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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减轻经济危机对其影响，为了进一步控制中国、掠夺中国的资源，
强迫清政府（及其后的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出让在中国建筑铁路的权益。近代中国铁路的建
筑史，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历史的缩影，就是中国社会一步步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历史的缩影
。本书介绍了旧中国（1847～1949）铁路建筑史，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简略指出了
铁路对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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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只看了9、11章以及书后的统计表⋯⋯数据很丰富，但是我真的受不了一口一个帝国主义侵略、国
民党反动派、最后再赞美一下某党啊，学术著作不带这样写的，而且非常怀疑此书不过是经过筛选了
的剩的不多的历史
2、内容详实，但观点太陈旧
3、学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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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只看了9、11章以及书后的统计表⋯⋯数据很丰富，但是我真的受不了一口一个帝国主义侵略、国
民党反动派、最后再赞美一下某党啊，学术著作不带这样写的，而且非常怀疑此书不过是经过筛选了
的剩的不多的历史第九章 国内外反动统治势力对铁路的控制经营及其陌路第一节 帝国主义控制影响
下中国铁路的管理经营体制和运价、联运问题各国以运价制度做杠杆，相互勾结又互相排斥。一、管
理经营体制两类中国铁路：1、帝国主义国家直接建筑的铁路以经营权换投资2、本国建筑的铁路（1）
帝国主义国家投资建设，为国有铁路（2）少数是民营、省营、公营，有一些与外资有联系1928年开始
，国民政府大量收回路权中国的铁路都是在帝国主义不同程度的控制下经营的。二、运价帝国主义国
家约定中国铁路不得实行差别运费率，无权给中国自己的货物运输以优惠待遇。丧失运价自主权，铁
路运价任由各国控制，标准繁杂不一。铁路沿线的外资煤矿往往享有低价优惠，甚至拒绝运输中国产
品，中国农产品运输享有优待。总之都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三、联运制度最初各国自己发展，没有
联运；一战之后开始谋求联运。最初只是联站换车，装卸不便。后来开始国际联运和水陆联运。P356
表9-2 中东南满两路联运发货量及增长趋势1912-1928年联运虽然有利于密切国内各地区联系，但考虑
到运价，更适应于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第二节 运输效能、运输内容和特点一、线路、车辆利用情况
（一）铁路营业里程的变迁P357表9-3 1894-1931年铁路营业里程（分类）P358 表9-4 1941-1945年铁路营
业里程（二）铁路线路的利用情况P359 表9-5 行车密度比较1918年除了抗战初期利用非常，一般而言
铁路运输并未充分发挥其运力中国国有铁路远不如外国控制铁路运力发挥得充分在完成的运输量上不
及外国，甚至印度（三）车辆利用情况P360 表9-6，9-7 铁路货运密度车辆不足，机车能力不能发
挥P362 表9-8 历年机车行驶公里1920-1936年机车利用在上述16年间毫无进步P363 表9-9 机车挽力、客车
座位、火车载重增长指数1915-1936年货车调度失当、装载失当、管理保养不当、货车修理比例过
大P364 表9-10 各路车辆利用能力百分数1932年前后P365 表9-11 主要干线货车利用状况1915-1935年P366 
表9-12 客车利用情况1920-1936年6月表9-13 车辆利用率二、运输内容和运输特点（一）客货运输概况
客货运量不能和发达国家比，与印度也有很大差距但客货运量都有显著增长客运促进外出务工和移民
货运促进农产品商品化，推动矿藏开发进出口增长铁路运输中70%左右是农矿产品P369 表9-14 历年铁
路客货运输量1907-1936年表9-15 全国铁路历年煤运量及其在商运总量中的比重1915-1933年与总人口相
比，微不足道。（二）货运流向和客运特点工业制品从沿海流向内地，农副产品的流向恰恰相反P371 
表9-16 国有铁路历年载运各货种量及其增减情况1916-1937年6月P372 表9-17胶济铁路工农产品流
向1928-1935年与货运流向相关的两个突出现象1、同条铁路的上下行间和东西行间货运不平衡2、季节
之间不平衡运费不合理加上联运制度多弊陋，使得货运运输距离平均较短P375 表9-18各类货物每吨平
均运程1916-1935年政府运输在总量上占很大比重，其中又主要是军运P376 表9-19 各类货运比
重1932-1936,1-6月P377 表9-20 均匀在客运中的比重1920-1925年，1931-1936年6月表9-21 京汉路上客运中
军运的比重1919-1925年P378 表9-22 京奉路上客运中军运的比重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铁路的运输和经
营（一）中东铁路P380 表9-23 中东铁路历年货运情况1912-1923P381 表9-24 中东、乌苏里两路联运历年
始发货量表1908-1928年表9-25 中东铁路历年客运情况1903-1927年P382 表9-26 中东铁路历年营业收支
表1904-1930年（二）南满铁路P384 表9-27 南满铁路车辆历年递增表1907-1926年P385 表9-28 南满铁路货
运、客运概况1907-1930年P386 表9-29 南满铁路历年营业收支情况1907-1931年P388 表9-30 南满铁路的利
润率1928-1931年（三）胶济铁路P389 表9-31 胶济铁路历年红利率1905-1909年表9-32 胶济铁路历年收支
情况1905-1921年（四）滇越铁路P392 表9-33 滇越铁路客货运输情况1915-1924年、1937年盈余很少
表9-34 滇越铁路历年收支情况1916-1923年第三节 国内外反动势力对铁路的摧残和破坏一、外国垄断资
本势力的压榨依靠借款修筑的铁路面临强大的压力。P395 表9-35 中国国有铁路历年该付款利息占账面
盈余比重1917-1936年6月P396 表9-36 沪宁、津浦、沪杭甬三路历年应还路债占营业进款净数比
重1915-1935年6月借款无法偿还再借新债，本息循环，各种多计算余利，以勒索中国还款P398 表9-37 
吉长铁路营业余额及其分配表1917年度下期至1927年度P400 表9-38 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铁路榨取的利
息、利润及其所占营业进款净数的比重1932-1936年二、国内反动集团的朘削和摧残（一）提款、监收
和协饷政府对铁路收入滥行提用，竭泽而渔P402 表9-40 北洋军阀政府历年提取路款及其占营业进款净
数的比重1921-1927年P403 表9-41 国民党政府历年提取路款数及其占营业进款净数的比重1928-1936年6
月（二）军阀的暴力摧残和破坏自由扣留列车1、直接影响铁路争产运营，减少铁路收入2、各种车辆
被滥行扣用，加速损毁军阀混战，破坏铁路P406 表9-42 京汉铁路军事损失1925-1931年表9-43 京奉等五

