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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地区道路交通管理意》，是一部记述我区道路交通

管理发展、演变的专业意．它的编纂、出版，对于我们了解道

路交通管理的历史，认识道路交通管理的现状，开拓道路交通

管理的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任何事物都有它自己的发展吏。道路交通管理也是一样，

有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了解它的过去，就能认识它的现在，

了解、认识了它的过去和现在，就能预测和开拓它的未来。益阳

地区道路交通源远流长，秦汉时已有驿道，民国19年(1930)

始有公路。随着时代的发展，驿道早巳消失，而公路异军突

起，今己遍及全境，成为现代道路的主要形态．随之，道路运

输方式渐由古老型转化为现代型，由人畜力运输发展为机动车

运输。与此相适应，道路交通管理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到

繁、从粗到细的发展过程。在公路出现和普及之前，道路交通

处于落后状态，其管理亦极简单，没有也无需建立专门管理机

构．公路问世和普及之后，道路交通从基础设施、运输工具，

运输效率，到安全管理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以安全管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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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不但有专门机构、专业队伍，而且有统一的政策法令和严

格的规章制度，以及先进的管理手段，成为交通、公安机关的一

个重要职能部门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项重要任务．由

于形势的发展，道路交通管理的体制与名称几经变化。1987

年5月以前隶属于交通部门，先后称“车辆监理一和“交通监

理一；1987年5月以后由交通部门成建制移交公安部门，改

名“交通警察一(下简称交警)。虽隶属不同，名称有变，而

其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加强机动车和驾驶

员管理，处理道路交通事故这一根本职能，非但没有改变，而

且从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得到进一步加强．

半个多世纪以来，区内道路交通，以公路的问世和普及为

标志，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在此变化的推动下，道路交通

安全工作浙次发展，日臻完善，而交通安全工作的加强与提高

又保障了交通运输的更大发展衣更快增长．这是互为因呆，互

相促进的．本志以事力经，以时为纬，用大量的史料和数据，

反映这种互相促进的过程和关系。我们深深体会到，从过去的

交通监理工作到现在的交通警察工作，都具有政策性和社会性

两大突出特点。因为交通管理就是对构成交通三大要素的人、

车、路的综合治理．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点多线长，分布面广，涉

及到人、车、路各个方面和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要保障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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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减少和预防交通事故，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路

线和国家有关的政策、法令，充分依靠、发动广大群众，进行

综合治理。同时，它又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技术性，涉及到道路

工程、汽车工程、运输工程、城乡规划等各个领域，弘及驾驶技

术、车辆特征、行人心理、环境影响等多种因素。所有这些，

都说明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重要性和艰巨性。这就要求我们各

级交警部门和广大交警人员要努力学政策，学科学，学技术，学

业务，并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调查研究，以提高自身素质，

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只有这样，才能适应

改革、开放的大潮，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促进道路交通

事业的发展，从而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作

出更大的贡献．

本意是我区道路交通管理工作发展、演变的真实纪录，为

我们提供了前有所稽、今有所用、后有所鉴的宝贵资料，可良

起到工具书和教科书的双重作用．它的出版是值得庆贺的．特

为此序，藉弘共勉．

杨明贤
‘

一九九三年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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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为记述益阳地区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的历吏与现状

的专业志。 ．

二、本意上限起于益阳有公路运输的1930年，在概述中

适当上溯，下限一般到1990年，个别事物延伸到1992午。

三．本志记述的空间范围，以全区现有的4县2市的现有

疆域为准。4县是：安化、桃江、益阳、南县；2市是益阳。

沅江．

四、本意呆用“述一、“记一、“意嚣、“图”、“表彦，

“照一、“录一7体，以。志修为主。概述统合古今，概其全

貌，明其大势。大事记采用编年体。“意劳则横排竖写，并按

搿详近略远劳的原则，重点记述交通管理事业的发展。照片放

在正文之前，图、表插于正文之中，附录放在正文之后．

五、本意记时，民国时期良阿拉伯数字纪年，并括注公元

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概用阿拉伯数字的公元纪年．

六、本志主要取材于档案、方志及口碑、调查资料。除部

份在正文中说明出处外，一般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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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益阳地区，位于湖南省中部偏北，居资水中下游和沅，澧

