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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公交线路
只有3.5公里
民国时期重庆有一个巨商

叫黄云陔，是重庆城最大的买
办，抗战期间蒋介石官邸所在的
著名南岸黄山，就是他卖给国民
政府军事委员会的。1929 年 4
月，重庆城七星岗至曾家岩第一
条公路还没完全竣工，黄云陔就
从上海买回一辆美国“雪佛兰”牌
轿车自用。据说，轿车用船运到朝
天门时，因码头上没有公路，只得
由力夫抬到了公路上，这是重庆城
第一辆汽车。

一个月后，重庆城第一条公路上
开始有公交汽车营运。7个月后，出
租汽车也开始出现。

照常理，公交车有运行线路，出租
车按区域营运，可老重庆城只有这一条
公路时，线路和区域全在这3.5公里公
路上，公交车与出租车的性质不好区分，
只能是大车叫公交车，小车为出租车。

重庆的第一辆公交车是敞篷卡车，
车辆货厢里安放着长板凳当座位，从七
星岗到曾家岩往返一次，每票大洋一
角。这种由卡车代替的客车，20世纪80
年代以前，在重庆边远区县时常出现，笔
者幼年时曾坐过。卡车的减震性差，又是
行驶在坑坑洼洼的碎石公路上，坐着硬板
凳，颠簸起来震得晕头晕脑的，还不如站着
舒服。

当年12月上旬，重庆“三飞”车行购回
帆布篷的小轿车投入营运，算是老重庆第一
辆出租车。它不仅是小车，而且按趟收费，
从通远门至曾家岩，来回接送一趟，收银元
1.2至2元。

重庆人很容易就接受了出租车这种新生
活方式。当年底，短短的3.5公里公路上，已
有出租车20多辆。到第二年7月，重庆的汽车
行已有32家，并成立了自己的同业公会。

汽车在重庆城出现，让王伯忠看到商机，他
刚从上海汽车学校毕业归来，当年便在领事巷创
办重庆第一个驾校——重庆汽车驾驶传习所。

车票价格
相当于十多碗小面

为改善市内交通条件，发展城区公共交通，
1933年，当时的重庆市政府公布了《公共汽车招
商承办条例》。卢作孚、何北衡等9人筹资，组建了
重庆市公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这是重庆第一家专
营城市公交线路的汽车运输企业。9月20日，该公
司第一辆柴油客车开始经营曾家岩至七星岗线路，
12月5日延伸至旧城区小什字为终点。紧接着又添
置5辆汽车，分曾家岩至两路口、至七星岗、至较场
口、至小什字四段行驶，每段票价银元5分，车票有临
时和长期两种。

这个票价按当时的购买力计算，可买10多碗小
面，普通市民消费不起，再加上公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内部经营管理不善，两年之内，曾两度停业。1936年，
重庆市政府拨款资助，增购汽车16辆，才恢复营业。

重庆公交车开行之初，没建候车站棚，在沿线的路
边电杆上涂上红色标记，乘客根据这种标记候车。

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大量人口拥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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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城市公交的好时机，但该公司因资金不足，不能添购新车。为解决市民出行难的问
题，由四家国家银行组成的“四联总处”注入资金100万元作为官股，增购汽车76辆，将
商办的公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改为官商合办。1941年4月，重庆市政府又决定，该公司
改由政府独资经营，成立重庆公共汽车管理处，原商股一概退出，政府拨款退还原商股
本金，并加还利润。此时，公共汽车管理处共有汽车135辆、职工1437人。

当年的汽车虽说是稀罕物，但并没因其贵重而松懈监管。公交和出租汽车开
始发展后，重庆市政府颁发了系列管理办法，对驾驶员、载客量、牌照等都作了严
格的规定和处罚规则。特别是针对非法从事营运的自用车，即现在所谓的“黑
车”，打击力度非常大，不仅由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出面，还有驻军配合。1933年
10月，重庆市长潘文华和四川省公路总局局长、重庆警备司令联名颁布取缔自
用汽车营业办法，规定自用汽车不准搭客营业，如愿营业，必须遵守市政府核
准的一切营业办法。1939年5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海棠溪、两路口分别
设置交通管理站，维持行车秩序，取缔、查处无证经营和违章车辆。

