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线企业选址与内地工业
协作关系研究（１９６４－１９６９）＊

张　杨

　　提要：三线建设是在国际冷战格局下中共中央实施的一项国防备战工程。三线企业选址遵

照“靠山、分散、隐蔽”的“六字”方 针，进 山 进 沟 进 洞，导 致 基 建 投 资 过 大、生 产 成 本 上 升、协 作 关

系缺乏，严重影响三线企业的生 产 经 营。为 解 决 内 迁 企 业 的 协 作 问 题，各 级 部 门 采 取 大 力 发 展

地方工业、兴建小城镇、从一线搬迁 配 套 企 业、由 沿 海 进 行 技 术 支 援 等 方 式，在 三 线 地 区 初 步 建

立起配套协作的工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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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时三个 五 年 计 划 的 三 线 建 设，在 高 度 集 中 的 政

治经济体制保 障 下，数 百 万 三 线 建 设 者 从 东 部 沿 海 来

到西部内陆，投资兴建了两千多个大中型企业，深度 改

变了我国工业 的 整 体 布 局。改 革 开 放 后，国 际 局 势 的

变化和市场的冲击，使三线企业经历了艰难的转型，因

此有学者对三 线 建 设 基 本 持 否 定 态 度，比 较 集 中 的 批

评意见 是 选 址 失 当 对 三 线 企 业 的 生 产 经 营 造 成 了

障碍。①

２１世纪以来，学界出现了三线建设研究的热潮，尤

其是对三线企业选址有了若干新的看法。段伟对甘 肃

天水三线企业进行历时性研究，指出“天水的三线企业

不仅在逆境中存活下来，还发展得很好，这与当初在 企

业布局中没有 严 格 按 照‘山、散、洞’的 方 针 迁 建 有 关。

虽然有的三线企业发展并不顺利，但主要是经营、管 理

问题，并不能 完 全 归 因 于 地 理 位 置。”②王 毅 对 重 庆 化

工产业进行深描，认为“三线建设中重庆地区的化工企

业不仅完善了 化 学 工 业 的 门 类，而 且 改 变 了 重 庆 化 学

工业的布局，形 成 了 沿 江 地 带 的 综 合 性 化 工 区 和 长 寿

－洛碛化工区。”③郑有 贵、陈 东 林、段 娟 考 察 川 渝 两 地

的三线建设，提出“‘两点一线’的生产力布局是一个 战

略构想，当年的点线分布，已经扩展为生机勃勃的新 经

济区。”④张 勇、肖 彦 考 察 了 四 川 彭 州 的 锦 江、岷 齿、湔

江三 家 单 位 选 址 过 程 中 中 央、地 方 和 企 业 三 方 的

互动。⑤

与此相对，徐有 威、陈 熙 则 认 为 三 线 建 设“尽 管 形

成了诸如攀 枝 花、德 阳、六 盘 水 等 一 批 新 兴 的 工 业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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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但大多数的 工 厂 在 布 局 时 仍 刻 意 避 开 人 口 密 集 地

区，并不能有效地 发 挥 工 业 集 聚 效 应”。① 董 志 凯 在 论

述沿海企业搬迁时指出：“能否重建协作关系与市场网

络、科学规划 城 镇 决 定 搬 迁 的 成 败。”②基 于 上 述 学 者

的研究和争论，本 文 主 要 利 用 四 川、陕 西、甘 肃 三 省 档

案和已公开中 央 高 层 文 献，探 讨 三 线 企 业 选 址 所 遵 循

“六字”方针的内涵、弊端及解决路径，进而分析三线 建

设与内地工业协作体系建立之间的关系。

一、三线企业选址“六字”方针的内涵

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在我国面临严重战争威胁 的

情况下进行的一场国防备战活动。１９６４年４月２５日，

总参作战部向副总参谋长杨成武报告我国经济建设如

何防备敌人突 然 袭 击 时 指 出 我 国“工 业 过 于 集 中。仅

１４个１００万人口 以 上 的 大 城 市 就 集 中 了 约６０％的 主

要民用机 械 工 业，５０％的 化 学 工 业 和５２％的 国 防 工

业”，并且“大城市人口多……大部分都在沿海地 区，易

遭空袭”等种种问 题。③ 因 此，需 要 以 国 土 防 卫 为 出 发

点，对全国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进行布局调整。

１９６０年２月，在广州 举 行 的 中 央 军 委 扩 大 会 议 在

讨论建立独立 完 整 的 国 防 工 业 体 系 时，提 出 我 国 国 防

工业布局要符 合 反 侵 略 战 争 的 要 求，厂 址 选 择 要 坚 决

贯彻“靠山、隐蔽、分 散”的 原 则，尽 可 能 在 山 洞 或 地 下

建设，并且要有防 核、防 化 学 的 防 护 设 施。④ 周 恩 来 亦

于１９６４年１月３１日 指 出：“为 了 国 防 安 全，应 该 尽 快

地调整我国 核 工 业 的 战 略 布 局，根 据‘靠 山、分 散、隐

蔽’的方针，建设后 方 基 地。”⑤早 期 工 业 布 局 的“六 字”

方针模式仅限 于 对 核 工 业 和 国 防 工 业 的 要 求，而 未 涉

及基础工业。

１９６４年８月“北部湾”事 件 发 生 后，在“准 备 打 仗”

的气氛中，毛泽 东 和 中 共 中 央 作 出 了 三 线 建 设 的 战 略

决策。由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等人组成的国 务 院 专

案小组提出：“在 第 一 线 的 现 有 老 企 业，特 别 是 工 业 集

中的城市的老企业，要把能搬的企业或一个车间，特 别

是有关军工和机械工业的，能一分为二的，分一部分 到

三线、二线；能迁 移 的，也 应 有 计 划 地 有 步 骤 地 迁 移”，

并规定全国范围内“一切新建项目不论在哪一线建设，

都应贯彻执行分 散、靠 山、隐 蔽 的 方 针，不 得 集 中 在 某

几个城市或点。”⑥

因此，“靠山、分 散、隐 蔽”的“六 字”方 针 成 为 三 线

企业选址最重要的原则。１９６４年９月至１１月，由赵尔

陆率领国防工业各部门组成的勘察选厂工作队先后前

往甘南、陇南、陕北、陕南、宁夏、四 川、贵 州、滇 东 北、鄂

西、湘西等地踏 勘 了１４４９个 点，经 过 对 比 分 析 选 出 适

宜建厂的６８２个点，罗瑞卿报告称：“这些 选 点，基 本 上

靠山进沟，离开现有城市，少占耕地。”⑦

按照中央要求，西 北 局 三 线 建 设 委 员 会 第 一 次 会

议明确指出：“在 建 设 中 是 不 是 认 真 执 行‘靠 山、分 散、

隐蔽’的方针，是关系到战时三线能不能发挥作用的大

问题。执行 这 个 方 针，必 须 从 战 争 的 要 求 出 发。”⑧而

国家建委则要求：“少数国防尖端工业，比如二机、七 机

等部所属的 一 些 项 目，不 能 强 调 算 经 济 账，必 须 按 分

散、靠山、隐蔽 的 原 则 进 行 建 设。”⑨ 从 中 央 到 地 方，对

“六字”方针的屡次提倡，成为内迁企业布点的基础。

“靠山”即企业应该建在山脚，利用山势进 行 掩 藏。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９日，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程子华给李井

