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国航空邮政的发轫及对新闻事业的影响

一、中国航邮事业的发轫

1903年美国莱特兄弟发明飞机，飞机问世不久，人们就萌发了用飞机快速

传递邮件的愿望。1911年英国著名飞行家盖哈姆·怀特第一个进行了航空邮递

试验，载着一个邮包从莱克普尔成功地飞向7英里外的索恩波特。1919年1月，

北京政府交通部设立“筹备航空事宜处”，开始开辟民用航线和筹办航空邮政。

1920年5月7日，航空事宜处让英国空军驾驶员驾驶的海得利·佩季式飞机，载着

几名乘客和少数英国侨民请该机顺带的极少邮件，上午10时离开北京南苑机场，

历时约50分钟到达天津。此次飞行为我国空递邮件之始。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历

史性飞行，一开始即进行了载运报纸的试验。从北京带往天津新闻纸印制品40

件，返航时又从天津带往北京新闻纸印制品100件[1]。1921年7月1日北京政府航

空署也开办了一条北京至济南的航空线。这两次试邮飞行因为派系利益纷争和

直奉战争，均为时极短即停办了，却开启了中国航空邮政事业的序幕。

国民党统治时期，重新启动了民用航空计划。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与美

商飞运公司合资组设中国航空公司，开办了沪蓉、沪平、沪粤三线；1930年与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合资组设欧亚航空公司（后改组为中央航空公司），办有沪

兰、平粤、包兰、陕汉四线；粤桂闽黔滇五省官民合资的西南航空公司，办有广

邕线（广州至南宁）、广琼线、广河线（广州至河内）。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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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航空通邮总里程已达2万余公里，基本上建成

