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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孙中山交通建设的科学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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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孙中山认为 ,现代交通不仅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 ,而且可以传播科学与文明。要振兴中国 ,发展经

济 ,首要的一条是发展以铁路、港口为主的现代交通。为此 ,孙中山经过实地考察 ,精心设计后 ,提出了发展交通需

要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 ,需要铁路优先、港路结合的科学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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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从自己的亲身体会以及西方国家成功的经验中

感悟到 ,无论是振兴工业还是发展农业 ,进而实现富国强民

的宏大目标 ,没有发达的交通系统是不可能的。所以 ,在其

庞大的《实业计划》中 ,用了较大的篇幅论述如何建设铁路、

港口等现代交通设施。更为重要的是 ,现代交通手段也是传

播科学知识、推进文明与民主的必不可少的途径。交通建设

的科学构想是孙中山科学技术思想体系中科学性较强 ,内容

丰富 ,实施规划详细的部分。

　　一 　振兴实业 ,发展经济 ,必须首先发展交通

交通对经济的发展十分重要。交通的发达 ,可以大大缩

小产销地的空间距离 ,扩大国内市场并开拓国外市场 ,缩短

流通过程 ,从而缩短资本循环的周期 ,加速资本周转 ,同时可

以刺激人口的集中及城市的形成和扩大 ,使整个社会面貌发

生深刻的变化。关于铁路 ,马克思指出 ,对于落后的国家来

说 ,铁道乃是现代化的先驱。列宁则把铁道看成是一个国家

最主要的经济部门 ,即“煤炭和钢铁工业的总结”。孙中山对

交通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

(一)西方各国的经济发展得益于交通发达

孙中山对交通特别是对铁路建设是颇有研究的 ,早在

《上李鸿章书》里 ,就提到“地球各邦 ,今已视铁路为命脉

矣 ,”[ 1 ]并详细论述了交通与国民经济的关系。他认为货物

能畅通流动 ,在于无关卡阻难 ,保商有善法 ,多有轮船铁道载

运。“夫商务之能兴 ,又全持舟车之便利。故西人于水 ,则轮

船无所不通 ,五洋四海恍若户庭 ,万国九洲俨同。辟穷荒之

绝岛以立商廛。求上国之名都以为租界 ,集殊云之货实 ,聚

列国之商氓。此通商之埠所以贸易繁兴 ,财货山积者 ,有轮

船为之运载也。于陆 ,则铁道纵横 ,四通八达 ,凡轮船所不

至 ,有轮车以济之。其利较轮船为尤溥 ,以无波涛之险 ,无礁

石之虞。数十年来 ,泰西各国虽山僻之区亦行铁轨 ,故其货

物能转输利便 ,运接灵速 ;遇一方困乏 ,四境济之 ,虽有荒旱

之灾 ,而无饥馑之患。故凡有铁路之邦 ,则全国四通八达 ,流

行无滞 ;无铁路之国 ,动辄掣肘 ,比之瘫痪不仁。地球各邦今

已视铁路为命脉矣 ,岂特便商贾之载运而已哉。”[ 2 ]正是因为

交通运输给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国民经济以及人民生活带

来巨大益处 ,因此 ,许多有识之士积极主张向西方国家学习

先进的铁路技术 ,发展中国的交通业。

19 世纪末 ,西方国家交通大规模发展 ,清政府出于维护

统治的需要 ,在洋务运动中修建了一些铁路 ,但是这些铁路

不但数量非常少 ,而且分布极其不合理 ,不能对全国经济的

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孙中山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他说 :“今

我国家亦忧然于轮船铁路之益矣 ,故沿海则设招商之轮船 ,

于陆则兴官商之铁路。但轮船只行于沿海大江 ,虽是与西人

颉颃而收我利权 ,然不多设于支河内港 ,亦不能畅我货流 ,便

我商运也。铁路先通于关外 ,而不急于繁富之区 ,则无以收

一时之利。而为后日推广之图 ,必也先设于繁富之区 ,如粤

港、苏沪、津通等处 ,路一成而效立见 ,可以利转输 ,可以励富

户 ,则继之以推广者 ,商股必多 ,而国家亦易为力。试观南洋

英属诸埠 ,其筑路之资大半为华商集股 ,利之所在 ,人共趋

之。华商何厚于英属而薄于宗邦 ? 是在谋国者有以乘利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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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此招商兴路之扼要也。”[ 3 ]孙中山认为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贸易繁兴”同交通运输发达有着密切联系。海运可通

