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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交通志、汽车运输篇》的编写，经历近l o年，前后参

与此项工作凡数十人。 ．‘

1 987年初稿完成。1 988年3月，在温江召开研讨会通过论证，

广泛听取有关领导、学者专家及同行们的意见，为本篇的改写提

供了有益的依据。
‘

‘

同年9月，本篇第一章(包括篇目、概述)送经在贵阳市召

开、全国1 7省、市、自治区参加的“西南、西北片区交通史志工

作会议”评审，得到基本肯定。

这二次的送审稿，是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经过一年来的反

复查证，拾遗补缺，作了认真的改写。力求按照秉笔直书，实事

求是的精神，记述我省汽车运输60年来的真实历史面貌，为后世

留下一笔可资借鉴的史料。
：

编 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述

- 民国j 5(．1926)年元旦，成(都)灌(县)马路通车。成灌马路长途汽车公司成立

并开始办理沿线旅客运输业务，是为四川历史上第一条客运线路。继后十年间，各县相

继修筑公路，各种经营形式的汽车公司应运而生。到抗日战争前夕，全省营运线路已达

41条，总长2749公里，公商客货汽车11 00余辆。
。

‘

民l通27(1928)年，国民政府及其各机关陆续西迁重庆，军、公，商车云集四川，

达五千余辆。为适应抗战之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四川省政府对后方汽车及司机

实施战时管制，军委会先后在重庆设运输统制局，战时运输管理局，统筹军，公，商运

输．在八年抗战中，四11l汽车主要担负进出川国防器材．钨、锑，粮食、石油、棉花、

羊毛，荣叶及供应各战区兵员、粮秣、械弹的运输任务。

1949年底，四川全境解放。川康两省接管国民政府撤退时遗留的破旧公车2797辆，

相继成立西南区及省(行署1国营运输机构。并补充退役军车561辆，经过修复、拼装，

基本完好4i叹2066辆。加．I-_2500余辆私营汽车，担负川，康两省支前．筑路，恢复城乡

生产建设的运输任务。

一 1956年春，完成了全省私营汽车运输业的社会耋义改造。到1957年，全省汽车客运

量、货运毽分别比1÷50年增长170和132倍。 、

1958年6月，省属：个运输公司、5个汽车修理厂，客，货汽车2864辆，下放各专、

州、市领导管理。管理权限下放，发挥了地方办运输的积极性，汽车运输业有了较大的

发展。到1托1年底，全省交通专业汽车达53s3辆，比1957年增长6c％。
～ 省羁币；业下放后，正值“全民大办钢铁”期间，运力普遍不足。1958年冬，先后成

立省钢铁运输公司和商贸运输公司，作为省直接掌握的机动运输队伍，保证钢铁、粮食

及商贸物i专的运输{}务。商贸运输公司的成它，开始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四川机关企事业

自办运输的先例。 、

’ 。

一 三年“大跃进”，全省对运力的统筹失调，车辆管理失控。到10．2年，全省汽车完

好率仅6l％，能行驶的客货汽车仅3000辆。‘ ：

1962年月6垒国交通会议决定，各孕、州，市交通专幢汽车收归省管，并恢复省汽

车运输公司建制。
‘

1963—1965年，贯彻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经过整改，建立

健全了规章制度，企业管理水平有所提高。到1：65年，客、货运量、周转置、完好车
：

率．千Ⅱ电公里成本、实现利润和上缴利润总额等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均创历史最好水

平。即使“文革”开始的19．3f年，车辆完好率达到93．1％，工作率：：2．：％，实载率

70．4％，车吨月产量达3830吨公里，是为四川汽车运输史上的鼎盛时期。

“文革”10年，运输管理瘫痪，车辆损坏严重，生产大幅度下降，运量减少，成本

．上升。货车完好率下降12．6％；客车工作率下降I 3．1％；货车车吨月产量下降58j吨公里，



货运千吨公里成本上升22．94元，平均每车上缴利润由4642元降到3891元．

十年动乱中，全体职工坚持生产，完成了成昆铁路，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的运输任

务。 一

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实行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一起