泉汇报称：“必须 统 一 规 划 并 统 一 布 局，才 能 做 到 布 局

合理。……军事工业摆在嘉陵江到渠江两岸的华 蓥 山

地区和沿乌江两岸地区。这两个地区，地势很 隐 蔽，并

有许多天然溶洞。”瑏瑠四 川 省 机 械 厅 在 三 线 企 业 搬 迁 入

川之前，亦向四川省委建议“动员各专区，靠山、靠 洞 预

建２０－３０个摊 子”，以 作 为 搬 迁 企 业 前 进 和 落 户 的 基

地。瑏瑡 靠山是企 业 隐 蔽 的 最 好 方 式，甘 肃 省 计 委 在 企

业迁入之前到各地寻找适宜建厂的山沟：“天水地区有

几条大沟，如街子 口 至 石 嘴 子、耤 口 至 杨 家 湾、西 五 十

里铺至关子镇，以 及 小 陇 山 区、娘 娘 坝、永 川 沟 的 红 岩

等沟，条件均好，适宜摆一些隐蔽的国防 工 业。……武

威地区，有一些隐蔽的山沟，如华尖子、双腰湾 等，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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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山打洞。”①

因此，内迁企业 基 本 被 安 排 在 距 离 城 市 较 远 的 深

山之中。如国家 计 委 决 定 将 上 海 九 〇 一 厂 铜 管、棒 车

间、上海慎昌铜管厂设备、辽宁苏家屯加工厂的铅材 加

工车间和本溪 合 金 厂 的 部 分 合 金 熔 炼 及 轧 机（约 五 百

人）迁到甘肃 白 银 厂 十 公 里 山 沟 里 建 设 西 北 铜、铅、锌

加工厂。② 同时，将 吉 林 二 〇 一 厂 生 产 特 殊 石 墨 制 品

的全部设备和人员（一千五百人），搬到西宁、兰州之 间

的山沟里，解决 生 产 原 子 能 和 导 弹 需 要 的 高 纯 石 墨 制

品。③ 三线企业基本都建在两山中间的夹沟之中。

“分散”即工 业 不 能 过 分 集 中 于 大 城 市，而 应 该 分

散到各地布局。如西北地区１９６４年 安 排 的４６个 三 线

项目，即分散在西北四省１８个点上。接纳三 线 企 业 之

前，甘肃省计委 组 织 了 三 个 综 合 勘 察 组 前 往 河 西 走 廊

等地进行实地 勘 察，随 后 提 出“对 兰 州 市 采 取‘严 格 控

制、积极疏散、发 挥 作 用’的 方 针。原 则 上 不 再 摆 新 项

目，现有企业 一 般 不 再 搞 大 的 扩 建”④，“根 据 分 散、隐

蔽的原则和现有 条 件，拟 在 酒 泉、张 掖、山 丹、武 威、靖

远、定西、陇西、天水、平凉等地要摆一些厂子。”⑤

四川省计委亦 注 意 到 之 前 的 工 业 多 集 中 于 成 都、

重庆和铁路沿 线，布 局 不 够 合 理：“我 省 原 有 工 业 主 要

集中在重庆、成都、自 贡、宜 宾、绵 阳 等 地 区，而 今 年 搬

迁项目百分之 八 十 分 布 在 铁 路 交 通 沿 线 上，其 中 又 以

重庆、成都、绵阳、宜 宾 为 最 多，这 样，工 业 布 局 越 来 越

密，目标显著，不利于 国 防 安 全。”⑥因 而 四 川 省 计 委 提

出内迁四川的企业应尽量避开成都、重庆两市考虑，着

重布局在“宜 宾 以 下 长 江 沿 岸，以 及 嘉 陵 江、涪 江、渠

江、乌江、沱江两岸地区；成昆（峨眉以南）、川 黔、德 天、

广旺、广三、宜珙、资 威 等 铁 路 沿 线 交 通 比 较 方 便 的 地

区；有些中小型企业可以考虑放在乐山、南充、雅 安、达

县等公路交通比较方便的地区。”⑦

“分散”不仅 仅 是 整 体 工 业 布 局 的 分 散，也 包 括 企

业自身的分散。西北局要求：“已经选定厂址的新 建 企

业，在建筑布置上，要打破城市的框框，搞村落 式，不 摆

四方块，不 搞 大 围 墙，尽 可 能 从 外 表 上 清 除 工 厂 的 特

征。在生活区的建设上，可以搞分散的居民点，也 可 以

在周围村庄 插 队 建 房。”⑧即 希 望 将 工 厂 的 特 征 隐 去，

以村庄的形式藏于民间。第三机械工业部在四川的 建

设项目基本全 部 布 局 在 山 区，并 自 认 已 经 做 到 了 中 央

指示的“六字”方针，把企业用房建在一起，然而却遭 到

上级部门的严厉批评，于是其“按上级指示把设计方案

又重新改变，不但在总体布局上拉散，一个单位分散 为

几个点，即使在一 个 点，房 屋 布 置 亦 就 地 形 拉 散，在 单

个厂房又采取靠、镶、嵌、进 洞、埋 地 等 隐 蔽 措 施。”⑨即

企业应该按照生产区、生活区分散布局，防止工厂集 中

一团、对空目标 过 大。如 此 造 成 的 结 果 便 是 将 搬 迁 企

业拆分成众多 独 立 的 小 型 车 间 和 居 民 点，沿 山 沟 分 散

布局，如三机部 下 辖 的 十 一 所 在 一 条 狭 长 的 山 沟 里 形

成一线五点，相距达２０公里。⑩

靠山、分散布局方式目的是为了隐蔽，三线 企 业 大

多属于国 防 尖 端 工 业 或 关 系 国 民 经 济 命 脉 的 重 型 工

业，搬迁目的即 在 三 线 地 区 重 建 一 套 战 时 工 业 生 产 体

系。因此，三线企业在建成之后，必须利用一切 手 段 进

行伪装，防 止 过 分 暴 露 自 己。陕 西 省 宝 鸡 市 委 要 求：

“凡老厂扩建和新建工程已基本建成的，都必须采取积

极措施，进行伪 装，大 搞 植 树 绿 化，涂 保 护 色。植 树 造

林要自己动手，多 栽 速 生 高 杆 树，使 其 尽 早 成 林。”“桥

梁厂准备大量植树 造 林、绿 化 厂 区，进 行 伪 装。”瑏瑡即 利

用绿化手段，将企业隐蔽在树林之中。

隐蔽主要针对防空而言，新中国成立后，中 国 的 空

军和防空力量相对薄弱，而美国的Ｕ－２高空侦察机又

屡次侵入内地，窥伺情报，刘少奇分析称：“它的优 势 就

是海军、空军、原子 弹、导 弹，海 军、空 军 的 优 势 是 有 限

制的。用地 面 部 队 到 中 国 来，我 们 不 怕。”瑏瑢敌 人 优 势

集中于空中，三线 企 业 即 便 靠 山、分 散，仍 有 可 能 暴 露

目标。西北局指 示 各 地：执 行“靠 山、分 散、隐 蔽”的 方

针，“防空问题十分重要，要特别注意隐蔽。选 择 厂 址，

尽量利用自然 地 形。……正 在 新 建 的 企 业，凡 不 符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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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计划委员会关于三线建设情况汇报（第二次）》，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甘肃省档案馆，１４４－００１－０５８６－０００３。
《省计委关于一九六五年搬迁项目迁建情况汇报》，１９６５年８月１７日，《三线建设在四川·省卷》（上），第３５１页。
《省委办公厅关于三线建设的若干问题》，１９６４年９月１１日，《三线建设在四川·省卷》（上），第３３页。
《中央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要》，１９６６年４月３０日，甘肃省档案馆，１４３－００３－０７６８－００２８。

