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4

——— ——— ——— ——— ——— —
收稿日期: 2011 － 12 － 16
作者简介:杨勇 ( 1973 － ) ，男，安徽淮北人，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硕士。

淮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第 33卷 第 2 期 Journal of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Vol． 33 No． 2
2012 年 4 月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Apr． 2012

试论建国初期陈云交通建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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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国初期，新中国的交通运输能力十分落后。时任政务院( 后改为国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主任的陈

云对交通事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提出了一些交通建设的措施: 重视交通事业的恢复和发

展、重视和改进铁路系统的经营管理水平、强调使用好现有交通工具、集中力量克服困难、利用兵工修筑铁路、调

动党外专家人才和民主人士工作的积极性等。这些措施体现了陈云的交通建设思想，对今天仍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建国初期;陈云;交通建设

中图分类号: K2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 － 0683( 2012) 02 － 0064 － 03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是物质生产和商品流

通的支柱，也是国民经济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要

条件。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铁路、公路、港口、水

运都十分落后。在陈云等中央领导指导下，新中国的交

通运输事业得以大力恢复和发展，为新中国的政治稳定、

经济恢复和社会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建国初期的交通运输状况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铁路、公路、港口、水运运力都十

分落后。铁路方面: 旧中国修建的铁路不仅数量少，质量

低，而且分布范围不广，大部分在沿海地区，西南、西北

地区几乎没有铁路。公路方面: 新中国的公路运输十分

落后。从 1906 年动工修建广西友谊关至龙州的公路算

起，到解放前近半个世纪，全国只修建公路 13 万公里。

由于年久失修和战争破坏，这些公路缺桥少涵，路况极

差，汽车也大部分破旧不堪。而且分布很不平衡，绝大多

数集中在沿海地区，广大内地和边疆省份公路极少，几

乎都是靠肩挑背负及畜力运输。水运方面: 建国初期沿

海港口只有 300 多个，其中深水泊位 60 个，吞吐量仅有

469 万吨。内河港口几乎是空白。在内河航道方面，建国

初期内河航道通航里程仅 7． 36 万公里，其中可通机动

船的仅 2． 42 万公里。为了改变新中国在交通运输事业

方面的落后状况，中央设立了交通部和铁道部，负责指

导全国的交通恢复和发展。当时担任政务院 (后改为国

务院) 副总理兼财经委主任的陈云在交通建设中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

二、陈云交通建设思想及实践

(一 )重视交通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建国初期，陈云重视交通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他反复

强调交通运输是一件大事，是全国经济的杠杆。1949 年 11

月，陈云在第一次全国交通会议上指出:“现在情况是运输

要求与运输力不平衡。对铁路、公路、轮船的运输要求都很

大，但运输力很低，我们掌握的运输力特别在明年不适应

这种需要。……总之，运输要求量高，运输力跟不上，这一

困难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大力克服它。”[ 1 ] 33 为加强交通

建设，陈云强调:“应该恢复从前的运输公司，通过这些公

司使所有的零担土产集中装卸。但在目前条件下，运输还

应该充分利用落后工具。因为中国汽车太少，而且大部分

是木炭车，单靠汽车是不能完全解决城乡交流需要的。北

方大车的总运量超过汽车的总运量，南方木船的总运量超

过轮船的总运量，是最基本的实情，假如不注意这一点，就

是没有抓住大头，没有抓住重点。”[ 2 ]大力搞好运输，长途

贩运，互通有无，活跃城乡交流，达到便利市场贸易、方便

人民的目的。关于发展交通运输，1951 年 8 月，陈云在全

国民族贸易会议上指出:“要搞好边疆交通运输，必须把当

地交通先搞好才行。……但是，要西南、西北建设近代化的

工业，首先要解决运输问题，以便能很顺利地把这些工厂

设备运送过去。因此，交通问题很重要，只有先解决交通运

输问题，才能谈到在西南、西北发展工业，而发展交通运输

也是要有重点地进行。我们的步骤是先搞好内地交通，再

把内地交通线逐渐向西南、西北延伸，有好的运输条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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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能在西南、西北建设大规模的工业，并把工业动力需