干；国营，集体，个体以及各种运输工具一起上的方针。公路运输市场开放，多层次，

多渠道、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运输结构，打破了三十年来交通部门独家

经营的局面，长期以来运货难、乘车难的紧张状况得到缓解。到】985年，．全省民用汽车

已达194647辆(客车52942辆，货车141705辆)．其中，交通专业营运汽车26503辆，占

民用汽车的13．6％；个体(联户)汽车13790辆，占7．08％。 ’

从1950至41985年的35年期间，四川汽车运输以省属汽车运输企业为骨干，在全省汽

车运输业占主导地位。交通专业车辆，完成汽车客运量占全省汽车运输总量的63．1qo，

年平均递增24．。％；旅客周转量占74．1％，年平均递增18．5％；赁物运输量占40％，年

平均递增16．3％；货物周转量占57．2％，年平均递增11．9％．实现利润13．2267亿元，

上缴国家利税10．8852亿元。

．1985年3月，全省17个直属运输企业，cd"交通机械、翻胎、维修工厂，包括73个

汽车队、客货汽车10851辆(客车4161辆、货车6690辆)，225个汽车站，全部下放各

市、地、州领导管理。

1985年4月，四川省汽车运输公司改组成四川省交通厅公路运输管理局，负责全管
公路运输行业行政管理。 ’



第一章运输体制

第一节机构沿革

一、防区马路局和长途汽车公司
，-

一

民国14(1925)年秋，四川军务督理杨森续修成(都)灌(县)马路。民国15(1926)

年元旦，成灌马路通车，全长55公里。成灌驻军正式组建成灌马路长途汽车公司，加委

成灌马路总办林煅青任长途汽车公司经理。马路局与公司为一个机构，两块牌子，路政

管理用路局名义：长途汽车以公司名义经营。公司设董事会，为权力机构。购买美

制1．25吨福特汽车底盘8辆，4麈奥斯汀软蓬轿车l辆装配或客车，经营成灌马路长途汽

车客运。

同年，成(都)康(定)马路成都至新津段，成赵(赵家渡，今金堂县)马路成都

至新都段相继通车。由成都及马路沿线士商组织的华达．永安、利康、萧澜、利民．裕

达、飞龙。内外、安泰，飞越．平利等汽车公司，向马路总局订约承办两路长途汽车业

务。民圆1 3 L 1927)年3月，成简(阳)马路成都至龙泉驿段通车。这一路段由成都，

华阳，资阳、简阳四县股东集资兴建。线路通车后，遂由四县组成成简路汽车公司，自

备汽车营业，并享有成简马路专利。民国17(1928)年，成嘉(嘉定，今乐山市)马路

全线通车，由防区军、师长集资组成民生公司经营；路政由川南马路总局主持。同年，

广(安)岳(池)、遂(宁)简‘阳)，潼(川，今三台县)赵等路相继通车，广岳，

遂简线由马路总局自备汽车营业；潼赵线由马路总局联合地方士绅合组公司经营。民国

18(1929 1年，成彭(县)、井(自流井，今自贡市)富(项)两路通车，其长途汽擎

业务，初由马路局自办，唇组织公司经营。

由二于二军阀割据，全省没有统一一的运输机构。仅二十四军和二十一军防区汽车运输规

模较大，有统一的机构经营管理。为此，二十四军驻防川南，遂以“川南一带路局林

立，非有总揽机关主持其间，不足以资督率”①为由，于民国17(1928)年12月成立川

南马路总脚，统一管理防区马路和长途汽车。成嘉、成康，井富等马路总局，均归并川

南马路总局。民国20(1931)年，．二}四军防区扩至遂宁，顺庆(今南充市)后，即撤

销马路总局，先后成立成永(川)、简潼(南)、成嘉、遂顺、新(渔)雅(安)．井

泸(州)等c个管理局，分别经营各局辖线汽车运输。民国1j(1930)年，二十一军在

渝(重庆)简马路巴县段通车时，即由渝简马路总局车务处经营。由于巴县士绅反对，

被迫交由县组织公司经营。以后壁山段通车，即沿巴县例，由县经营。民国2l(1932)