⑩　《第三机械工业部四川地区办事处一九六六年基本建设工作的几点体会》，１９６７年４月１日，《三线建设在四川·省卷》
（上），第２８８、２８８页。

《中国共产党宝鸡市委员会关于１９６６年上半年三线建设情况的报告》，１９６６年７月４日，宝鸡市档案馆，６－２－５。
陈东林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第１５９页。



防空要求的，要立即 采 取 措 施，加 以 补 救。”①甘 肃 省 基

本建设委员会随即向各企业提出要求：“现有厂子应积

极 采 取 防 空 措 施，严 禁 反 光、发 光、异 色 的 标 志 出

现。”②因此，利用一切手 段 隐 蔽，使 具 有 空 中 优 势 的 敌

人不易发现，是 三 线 企 业 建 厂 过 程 中 必 须 考 虑 的 首 要

原则。

事实上，对于从 东 部 沿 海 和 东 北 沿 边 迁 至 三 线 地

区的企业和人员来讲，进入内地、进入山区即意味着 遵

守了“六字”方 针，且 企 业 建 在 深 山 之 中，既 不 便 于 生

产，也不便于生活，还会增加基建投资。于是一 些 内 迁

企业贪图便利，并未严格遵守建厂原则，这种思想和 行

为遭到了决策部门的大力批判。四川省机械厅认为 内

迁人员普遍有两重思想障碍：“（１）战备观念不强，对 现

代战争缺乏正确认识。认为已经地处大后方，保 险；或

者消极认为，现代 战 争，不 分 前 后 方，隐 蔽 不 隐 蔽 都 是

一个样；（２）拘泥于老一套建设框框，山高水深条 件 差，

顾虑重重，实际上是迷恋城市‘优越生活’。”③

宝鸡市委将不遵守“六字”方针的企业定性为对 中

央精神领会慢、浅、备 战 观 念 不 强，在 检 查 企 业 布 局 时

发现：“有的靠山 不 隐 蔽，如 桥 梁 厂、秦 川 机 床 厂、电 厂

等；有的既不靠山、更不隐蔽，如渭河电器厂、消 防 器 材

厂、铲车厂、仪表 厂 等。新 选 点 新 建 的，同 样 有 靠 山 不

隐蔽，如 氮 肥 厂、九 〇 二 厂 等；有 的 既 不 靠 山，也 不 隐

蔽，如西北列车 电 站 基 地。而 不 论 哪 一 种 情 况 的 建 筑

物都不分散。”④针 对 不 符 合“六 字”方 针 的 企 业，除 严

厉批评之外，甚至还要重新选址、修改设计。

二、三线企业选址所引发的问题

现代化工业大 生 产 需 要 基 本 的 原 料、交 通、市 场、

分工等各方面协作，方能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获取最 大

经济效益。然而，三 线 企 业 大 多 属 于 高、精、尖 的 国 防

工业和为之配 套 的 基 础 工 业，其 主 要 考 虑 的 因 素 并 非

经济效益，而是战争情况下的国防安全，集中体现为 企

业选址过程中“靠山、分散、隐蔽”的“六字”方 针。这 种

看似与现代工业布局相悖的选址原则，在“山雨欲来风

满楼”的国际 局 势 下，虽 然 有 一 定 的 道 理，然 而 其 负 面

效应也十分突出，集 中 体 现 为：增 加 企 业 搬 迁 成 本、上

下游产业缺乏协作。

（一）增加企业搬迁成本。

近代以来，我国 工 业 发 展 基 本 上 是“沿 海 先 行，领

先内地”，虽然在 一 五 计 划 时 期 有 所 调 整，然 而 三 线 地

区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尤其是工业生产所必需的 水、

电、燃料、场地等 并 未 预 先 规 划 安 排，甚 至 缺 乏 基 础 资

料，导致三线企 业 在 搬 迁 之 初 不 得 不 自 行 解 决。甘 肃

省计委向西北局汇报称：“根据‘分散、隐蔽、靠山’的 原

则，后 方 建 设，必 须 考 虑 在 新 的 地 点 布 点，如 张 掖、天

水、陇西、靖远等，但 这 些 地 区 的 基 础 都 很 差。特 别 是

水文地质资料，这 是 大 家 在 选 厂 工 作 上 感 到 最 困 难 的

问题。甘肃工业 布 局，在 很 大 程 度 上 要 依 据 有 水 没 水

或水多水少来决定。”⑤

同时，三线企业 搬 迁 至 内 地，放 弃 了 地 势 平 坦、基

础设施相对完 善 的 大 中 城 市 和 平 坦 地 带，进 山 进 沟 增

加了企业的基建任务。三机部要求所属企业在总体 布

局上拉散，结果导 致 三 通 一 平（通 水、通 电、通 路、场 地

平整）工程量骤增：“三通一平工程加大，施工单位不 承

担，我们自行组织 民 工 施 工，建 设 周 期 拖 长，汽 车 运 输

量加大，长时间紧张，对施工威胁很大。”其所属 的 十 一

所场地分散在２０公里的山沟中，“土石方大量 增 加，进

洞与埋地后造 成 大 量 土 石 方 开 挖”；七 所１９６６年 下 半

年几乎打的 都 是 土 石 方 仗。⑥ 基 建 规 模 过 大，无 形 中

增加了企业建厂的成本，延迟了投产时间。

分散布局不仅 使 企 业 自 身 建 设 所 需 工 程 量 过 大，

而且也会使国家投资成本上升。国家建委汇报西南 三

线建设时称：“每 个 工 厂 分 散 建 设 以 后，都 要 为 它 修 建

公路或 铁 路 专 用 线，都 要 为 它 解 决 供 电、供 水 问 题，

……都要为它远 距 离 运 输 原 材 料、燃 料 和 协 作 件。这

样做就会多花建设 投 资，提 高 生 产 成 本。”⑦因 此，三 线

地区的基本建设常常陷入资金不足的困境。

现代工业生产 是 高 度 社 会 化 的 生 产，三 线 企 业 有

一个明显的特 征 即“企 业 办 社 会”，虽 然 城 市 的 大 中 型

国营工厂皆如此，但毕竟城市的商业系统、公共设施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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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机械工业部四川地区办事处一九 六 六 年 基 本 建 设 工 作 的 几 点 体 会》，１９６７年４月１日，《三 线 建 设 在 四 川·省 卷》