了覆盖国内主要城市的航空邮政网络。抗战期

间中国航空事业遭受沉重打击，通邮里程一度跌

至8000余公里，不过战后已经恢复并超越战前水

平，到1947年增长到34564万公里[2]。

二、航空邮政有力推动了报刊发行工作

中国幅员辽阔，地貌结构复杂，交通基础设施

落后，成为长期以来困扰报刊发行工作的一个难

题。1929年7月8日沪蓉线南京至上海段试航邮运，

正式开启了航空载运新闻纸的序幕。一些率先迈

入“企业化”大门，注重经营的报馆，为了提早读

者见报时间，扩大在读者中的影响，提高在报业格

局中的竞争力，开始逐步采用新开办的航空邮运

业务扩大发行渠道和规模。新闻纸航空邮运事业

得到了快速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飞机载运新闻纸数量稳步增长，报刊发

行对航空邮政的依赖度增强

据《交通部统计年报》的统计，1930年全国

航空新闻纸邮寄量仅有区区19件，总重量1396克；

1931年这两个数字分别猛增到到7209件和567796

克；1932年 为11031件，793346克；1933年9150件，

786630克；1934年，仅上半年总件数就达到10800

件，总重量667400克，超过或接近此前有统计年份

一年的总量[3]。报刊发行对航空的依赖明显增强，

表现之一就是报刊对航空邮资的调整极为敏感。

1948年航空邮政当局因为通货膨胀严重，曾做过

一次调整，将新闻纸的邮资从每20克1万元增至6

万元（实际情况是，同期通胀率远大于这个比率），

结果引起新闻界强烈反弹。有46种杂志联名发表

抗议宣言，16种周刊或半月刊停刊一期，以示抗议。

值得注意的是，1934年《交通部统计半年报》还显

示，该年上半年，在通航的边陲省份西川和东川，其

航邮新闻纸件数分别达到2200件和1800件，远高于

北平的140件，江西420件，河北的229件，广东的40

件，甚至高于报业辐辏之地上海的1300件。这说

明报纸在边远地区的发行，更加依赖航空邮政。

（二）逐步形成和确立了航邮新闻纸的收发管

理制度和资费标准

行业管理制度和标准的制定，是一个行业或

产业规范化、正规化的重要表现。早在第一条正

式的航邮线路沪蓉线开办之前，邮务管理局即发

出通告，召集报界代表到局会商京沪段飞机加班

运送报纸一事。协商结果拟定了特别优待办法，

将新闻纸邮寄分为三类：寻常新闻纸、立券新闻

纸、总包新闻纸。各报馆向邮局挂号后，即可享受

新闻纸邮寄优待。除寻常新闻纸仍照旧章办理外，

凡由报馆交寄之航空立券报纸资费按普通立券新

闻纸资费的六折收费，即每公斤加收航空邮费1元

8角。1930年交通部颁布《交通部航空载报减收运

费规定》，规定不论邮件种类或包裹，概照普通信

函按一千公里一个航区计费。1933年交通部又改

订减轻了新闻纸航空邮资标准，其办法取消了按

航区收费的制度，自本年4月16日起，改为不论航

区每50克收取1角5分。同时为免除邮局方面的亏

损，将邮局给付中国、欧亚两航空公司的新闻纸运

费由每公斤7.5元减为3元。

（三）伴随着航空载运新闻纸业务的扩大，其

内部分工开始出现，诞生了专门的航空新闻社，负

责报纸的航空邮运

1931年上海航空新闻社创办，代办飞机运报，

沪平、沪汉、沪粤沿线城市当日可达，重庆、成都和西

北城市次日可达，内地不通航之处，由附近通航各埠

快邮转寄。上海航空新闻社还与中国航空公司订立

了新闻纸类运售合同，完全垄断了中航沪平、沪汉、

沪粤三线的新闻纸航邮业务。该合同规定中国航空

公司“除可以接收邮局交运之新闻纸类外，不得为

他人寄递”，作为交换条件，上海航空新闻社承诺每

月为中航“包运百公斤”[4]。这项业务发展很快，起

初每月运费很少，只有百余元，到1933年底，仅沪蜀

线每月即达1200元以上[5]。后来上海又先后出现了

同类性质的“世界”、“申新”两个航空新闻社。

三、航空邮政催生了报纸航空通信和航空版

航空邮运的创办不仅促进了报纸的发行工

作，而且还便利了报刊的通信工作，并催生了报刊

出版的新形态——航空版。

1928年广东航空处处长张惠长驾驶“广州号”

飞机，从珠江口起飞，经汉口、南京、北京抵达沈阳，

进行了一次全国性远航。当飞机停留天津期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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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新闻报》驻津记者沈颂芳，连夜采写了一篇报

道，交由张惠长带到上海新闻报馆。12月4日上午9

时，“广州号”飞机从天津起飞，下午两点四十五分

降落上海。5日清晨，《新闻报》便刊登了这则题为

《广州号冲雪到天津》的航空通信。上海《民国日报》

驻津记者在4日凌晨也赶写了一篇新闻稿，当天早

晨交由张惠长带回上海总馆。这则消息题为《飞

机传递通信 四日晨由天津广州号带来》，报道了张

惠长等人3日在天津的活动和行程。上海《新闻报》

和《民国日报》的这两则通信，同时成为中国新闻

史上第一号“航空通信”。

事实上，在铁路、公路交通相对发达的大城

市之间，相较用飞机带运报纸，报馆更喜欢用来传

递通信稿。因为大宗报纸的运输，选择铁路、公路

运输成本更为合算。飞机的优势更加体现在时间

成本上。如当时上海至南京航空需要2小时10分，

普通邮件需要7小时，南京至北平航空需要7小时

40分，普通邮件需42小时，南京至济南航空需4小

时20分，普通邮件需17小时[6]。这之间的时间差，

为报馆派外记者预留了采写最新消息和通讯的余

地。很多时候针对篇幅较大而又有一定时效性的

社论、通讯，记者和报馆多舍弃地面交通和电报，

而选择航空信件，如《大公报》名记者彭子冈的为

该报桂林版采写“重庆航讯”近百篇，成为桂林《大

公报》一个有名的新闻品牌。20世纪30年代中期

中欧、中美国际航线开通后，在一些重大国际事件

的报道上，许多报馆也开始选择航空寄递通信稿

件。到了40年代，“航讯”已经成为报界比较普遍

的现象，就连校园刊物也有采用国际航空通讯的，

如1947年11月15日出版的《中大新闻》（中央大学）

刊登了一条“本报布拉格航讯”， 报道了世界学联

支持中国“五二零”学生运动的决议内容，题为《世

界学联新决议支持我学生运动》。甚至连延安出

版的《解放日报》也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自1941

年起开始刊登“重庆航讯”。

航空通讯稿件数量有限，不能满足读者对信

息的需求；而利用飞机大宗邮寄报纸，成本又较

高，绝非一般报馆和读者所能承受得起的。一些

报馆在订户数量比较大的外埠，设立航空版。具

体作法是先在本埠馆内做好纸型，然后交由飞机

寄到外埠，再由当地分馆排印，或直接委托当地印

刷机构代印，这样即可实现两地同日见报。这种

办法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逐渐被一些报馆

所采纳。沪汉航线开通后，上海《新闻报》每日清

晨利用航班运送当日报纸纸型至武汉印刷，保证

当地当日见报。《大公报》汉口版停刊后，重庆版

未出版前，曾将香港版多打一套纸版，交飞机运至

重庆，然后在重庆浇铅版付印。这其中最突出的

要算中共领导下的《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

《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6月，武汉会战打响，武

汉岌岌可危，《新华日报》准备迁渝出版。在迁馆

前，先出版“汉口《新华日报》重庆航空版”，由重

庆《大公报》馆代印。《新华日报》迁渝后，先后在

广州、桂林、西安、成都出版航空版，由重庆航寄纸

型在当地翻印，扩大宣传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政策，为中共赢得了民众的支持。

四、余论

抗战胜利后，遭受重创的民用航空事业和航

空邮政事业逐步恢复，并超过战前水平。但是这

种良好的发展势头旋即就被国共内战所打断。随

着国统区面积的不断萎缩，航空事业版图也不断

收缩。特别是到内战后期，通货急剧膨胀，航空邮

政亏累不堪，不得已饮鸩止渴，屡屡实施邮资加

价。随着国民党政权退出大陆，中国民用航空和

航空邮政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新闻事业与航空

邮政互为表里的依存关系也进入了新的调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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