“五洋四海”与“万国九洲”。铁道纵横 ,四通八达 ,使货物能

运转便利 ,运接灵速。因此 ,我国必须大力发展交通事业 ,除

有利于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外 ,更“足与西人颉颃而收我利

权”。

(二)中国实业落后的原因之一就是交通不发达

近代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的快速发展 ,得益于以铁路为主

的发达的交通系统。相比之下 ,清政府对发展现代交通认识

不清 ,落后的交通必然导致实业不兴 ,经济发展缓慢。孙中

山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 :“今日之

中国 ,麻木不仁之中国也。其受病之源 ,则由于交通不

便。”[ 4 ]因而 ,必须发展中国的交通事业 ,同时 ,交通建设是振

兴实业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是孙中山建设中国实业思想高出

同代人的特点之一。孙中山说 :“富强之道 ,莫如扩张实行交

通政策。世人皆知农、工、商、矿为富国之要图 ,不知无交通

机关以运输之 ,则着着失败。”[ 5 ]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 ,铁路

是交通上很重要的方面 ,国内的一种基本实业 ,如果没有这

种实业 ,什么实业都不能够发达。他看到了当时中国津浦铁

路没有筑成以前 ,直隶、山东和江北一带地方都是很穷苦的 ,

后来津浦铁路筑成功了 ,沿铁路一带便变成很富饶地方的现

实。因此 ,孙中山认为 ,交通是实业建设的百年大计。他说 :

“而建设之大计 ,当远测于十百年后 ,将能立国基于永久 ,建

设最要之一件 ,则为交通。”[ 6 ]

交通运输的发达 ,可以缩短空间的距离 ,节省人们的时

间。运输迅速 ,交通灵便 ,然后各处的原料才是很容易运到

市场去卖 ,便不至多费时间 ,令原料与出品在中道行滞 ,受极

大的损失。交通的发展将昔日市场与生产者遥远的距离 ,缩

短于咫尺之间。中国农业落后 ,人民的吃饭问题几千年来解

决不了 ,交通运输落后是重要原因 ,孙中山举了云南烧掉稻

谷的例子 :“讲到中国农业问题 ,如果真是能够做到科学的改

良方法 ,令生产加多 ,但是运输不灵又要成什么景象呢 ? 像

前几年我遇到了一位云南土司 ,他是有很多土地的 ,每年收

入很多租谷。他告诉我说 ,‘每年总要烧去几千担谷’。我

说 :‘谷是很重要的粮食 ,为什么要把它来烧去呢 ?’他说 :‘每

年收入的谷太多 ,自己吃不完 ,在附近的人民都是足食 ,又无

商贩来买。转运的方法 ,只能够挑几十里路远 ,有不能运去

远方去卖。因为不能运去远方去卖 ,所以每年总是新谷压旧

谷 ,又没有多的仓库可以储蓄 ,等到新谷上市了 ,人民总是爱

吃新谷 ,不爱吃旧谷 ,所以旧谷便没有用处。因为没有用处 ,

所以每年收到新谷的时候 ,只好烧去旧谷 ,腾出空仓来储新

谷 ,’这种烧谷的理由 ,就是由于生产过剩 ,运输不灵便的原

故。⋯⋯中国从前因为这种运输方法不完全 ,所以就是极重

要的粮食还是运输不通 ,因为粮食运输不通 ,所以吃饭问题

便不能解决。”[ 7 ]

完善发达的全国性交通系统 ,可以有效地调剂各地余

缺 ,互通有无 ,避免出现生产地的物品大量积压 ,而消费地区

却短缺的现象。对此孙中山以粮食为例来说明 :“粮食到了

有余的时候 ,我们还要彼此调剂 ,拿此地的有余去补彼地的

不足。像东三省和北方是有豆有麦没有米 ,南方各省是有米

没有豆和麦 ,我们就要把北方和东三省多余的豆、麦拿来供

给南方 ,更要把南方多余的米拿去供给北方和东三省。要这

样能够调剂粮食 ,便要靠运输。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在运

输 ,因为运输不方便 ,所以生出许多耗费。”[ 8 ]