Page 5



《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847-1949》

路军事损失1926年1-4月P407 表9-44军事损失细数1930-1939年间（三）运费附捐问题运费附捐过多往往
造成人们放弃这种运输方式P408 表9-45 丰台往张家口各项捐税列举P410 表9-46 国有铁路沿线征税机关
统计1931年三、日本侵略战争对铁路的浩劫第四节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铁路的经营和运输满铁统治经
营东北铁路对运费作出统一规定，对特定路线、货种、时期的运费做出特别规定，配合战争和军事殖
民在技术装备上做了补充。货物流向不仅指向东北南部，朝鲜清津成为另一个门户。战争爆发后，铁
路成为军用掠夺工具。P416 表9-47 日伪控制下的东北铁路运量1931-1944年P417 表9-48 东北铁路运货
量1937-1944年表9-49 东北铁路各类货品运量比较1937-1944年P420 表9-50 华北铁路货运增长指
数1937-1941年第五节 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控制经营铁路的末路铁路管理腐败通货膨胀造成运价高涨货
运奇少运输效率降低P422 表9-51 十个干线区分管情况1945年书末统计表一、铁路外债细目表1887-1946
年二、历年铁路兴建里程1881-1946年三、各种车辆历年情况1907-1947年四、历年国有铁路客货运
量1907-1947年五、国有铁路历年收支情况 1907-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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