年，二十一军相继回防永川、荣昌、隆昌，内江。资中、资阳，简阳各县，立即改组渝

简马路总局为成渝路政总局，各县马路局改组为县汽车公司。县段长途汽车，由县公司

①《川南公路月刊》民国18年l期。



经营；全线直达运输，由路政总局经营。其他防区马路长途汽车，虽因防区变动一再改

组，但多数仍由驻军和地方士绅组织公司经营。
J

川康两省运输机构

民国22(1 933)年9月，二十一军进驻成都，取得全川军政权。随即改组成渝路政

总局为四川公路总局，加委二十一军师长、原成渝路政总局总办唐式遵任总办。总局之

下分设成渝，成嘉以及第三，四、五．六等￡个管理处，控制全JlI公路交通，形成全JlI

统一的公路运输机构。民国24(1 935)年7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改组四

川公路总局为四川公路局，照厅(处)待遇，名隶属省府，实为行营直接指挥。同时授

权四川公路局整理全川公路交通，统制干线运输，实行统一营业。以前由各地驻军及地方

士绅举办的运输机构，更名为民营汽车，先由四川公路局限制行驶路线，后作价收买，

形成由四川公路局独家经营的局面。

抗日战争期间，四川公商汽车实施战时体制，组成四川汽车总队，四川公路交通即

由军委会直接指挥。先后由军委会后方勤务部、运输总司令部、运输统制局统筹调度。

当时，交通部曾同四川省政府洽商，并经行政院会议通过，由交通部接管四川公路局。

终因地方人士反对，乃于民国29(1 940)年4月，由四jll省政府成立四川公路局临时整

理委员会，对周内外组织实行调整裁井。民国3l(I 942)年12月，全国公路运输行政管

理和各项运输业务，仍l圭1交通部主持。民国32(1943)年“月，四JlI公路局正式改隶省

政府建设厅，更名为四川省公路局。民国34(19-；5)年3月，全国公路运输再度实施统

一管理。四JIl省公路局义改隶战时运输管理局，更名为战时运输管理局四川公路管理

局。民国35(1946)年1月，战时运输管理局撤销，四川公路管理局暂时由交通部公路

总局代管。4月，全囝公路运输机构进行调整，四川公路管理局改为四川省公路局，仍

隶属省府建设厅。汽车运输业务从省公路局划_{=}{，成立Fq川省公路运输公司，统一经营

全省公路运输业务。 、

西康于民国28(1939)年建省。西康公路运输，初由省设交通局举办。民国20

(1940)年j又成立西康省运输管理处，因业务少，乃于次年并入交通局。民国32

(1943)年4月，交通局并人省府建没厅，另设两康省公路运输处经营管理全省公路运

输。8月，机构调整，公路运输处改组为公路运输管理处，直属西康省政府。以后又改

为公路运输处，隶省府建设厅。民隧35(1946)年，全国调整公路运输机构，西康省成

立公路运输局(后更名为西康省公路硒)，同时接管川滇_西路。原川滇西路管理局改为

西康省公路局西昌分蜀，仍各自经营J|{滇西路运输业务。民国36(1947)年，西昌分局改

组为西康省公路局第一运输处，第三运输段，直到西康解放。

三、国民政府在川运输机构

民国27(1 938)年7月，川黔(贵州)路重庆至松坎段，川湘(湖南)路綦江至茶

洞段相继由西南公路管理局接管，分别在鼋庆、南川设总段办事处，经营和管理辖线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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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lO月，全国公路水道交通会议决定，全国公路干线交通由中央举办。民国28(1939

年11月，川滇<云南)东路泸县至赤水河段由JIl滇公路管理处行车营业。民国29(．1940)

