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圆梦三十年——广州地铁开工了 

 

2007 年 10 月 31 日，两位衣着普通的老人家拿着手绘的地铁图

纸，一起乘坐了广州地铁一、二号线。在地铁车厢里，很快就有眼尖

的乘客认出来，原来他们是已经退休的原广州市长黎子流、原广州副

市长刘念祖。两位老同志对广州地铁充满了感情，因为地铁一号线就

是在他们的任期内开工兴建的。黎子流回忆说，广州地铁的兴建可太

不容易了。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广州就有了“地铁梦”。1962 年，根据广

东省省长陈郁的指示，地质部门拿出了广州历史上第一份地铁地质勘

察报告。1978 年，广州第一个地铁路网规划方案完成。1979 年，广

州市地下铁路筹建处正式成立。杨尚昆、梁灵光、叶选平、朱森林等

广州历任市长都积极促成广州地铁建设。前后经历了长达 30 年的 5

次筹备，直到 1993 年 12 月 28 日，广州地铁一号线终于开工了。 

为什么广州建个地铁会这么难？因为要面临的问题实在太多了。

首当其冲的是资金问题。当时从中央到省财政，都拿不出钱支持广州

建设地铁，广州地铁一号线的工程预算是 146 亿元，这笔庞大的开支

最终是靠自己想办法，通过拍卖地铁上盖土地、建设珠江新城等方式

自筹资金得以解决。当时全国有 20 多个城市都在向国家申报地铁立

项，只有广州以资金自筹的方式拿到了特批。1993 年 3 月，国家计

委正式批准广州地铁一号线工程可行性报告。在这之前，国内进行地

铁建设的北京、天津、上海都有中央财政支持，广州是第一个自筹资



金建地铁的城市。自此之后，国内其他城市也纷纷仿效，兴起地铁建

设的热潮。 

广州要建设地铁，还需要解决特殊的地质问题。珠江三角洲是冲

积平原，土质比较松散，地质情况比较复杂，而且地下水浅，往地下

挖掘，不到一米就是水，因此，建设地铁比北京、上海更困难，必须

克服一系列的技术难题。地铁一号线的施工过程中，上万名建设者集

思广益，运用了国内外各种最先进和最原始的隧道施工法，首次成功

地打通了一直以来被喻为“世界地质博物馆”的广州岩层，打破了

“广州地质不可能修地铁”的神话。然而，这还不是最难的，广州地

铁建设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拆迁。 

广州地铁一号线的设计方案贯穿最繁华的闹市区和人口密集地

带，选择这条路线主要是为了解决该区域的交通拥堵问题。当时正值

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经济发展迅速，中山路、北京路等繁华地段，车

多人多，交通“拥挤”几乎到了爆炸的程度。路难走，人难行，市民

饱受塞车之苦。“行路难”的问题已经制约了广州的城市发展，急需

发展大流量的地下轨道交通。然而，广州地铁一号线的建设，涉及旧

城改造和地铁上盖物业开发，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荔湾、越秀、东山三

个城区的商铺 400 多间、个体店 1800 多户、从业人员 3.5 万多人；

这场“大清拆、大动迁”的攻坚战，需要拆迁房屋 110 万平方米，动

迁单位和居民 2 万多户，迁移人口近 10 万人。拆迁量之大、涉及面

之广，被媒体称为“广州市政建设史上规模最大的拆迁”。尽管如此，

从 1994 年到 1995 年，仅短短一年多时间，拆迁任务就顺利完成了。



原来住在西关大屋的老婆婆、住在东山的退休老干部、中山路上的侨

眷以及众多繁华地段的商铺个体户等，都克服了各种困难，尽力配合

了拆迁工作。整个拆迁过程中，没有发生过一起伤亡事故，没有一个

部门、单位和商户、住户拒不拆迁。 

1997 年 6月 28 日，广州地铁一号线首段正式通车。1999 年 6 月

28 日，广州地铁一号线全线建成通车。今天，广州地铁早已实现跨

越式发展，进入大线网运营时代。广州地铁，也成为广州市民出行首

选的交通工具。 

 

 

 

 

 

 

 

 

 

 

地铁一号线长寿路站居民集体搬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