交通不但可以振兴实业 ,而且还是传播科学与现代文

明、普及教育的有效手段。现代交通是怎样传播科学与文明

的呢 ? 孙中山说 :“因铁路能使人民交接日密 ,祛除省见 ,消

弭一切地方观念之相嫉妒与反对 ,使不复阻碍吾人之共同进

步 ,以达吾人之最终目的。”“否则 ,国家有广大之土地 ,丰富

之物产 ,高尚思想之人民 ,而无交通以贯输之 ,联络之 ,则亦

有等于无。”[ 9 ]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极其辽阔的国家 ,几千年

来 ,人们接受的是统治阶级以培养“忠效”为主的奴才教育 ,

僵化与保守、愚昧与落后成为当时中国人思想的特征。孙中

山认识到了思想上的解放 ,现代文明的广泛传播 ,对发展中

国经济是很必要的。但是 ,清政府是不可能采取措施发展现

代教育的 ,而能够缩短人们之间距离 ,便利人们之间往来的

交通却能够起到传播科学与文明的作用。同时 ,交通也是一

个国家文明、富强的象征 ,“道路者 ,文明之母也 ,财富之脉

也。试观世界今日最文明之国 ,即道路最多之国 ,此明证也。

中国最繁盛之区 ,即交通最利便之地 ,此又一明证也。故吾

人欲由地方自治 ,以图文明进步 ,实业发达 ,非大修道路不为

功。凡道路所径之地 ,则人口为之繁盛 ,地价为之增加 ,产业

为之振兴 ,社会为之活动。道路者 ,实地方之文明、贫富所关

也。”[ 10 ]