年1月，设川中公路运输局，接办内江至乐山段公路运输；设川陕联运处，接办成都至

陕西--t：盘关段联运业务。民国31(1942)年4月，川滇西路全线通车，成立jII滇诬路运

输局，办理全线汽车运输业务。8,9，川中公路运输局并入川滇西路运输局。民国32

(1943)年3月，设川陕汽车联运处，接办川陕公路运输。5月，设川康公路管理局兼办川

康公路运输。7月，设川湘鄂区汽车联运处接办川湘公路运输。民国34(1945)年1月，

全国公路运输改隶军委会战时运输管理局。当时国民政府在川机构有：四川公路管理

局、川湘公路管理局、川滇西路管理局、川陕公路管理局、川康公路管理局以及西南公

路管理局重庆办事处，川滇东路管理局泸县办事处。 ．

国民政府各部、会在川的运输机构，除全国指挥机关及各路管理局外，还有两大机
· 构：

一 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西南运输处)
‘

民国27(1938)年4月开始派车入川，分别在重庆设分处、泸州设支处，各辖两个

+汽车大队，共约六、七百辆汽车。经办重庆．泸州至昆明往返的战时物资运输任务。民

国3I(1942)年11月，该处在川业务分别移交中国公路运输公司及川滇东路运输局．

中国运输公司
‘

。

民国30(1941)年，根据美国顾问团建议，由交通部川桂(广西)公路运输局及财

政部复兴商业公司运输部合并组成。总公司设在重庆，营运区包括川，黔，滇、桂、湘

五省公路。在重庆，泸州设有运输处，营业区、站务段、机务段；在秀山设有川湘转运

处。公司有客车338辆。货车1555辆。7月，改隶运输统制局，名义上仍保留公司衔称，

实际已变为军运机构。民国32(1943)年7月，公司归并交通部西南公路运输管理局。

此外，国民政府各部会在川运输机构尚有：军委会航空委员会、经济部资源委员

会、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的运输机构，规模大，车辆多；其他还有甘肃油矿局运输处．农

本局运输处，盐务总局运输处、中央信托局运输部、中国茶叶公司运输部以及中央、中

’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运输部等，均各有上百辆汽车。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各部会撤离四川，全国公路运输机构实行调整。全国公

路分为9个区，川康两省属第五区。交通部公路总局在重庆设第五区公路工程管理局，

并在局内设运输处，负责办理全区公路运输。民国36(1947)年6月，运输处划出第五

区公路工程管理局，改组为公路总局第五运输处。此外，西北第七运输处，川湘线第二

运输处，川黔线第三运输处(后改为第十运输处)、川滇东路第四运输处，分别在广

元．泸州等地设分处，办理跨区运输业务。

四、西南区运输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运输业务由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公路管理局兼办。

‘国营西南区运输公司
’

1950年s月，以接管的国民政府公路总局第四(昆明)，第五(重庆)、第十(贵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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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运输处为基础，在重庆成立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国营运输公司，经理肖鹏。后改

称西南国营汽车运输公司。1951年7月，中央交通部统一大区运输公司衔称，定名为国

营西南区运输公司。

西南区运输公司兼办重庆区业务：在昆明、贵阳设分公司；成都设业务所，划区经
营西南干线运输业务。

’