用的煤炭源源不绝地运送前去。因此，都得有计划地重点

创造，不能空想样样都搞，一齐动手。”[ 1 ] 308

在谈及交通和其它经济发展的关系时，陈云说:“运

输工作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工作，每一经济发展步骤要配

合交通的发展。各种工厂生产各种产品，重量很大，数目

很多，需要大量的运输工具，否则工业的大规模发展也不

可能。我们必须重视这一工作。”[ 3 ] 663 经过几年的建设和

发展，全国的交通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有力地促

进了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二 ) 重视和改进铁路系统的经营管理水平，强调交

通建设的投资和质量

1951 年 1 月，陈云对铁道部车辆周转率由 1949 年

12 月份的四点三八天缩短为三点三四天给与表扬。同

时，指出铁道部缺乏健全的经济核算制，由不少因返工而

造成浪费的缺点。他提出了三条意见: 第一，切实掌握季

节平衡运输。在铁路运输工作上，铁道部门要把冬季忙、

夏季闲的货物运输有计划地组织起来，那在收入方面就

会增加很多。第二，通过提高客运能力增加一部分收入。

第三，通过提高客运票价增加一部分收入。陈云不赞同提

高煤炭、粮食和土产品的运费。他计算现在每公里客运票

价等于抗战前的 33%，提高客运增加一些。但是为了照

顾今天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不要加得太多。认为客票再

增加 20%，可以考虑。并计算这样一增价，就可以有三亿

元的收入。陈云提出的这些意见对于改善和提高铁路系

统的经营管理水平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

在建国初期经济建设资金十分匮乏的情况之下，陈云

仍较大限度的增加交通建设的投入，在编制第一个五年计

划时，陈云在中央讨论五年计划纲要草案会议上作了说明，

他说:“( 一)交通问题主要是个投资问题。陇海、同蒲两条路

究竟投资多少，财政部、计委要计算。现在提出二十万亿元，

不可能列上，到底需要多少，能拿出多少，再摸一摸。财政

部、计委研究一下，哪些应该列入，哪些不列入; 要分重要的

和次要的，哪些可以摆到年度计划，哪些可以推迟。(二) 铁

路问题中，一波同志提出质量问题是很重要的，我同意。质

量如果搞不好，子孙都会骂的。今后，我们要新建的铁路，许

多都发展到沙漠和山地，技术上修建更困难，必须搞好质

量。今天搞铁路不像过去恢复时期，只要把车推过去就可以

了，因为那时把平板车推过去，比大车还好些。现在可不同

了，要建设就要作长期打算。有人说先通再说，有人说通八

个月修理四个月，这些说法都是不对的。等到将来铁路建成

后，质量不好，这条路有问题，那条路也有问题，毛病很多，

那时就要骂娘的。所以，必须要搞好质量。 [1 ]506 － 507陈云对

交通建设投资和重视铁路建设质量的意见和措施，为全面

推进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三 )强调使用好现有交通工具，集中力量克服困难

对于建国初期交通困难的形势，陈云指出，使用好现

有的交通工具，集中力量克服困难。陈云认为:“我们要克服

眼前的困难，好好组织使用现有交通工具是很重要的。在长

江运输中还应统一管理，地区有华中、华东、西南之分，但江

河是整个的，如果各管各不统一，航运载重、水上标识也不

一样，便会减低运输力。长江的运输力应该在四川解放后全

部组织起来，公营私营都要组织，配合中央交通部研究这一

问题。长江两岸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带，运输要求很高。我们

应将长江运输比较多地集中在中央交通部手里，大船、小

船、机器船、木头船、公营船、私营船，都合理组织，再将长江

统一管理，和铁路有进一步的分工与配合。比如，哪些地方

我们可以用水运工具 (这些地方是比较安全的) 来减轻铁路

运输，使轮船在某一地带行使其代替铁路的任务。东北、华

北某些地方，更多使用轮船代替铁路已经存在可能性。要依

据经济需要，对那些地方轮船少，又是铁路交叉点，货物多

的公路，公路局要特别加以组织，以汽车组织运输，将货物

运到铁路上。当然，必须有重点，不能普遍发展，这样对全国

经济发展才有帮助。这就要求将全国的运输力量，人力、物

力，更进一步地加以组织。”[ 1 ] 35 － 36陈云指出了这些都是成

功的范例，虽然我们的运输能力是小，是有困难，但是只要

加以组织，便可以发挥巨大的力量。尤其是针对上海的物资

供应、商品流通问题，当时铁路运输效率低，而上海市对商

品和各种物资的需求量大的特殊情况，面临着严重困难。陈

云采取了有力的措施，亲自抓运输问题，使通往上海的铁路

很快就全部修复，打赢了“粮棉之战”和“运输之战”，上海的

物资供应、商品流通问题全部解决了。

(四 )利用兵工修筑铁路

在提出修复天兰线、天水至成都线、成渝线、叙府至昆

明线、昆明至贵阳线、黔桂线、湘黔线的铁路计划时，陈云和

薄一波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了书面报告，提出:“拟议以

西北、西南、华中的剩余兵力，除去进行农业生产、水利工程

外，有计划地使用于修筑某些必要铁路的路基、山洞，利用

军队的空闲劳动力，争取时间，把今后几年内需要或可能修

筑的铁路，先筑好路基，以便鞍山向苏方订购的轧大钢轨机

器到达而出货时，适时铺轨。”[ 1 ] 59 采取兵工修筑铁路的意

见，陈云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和筑路的意义，他指出:“军

队包工所得工资中，属于归公部分百分之六十，拟大部归大

公; 个人所得百分之四十，拟以四分之三作定期储蓄，或购

公债，由政府分几年摊还。总之，政府今年只支出十三亿斤

中之十分之一二。……此事好处有四: 其一，利用了军队空

闲劳动力。其二，绝大部分路线国民党时已动工。其三，建筑

西北、西南干线，沟通全国，有国防价值。其四，改善西北、西

南民生。”[ 1 ] 60当时在莫斯科的毛泽东看到这封电报颇为满

意，十分赞同陈云、薄一波提出的用军队修筑铁路的计划，

要求立即着手布置进行。1950年开始有重点的修建成渝、天

兰铁路和湘桂铁路的来宾至睦南关(今友谊关)段，1952 年

相续完成了这三段铁路的铺轨通车任务。通过利用兵工修

筑铁路，集中最精干的力量加快铁路建设，对交通事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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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五) 调动党外专家和民主人士的积极性，集中各方