　　二 　铁路为先 ,港路结合 ,规划交通发展蓝图

如何发展交通事业 ,孙中山认为 ,按照美国发展经济的

经验 ,首先要发展以铁路为主的交通运输业。铁路是工业以

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先决条件。他说 :“苟无铁路 ,传运无术 ,

而工商皆废 ,复何实业可图 ? 故交通为实业之母 ,铁道又为

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 ,可以铁道之多定之 ,地方之苦乐 ,可

以铁道之远近计之。”[ 11 ]孙中山不仅反复宣传铁路在整个国

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而且潜心规划交通建设的蓝图 ,拟于

十年之内 ,修筑全国铁路二十万里。要组成中央、东南、东

北、西北、高原五大铁路系统 ,构成一个四通八达的铁路交通

网。同时 ,孙中山把港口建设和铁路建设连在一起 ,全面计

划之 ,组成以北方、东方、南方三个世界大港为主要布局的水

运系统 ,深浚内陆河流 ,使水运遍布江河两岸 ,使之整个水运

与铁路系统相配套。在《实业计划》一书中 ,孙中山对中国的

交通建设作了精心规划。

计划之一 :建设北方大港。他主张北方大港建设在直隶

湾秦皇岛与葫芦岛之外 ,在大沽口与秦皇岛两地之中途 ,清

河与滦河两口之间。这里深水不冻 ,可建设一个如纽约港的

大港。同时建设西北铁路 ,与此大港连成一片。再开浚运

河 ,联络北方通渠及大港 ,开发直隶、山西等省大煤铁矿 ,设

立冶炼工厂。

计划之二 ,建立东方大港。他主张东方大港建立在上海

港之外 ,上海港可作为东方大港的辅助港。在第二计划中 ,

46



几乎所有内容 ,均属水道航运之建设 ,其中用十之七、八篇

幅 ,谈整治杨子江 ,建设内河商埠 ,改良扬子江水路及运河疏

浚和航运。

计划之三 ,主张改良广州为世界港。在广州设立南方大

港 ,同时 ,计划改良广东水路系统 ,并建立西南铁路系统 ,在

沿海建设商埠及渔业港 ,设立造船厂 ,以海港、航运为中心 ,

连接铁路网 ,造成一水陆交通极发达之网络。

计划之四 ,全部讲铁路建设。分中央铁路系统、东南铁

路系统、东北铁路系统、西北铁路系统、高原铁路系统 ,使中

国各地均脉络贯穿、四通八达 ,成为高度统一连贯之有机体 ,

保证各地经济流通 ,内陆荒芜之地均能开发。为配合铁路建

设 ,孙中山主张大办机车、货车、客车制造厂 ,以供应铁路运

输的需要。

我国的地理位置 ,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 ,海岸线达

一万八千余公里。东邻韩国、朝鲜、日本 ,南接越南、老挝、缅

甸 ,西南及西部与印度、不丹、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为

邻 ,正北蒙古 ,西北和东北与俄罗斯接壤 ,东和东南有渤海、

黄海、东海、南海 ,海上有台湾、澎湖、东沙、西沙、南沙、海南

诸岛 ,领海中有岛屿数千 ,大陆架宽广。邻近与菲律宾、马来

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隔海相望 ,隔太平洋与美国相望。土

地面积达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有江海湖泊、平原山丘 ,气候

有温热两带。中国既是海洋大国 ,又是内陆大国。中国的经

济建设原则 ,应以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相统一和有机结合为

目标。欲实现此目标 ,自应以交通为经济建设之动脉 ,有海

洋、海港、铁路、公路 ,内陆大小河流及运河为之贯穿 ,则全身

皆活 ,四脉流通 ,国家经济之全面发展 ,文化教育等事业更易

普及和发展。孙中山交通建设在先的科学构想 ,实为有科学

根据之远见。

海洋与大陆相连接 ,根据地理分布 ,应有以北方大港为

中心之西北铁路建设 ,以南方大港为中心的西南铁路建设 ,

此外又须配以中央铁路系统、东南铁路系统、西北铁路系统

和高原铁路系统。在铁路之外 ,连接各水系航运 ,各内陆公

路网 ,即可成为完整统一的交通体系 ,能促使中国各方面建

设之进展 ,成为现代化之捷径。

先就北方大港为中心之西北铁路系统而言 ,此系统铁路

的建立 ,从地理位置看 ,可连海洋与欧亚之交通 ,由太平洋岸

从陆路通过欧洲者 ,以经此线为最近。此系统各线 ,可将中

国西北广大土地连成一片 ,以达广阔边疆 ,使未开发之富裕

地区得以开发 ,经济资源得以利用 ,国防边境得以巩固 ,由此

产生之经济利益和国家统一之利益 ,不可胜言。

再以南方大港为中心之铁路建设而言 ,有广州经湖南至

重庆 ,广州经贵州至重庆线 ,广州经桂林至成都线等。这一

铁路系统以广州南方大港为中心 ,连接广东、广西、湖南、四

川、云南、贵州等广大地区 ,把西南联成一片。所经路程 ,有

多种自然资源 ,有山岳地带 ,有平原 ,有人口稀疏和稠密之

区。这个铁路系统筑成以后 ,从广州以达内地 ,从内地以达

边疆 ,无论在经济发展方面 ,还是在巩固国防、文化普及等方

面 ,所发生的利益均长远而巨大。

孙中山的交通建设计划 ,气势磅礴 ,把中国沿海、内陆、

边疆连成一片。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50 多年来 ,在中国共产

党的正确领导下 ,在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 ,主要依靠中国

人民的智慧与才智 ,孙中山《实业计划》中列举的港口、铁路

建设 ,有许多已经变成现实 ,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正发挥

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 　实地考察 ,利用外资 ,积极投身交通建设

孙中山不仅提出了发展中国交通事业的宏大蓝图 ,而且

亲自推动和参加中国近代铁路的建设。

(一)身体力行 ,积极实施铁路建设计划

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后 ,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

进步和重视民生 ,表面上也对中国发展实业的计划表示重视

与支持。1912 年 9 月 9 日 ,袁世凯特授孙中山以“筹划全国

铁路全权”,任命为“全国铁路督办”,令组织铁路总公司 ,将

拟筑之路先与各国商人商议借款招股事宜。9 月 10 日 ,袁世

凯派秘书长梁士诒将“筹划全国铁路全权”授任令公文送交

孙中山。孙中山即与北京政府商订铁路经营事项 :“一、借

款 ,纯然输入商家资本 ,不涉政治 ;一、权限 ,未动工之路 ,概

归中山经营 ,已修未成之路线管理权限 ,尚须与交通部详细

商定 ;一、公司 ,择地修建 ,尚未觅妥 ;一、经费 ,暂由交通部每

月拟拨款三万两以资开办 ,日后再行续筹 ;一、用人 ,公司内

一切用人之权归中山主政 ,政府概不干预。”[ 12 ]