1

西南区运输公司成立后，形成大区和省(行署)并存的两个独立运输体系。大区内

各大、中城市，既有西南区分支机构，又设有省(行署)的分支机构。1c51年，云南，

’贵州、西康、川西、川北，JII南各省(行署)运输机构先后并入西南区运输公司统一经。

营，行政仍归当地政府交通厅管理。西南区运输统一经营后，在泸州、成都、南充，雅

安四地增设分公司。 ：

1952年6月，全国交通会议决定“领导以大区为中心，经营以省为中心”①，西南

区运输公司撤销。原I≤公司兼办的重庆区业务，以原西南区运输公司本部为基础，于

．1952年7月成立国营重庆运输公司，隶属西南交通部。1952年底，移交四JIf省．

国营西南区联运公司．

1951年1 1月在重庆成立，经理张云。．受中央交通部和西南交通部双重领导。昆明、

贵阳、雅安，成都，泸州，南充设分公司，万县设支公司，重庆设直属联运站。联运公

司业务内容，主要承受物资方的货物托运，联系运输工具，并代办装卸、中转．纳税，

报关等一整套运输手续；为运方组织货源，配载，以及办理各种运输方式之间、．各运输

工具之间的衔接，物资运输一票到底。并附设仓库、旅社，食堂等生活服务设施。运输

业务遍及全国各地，为承托双方节约了人力．物力、财力，提供及时，方便的运输条

件。 。

1952年，全国运输会议认为“合并有利”，同年底，西南区联运公司撤销。各地分

支机构并人当地运输公司；重庆联运站移交重庆运输公司。

公私合营长江汽车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原名长江联运公司)。

1951年2月，西南公安部抽调一批干部，接替西南工业部兵工管理局，修复二十一

兵工厂修理厂停驶汽车eo辆，于同年2月在重庆组成长江联运公司，以承运兵工系统物

资为主。1954年，西南财政经济委员会将公安部门没收款100亿元(折合新人民币100万

元)投资购汽车76辆，并吸收私车入股合营，定名为公私合营长江汽车运输股份有限公

司，经理陈学品。公司设董事会，公股占总投资的81．9％。同年10月，公司划归四川省

交通厅运输局领导，重庆运输公司代管。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并入省属重庆运输公

司。 ．，
、

·

五、四川省运输机构

建国之初，I四J11分为川东，川南、JlI西．川北4个行政区(建制与省同)。4个行署

及西康省各皆组建有运输机构，分别设在重庆。泸州，成都．南充、雅安等地，隶属各

行署(省)交通厅领导。
’

．

①国营西南区运输公司《关于运输体制调整后的财产财政处理的指示》(1951年12,q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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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营川东运输公司．

1951年1月，川东行政公署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所拨军用汽车46辆，在重庆

组成川东运输公司。同年7月，在大竹、万县、酉阳三专区成立运输支公司。1952年7

月，川东公司撤销，人车并入大竹支公司。同年lO)l，酉阳支公司改为车站，万县支公

司并入大竹支公司。 、．
，

·

国营川南运输公司
’

1950年3月在泸州成立．1951年5月改隶西南区运输公司称泸州分公司。1952年7月

归属川南，更名国营川南运输公司。

国营川西运输公司
’

1950年7月，川西行政公署接管原四川省公路运输公司，经过整编，在成都组成。

1951年4月，改隶西南区运输公司，与区公司成都业务所合并组成成都分公司。1952年7

月，归属川西，更名国营川西运输公司。 ，

国营川北运输公司

1950年4月，川北行政公署在遂宁成立川北运输队(仅骡马车20辆、骡马87匹)。

1951年1月，以川北行署汽车队13辆汽车(其中客车5辆)为基础，在南充成立川北运输

公司。同年7月，改隶西南区运输公司称南充分公司。1952年7月，归属川北，更名国营

川北运输公司。 r

国营西康省运输公司

1950年3月，西康省政府接管原西康省公路局汽车10辆，退役军用汽车20辆在雅安

成立，经理朱平。1$58年6月，并入西南区运输公司称雅安分公司。1953年1月，与西南

区联运公司雅安分公司合并，改组为国营西康省运输联运公司。同年8月联运停办，衔

称取销“联运”。

国营四川省运输公司。 、。·

’r 1952年lO月，由四个行署领导的川东、川南、JII西．川北运输联运机构分别合并，

在成都组成四J11省运输公司，四】11省联运公司。同年12月，两公司合并，改组为国营四

川省运输联运公司，经理江益成。1953年1月，与西南区下放的国营重庆运输公司合并，

以重庆公司为基础，组成新的省运输联运公司．兼办重庆区业务，辖成都，泸州、南充分

公司。同年8月，全省联运停办，改称国营四川省运输公司，
●

四川省交通厅运输局 ⋯．J一 ．

1953年11月，省公司由重庆迁至成都。重庆新组恁分公司，南充分公司改为支公

司，隶属重庆分公司。1954年3月，省公司改组为运输局，局长江益成。各分公司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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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营四川省××(驻地名)运输公司。

1955年10月，西康省建制撤销，归并四川省。西康省运输公司改称雅安运输公司，

辖康定、西昌两支公司，隶属运输局。至此全省运输体制统一。

1 953年1月及9月，南充支公司，西昌支公司分别升格为运输公司。到此，全省已有

成都、重庆，雅安、泸州、南充、西昌64"运输公司，营运汽车14lo辆(客车153辆，，货

车1257辆)。全行业合营后，到1957年5月，发展到2850辆(客车28l辆，货车2569辆)。

1957年5月，运输局撤销。各地运输公司直属省交通厅．

1958年5月，省交通厅决议。改变省统一管理为分区管理，全部下放专、州，市”。

①自7,9起，全省e个运输公司及车辆，员工，按行政区划分成19个独立企业，交由地方

管理。运力平衡、调度，区域问运力协调，以及技术经济定额指标，运价拟定及调整，

仍由省管理。
。

企业下放后，正值“全民大办钢铁”，运力普遍不足。先后成立两支由省直接掌握

的机动运输队伍，保证钢铁、粮食、商贸等重点物资的运输。

四川省钢铁运输公司

1958年1 1月在成都成立，经理李国{梁，

车队，分驻备重点物资地区，担负“三保”