两水尾闾，环临洞庭湖西南。全区辖益阳市，沅江市，益阳县、

安化县、桃江县、南县6个市、县，以及大通湖、北洲子，金

盆、千山红，茶盘{i}j{5个国营农场，共35个区，26个镇、196

个乡，3388个行政村、35213个村民小组，总面积12144

平方公里。总人口414．1 1万人。

益阳，扼省会长沙通往Jll、黔，鄂的要冲，自古水陆四

达，交通称便。水路，以资水为主干，弘洞庭湖为枢纽，上通

武邵，下入长江，可至沿海各地。陆路，古有湘黔“官路劳，

今有319、207两条国道，贯穿全境。弘此为骨架，干支相

连，县乡相通，构成区内道路交通网络。

民国1 9年(1 930)10月，长(汐)益(阳)公路建成通

车，区内公路建设由此起步；今东起福建厦门，西至四川成都，

中经益阳，横贯全国，总长2659公里的319国道的建设亦由此

开始。经过60多年，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40多年的

建设和发展，区内公路里程、机动车辆和驾驶人员从无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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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少到多。1949"-"1989年，区内公路里程由96．68公里发

展至3069．30公里，机动车辆由50辆左右(均为过境车)发

展至26842辆，驾驶人员由60人左右(均为过境驾驶员)发

展至30316k。1964N1989年，区内公路客运量由45．59

万人发展至23 1 3．65万人，客运周转量由147 1．09刃'k公里

发展至99685．63万人公里；公路货运量由9．69万吨发展至

27．38万吨，货运周转量由41 1．79万吨公里发展至3657．35

万吨公里。基本上实现了“人便于行，货畅其流努．

公路交通的兴起和普及，以其高速、机动、灵活、经济，

便利的特有优势，已经和正在改变传统的道路形态和运输方

式；同时也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管理形式和管理手段．

在现代道路交通出现之前，区内古代道路交通己相当发

达。汉置益阳亭，唐设望浮驿，宋开梅山道，明修乐安桥，清

创碧津渡。乘者，行者、运者、负者不绝于途．但其时，对道

路交通的管理仅限于等级的规定和秩序的维护．如“道路男子

由左，妇女由右，车从中央一，“凡行路之间，残避贵，少避老，

轻避重，去避来，上婆t-F一之类。由于人畜力运输速度慢，运量

少，故交通安全工作没有也无需提到议事日程。迨公路兴起、普

及之后，情况就大不相同。由于公路干支相连，四通八达，机动

车辆日夜奔驰，载量大，速度快，大大缩短了客、货位移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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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时间，直接渗透到生产，生活和流通的各个领域。故加强|；【安

全力中心的道路交通管理，胃益成为必要黍重要的任务．民国

35年(1946)，交通部公路总局第二区公路工程局设管理站

于益阳，是为区内有道路交通管理机构之始．此后40多年问，

先后经历了“车辆监理所一、。交通监理所"，搿交通监理总所一、

稿交警支队謦4种组织形式．其机构逐步建立和健全，队伍逐

步发展黍壮大，规章逐步裁订和完善，工作逐步开展和加强．

但在长时期内，道路交通属多头管理体铡。1984删，由交
通、公安两家分管．1984撇，由交通、公安、农机3家分
管．此种多头管理体制导致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

互相扯皮，管理混乱，越来越不适应对外实行开放，对内搞活

经济的需要．1986年10月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道路

交通管理体制的通知》，决定“全国道路交通由公安机关负责

统一管理第．根据上述通知精神和省政府，省交通厅，省公安

厅的统一部署，于1987年5月15日，益阳地区交通监理总所

及其所属5县l枣交通监理所，幽地区交通局成建懿移交地区

公安处，成立地区交警支队，下设大队和中队．原来3家分管

的局面至此结束，道路交通管理从此进入新的阶段．

几十年来，道路交通管理在改革中前进，在前进中发展．

全区专业管理人员由1963年酌5人发展至1990年的25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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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的思想素质、政治素质和业务、技术素质不断提高．．在各

