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上海车牌(1月上海车牌成交价)

我国最早的汽车号牌出现在晚清光绪28年（即1902年）。1901年12月，匈牙利人
李恩时 （Leinz）将两辆进口的“自动车”带入了上海。

1902年1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经讨论决定暂时先给这两辆车发放临时牌照以便
管理，由此拉开了中国汽车“户口” 管理的帷幕。截至1911 年，公共租界工部局
按照从1至500的顺序给私家汽车发放牌照。早期牌照采用的是黑底白字，每季度每
辆车缴纳税金15两白银。

根据青岛交通博物馆的史料记载，1885年，德国工程师卡尔·本茨制造出世界上第
一辆以汽油为动力的三轮汽车，刚过了16年，青岛就有了第一辆德国造的汽车。

当时德国占领胶州湾之后，为巩固殖民统治，对城市进行了规划和建设，将包括汽
车在内的先进生产工具引入青岛，还对道路等基础设施进行了建设。青岛道路交通
博物馆的资料显示，1905年，青岛建成了中国第一条可以跑汽车的马路——台柳
路（东镇到柳树台）。上世纪初在青岛的汽车，并没有悬挂号牌，随着经济社会的
发展，汽车的外观发生了变化，青岛街头的车辆也慢慢多了起来。当时的很多政府
高官和大商人，都购买了小汽车。

20世纪20年代，青岛永利号汽车行。

一辆汽车驶过大窑沟

到了20世纪20年代，汽车开始在当时的北平、上海、青岛等大城市出现，因为汽
车太少，所以这些地方自我管理分别制定了各自地方性的车辆管理规定，对汽车进
行登记管理，并核发号牌。《青岛市汽车管理规则》规定，任何汽车领取号牌后方
可上道路行驶，号牌分成汽车号牌、脚踏汽车号牌、短期试车号牌，号牌不得转借
与他人或在其他车上使用。这个阶段每个城市的号牌分类、式样和收费都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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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年前的青岛还是一个小小的渔村，那时的青岛没有什么工商业，所以也就谈
不上什么发展。1904年德国占领了胶州湾在青岛的沿海一线建起了兵营、码头及其
他一些标志性的建筑之后青岛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发展。1949年解放后初期，青岛
仍然还是没有自己真正的民族工业，几个大的工厂企业也都是日本或德国占领时所
留下的。如几个纺织厂、四方机厂、啤酒厂等。汽车进入青岛可要追溯到上世纪20
年代，那时在路上跑的全部是从外国进口的汽车像美国汽车，德国汽车和马车及人
力车等。汽车没几俩，大部分以马车和人力车为主。

行驶在太平路上的汽车

一辆汽车正驶过天后宫

中山路上行驶的车辆

1948年青岛街头的新福特汽车广告牌

1939年9月，民国政府发布《汽车管理规则》，首次对全国的汽车号牌做出了统一
的规定，规定各种号牌由交通部牌照主管机关统一制发，经部指定公路交通管理机
关转发给车主。号牌基材采用 0.65mm厚铁板，正面是搪瓷材料。

青岛早年最早的车牌（源自收藏网“同兴宝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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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由于机动车量太少，所以车辆的管理也很容易，它们的车牌号码编排为
“國+4位登记号码+上牌地简称”。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的交通管理开始走向正规，第一代的车牌比较简洁大方，最
左侧有一颗五角星，后面是地区+数字的组合。这样既具有中国特色，还有一种复
古的美感。

一辆汽车行驶在大窑沟

行驶在中山路上的汽车

那时的汽车多以这样的为主。

但是，这也带来了问题，一座城市要发展，规模要扩大，日后可能不止1万辆车。
不到一年之后的1950年，第二代车牌诞生，与第一代车牌稍有不同，只是把前边的
汉字去掉，用数字代表省份，用红色五角星隔开省份和汽车的数字代码。

小白干路

进入50年代，中国的汽车工业有所发展。虽然还是以外国汽车为主，但那时中国
路面上跑的汽车就开始有自己制造的汽车了。

我国第三代汽车号牌是从1964年开始的，这代号牌从20世纪60年代启用，70年代
中期废止。期间，交通部、公安部根据机动车保有量的增长和机动车种类的变化进
行了调整。一是种类调整。1972年，公安部、交通部颁发的《城市和公路交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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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试行）》中，增加了电车号牌和手扶拖拉机号牌。二是增加编号容量。第二
代号牌通过增加省份代号的方式增加编号容量。第二代号牌推广之初，每个省是一
个代号。按照《机动车管理办法》使用01至30，当时山东省的分配号段是14。如
果没有什么其他特殊要求的话，每个省就可以为10万辆车上牌。

上世纪60年代中期，短距离货运在青岛还是以地排车唱主角，总数量接近万辆，
年运量占半数以上，

因为地方运输业很难分配到一辆像南京“跃进”、一汽“解放”等货车。在粥少僧
多的情况下，1967年起青岛运输合作联合社成立了“机动板车机修厂”，组织人员
设计载重1.5吨的简易机动三轮车，它就是人们所说的“叭哒叭”。它是一种没有驾
驶室、不可以倒车，如果要倒车的话驾驶员必许下车，把车头扭转180º然后再由驾
驶员推着车“前进”从而完成倒车工作。

因为这种“叭哒叭”驾驶员可以下来把车头调转360度的“机动车”，非常简易，
在1968年第一批试制成功。两年内它代替了地排车。它是用单缸柴油机作动力带动
前轮，不像四轮车那样要有几挡变速及差速器和盆形齿轮，制造容易，售价低廉，
机身矮，上卸货物方便，也是它受人们青睐的原因之一。但它尾气污染环境，噪声
大，又是个“油老虎”，1976年就停止了这种车的生产，以后我市“青岛69”、
济南“黄河”、北京130等一些货车逐渐充实到运输队伍，代替了“叭哒叭”。

但可以说“叭哒叭”为青岛当年的货物运输行业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它成为从地排
车到机动车运输间的一个过渡产物。

到了90年代，青岛颐中烟草集团曾经生产过一款名为“兰德”的箱式轿车，可以
说这是青岛自己真正自主生产的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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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计划投产构想到最终打包全部买给上汽通用五菱前后共经历了八年时间，总共生
产了300台车。颐中烟草的这次造车之路可谓经历曲折，道路艰辛，不过却很有意
思。因篇幅所限，后期将另文详述。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本组图文作者：赵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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