6月，并入四川省汽车运输公司。

直属省交通厅。有汽车1223辆，组成18个汽

(保钢，保粮．保商贸)运输任务。1962年

四川省商业运输公司

1958年12Y1，工农业“大跃进”期间，．为“钢铁元帅升帐”让路，确保粮食和商贸

物资运输，国务院调拨汽车1000辆(实到863辆)，由交通，粮食、商业三厅各派三分

之一干部，在成都组成i直属粮食厅。

这批车辆，商业运输公司直接掌握200辆，分成两个队作为机动运力；其余668辆，

按地区组成以地区为名的汽车运输队。照顾面上粮食，商贸物资运输。1959年8月，商

业运输公司驻各地汽车队全部移交当地运输公司．1961年11月，又收回519辆汽车编入

钢铁运输公司建制。

四川省汽车运输公司

1962年6月，贯彻中央关于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各专、

州、市运输公司和省钢铁运输公司一并集中，成立四川省汽车运输公司，经理王芝。省

公司成立后，按经济流通领域，将原20个运输公司缩编为13个。终因区域管理的习惯，

先后依旧恢复按行政区划(地．市．州)设立公司。各按地区名定为。四川省汽车运输

公司××(地名)公司．”
‘

省公司成立后，全省所辖20个工厂缩编为2个翻胎厂，14个修理厂；89个汽车队缩

编为50个；236个汽车站调整为206个。原有的汽车4749辆(其中客车336辆)，除呈准报废

①四川省交通厅《关于改进汽车运输体制的报告》，一1968年5月6Et(四川省档案馆

交通厅1958年永久4卷7一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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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O辆外，保留418j辆。职工20't05人。有7280人动员返回农业第一线。
‘

1 9G：年， “文革”开始。省公司及所属各公司业务基本停止。1969年实行“军管”，

成立业务组及。斗批改组”，分别处理全省汽车运输系统运输生产及。文化革命”。

1972年7月，省公司恢复工作，经理陈歧山。

四川省汽车运输公司大件运输队
’

1975年，为承担四川化工厂从日本引进大型成套设备，国家投资250余万元，子同
‘

年10月3日在成都组建四川省汽车运输公司大件运输队，直属省公司。·配备有225吨大型

平板车2台(合成后为450吨)，400匹马力牵引车2台，40吨平板车5台。

1978年5月，省委县委书记会议决定： “为了更好地为农业生产和‘五小’工业服

务，省革委同意省交通局抽调汽车2000辆下放各县，以加强县车队的建设”。车辆下

放，充实了地(县)运输实力，加快了地方运输企业(车队)的建设。到1e85年，地
’

(县)运输企业(车队)巳发展到l￡5个，客货汽车8948辆。

、 I毛83年3月，重庆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省府决定。省属在渝1"4个交通企

业、事业单位下放重庆市交通局管理，、以完善改革的配套，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作