抗战时的汽车曾经烧木炭

但是，老重庆的公交车和出租车并没发展壮大起来，牵制原因除道路、
车票价格外，最主要的是燃油问题。

20世纪40年代前，汽油几乎全部依靠进口，油价十分昂贵。著名实
业家、湖南建设厅技师向德说：“外国油行好比插进人体内的吸血管，把中
国人的血吸走了。”1932年，他研发了一种“木炭车”，利用木炭燃烧时产
生的煤气，作为汽车引擎的原动力。抗战期间，重庆成为国内运输枢纽，
汽油不仅昂贵，还异常匮乏，“木炭车”为完成抗战物资运输任务，作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7年1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公布《统制汽油消费
办法》，以保证抗战物资的运输。

重庆有一个学化工出身的实业家叫任宗德，抗战期间为寻找油
源，曾带人到金沙江一带考察，未获成功。后来，他通过所学和掌握
的化工知识，在四川广安、内江和重庆江津陆续建起酒精厂，用白酒
蒸馏提炼高纯度酒精代替汽油，作为汽车动力燃料。任宗德也因
此获得丰厚利润，还为中共南方局和《新华日报》提供资助了大量
的周转资金。抗战胜利后，他用酒精赚得的钱，投资拍摄了一部
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

1944年3月，设在重庆的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又研制出桐油发
动机，安装在汽车上。1945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运输管理
局禁止汽车使用液体燃料，令将使用的汽油旧车，改装为“木炭
车”。可见当局为解决汽车燃油问题的确大感头痛，想尽了办法。

抗战时，重庆城的私营出租车没有汽油供应，基本上停运
了。城内公交车分三类：一是特别快车，只停几个大站，不管
在哪站上下，票价一律25元；二是专车，来往于政府机关集
中区上清寺与商业区都邮街之间，也只停大站，每票25元；
三是公共汽车，停靠站点多，比较慢，一律15元。城郊公交
客运线主要开行石桥铺、九龙坡、磁器口、歌乐山、青木关、
北碚等地。因内迁的工厂、学校、科研单位、政府机关等大
多分布在城郊，城内的居民为躲避日机的轰炸，也向这些
地区疏散，公共交通必不可缺。

当时的重庆公共汽车管理处为缓解出行难问题，把
校车也编入公交线路营运。1941年，校址在沙坪坝的
重庆大学、南开中学等9所学校的校车，由城内苍坪街
开行沙坪坝、磁器口一线，每天往返3班次。抗战期
间，共有复旦大学、陆军大学、璧山中学、铜梁中学等
26所院校的校车，也参与了公交营运。而早在1939
年5月，四川公路局每天从城内开往北碚、歌乐山、青
木关等迁建区的公务班车，也利用回城的返空机会，
作为公交车载客营业，缓解一些出行难的问题。

抗战胜利后，重庆经济萧条，公交车和出租车并
没交上好运。1949年底，破旧的公交车仅有20辆，
勉强能行驶的11辆维持着城郊6条客运线路。出
租车行有两家，10多辆车，是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时
一些机关处理的旧车，有办法的老板买来整修后
当出租车用。但乘坐的人很少，无奈之下，这些
车辆1947年先后转到上海、南京去了。

1952年6月30日，崭新的35辆公交汽车在
解放碑举行出车典礼。1977年1月，重庆市人
民政府批准投资700万元筹建出租汽车公司，
重庆公交汽车、出租汽车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图片由作者提供）

民国时期，重庆饭店门口的公交车，市民排队上车。

民国时期重庆的公交车

20世纪50年代，重庆产第
一批公交车。

民
国
时
期
，重
庆
七
星
岗
公
交
车
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