料的基础上开始进行编纂、改写或补充，多数篇章曾七易其稿，每次修改稿在送厅编

审委员会委员、厅领导和直属单位领导审查的同时，还分送原主管这项业务的老厅长和

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总编室审查。其中公路篇第一，二章作为试写稿送省直

各单位专业志编写办公室评审，并参加省专业志稿第二次评议会，得到基本肯定。第一

至六章除送请省公路管理局、各市交通局公路处，各县公路段广泛征求意见外，还请省

内专家曹右元、王伯惠、周朝文、翟绍贤、李克敏和其它熟悉交通工作的人员审阅修

改。公路运输篇除送运输局的前任和现任领导审查外，还送各市交通局修改。1990年

在兴城召开了有各市交通局参加的对运输篇各章的审查会议。航运篇在送航运局审查的

同时，还请大连、营口、丹东、庄河港务局，大连远洋运输公司。大连轮船公司、大连

海运公司、营口航运局、大连海上安全监督局及有关市交通局审查修改。交通工业篇征

求了有关市交通局和厂家的意见，交通监理篇主要请公安厅交通警察大队的负责人执

笔。人物篇于1991年在朝阳专门召开有全省各市交通局，厅直属单位和有关部门参加

的审稿会，其它一些篇章也是上下反复多次修订成稿的。辽宁省交通志稿也吸收了先期

出版志书的有关史料。

《辽宁省交通志》在编写过程中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厅直属单位和各市交

通局在完成本志初稿的过程中都作出了积极贡献。厅编审委员会王潮海，吴尔熙、李

镇、黄国英、王焕荣、吴连仲委员对每篇志稿进行了认真审定与修改，并承蒙省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杨景华同志的热情帮助与指导，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修志工作对我们来说是一次新工作，今虽付梓，但由于编写人员的水平有限，加上

历史资料掌握的不全，遗漏或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行家批评指正。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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