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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习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是铁路基本建设的骨干队伍，从1950年铁道

部成立工程总局、设计局，到基建总局，1 979年开始对外称中国铁路工

程总公司，1989年撤销基建总局正式挂牌成立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

前后已有50年的发展历史。其下属单位有铁道部第一、二、三、四、五、

大桥、隧道、建厂、电气化工程局，铁道部第一、二、三、四勘测设计院，专

业设计院，铁道部山海关、沈阳、宝鸡桥梁厂，宝鸡、武汉工程机械厂，武

汉工程机械研究所，铁道部成阳基建管理干部学院，总公司石家庄党校

等。2000年深化改革，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与铁道部“脱钩”，划归中央

管辖。“脱钩"前企业进行了重组，第一、二、三、四勘测设计院和专业设

计院划出由铁道部直属，另增加西南、西北两个科学研究院和丰台、成

都两个桥梁厂。是集勘测设计、施工安装、工业制造和科研教学于一体

的国有大型工程建设企业集团。《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志》全面系统地

记述了50年来这一集团的发展历程，各时期的业绩和成就，特别是近

10多年来铁路建设和其他建筑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它的编纂和出

版，是企业两个文明建设的重大成果’，可喜可贺。在我们昂首阔步跨向

新世纪之际，谨以此志敬献给对中国铁路建设事业为之奋斗的广大铁

路建设者和社会各界同行。

20世纪的前半叶，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浴血奋战，送走了半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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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1949年10月1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对全

国铁路实行统一管理。1950年3月，铁道部成立工程总局和设计局，作

为职能单位，负责全国铁路修复、改建和新建工作。1 952年9月，又成

立基建局，统一领导全路基建工程发包等工作，与工程总局、设计局分

立。至1 958年3月，工程总局、设计局和基建局合并，成立基本建设总

局。其后，除“文革”期间名称有所变动外，其主管铁路基本建设工作的

职能基本不变。1 979年铁道部决定，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铁道部基

建总局对外称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1989年改制后，铁道部决定撤销

基建总局成立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对其原有的下属单位进行企业管

理。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及其下属单位走过了50年的历程，是伴随着

共和国一同成长的光辉的50年，是全路几十万筑路大军披荆斩棘、艰

苦创业的50年，也是中国铁路建设事业大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50年。

建国初期，中央就对铁路的修复和新建十分重视。在人民政权刚刚

建立的情况下，百业待兴，国家就对铁路进行大量投资，在有重点地修

复和新建铁路的同时，有步骤地对既有铁路进行技术改造和发展铁路

工业。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期间的建设，不仅中国铁路的面

貌有很大的改观，而且一支强大的铁路建设队伍也茁壮地成长起来。中

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各设计院、工程局和工厂，大多是50年代相继建立

和不断发展壮大的。如第一、二、三、四勘测设计院，是由1 952年和7

1953年成立的西北、西南、东北、华北和中南设计分局改组而成，1 950

年建立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和西南铁路工程局，演变成后来的第一工

程局和第二工程局，1953年成立第三工程局和大桥工程局等。当时基

建局(后为基建总局)所属的一些工厂中，沈阳、山海关、宝鸡桥梁厂和

武汉、宝鸡工程机械修配厂(后改为宝鸡工程机械厂)等，也一直延续至

今。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的下属单位，除少数为60"-'70年代组建和改

建者外，大多从50年代起就肩负着祖国铁路建设重任，是新中国铁路

建设事业的奠基人。50年来，他们用勤劳、智慧的双手，不怕艰苦，转战

南北，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为祖国的铁路建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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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了卓越贡献。至1 999年底，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有职工26．9万

人，企业总资产389．6亿元。2000年企业重组后，全公司有职工25万

人，资产总额为394．1亿元。50年共新建铁路正线里程3．2万km，总

延长(含正、站线及其他线路)5．43万km，占全国同期新建铁路的三分

之二以上；修建电气化铁路1．23万km，占全国电气化铁路的80％；增

建二线铁路1．22万km，占全国新建双线铁路的60％；在国外援朝、援

越和援助坦赞等国修建铁路约3 200 km。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志》取材上限起于1950年，下限断至2000