经孙中山的积极筹备 ,1912 年 11 月 4 日 ,中国铁路总公

司在上海正式成立。分设 10 个处 ,分别是总务处、文书处、

庶务处、交际处、测量处、购地处、材料处、屯积处、投标处、稽

查处 ,孙中山任总理。

此前 ,孙中山已经到各地考察 ,为筹划建路做了大量准

备工作。1912 年 9 月 2 日 ,孙中山至张家口 ,视察中国工程

师詹天佑设计修筑的京张铁路。是年秋季 ,孙中山先后视察

了华北的京奉、津浦、胶济、正太等铁路和工厂 ,又视察了沪

宁、沪杭、南浔等铁路 ,所到之处都发表演说。他一再强调 ,

“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少定之 ,地方之苦乐 ,可以铁道之

远近计之。”认为“铁路之修筑和各项实业建设 ,为世界之趋

势 ,中国亦投入实业漩涡之中。实业主义之行于吾国也必

矣。”[ 12 ]总之 ,只有大筑铁路 ,才能更有力地推进各项事业建

设 ,才能使我国尽早摆脱贫穷落后的境地。此外 ,孙中山还

到日本等地考察其铁路建设情况 ,他曾亲赴日本长崎、东京、

大阪、横滨等地考察铁路 ,并积极筹措筑路经费。

中国铁路总公司在孙中山主持下 ,许多专门人才纷纷而

来。当孙中山接受“筹划全国铁路总公司”时 ,就邀詹天佑做

他的助手。中国铁路总公司是筹办全国铁路总机关 ,孙中山

一度专心致志地把主要精力投入到钻研工程资料 ,规划全国

铁路建设中 ,并提出首部立法。中国铁路总公司为了很快兴

办铁路 ,全权办理交通部所属铁路以外的贯穿各省及边远各

条铁路干线 ,以及自行规定本公司各项章程等 ,于 1913 年 3

月以全权问题提出条例草案九条 ,这可以说是中国较早的铁

路条例。

(二)中国的铁路建设 ,必须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

孙中山规划并亲自参加了中国近代铁路的建设 ,同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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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提出 ,中国的铁路建设只有通过利用外国的资金与技

术 ,才能得到快速发展。

为发展中国的交通事业 ,孙中山呕心沥血 ,奔走呼号 ,想

尽了办法。他知道在国力衰弱 ,人民贫困的情况下 ,发展中

国的交通建设 ,一缺资金 ,二缺人才 ,三缺技术 ,如果不利用

外国的力量 ,不利用外国先进科学技术 ,不利用外国的人才

和资本 ,要建设如此庞大的铁路系统是根本不可能的。孙中

山说 :“鄙意以为三项皆须利用外人 :一、我无资本 ,利用外

资 ;二、我无人才 ,利用外国人才 ;三、我无良好方法 ,利用外

人方法。”[ 13 ]孙中山竭力主张利用外国资金、技术筹建铁路 ,

1912 年 5 月 20 日 ,孙中山在香港英皇大酒店接受英国

人主办的《士蔑西报》记者的采访 ,谈到利用外资修铁路的问

题。记者问 :“最近香港华商劝省城商人不可利用洋人资本 ,

以免招瓜分之祸 ,此说是否 ?”孙中山回答说 :“不确 ,并无此

事。”问 :“然则 ,中国不得不用外款吗 ?”答 :“借用外款 ,乃为

互相利益起见。”问 :“将款作何用法 ?”答 :“用以办各种实业 ,

如建设新城邑 ,开通全国及建筑铁路等。”[ 14 ]