力量发展交通事业

建国初期，随着全国的基本解放，经济建设被提上日

程，建设国家需要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当时各种技术人员较

少，技术力量不足，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这种情

况需要调动党外专家人才和民主人士工作的积极性。陈云

在 1949年 11月召开的全国交通会议上指出，“我们党内交

通运输人才很少，懂这些的人也不多，我们没有经验。交通

工具是现代化的，要有专门的技术和知识。只有老解放区的

人，没有全国在这方面经验丰富的人合作，是不能完成现在

困难将来又很伟大的交通任务的。党员同志不要以为过去

做过、将来也可以包下来，这是对人民事业儿戏的态度。我

们要将事情搞好，就要和全国人民合作，将党外有经验的人

才看作是我们国家的财产。”[3 ] 664 而且陈云相信“专家们将

来不少也会变成中共的党员。”[1 ]37 陈云同志在用人的标准

上，坚持的是“不讲有没有私人关系，只讲对国家有没有

用。”[1 ]37这些讲话对调动当时交通部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

章伯均等广大党外专家人才和民主人士工作的积极性具有

重要的促进作用。

为了尽快发展交通运输业，陈云强调:“还有公私之间

的合作。我们的交通事业发展不够，而且差得很远，应该集

中国家和民间可以集中的力量共同发展，这对国家、对人

民、对私人都是有利的。这个事业前途远大。私人对国家应

采取合作的态度，政府对私人也应采取合作的态度，两方

面只要合作得好，交通事业的发展是会好的。我看应该合

作得好，因为中国交通事业太落后，过去没有发展的可能，

现在有了。……合作对彼此都有利。不仅私人有利，而且为

国家的发展和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些事情是更有

意义的。我很希望全国交通事业在公私合作的条件下能合

理地大踏步前进。”[ 1 ] 38陈云的这些讲话和认识对中央的

决策有着很大影响，随后中央制订了通过加强公私合作的

政策，集中各方力量，共同促进了交通事业的发展。

三、陈云交通建设思想的启示

陈云关于发展交通建设的思想是陈云经济思想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陈云经济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陈

云交通建设思想体现的加快交通建设、集中利用资源和力

量、重视综合衡量和协调及活跃经济、方便人民等方面对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着深远的启示价值。

(一) 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明确交通建设和发展

的目的性

陈云重视交通事业的恢复和发展、重视和改进铁路

系统的经营管理水平以及对交通建设的关注等无一不是

出于对人民切身利益的关切，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

位，这也是陈云交通建设思想的集中体现。通过交通建

设，加强城乡物资交流，促进了国民经济建设，推动了经

济发展，改善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出行条件，丰富了人民的

物质文化生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是我们社会主义

建设发展的目的和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新时期，中国共产

党不断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发展

思路与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作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目的，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

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不断为广大人民谋福祉作为党执政的内在要求和

建设发展目的。

(二)重视交通部门内部及其它各部门的紧密联系

1951 年，陈云指出铁道部要建立健全的经济核算制，

应切实掌握季节平衡运输，尤其重视经济发展步骤要配合

交通的发展。这种思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更

具有重要的意义。2008 年 3 月，中央政府进行政府机构改

革，组建了交通运输部，在推进综合运输体系建设方面迈

出了积极的步伐。主要是推进各种运输方式有机衔接配

合，实现交通运输资源优化配置，发挥各种运输方式比较

优势和组合效率。为加快构建现代综合运输体系，国家注

重从加强公路水路民航交通运输的有效衔接、加强中心城

市综合交通运输枢纽规划建设及各种运输方式的衔接、加

强城市客运和农村交通的衔接以建设统一协调的区域和

城乡交通运输网络和整合交通运输资源以搭建便捷、通

畅、安全、高效的综合运输平台四个方面做好工作。 [ 4 ]

(三)特殊时期要集中利用交通资源

陈云曾利用统一管理交通运输资源的办法，成功解决

建国初期运输能力小、运力不足的问题。在社会日渐关注

民生的今天，特殊时期的交通运输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

点，尤其是在春运和学生假期。当然，造成特殊时期运力紧

张的最主要原因是铁路、公路、水运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无

法满足特殊时期大规模运输力的需要，这时如果集中利用

交通资源，会对紧张的运输能力，起到一定的改善作用。近

几年春运，在客流高峰到来期间，铁路部门采取集中利用

交通资源，加强统一管理的办法，停开货车保客车、停开短

途客车增加中长途客车、以硬卧代硬座、加大对重点地区

的支援力度等措施，进一步优化运力资源配置，实现有限

能力利用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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