年。按志书“横排门类纵写事"的体例，详近略远，在全面系统地记述历

史发展的同时，重点记述了改革开放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取得的业绩

和成就。90年代是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成立后深化改革的10年，也是

铁路建设出现新的机遇和挑战的10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发展的

情况下，总公司提出“大经营、大科技、大豆ix-．”三大格局的战略思想，对

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本志集中反映了中国铁路

工程总公司作为铁路建设的主力军，在努力完成铁路建设任务的同时，

大力开拓路外和海外市场，发挥人员、技术和装备等的优势，使企业生

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在社会建筑市场中的竞争能力和生产水平

也不断提高，连续多年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回顾50年的创业史和近10

年的发展，可以看到一代代筑路人忘我劳动、鞠躬尽瘁、拼搏奉献的精

神，可以看到各级组织开拓进取、奋发图强、竭诚服务的精神，可以看到

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和铁道部党组正确领导、关心支持和鼓励鞭策的厚

爱，也可以看到社会各界对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的大力支持、合作和援

助。

盛世修志。在全国修志的鼓舞下和铁道部档案史志中心的指导下，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史志办组织机关各处室及下属单位广泛收集资

料，进行编纂，用三年多时间编成《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志》出版，完成

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江泽民总书记曾指出，修志“是两个文明建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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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编纂《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
一

志》，是对历史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揭示了铁路基建部门从工程总局、

基建总局到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的发展、演变过程，较准确地提供了各
!

时期的史情、路情和现状情况，是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了解中国铁路工

程总公司的一个窗口。在这世纪之交，老一辈建设者不断离退，新一代

建设者迅速成长，建筑市场竞争日益剧烈，《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志》不

仅具有存史、资政功能，而且通过宣传交流，可以鉴往知今，图新励志，

奋发向上。在我们将本志献给读者时，对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铁路

工程总公司发展的铁道部领导和社会各界同行，表示衷心感谢，愿我们

在今后的奋斗中共铸辉煌。

录在庆祝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成立10周年暨50年发展会上所赋

小诗一首，以示共勉：

兴废由人事，风雨任我行。

遐思忆往昔，放笔写征程。

铁肩担国企，妙手绘彩云。

众志成城日，宏业与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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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上《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志》，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半个世纪的

发展历程，一幕幕展现在面前，令人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半个世纪以来，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下，在上级组织的正

确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下，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伴随着共

和国繁荣富强的发展轨迹，走过了一奈不平凡的创业、成长、壮大之路：

五十年来，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先后参加了成渝、宝成、成昆、川黔、兰

新、京九、南昆、内昆等百余条铁路的新建、改建和扩建，为共和国的版

图增添了5．43万km铁路，占同期全国新建铁路总里程的三分之二以

上，共建成电气化铁路1．22万km，建成桥梁212．9km，隧道2336km；

五十年来，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积极参与公路、机场、码头、水电、地铁、

高层建筑、大型厂房、市政等5000多个工程项目的设计与施工；五十年

来，先后在国家和地方各类重点工程项目中创建了一大批国优、部优工

程，至2000年全公司共荣获鲁班奖工程32项，成为全国建筑行业获鲁

班奖最多的单位之一；五十年来，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积极跻身海外市

场的竞争，先后在坦桑尼亚、赞比亚、尼日利亚、委内瑞拉、日本、蒙古、

尼泊尔、阿联酋、伊拉克、泰国、缅甸、孟加拉国、新加坡、香港、澳门等

20多个国家和地区承建各类大型工程500余项，1 999年在美国《工程

新闻记录》评出的全球500家国际承包商中名例84位；五十年来，中国

铁路工程总公司一代又一代筑路人发扬“开路先锋”精神，逢山开路，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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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搭桥，顽强拼搏，勇于奉献，前仆后继地铸就了企业今天的辉煌，涌现