中国早期的铁路建设 ,几乎都是依靠外国资本即借外债

修建的 ,如京汉、京奉、津浦、正太各线。振兴中国实业 ,必须

有庞大的交通体系 ,既然已经有利用外资建筑铁路的前例 ,

何况当民穷财竭之时 ,国家及人民皆无力筹此巨款 ,只有募

集外资。

针对当时民间反对向西方国家借债 ,维护国家主权 ,防

止列强瓜分中国的呼声 ,孙中山认为 ,人民所反对的不是借

债的本身 ,而是政府借债时所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

款 ,从前借债筑路 ,或以盐务抵押 ,或以厘金抵押 ,或以关税

抵押 ,或以所修之道抵押 ,虽铁路筑成 ,而利权已入他人之

手。从前一般人民多反对借债修路之事 ,探其实际 ,非真反

对借债修路 ,而是反对条件不善 ,丧失国权。要“使一般人民

皆知铁路之有益无害 ,借债之有益无害 ,庶铁路有告成之日 ,

而中国有富强之期。盖借债修路 ,本系百利而无一害。”[ 15 ]

反之 ,如果一意孤行 ,就要全用本国资本筑路 ,则铁路告成之

日 ,即为国家灭亡之时。

孙中山经过深入地研究认为 ,只要在借债的方法和手段

上加以改变 ,就可以既利用了外资的优势 ,又能够避免所带

来的弊端。一个办法是把政府借债改为民间借债 ,以前的各

种苛刻条款可以免除 ,“今日借债 ,则直由本国国民名义与外

国资本家交涉 ,不须政府担保 ,不须抵押。外国资本家自愿

以其资本投入我国 ,必不之今日政府借债之难也。”[ 16 ]另一

个办法是由外国人独资建设和经营 ,一定年限后 ,再全部交

回我国。这是孙中山针对中国腐败的官僚体制和低下的工

作效率所提出的解决对策 ,他的这种主张非常具有经济学上

的合理性 ,与目前国际上流行的 BO T 建设方式基本一致。

中国借款自己筑路 ,各个环节层层扒皮式的贪污腐败 ,

使大量款项流入经办官吏的私囊。对此 ,孙中山有着清醒的

认识 :“中国昔日铁路 ,多为借外款自办者 ,如沪宁等路是也。

借款自办害处 ,在受种种亏损 ,如当借款交付时之回扣 ,包购

种种材料 ,亦有回扣。”[ 17 ]大量借款所产生的巨额利息、铁路

运营过程中的浪费、偿还资本金的压力等等 ,都会使政府不

堪重负。“材料回扣 ,其数必巨 ,历年亏折 ,又复不资。则兴

筑铁路 ,不待十年 ,而中国已有破产之祸矣”。[ 18 ]

孙中山认为 ,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 ,只有让外国人独资

修筑和经营 ,才能避免上述种种弊端 ,从而加快中国铁路的

发展。“故熟思审虑 ,惟有批给外人承办一法 ,为害少而利

多。较之借款自办 ,可免五害 :一无交款回扣之害 ,二无购料

回扣之害 ,三无按年出息之害 ,四无亏耗津贴之害 ,五无至期

偿还原本之害。既免五害 ,且有二利焉 :即工程坚固 ,筑建合

法是也。铁路批给外人包办 ,大约四十年可以收回 ,时或逾

之 ,然终未有出六十年外者。按中国富庶状况 ,则四十年期

限 ,即足抵外国六十年期限。此四十年之内 ,赢亏皆非我责 ,

一俟期满 ,吾人可不名一钱 ,得二十万里铁路。⋯⋯批办一

法 ,利多而害少 ;借款一法 ,利少而害多。两两相较 ,盖可择

别矣”。[ 19 ]

孙中山的交通政策主张 ,始终不忘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

立。他于 1912 年 9 月 14 日在北京招待报界同仁时的演说

和谈话时说到 :“今政府拟提交参议院三项条件 :一、借款修

路 ,如京汉、京奉、粤汉、川汉等路之办法 ,与外人订立借款合

同 ;二、招股章程 ,按照华洋合办公司办理 ;三、批给外人修

筑 ,凡有资本者皆准包修一路。届四十年期满 ,由我收回。

但主权应操于我手。”[ 20 ]这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均有指导作用

和借鉴意义。

孙中山关于交通建设的科学构想 ,是他振兴中国实业、

发展民族经济战略思想的重要方面。它的提出离不开当时

科学技术发展的背景 ,也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指导 ,总体上是

科学的。由于当时社会环境和经济科技实力的限制 ,孙中山

的科学构想在当时未能实现。今天 ,在加快基础建设、促进

经济发展的现代化建设中 ,他的交通建设的科学构想具有重

要的现代价值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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