（上），第２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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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健全，企业亦 可 享 受 由 政 府 主 导 建 设 的 基 础 设 施 和

公共服务。企业搬迁至内地，尤其是进山进沟 之 后，与

职工生活相配 套 的 福 利 设 施 皆 需 要 重 建，大 大 增 加 了

企业的 成 本，甚 至 造 成 浪 费 现 象。四 川 省 计 委 反 思

１９６５年基本建 设 问 题 时 指 出：“过 去 建 厂 大 多 集 中 在

大、中城市附近，水、电、路 的 问 题 比 较 好 解 决；现 在 根

据‘分散、隐蔽、靠 山’的 原 则 布 点，建 设 项 目 分 散 在 边

远地区，水、电、路、燃 料 和 地 方 建 筑 材 料、副 食 品 供 应

等支援配合的问题比较多。”①

在三线企业周 边 建 设 生 活 福 利 设 施，地 方 政 府 投

资所占比 例 甚 小 且 进 展 迟 缓，企 业 不 得 不 自 行 建 设。

财政部规 定：“在 城 市 范 围 以 外 建 设 的 工 矿 点 或 工 业

区，所需的职工生活福利设施，由工矿企业负责投资 建

设。这部分建设 资 金，由 企 业 用 降 低 非 生 产 性 建 设 标

准所节约下来的 钱 加 以 解 决。”因 此，西 北 局 要 求 对 搬

迁至西北地区的三线工矿企业“财贸网点的建设，由工

矿企业负责投 资。城 市 以 外 续 建、扩 建 工 矿 点 需 要 新

添 的 财 贸 网 点 建 设 的 投 资，也 应 由 工 矿 企 业 负 责 解

决。”②企业在搬 迁 过 程 中 既 要 负 责 征 地 补 偿 费 用，也

要有必需的三通一平开支，还要投资生活福利设施，时

常陷入经费紧张乃至要求追加投资的困局。

由企业自行建设，在增加投资之余，还可能 造 成 铺

张浪费的现象。四 川 省 计 委 反 思１９６５年 搬 迁 项 目 时

称：“缺乏统一规划，从现在已经摆下的建设项目 来 看，

不少的工 厂 都 是 一 个 一 个 孤 立 的 点，没 有 根 据‘大 分

散、小集中’的 原 则 来 合 理 布 点，因 而 各 搞 一 套 公 用 设

施，造成国家资金的 浪 费。”③即 便 有 的 企 业 连 在 一 起，

但由于所属机构不同，彼此之间互不协商，公用设施 也

是各自建设，“如拟在江津五城坡的西南射线设备厂和

长风机械厂，同 在 一 个 取 水 点 各 自 设 取 水 和 相 应 的 一

套给水处理 设 施。这 是 极 不 合 理 的。”④ 重 复 建 设、缺

乏协调，导致国家和企业资金浪费严重。

（二）上下游产业缺乏协作。

现代化工业生 产 以 产 业 分 工 为 基 础，新 中 国 成 立

后，我国推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上下游产业 之

间的协作配套 皆 由 国 家 统 一 规 划。在 一 五、二 五 计 划

时期，我国东北和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形成了相对成 熟、

完善的配套体系，然 而，企 业 内 迁 打 乱 了 既 有 体 系，对

三线企业的生 产 造 成 了 严 重 影 响。四 川 省 计 委 指 出：

“沿海现有的生 产 体 系，不 是 短 时 间 形 成 的，特 别 是 专

业化协作后，迁建 厂 到 内 地 后，如 何 解 决 工 艺 协 作、零

部件、技术后方等，……我 省 得 早 抓 狠 抓 几 年，才 能 保

证成批企业内迁能够生产。”⑤

内地工业与沿 海 工 业 发 展 水 平 差 异 甚 大，三 线 企

业内迁之后，所 需 配 套 物 资 内 地 无 法 供 应。甘 肃 省 经

济委员会调查本省的产品项目和类型后报告称：“迁建

企业来了以后，将 有 大 量 的 配 套 和 协 作 产 品 需 要 就 地

解决。据了解，仅 一 机 部 搬 迁 来 的 七 个 企 业 需 要 协 作

配套的项目就有八十一项。最近经过开会和一机部 的

同志共同研究落实，本省可以解决的仅有三十三项，占

百分之四十，还有百分之六十需要和外地联系解决。”⑥

四川省亦面临 同 样 的 困 境，重 庆 常 规 兵 器 工 业 基

地是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四川省计委称：“中 央１１个

部在重庆的迁建、新建企业，要求协作的产品就达２１８４
种，以上协作产品，重 庆 市 可 以 承 担 的 只 有５５９种，占

２５．６％，经过挖潜力、设备更新、填平补 齐、生 产 试 制 等

一系列 措 施 后，可 增 产４９６个 品 种，共 可 增 产１０２８个

产品，占要求协 作 的４７％。”⑦重 庆 是 三 线 地 区 工 业 基

础最好之地，然即便经过自身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升 级，

也只能生产不 足 半 数 的 配 套 产 品，其 余 产 品 仍 需 要 依

赖原厂地供应。

内迁企业原有 的 协 作 关 系 仍 保 留 在 原 厂 所 在 地，

在三线建 设 之 初 不 得 不 依 赖 原 厂 地 的 物 资 供 应 和 协

作。西北局三线建委第一次会议即认识到此问题的 危

害：“西北地区工业基础差，底子薄，目前生产和建 设 需

要的绝大部分 协 作 配 套 产 品 和 二、三 类 物 资 要 依 赖 沿

海供应。这种情况显然不能适应三线建设和备战的 要

求，一旦有事，工业有 面 临 瘫 痪 的 危 险。”⑧依 靠 原 有 的

协作关系，非但不符合战备的要求，而且增加了生产 成

本，一机部西北工作组检讨１９６５年迁建工 作 时 称：“去

年大批工 厂 内 迁 以 后，还 有 一 系 列 的 问 题 需 要 解 决。

譬如协作配套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内迁厂的绝 大

部分协作关系都还留在沿海。远距离运输不仅会给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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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带来很大 困 难，也 不 符 合 备 战 的 要 求。”①哈 尔 滨 机