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先进人物和典型，形成了既富有时代特征又具有自

身特色的企业精神和企业文化，在两个文明的建设中取得了优异的成

绩。近几年来，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解放思想，更新观念，通过深化企业

改革，大力开拓市场，严格各项管理，使企业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企业

的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员工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企业的竞争能

力不断提升，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主体和法人实体，在国内国

际市场上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可以

说，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五十年的历史就是共和国铁路事业开拓进取、

不断发展的真实写照。

五十年的开拓，五十年的拼搏，五十年的奉献，五十年的辉煌，都已

载入了共和国的编年史。今天，有着五十年风风雨雨的洗礼，有着五十

年成功与挫折的历练，有着五十年的物质、精神和文化积累与沉淀的中

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又昂首跨入了崭新的21世纪。这是一个充满变数，

既有机遇更有挑战和考验的新世纪。面对新世纪，我们没有理由不对企

业的未来充满自信。只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加快经营机

制和管理体制的创新，规范公司运作，全面推进和不断深化各项改革，

就一定能够增强企业的活力和市场竞争力；只要我们进一步加快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加快进行组织结构、产品结构、队伍结构和资产

结构的调整，就一定能够做强做大，实现企业的跨越式发展；只要我们

进一步加强企业管理，尽快熟悉、掌握世贸组织规则和国际惯例，完善

各项制度，夯实基础工作，实施有效管理，就一定能够用科学、规范的管

理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只要我们进一步面向市场，创新经营

理念，调整经营战略，激活经营机制，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努力使企业

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就一定能够把中国铁路工程总

公司建成资本化、多元化、国际化和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经

营的特大型企业集团。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志》的编成出版，是公司企业文化建设中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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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重要成果，对公司的改革发展和两个文明建设将起到积极的推动

作用。“以史为镜，可知兴替"，我们以司志为鉴，可以激励后来者继承和

发扬企业的优良传统，积极开拓新的未来。我相信，在新的历史时期，只

要我们以高度的责任感、饱满的热情和顽强的斗志，积极投身到企业改

革发展中去，就一定能够实现企业新的腾飞，铸造企业新的辉煌。

．z易



凡例

凡 例

1．本志主要记述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及其下属单位50年发展概况、主要业绩、人物荣誉

等，取材的上限为1950年，下限至2000年，历时50余年。某些事件适当前仲或后延。

2．本志叙述各时期的发展涉及的单位名称、地名、铁路名称等，均采用当时的名称。各有关

单位的名称，多次出现时，大多用简称。有关单位的全称与简称对照在凡例后列出。

3．1950年"'1989年的发展概况及有关统计指标，主要是指铁道部原基建总局(含工程总

局、设计局、基建局等)时期的情况和指标；资料取自铁道部统计资料、《铁路修建史料》和史志

资料；1989年以后，主要采用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的统计资料和各单位提供的资料，并经核

对、补充，使其尽可能系统、完善。其中记述的一些重大工程，有的工程铁道兵(中国铁道建筑总

公司)及省市地方等单位也曾参与设计或施工。

4．关于实物工作量指标的统计计算，旨在反映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完成工程建设任务的

实际情况。如修建铁路的里程，平常只有统计铺轨里程，不能真正反映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所

修铁路的里程。在各条铁路的建设中，里程的统计计算按完成的投资比例折算，使其比较接近

实际。对路外及海外一些工程指标的统计计算难度较大，大多采用各单位实报指标统计或适当

推算。

5．历史沿革除记述铁道部内基建单位和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的变化外，还记述各工程局、

设计院及工厂等的发展，包括其建制前后及发展过程中的分、合变迁等。

6．限于篇幅，本志各方面的选材注意了突出重点，简明扼要，既全面又有所侧重地反映中

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在半个世纪的奋斗中不断发展壮大和走过的光辉历程，通过交流，增进社会

各界的相互了勰。

7．对历史事件的记述，与中共中央关予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保持一致。各工程局、设计院

和工厂等，在各时期变化较大，各单位的变化在历史沿革章节中细述。

8．本书涉及的专业技术名词及术语，以《中国科学名词·铁道篇》及有关铁路工程标准规

范的用语为准。

9．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国家公布的法定计量单位，力求与国际单位制接轨。对统计数字和标