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依靠这支专业队伍和广大人

民群众的密切结合，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 ：

、，在安全管理方面，普遍建立了从地、县(市)交通安全委

员会、各主要车属单位的安全领导小组到车队、联组的安全网

络，傲到了组织落实。通过经常的、多种形式的安全宣传教育，

安全检查整改和安全竞赛活动，深入发动群众，教育群众，树

立安全观念，增强安全意识，做到了思想落实和措施落实．

1978N1990年，全区路查车辆1 12．89万辆次，纠正各种违

章27．45万辆次． ，

， 在车辆管理方面，包括车辆检验，核发行车牌证，办理过

户、转籍，鉴定改装，定型，报废，皆已建立制度，有章可

循，按规办事．1 972～1 990年，全区经初检发牌车辆累计

24998辆次，年检合格车辆累计1 1．96万辆次，有效地保证

了国家规定的车辆技术状况．

在驾驶员管理方面，从培训、考试、取录、发证到审验，‘

皆严格把关，按章进行。并经常以矗思想好，作风正、技术

精一教育和要求广大驾驶员；同时，抓典型，树标兵，开展

“比、学、赶、帮”活动，以提高驾驶队伍的素质。1 986—1 990

年，培训驾驶员$#19204)揿，考试合格率达8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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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N1990年，全区考试驾驶员累计85471人次，核发各

种驾驶证541 14+，审验驾驶员累计18．84万人次．
· 在处理交通事故方面，1963N 1 990年，全区累计处理

上报道路交通事故12097j迳．在调查，调处中，概以交通法

规为准绳，按责论处，按责分担损失，并坚持。三不放过劳的

原则，即原因不清、责任不兜不放过，肇事者和群众没有受到

教育不放过，没有采取防范措施不放过。 ，

在规费征收方面，根据国家和省统一规定，汽车养路费

“取之于车，用之于路劳，“应征不漏，应免不征，，。全额

上解，切块包干，超收分成劳．1985年以前，由监理部门负

责征收；1985撕，由公路部门负责征收．1963～1984
年，全区征收汽车养路费累计8090．63万元．此外，1974～

1990年，全区征收管理规费累计173．81万元．

在业务建设方面，内部各职能科室和下属各基层组织皆建

立、健全了岗位责任翩。对全区所有机动车，所有驾驶员，皆

按崩一车一档妒、鼻一人一档一，统一编号，帐、卡、表、档

“四统一劳的要求，建立了技术档案，总数达44562份．凡

车辆入户、转籍、年检、报废和驾驶员报考、培训、考试、审

验、奖惩，以及事故处理等，皆有档可稽。

在基础设施方面，由比较落后到比较先进．1982年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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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所率先研制成功桩考监测仅，以电控代替人工，为国内首

创．1 989年专用无线电通讯开通．1 989年新建睾训教练坪

6670平方米．1991榭、地批准并投资220万元，兴建机
动车技术检测站，翌年竣工开检。

道路交通管理的内容与形式取决于道路交通事业发展的规．

模与速度；反过来，它又促进其更大、更快地发展．后者是前

者存在的基础，前者是后者发展的条件。如上所述，区内公路交

通建设起步于本世纪30年代；40年代先因抗日战争，继因国

民党发动内战，破坏，恢复，再破坏、再恢复；5Q年代在恢复的

基础上开始走向发展；但60年代又因暂时困难和“文革”动乱，

发展减速；至70年代始进入大发展、大普及时期；80年代在改

革、开放的形势下，公路技术状况不断改善、提高，各类机动

车辆成倍增长，道路交通事业出现了新的局面。与上述情况相

适应，道路交通管理经历了初刨、发展、调整、充实，改革等

多种演变，而其总的趋势是不断加强和改善．通过它提供的各

项服务，尤其是安全保障，又促进和推动了道路交通事业更加

健康地发展。前述数字表明，区内公路里程1989年比19494

娜：T28．3倍，机动车辆1990年比1963年增长了109．57
倍，驾驶员1 990年比1 966年增长了59．57倍，公路客、货运

量1989年比1964年分别增长了37．94倍和1．84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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