电厂、上海革新电机厂对口支援兰州综合电机厂，两 厂

精心组织了内迁 设 备、人 员，但 涉 及 到 配 套 问 题，则 基

本上仍依赖原产地，以电源车产品为例，详见下表一：
表一　兰州综合电机厂电源车协作对象表

序号 协作件名称 协作单位

１ 汽车底盘 长春、南京汽车厂

２ 汽油机 南京、柳州动力厂

３ 保温车箱 沈阳汽车配件厂

４ 开关板用电源电流表、频率表 天津、上海电表厂

５ 控制开关板及调压器 上海华通厂

６
各种转换 开 关 及 小 开 关 插 头

插座等
上海华一、天津开关厂

７ 微型电机 天津微电机厂

８ 各种灯具照明灯泡 四机部

９ 扬声器、麦克风、电话机 ７１８厂

１０ 灭火机 上海震旦厂

１１ 落地池 ３０７厂

１２ 半导体整流器 ７１８厂

１３ 坦克时钟 轻工部

１４ 木工电动工具六种 上海八一电机厂

１５ 塑料压制件 天津开关厂、远期在兰州

１６ 申源车型式试验 三机部

　　（资料来源：《哈尔滨机电厂、上海革新电机厂支援 兰 州 综

合电机厂建设计划》，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日，甘肃省档案馆，１５３－

００２－０２０７－００１１。）

兰州综合电 机 厂 所 生 产 的 电 源 车 产 品 共 需 要１６
个协作件，基本上都依靠原厂在华东、东北等地的协 作

企业供应，而在甘肃甚至西北，并无产品可以 替 代。四

川省也面临此等情况，尤其是涉及高、精、尖产 品，四 川

省计委报告称：“经 了 解 在 搬 迁 项 目 中，多 数 地 区 只 是

把主厂迁来，配件厂没有迁，有的厂原来就需依靠地 方

协作，往往这些产品要求质量好、精度高、数量 大，迁 入

我省后现有地方厂 担 负 不 了。”②地 方 企 业 非 但 负 担 不

了，反而有可能影响其原有的生产任务，国家建委提 醒

到：“西南地区现有机械工业担负这样大量的协作任务

是很吃力的。如 果 勉 强 这 样 做，就 有 把 一 般 修 配 任 务

和支援农业任务挤掉的危险。”③

地方协作关系 没 有 形 成，而 一 些 内 迁 企 业 在 搬 迁

过程中设备不配套、随机工具不齐全，在内地亦无法 购

买，影响企业投产。如重庆杨家坪机器厂内迁产品１１．

４瓦绞车需 用 的 六 角 车 床、无 心 磨 床 等 六 种 型 号 的 设

备都没有迁来，使产品无法投产；重庆仪表厂校验需 用

的油湿测试设 备 和 工 具 显 微 镜 都 没 有，使 产 品 无 法 校

验；而天原化工厂共迁７５０台套设 备，经 检 查４００台 套

设备中，缺件短件的达２００余台套。④

面对此种情形，内 迁 企 业 不 得 不 自 己 解 决 配 套 协

作问题，西北局 计 委 称：“有 一 些 单 位 为 了 方 便 或 由 于

情况了解的不够全面，没有或者很少考虑企业之间、地

区之间的专业化和协作问题”，结果导致水电部的兰州

修造厂（搬迁项目）第一期工程内容中要自己搞年产五

百吨能力的电焊条车间；化工部迁往兰州的油漆厂，要

搞包装用的制 桶 车 间；铁 道 部 宝 鸡 桥 梁 厂 要 在 本 厂 增

建制氧站。⑤ 内 迁 企 业 自 己 建 设 配 套 产 业，加 大 了 生

产成本，延迟了投产进度，使得本应依照“小而分”的 原

则走专业化协作道路变成了“大而全”情况下的各自为

营，分散了企业的精力和资本。

三、三线企业配套协作的解决路径

在三线建设决 策 之 初，中 共 中 央 即 高 度 重 视 工 业

发展 中 的 协 作 问 题。１９６５年１月，负 责 制 定“三 五 计

划”的余秋里 向 毛 泽 东 汇 报 称：“各 个 项 目 一 定 要 成 龙

配套，这样才能 发 挥 很 好 的 作 用”，“我 们 认 为，工 业 布

局不能太分散了，恐怕要根据各行业的情况，结合起 来

布点”，得到了 毛 泽 东 的 赞 同 和 支 持。⑥ 国 家 建 委 在 西

南三线建设中 采 取“一 般 军 工 企 业 和 民 用 工 厂 的 建 设

应当兼顾国防 安 全 和 经 济 合 理 的 要 求，尽 可 能 靠 近 原

料、燃料、水源、电源，并且把一些在生产上有密 切 联 系

的工厂成组地 布 置 在 一 起，建 成 一 些 适 当 分 散 的 工 业

点。”⑦因此，为了在内地重 新 建 立 一 套 新 的 协 作 关 系，

从中央到 地 方 采 取 了 建 设 小 城 镇 与 地 方 小 型 配 套 企

业；搬迁企业拆分 筹 建 专 业 厂，相 互 配 套；其 他 地 区 搬

迁配套企业与技术支援三种办法。

（一）兴建小城镇与地方小型配套企业

三线企业需要依照“分 散”原 则 布 局，１９６４年 国 家

计委安排该年 度 搬 迁２９个 厂，并 要 求“除 了 个 别 特 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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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外，都 不 准 进 入 成 都、重 庆、昆 明、贵 阳、西 安、宝