用。”①这批下放的企业有：省属重庆汽车运输公司，永川汽车运输公司两个运输企业；

重庆交通机械厂，重庆翻胎厂两个交通工业企业，包括客货汽车1485辆(客车500辆、

货车985辆)。

．1984年5月， 。为加强成都市的经济实力，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省人民政

府决定将部分省属企业下放给成都市领导管理。”②这批下放企业是：省属成都汽车运

输公司．温江汽车运输公司两个运输企业；高升桥汽车修配广．东方红小汽车修配厂，

红牌楼翻胎厂3个交通工业企业，包括客货汽车1275辆(客车495辆．货车780辆)．

1984年7月，省人民政府决定将28个省属企业分别下放给自贡、德阳，泸州三市领

导管理。”③这批下放企业中，运输企业有：省汽车运输第三十六队(自贡)，省汽车

运输第二队【中江)。泸州汽车运输公司，泸州交通机械厂，包括客货汽车637辆(客

车269辆，货车3：8辆)。 ·

I￡85年1月， “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今后各级政府部门原

则上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省级各厅、局原则上不再管企业，省属企业原则上都要下

放。没有市的下放给地区。”④这批下放企业有：省属涪陵、万县、内江、宜宾、乐

山，绵阳、南充，达县、雅安、汶川。康定、西昌等12个汽车运输公司，包括客货汽车

7454辆L客车2897辆、货车4557辆)。这批企业的下放交接工作，先后于同年9月办理完毕。

①四川省交通厅1983年6月14日)11交办字028号《印发“省属在渝交通企业事业单位
· 体制下放交接会议纪要”的通知》 ．

②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1984年5月1 1日川办发(1984)28号《关于将部分省属企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1984年7月1日川办发(1984)35号《关于将部分省属企业

下放给自贡．德阳，泸州三市的通知》

④四川省计经委1985年1月31日川计经(1995]128号《关于省属企业下放的几项具

体规定的通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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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3月18日，大件车队更名为四川省大型物资运输公司．包括省交通运输技工

学校仍由省暂管。四川客车厂、雅安交通机械厂，内江汽车修配厂，成都柴油汽车修配

厂4个交通工业于1984年12月并入省交通-r'_]lit公司，全省17个运输企业、64"交通工业企

业人，财、物全部下放。 。

．企业下放后，自贡市以汽车三十六队为基础组建自贡汽车运输公司；德阳市以汽车

二队为基础，组建德阳汽车运输公司；广元市以汽车三十七队为基础，组建广元汽车运

输公司；遂宁市以汽车四十队为基础，组建遂宁汽车运输公司，包括19C5年组建的渡口

市汽车运输公司在内，全省已有大、中型国营运输企业22个。

四川省交通厅公路运输管理局

“省汽车运输公司在所属企业下放后，改为四川省交通厅公路运输管理局，作为全

省公路运输行业管理行政机构，代表政府行使公路运输管理职权”。①1985年4月1日，

四川省交通厅公路运输管理局行文正式组建，局长巫方荣。 。局内机构设办公室(包括

来信来访工作)，政策研究室、运输管理办公室、企业管理办公室，科技教育办公室和

规划统计办公室等部门。”@

省交通厅公路运输管理局成立后，着手组建全省公路运输管理基层组织。同年底，

20个市、地．州均建成由当地交通主管部门领导的公路运输管理处(站>；全省215个

县级单位，除三州边远地区的个别县外，均已组建公路运输管理所(站)；乡(镇)交

通运输管理站达800余个，占全省乡(镇)总数的eo呖，形成了由省到乡(镇)的四级

公路运输管理体系。

同年，金省统一了行业管理标志服装。

第二节体制演变
一，官督民办

民国15(1926)年，四川军阀各领防区军政权，实行防区制。各防区内马路和长途

汽车，均由各军管理，是为。官督民办”。二十八军驻防成都东西北各县地区，防区马

路和长途汽车由所属各师督办，由驻军派监察干预营业。二十四军驻防川南，责成川南

马路总局统一管理防区马路和长途汽车，并分线设分局执行监督。规定官办汽车业务归

各马路分局办理；商办汽车业务，由马路局监督。凡在辖区内设立汽车公司，须经马路

总局批准立案，营业情况每6个月报总局核查。二卜一军驻防川东，防区马路和长途汽

车，分别由渝简、渝万两马路总局办理。沿马路各县，责成各县分局办理。同时由各县

集资，办理县段长途汽车业务。二十九军驻防川西北，防区马路和长途汽车，以绵阳，

潼川(今三台县)为中心，绵阳由军长督办，潼川由副军长督办。各路分别由所属师，

旅长督办。各马路通车后，驻军师、旅长略为“投资”，即与各县士绅共同组织公司办

①四川省交通厅1985年3月22日川交办(85)字19t号《关于四川省汽车运输公司改

为匹t)11省交通厅公路运输管理局的通知》

②四川省交通厅1985年5月28日川交办(85)字第365号《关于对厅公路运输管理局

内部机构设置的批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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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长途汽车业务。