点符号用法及版式编排等，按正式出版物的规范化(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的要求执行。

10．关于本志的编修情况，可参阅本书史志工作一节。



本书有关部门和单位简称及全称对照

本书有关部门和单位简称及全称对照

国家科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国家计委——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国家建委——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

工程总局——铁道部工程总局

设计局——铁道部设计局，铁道部设计总局

基建局——铁道部基本建设局

基建总局——铁道部基本建设总局

鉴定委员会——铁道部技术鉴定委员会，铁道部设计预算鉴定委员会

工程总公司——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

建筑总公司——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

××办——××铁路建设办公室

××指——x×铁路建设指挥部

铁×院或×院——铁道部第×设计院，交通部第×铁路设计院，铁道部第×勘测设计院，铁道

第×勘察设计院

专业院或铁专院——铁道部专业设计院，铁道专业设计院

铁×局或×局——铁道部第×工程局，交通部第×铁路工程局，中铁×局集团有限公司

大桥、隧道、电化、建厂局——铁道部大桥、电气化、隧道、建厂工程局，中铁大桥局、隧道、电气

化局、隧道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建工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沈桥厂——铁道部沈阳桥梁工厂，中铁沈阳桥梁厂

山桥厂——铁道部山海关桥梁厂，中铁山桥集团有限公司

丰桥厂——铁道部丰台桥梁厂，中铁丰台桥梁厂

宝桥厂——铁道部宝鸡桥梁厂，中铁宝桥股份有限公司． ·

成桥厂——铁道部成都桥梁厂，中铁成都桥梁厂

宝工厂——铁道部宝鸡工程机械厂，中铁宝鸡工程机械厂，中铁宝工有限责任公司

武工厂——铁道部武汉工程机械厂，中铁武汉工程机械厂

大桥院·大桥勘测设计事务所，大桥局设计处(所、院)，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
隧道院——铁道部隧道工程局设计所(院)，中铁隧道工程勘测设计院

电化院一铁道部电气化工程局电化处、电气化勘测设计公司，天津电气化勘测设计研究院，
中铁电气化勘测设计研究院

通号院——铁道部电气化工程局通信信号设计处(院)，北京电铁通信信号勘测设计院

建厂院——铁道部建厂工程局设计处(所、院)，北京中铁工建筑工程勘测设计院

武研院——铁道部武汉工程机械研究所，中铁工程机械研究设计院

西南院——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西南所、西南分院，中铁西南科学研究院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志

西北院——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西北研究所、西北分院，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

X X局——北京、郑州、成都、哈尔滨、乌鲁木齐等铁路局，或简称京局、郑局、成局、哈局、乌局

等

铁科院——铁道科学研究院，铁道部科学研究院

西南交大、北方交大——西南、北方交通大学

唐院、京院、长院、兰院、石院——唐山、北京、长沙、兰州、石家庄铁道学院

铁道出版社——人民铁道出版社，中国铁道出版社

成阳干校——铁道部基建总局管理干部学院，中铁咸阳管理干部学院

石家庄党校——铁道部基建总局石家庄党校，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党校



主要业绩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

50年(1950年"-'2000年)主要业绩

修建铁路总里程

其中：国内

营业里程(正线)

站线及其他线路

海外

修建电气化铁路

其中：海外

增建二线铁路

修建桥梁总延长

其中：铁路桥梁

公路桥梁

修建隧道总延长

其中：铁路隧道

公路隧道

修建公路及高速公路

其中：高速公路

修建地下铁道

城铁及轻轨

完成房屋建筑面积

完成土石方

完成总投资

勘测设计铁路草测

建筑工程鲁班奖

国家优质工程奖

初测

定测

建成

5．75万km

5．43万km

3．26万km

2．17万km

3200km

1．23万km

77km

1．22万km

2129km

1820km

309km

2336km

2085km

250km

2517km

960km

239km

57kin

4805万m2

20．5亿m3

3052亿元

26万km

19万km

15万km

8．2万km

32项

2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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