鸡、兰州、玉门８个城市。……这些项目大 都 是 迁 到 中

小城镇或 大 城 市 的 远 郊 区”。① 大 中 城 市 不 接 纳 三 线

企业一方面是 因 为 考 虑 分 散 的 需 要，另 一 方 面 则 因 为

大中城市工业 已 经 饱 和，并 无 过 多 的 水 电 资 源 支 持 新

建企业，四川省 计 委 解 释 称：“成 渝 两 市 已 经 摆 了 不 少

大型工厂，且很集中，水、电供应已很紧张，并应 控 制 城

市人口的发展，基本不宜再摆新的工厂。”②

因此，将三线企 业 分 配 至 大 中 城 市 以 外 的 中 小 城

镇，既有利于分散，又能充分利用各地方资源。西 北 局

召开迁厂问题 讨 论 会 时 指 出：“在 今 后 的 迁 厂 工 作 中，

要特别注意安排一些项目到中小城镇。这样既可以 贯

彻分散、靠山、隐 蔽 的 方 针，又 可 以 利 用 这 些 居 民 点 在

生活供应和劳 动 资 源 等 方 面 的 有 利 条 件，做 到 比 较 经

济合理。”③西北局三线 建 委 副 主 任 李 广 仁 在 报 告 中 明

确指出：“为了少花钱，上马快，在工业比较有基础 的 大

城市搞 是 有 利。但 从 备 战 观 念 看，在 大 城 市 搞 不 利。

……对一般民用工业配套产品，今后应注意向中、小 城

镇发展。打算再 多 搬 一 些 迁 建 项 目，在 中 小 城 镇 分 散

办地小群。”④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爆发后，战争威胁又进 一 步，各

地更注重将工矿企业迁至中小城镇，兰州 军 区１９６９年

４月召开三线建设座谈会时指出：“要‘多搞小城镇’，在

战略纵深地区 开 辟 小 城 镇 式 的 新 的 工 业 区，新 工 业 区

要大、中、小项目结 合，中 央、地 方 项 目 结 合，各 行 各 业

项目相应协作配套。”⑤中小城 镇 即 各 省 的 专 区 和 县 及

县以下的行政中心。

三线企业分散 至 小 城 镇 后，即 要 围 绕 其 建 设 一 批

“地小群”工 业，与 之 配 套。西 北 局 第 一 书 记 刘 澜 涛 特

别指出西北三线建设要从万事求人做到万事基本不求

人，方法即：“要大办地小群，扶助公社 办 工 业。……关

于协作配套的规划，地方要积极组织，研究规 划、布 点，

争取今年（１９６６年）达 到 百 分 之 二 十，一 九 七 〇 年 达 到

百分 之 八 十，必 须 大、中、小 结 合 协 作 配 套。”⑥按 照 刘

澜涛的指示，西 北 局 在 召 开 三 线 建 设 座 谈 会 时 明 确 提

出：“大办地方小 型 工 业，是 解 决 协 作 配 套 的 最 有 效 的

办法之一。地方小型工业，要边发展，边 巩 固，边 提 高。

对于已经办起来的，注意帮助他们不断提高产品质 量，

解决原材料来源 等 问 题，使 之 健 康 发 展。”西 北 局 还 要

求西北地区工 业 的 协 作 配 套 应 该 走 大 庆 道 路，兴 办 一

批地小群，扩散一批卫星工厂。⑦

为三线企业配套的一线工厂往往有其他的协作 任

务，加之搬迁经费有限，在三线建设初期并不能随三 线

企业一同迁至 内 地，因 此 国 家 计 委 在 全 国 搬 迁 会 议 上

要求：“现有内地的地方工业，包括一些手工业在 内，要

进行适当的调整，逐步进行技术改造，以便增加配套 产

品的生产。国家在 分 配 投 资、材 料、设 备 时，要 给 地 方

的协作配套厂以适当的照顾和支持。中央各部今后 不

要 轻 易 接 收 地 方 工 厂，或 者 把 协 作 配 套 厂 升 为 主 机

厂。”⑧依据此指 示，四 川 省 计 委 要 求：“比 较 简 单 的 配

套件，可由地方负责协作，但地方承担协作的有些企 业

必须进行技 术 改 造、设 备 更 新。”⑨西 北 三 线 建 委 副 主

任李广仁指出发展地方小型工业，要做到“二定”“三落

实”。（“二定”：（１）生产什么？定产品方向，（２）为 谁 服

务？定协作关系。“三 落 实”：要 求 做 到 人 员、设 备、原

材料三方面都落实。⑩
四川省计委亦安排地方工业着重发展为三线企 业

配套的产品：“对要求配套协作产品，应本着就地 安 排，

首先挖掘原有工厂潜力，按工艺相近组织协作，否则 可

以统一纳入地方专业化。尽量利用地方现有工艺协 作

生产。”四川省计 委 要 求 各 地 区、各 部 门 对 于 搬 迁 项 目

所要求的生产 协 作，凡 是 当 地 生 产 的 都 尽 可 能 满 足 其

需要，当地虽不产，但 有 技 术 条 件 和 设 备，辅 导 其 转 向

为搬迁项目服务。四川省原有工业基础在三线地区 相

对比较发达，因 此 其 地 方 配 套 产 品 的 生 产 试 制 亦 进 展

迅速，据重庆市１９６５年８月 统 计，已 安 排 各 工 业 行 业

生产为搬迁项目协作配套的产品１０２８种，２９５万套件，

总产量达１６０１吨，已 有７６个 厂、社 生 产 协 作 产 品。瑏瑡

一年之内，重庆 市 安 排 本 地 企 业 生 产 协 作 产 品 的 种 类

即翻了一番。

（二）搬迁企业拆分筹建专业厂，相互配套

三线企业搬迁 至 内 地 后，苦 于 无 协 作 配 套 的 企 业

和产品，因而不得已自建协作体系，使企业向“大而全”

的方向发展，然而，“大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工业生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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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化协作道路。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５日，中央调整工业