二、统一营业

民国24(1935)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整理四川路政，规定公路汽车

运输实行统一营业。 。凡公路干线及交通频繁之路，概由省公路局统一营业，通盘支配

车辆”，禁止私人或商办公司在省公路局营业线路内营业。对私人或商办公司营业车

辆，由省公路局登记择其可用者估价收买；不愿出卖的只能在省公路局专营线路之外，

指定路线，准其成立公司行车营业。路局按行营颁布的《监督商办汽车公司营业章程》，

对商车营业进行管理。并在商营路线设管理段，站，监督商营车辆行车营业。同时由省

政府建设厅四川公路局及商车选派的代表，组成商车管理委员会，处理商营车辆的营业

事项。 ．

，
●

，

三、战时管制

、：一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即对后方各省汽车及司机实施战时管制。四

川公商汽车编为一个总队，以备战时征用。总队下设区、中，小队。总队长先后由省主

席刘湘．省公路局局长魏军藩兼任。同时制订《非常时期统制汽车及司机办法》，并对

运输及运输线路，车辆及燃材料、汽车技术员工，制订了管制办法，对公路运输实施全

面战时管制．民国27(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军委会即授权后方勤务部，对后

方交通机关统筹调度，监督一切军用及民用运输工具。以后运输统筹指挥机关迭经调

整，民国29(1940)年1月，军委会始成立运输统制局，统筹指挥战时交通运输。两年

后，运输统制局撤销，交通行政管理归交通部公路总局；指挥、设计由军委会运输会议

主持。民国32(1943)年1 1月，战局直接威胁西南，军委会又成立战时运输管理局，军

公商运均置于管理之下。四川公路局、西南公路局．川湘公路局．川陕公路局、川滇东

路局、川滇西路局、川康公路局均改为管理局，直属战时运输管理局管理。

四、战后体制调整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决定开放民营汽车。民国35(1946)年1月，交通部召‘开全
’

国公路会议，调整公路运输。将干线公路划分为国道、省道。国道由交通部设机构经营

管理；省遭由省政府机构经营管理。同时开放商营汽车。除川湘．川黔、川陕、川康．

川滇等省际干线由交通部公路总局分区设管理局运输处经营管理外。西康省道由西康省

政府设机构经营管理；四川省遭由省公路局管理，运输业务由路局划出的省公路运输公

司经营．

全民所有制运输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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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解放之初，汽车运输沿袭旧例，由政府交通主管部门管理、经营。这种集政企

于一体的运输体制，一直延续三十余年。全民所有制性质，确定了汽车运输企业的主导

地位和骨干作用，对于当时在车辆拥有量几乎和国营运输企业相等的私营汽车运输业，

则由交通主管部门根据“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实行统一调度统一货源．统一

运价的。三统”管理。到全行业公私合营后，私营汽车全部并八国营运输企业，形成长

期独家经营的局面。

民国时期24年运输体制的特征，基本上是官(军)商一体；解放以后的36年，则是

政企合一。集管理与经营为一身的运输体制。

西南大区时期，各省(行署)运输管理属西南交遁部公路管理局；经营由各地交通

主管部门领导的国营运输企业承办。四JII合省后，运输行政管理主要由省交通厅负责；

全省汽车运输经营，则由省运输公司承担。

1954年3月成立的省运输局，为企业的行政管理机构，并受交通厅委托，兼管私营

汽车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对机关企事业零散车辆、群众运输工具(非机动车及

人，畜力运输)的管理。 ，

，

省运输局撤销前后，省交通厅先后成立运输计划委员会．运输指挥部，加强对全省

运力、运量的计戈Ij管理。省属企业下放各专、州，市管理的4年，全省运力．运量的平

衡、协调，仍由省管理。

1962年省汽车运输公司重建，统一了全省汽车运输的经营。在此期间。相继发展起

来的市(县)交通专业运输企业，以及大量涌现的机关企事业车辆，则由交通厅运输

处．地方交通处负责管理。这种体制，一直持续到1985年全省企业下放。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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