组到四川考察机械工业规划布局时提出：“全能厂尽可

能调整为专业厂；建 立 设 备 维 修 体 系，着 重 规 划 机 床、

电机、锅炉等 所 需 专 业 维 修 工 厂 和 车 间。”①四 川 省 机

械工业厅亦认 为 协 作 分 工 是 历 史 趋 势，严 禁 企 业 生 产

产品过多：“一 个 企 业 负 担 品 种 过 多，与‘小 而 分’精 神

不相符合的，应适当分散、专业化。如重庆电机 厂 承 担

了大小电机、变压器等几十种产品，可以考虑一分为 二

或一分为三。”并要求拆分的专业化企业应该扩散到 城

市郊区或到其他县靠山、靠洞另建。②

与四川省机械工业 拆 分 重 建 的 思 路 相 同，１９６４年

９月２１日，李富春在 全 国 计 划 会 议 上 强 调：“新 建 工 厂

必须是‘小而分’，而不是‘大而全’，机械工业必须做 到

专业化和协 作，原 料 工 业 必 须 综 合 利 用。”③为 了 落 实

中央提出的“小 而 分”的 建 厂 原 则，西 北 局 在 特 意 制 定

的《关于规划和解决三线建设中协作配套的几点意见》

中指出：“现有大 厂 中，凡 适 宜 搞 专 业 化 的 车 间、工 段、

小组，可采取扩散的办法，划出来单独建立专业化的 小

厂；正在建设和将要建设的工厂，凡适宜搞专业化的 零

部件或 工 艺，应 根 据 实 际 情 况，尽 可 能 划 出 来 单 独

建厂。”④

因此，西北局计划委员会办公室按照专业化协作的

要求于１９６５年５月２４日对西北地区三线企业进行了重

新调整：“我们认为，新建或搬 迁 的 厂 子，应 当 认 真 贯 彻

专业化和协作的原则，这是生产发展 的 必 然 趋 势，必 须

吸取过 去 的 经 验，不 能 再 搞‘大 而 全’和‘小 而 全’的 企

业，否则安排还未就绪，就又要进行调整。”⑤照此原则，

西北局计委要求“水电部兰州修造厂的电焊条车间，本

厂不需要再搞，因为兰州有一个长虹电焊条厂，全部 建

成后的生 产 能 力 八 千 吨，可 以 提 供 兰 州 地 区 的 需 要。

宝鸡地区的氧气，最好统一由宝鸡市成立一个氧气 站。

宝鸡地区的铸 造，目 前 可 以 根 据 不 同 厂 的 需 要 自 行 考

虑，但铸造应该统一由一机部和地方考虑，组织一个 铸

造中心，没有 必 要 每 个 企 业 都 搞。”⑥ 西 北 局 希 望 对 三

线企业和地方 企 业 进 行 统 一 筹 划，广 泛 组 织 地 区 的 专

业化协作，避免各自为战，浪费国家投资和设备。

三线建设需要 在 地 区 内 部 形 成 协 作 配 套，以 避 免

过度依赖他区，不 利 备 战 且 运 输 成 本 过 大。冶 金 工 业

部希望四川建 设 成 为 冶 金 工 业 稳 固 的 战 略 后 方，在 本

行业布局时 提 出：“有 色 工 业，云 南 重 点 搞 钢，贵 州 搞

铝，四川首先搞镍 及 铅 锌 矿，重 点 是 会 理 镍 矿、会 理 锌

矿。西彭的红古城铝镁加工厂要力争早建。稀 有 金 属

四川搞钽、铌、锂，重 点 在 甘 孜、阿 坝。”⑦分 工 的 思 路 十

分明显。铸锻件 是 重 工 业 生 产 的 必 备 品，国 家 计 委 要

求：“搬迁企业的 协 作 关 系，应 当 根 据 备 战 的 要 求 和 经

济合理的原则，力争在本地区的范围内建立，特别是 工

艺协作、大量的 零 部 件 和 一 般 的 铸 锻 件 尽 可 能 就 地 就

近建立。”⑧即要在三线企业周 围 形 成 配 套 的 零 部 件 生

产企业。

甘肃天水的 海 林 轴 承 厂 是１９６６年 内 迁 的 三 线 企

业，然而在西北地区并无适合的锻件提供，导致海林 轴

承厂投产时间 一 再 延 后，天 水 专 区 生 产 指 挥 部 甚 至 希

望海林轴承厂能够从其母厂洛阳轴承厂暂借一套锻件

设备，进行土法生产。为了在地区内部形成协 作，天 水

专区生产指挥 部 邀 请 海 林 轴 承 厂、天 水 铸 锻 件 厂 和 负

责基建的七局 二 公 司 召 开 座 谈 会，要 求 七 局 二 公 司 加

快天水铸锻件 厂 的 施 工，使 其 能 及 早 供 给 海 林 轴 承 厂

投产所需 的 锻 件 问 题，并 在 管 理 体 制 上 进 行 了 调 整：

“铸锻件厂与海林厂相距５０多公里，在运输供 应、质 量

检验、互相联系等方面，是存在一定困难。……可 以 将

铸锻件厂的锻工车间交海林厂直接领导管理，这样，对

海林厂的锻件协作 是 有 利 的。”⑨即 地 方 政 府 希 望 在 地

区内形成上下 游 企 业 的 协 作 配 套，甚 至 不 惜 改 变 工 业

管理体制。

（三）沿海搬迁协作企业和技术支援

三线企业在原 址 已 有 上 下 游 的 产 业 配 套，搬 迁 至

内地后新的协作关 系 一 时 之 间 尚 难 形 成，１９６５年８月

底，全国搬迁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家计委清醒地 认

识到：“建立起一个合理的工业生产协作关系是一件很

复杂的事情，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我们要采取 积

极措施，抓紧解决。”因此，国家计委要求在新的 协 作 关

系未建立以前，一、二线地区原有的协作关系应继续 维

持，不能中断。⑩四川省机械工 业 厅 对 内 迁 的 三 线 企 业

称：“原有老协作关系，要一律维持现状，不 能 打 乱。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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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 厂 告 一 段 落，腾 出 手 来 再 在 新 的 基 础 上 组 织 新 的

协作。”①

虽然各地也都 积 极 发 展 地 方 工 业，并 开 展 专 业 化

协作，但内地工业发展水平与沿海地区相差悬殊，缺 乏

设备和技术的内地并不能完全解决配套问题。如成 都

配件厂生产的缸套，在上海时都用本溪钢，迁至四川 省

之后便无法解决；江北机器厂虽把设备迁来了，但操 作

大型镗床，龙门刨床的工人都没有来，造成设备无人 操

作；天津仪表厂内迁时对操作齿轮圆球、计量室等关 键

工种和必要的工艺设计人员都没有相应的迁来。四 川

省无法解决上述企业所需的技术、设备、人员和高端 产

品，因此建议：“对 于 一 些 尖 端、缺 配 套 的 重 要 产 品，而

且在短期内无法解决的，建议中央考虑搬迁项目中，尽

可能和主机厂一同迁来。否则暂时保持与原来协作 关

系。”“要求迁出厂考虑尽量将迁出的设备，人员工 种 配

成套，为达到搬迁中的安全迅速，请迁出厂派出工作 责

任心强的专人护送。”②四 川 省 计 委 认 为 除 挖 掘 地 方 潜

能外，解决专业化协作“见效快、花钱少，又能解决 问 题

的有效措施是：凡 质 量 要 求 高 的 比 较 难 解 决 的 配 套 产

品，须要提请中央 各 部 在 安 排 迁 建、新 建 厂 时，通 盘 规

划安排”。③

西北局亦认为“继 续 由 沿 海 搬 迁 来 一 批 企 业 和 支

援一批技 术 力 量，是 加 速 发 展 三 线 工 业 的 有 效 办 法。

……应当争取在 不 太 长 的 时 期 内，逐 步 做 到 大 部 分 协

作配套产品 和 三 类 物 资 的 供 应 立 足 于 区 内。”④因 此，

西北局１９６５年接 纳 三 线 项 目 多 为 在 西 北 地 区 形 成 重

工业基地所必 须 的 配 套 协 作 企 业，以 一 机 部 所 属 六 项

搬迁企业为例，见下表二：
表二　１９６５年一机部从一线迁建到西北的三线项目表

编号 一线企业 三线企业 生产产品 任务

１

哈 尔 滨 汽 轮 机

厂、哈 尔 滨 电

机厂

上海革新电机厂

西 北 火 电 设

备厂
军用电源车 解决军工需要

２ 哈尔滨电表厂
兰 州 精 密 电

表厂
精密电表

解决军民需 要，补 三

线缺门

３ 上海联研仪器厂
天 水 电 工 仪

器厂
交直流仪器

解决军民需 要，补 三

线缺门

４ 上海大来电业厂 白银电缆厂 电线导体
解决 西 北 地 区 配 套

需要

５ 哈尔滨锅炉厂
兰 州 电 焊

条厂
电焊条

补三线缺门，解 决 西

北地区配套需要

６ 上海曙光机器厂
兰 州 真 空

泵厂

真 空 泵 及 真

空应用设备

解决 生 产 军 工 科 研

需要

　　（资料来源：《一 九 六 五 年 工 业 交 通 企 业 和 国 防 工 业 企 业

从一线迁建到西北三线项目》，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４日，甘肃省档案

馆，１４４－００１－０５４９－００１７。）

从上表可以看出，１９６５年 一 机 部 内 迁 工 厂 所 生 产

的产品都是西 北 地 区 所 没 有，或 者 为 其 他 企 业 配 套 为

目的的。因此，在搬迁骨干项目的同时，与之紧 密 相 连

的必需的配套 厂 也 随 之 搬 迁，成 为 解 决 三 线 地 区 工 业

协作的重要途径。

除此之外，若配 套 企 业 在 原 厂 地 有 饱 和 的 生 产 任

务，则更多采取技术支援的方式。１９６６年初，一机部为

了在内地形成一个新的成套的军工生产基地，安排 二、

三线地区试制 一 批 一 线 地 区 已 经 生 产 的 产 品，在 突 破

技术难关问题 上，一 机 部 要 求 一 线 地 区 企 业 要 在 六 个

层面对口支 援 二 三 线 地 区 的 企 业：“１、提 供 产 品 的 全

部图纸和技术资料；２、提供完整的产品样机；３、帮 助 培

训工人；４、解决 产 品 试 制 过 程 中 所 需 的 关 键 材 料 和 配

套产品；５、给予技 术 指 导；６、帮 助 试 制 产 品 的 试 验、鉴

定。”⑤相较于搬 迁 工 厂，技 术 支 援 是 另 一 种 较 为 隐 性

的三线建设形 式，减 少 了 三 线 地 区 配 套 企 业 技 术 攻 关

的时间和投入，为 在 内 地 尽 快 形 成 一 批 专 业 化 的 地 方

协作工厂贡献巨大。

四、结　论

近代以来，我国工业经历了从东到西、从沿 海 向 内

陆的发展过程。在 洋 务 运 动、实 业 救 国、黄 金 十 年、一

五计划等一系 列 工 业 建 设 中，历 届 政 府 虽 有 意 识 地 改

变东西部工 业 分 布 不 均 衡 的 格 局，⑥但 在 新 中 国 成 立

初期，沿海与内地工业实力差异仍十分显著。１９５６年，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

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 内

—７３２—

三线企业选址与内地工业协作关系研究（１９６４－１９６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省机械厅分党组报省委关于三线建设中，地方机械调整、布局、迁厂有关问题的汇报要 点》，１９６４年９月１５日，《三 线 建
设在四川·省卷》（上），第３１８页。

《省计委关于一九六五年搬迁项目迁建情况汇报》，１９６５年８月１７日，《三线建设在四川·省卷》（上），第３５４页。
《省计委关于贯彻全国迁建工作会议简报》，１９６５年９月２５日，《三线建设在四川·省卷》（上），第３６７页。
《中央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要》，１９６６年４月３０日，甘肃省档案馆，１４３－００３－０７６８－００２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机械工业部关于一线地区已经生产的军工产品逐渐转移到二三线重复安排试制的通知》，１９６６年２

月１８日，甘肃省档案馆，１５５－００３－０２１５－０００７。
参见袁为鹏：《甲午战后晚清军事工业布局之调整》，《历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５期；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

订本）》（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３０６－３０８页。



地。这是历 史 上 形 成 的 一 种 不 合 理 的 状 况。”①因 而，

改变工 业 布 局 成 为 新 中 国 工 业 化 需 要 解 决 的 一 道

难题。

促使改变的另一缘由则是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 国

际局势并不稳固，尤其是美蒋威胁东部沿海，中央高 层

一直对可能到 来 的 战 争 充 满 警 惕，而 战 时 状 态 下 从 东

部搬迁工厂至 内 地，成 为 国 防 战 备 的 重 要 方 式。毛 泽

东在１９５６年提出：“我 们 也 应 当 在 沿 海 好 好 地 办 四 年

的工业，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好好地利用和 发 展

沿海的工业老 底 子，可 以 使 我 们 更 有 力 量 来 发 展 和 支

持内地工业。”②

毛泽东的这一 设 想 在２０世 纪６０年 代 中 苏 交 恶、

抗美援越的历 史 背 景 下 得 以 实 现，三 线 建 设 即 是 在 战

备状态下完成 沿 海 工 业 体 系 在 内 地 的 备 份。然 而，中

央高层对战争 局 势 估 计 过 于 严 重，尤 其 在 不 掌 握 制 空

权的情况下，内 迁 企 业 大 多 依 照“靠 山、分 散、隐 蔽”的

“六字”方针布局。片面强调进山进沟，缩小对 空 目 标，

使内迁企业的发展违背了现代化机器大生产的一般规

律，主要表现为：不靠近原料产地，不靠近销售 市 场，不

靠近交通要道，生产成本过大；搬迁和基础设施建设 费

用过多，使有限的资金内耗于生产生活福利改善之 上；

脱离原有的协作关系，短期内并无配套的上下游产业。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整个三线企业只重国 防 安 全，

轻视经济效益。在 三 线 建 设 初 期，从 中 央 到 地 方 都 强

调要将二者结 合 起 来，并 在 内 地 建 立 起 一 套 相 对 完 善

的配套与协作 体 系，进 而 形 成 工 业 基 地。如 西 北 局 便

规划了“陕西：重点发展以汉钢和特殊钢厂为中心的钢

铁工业，以渭北黑 腰 带 为 中 心 的 煤 炭 工 业；甘 肃：重 点

发展以酒钢为 中 心 的 钢 铁 工 业、电 耗 较 大 的 有 色 金 属

冶炼加工工业；青海：重点发展以都兰、龙羊峡、木 里 和

柴达木为中心的 钢 铁、电 力、煤 炭、石 油 工 业”。③ 四 川

省计委亦规划了“泸州到宜宾地区，宜摆用水和排污大

的化工厂和机械 加 工 工 业；广 旺 铁 路 沿 线，地 形 隐 蔽，

可布置国防工业和国防仓库；合川、遂宁、南充 等 地 区，

宜布置棉、绸纺 织 等 轻 工 业 和 运 输 量 小 的 机 械 加 工 工

业。”④从此后的 历 史 进 程 来 看，三 线 地 区 初 步 形 成 了

一个个工业协作区，基本实现了毛泽东所提出的“大分

散、小集中”的工业格局。⑤

当然，这种协作 关 系 的 形 成 是 一 个 历 史 发 展 的 过

程，在三线建设 初 期 由 沿 海 搬 迁 至 内 地 的 基 本 是 与 备

战有关的骨干 式 企 业，其 布 局 的 地 点 也 是 工 业 协 作 区

的中心。此后，为 了 协 作 的 需 要 以 及 珍 宝 岛 战 役 之 后

更加严峻的战 争 形 势，在 内 地 围 绕 骨 干 企 业 逐 渐 自 建

或搬迁一批配 套 企 业，进 而 形 成 一 个 个 有 产 业 分 工 的

工业基地，时人称 之 为“填 平 补 齐”⑥。然 而，三 线 企 业

选址和协作关系建立是特殊时代下的产物，在“文化大

革命”和下放企业管理权的影响下，三线地区稳固的工

业协作关系虽 历 经 三 个 五 年 计 划，却 在 改 革 开 放 初 期

仍未完全确立。随着 国 际 局 势 好 转，１９８３年 国 家 开 始

对三线建设进行调整改造、发挥作用，三线地区初步 建

立起的协作关系遭遇商品市场和国家政策转变的双重

冲击，三线企业逐步走出大山乃至三线地区，其在计 划

经济年代建立起的协作关系被打乱后改由市场进行调

节，三 线 地 区 和 三 线 企 业 也 随 之 进 入 了 艰 难 的 转 型

时期。

　　〔作者张杨，历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上海　２００２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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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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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８４、８５页。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西的三线建设》，第４１８－４１９页。
《省计委党组报杨书记并省委关于选厂布点意见的请示》，１９６４年９月４日，《三线建设在四川·省卷》（上），第３０１－３０２页。
正因如此，在三线调迁之际，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经过调查认定绝大多数三线单位是成功的，仅有７％的

企业布局不合理、建设不成功，需要异地搬迁。参见陈东林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第３１１页。
填平补齐本是中共在老区土改时提出的一个名词，即以抽肥补瘦、抽多补少的办法做到生产资料相对平等。参见李盛平

主编：《中国现代史词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７８１页。三线建设初期的填平补齐指的是根据工业协作的关系，尽快
补上协作缺乏的企业、设备和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