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 4 月 学 术 交 流 Apr．，2014
总第 241 期 第 4 期 Academic Exchange Serial No． 241 No． 4

·历史研究·

［收稿日期］2014 － 01 － 05
［作者简介］谢伟( 1980 － ) ，男，辽宁沈阳人，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从全国支援到支援全国
———20 世纪 50 年代东北工业发展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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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十年，是中国工业体系建立的初创时期，东北以雄厚的工业基
础和国家的重点投入而成为支援全国其他地区工业发展的重要基地。回溯新中国工业发展的历
史轨迹，东北老工业基地作为共和国工业的长子，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恢复之初的全国
支援到后来的支援全国，东北向全国输送的不仅有产品，还有经验和人才，并且为中国工业体制的
确立和发展，起到了试验基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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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东北地区遭受严重破坏，加之苏联对东北工业机器设备的拆毁，给东北工业造成了致

命打击。据不完全统计，仅机器就损失了40 269件，发电能力损失 153 万千瓦。据国外统计，抗日战争

以后东北地区工业机器设备的损失达 8 － 10 亿美元。［1］1948 年东北全境解放时，破坏最严重的辽宁省，

全省生产总值仅及 1943 年的 5%，1949 年时也仅达到 1943 年的 28． 4%。［2］593

1948 年 11 月东北全境解放，东北局随即提出东北全党今后必须把经济建设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

东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仅关系到东北政权的巩固，也是支援全国的重大任务。经过近一年的恢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按照原有设备能力计算，全国炼铁能力，东北占 71% ; 炼钢能力，东北占

91% ; 轧钢能力，东北占 50% ; 发电设备容量，东北占 30% ; 各项主要化工如酸碱等工业以及机器工业，

东北占的比重都很大”［3］13。在百废待兴的时刻，东北工业在全国工业中所占的巨大比重无疑使东北在

全国工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使东北成为实现全国工业化的重要基地。

一、中央将东北确立为建设的重点地区

东北作为当时中国唯一具有比较完整的现代化大工业的地区，在新中国成立后肩负着重要历史使

命。1949 年 12 月中财委会议指出，东北已有的工业基础，建设两年后即能够支援关内。［4］256 毛泽东更

是要求把东北建设成一个全国的工业基地，要出机器、出人才。因此，中央在资金、人才和工业项目安排

上大幅度向东北倾斜。
首先，中央投资大幅向东北倾斜。1950 年中财委提出:“重工业部门应最速发展，以提高国家的经

济力量和国防能力，使旧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得在民主的原则下迅速改造。同时，更应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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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工业部门的恢复和发展。如钢铁和有色金属冶炼业、煤矿、石油、电动力、机器制造和化学工业，特别

是为农业发展所必需的农业机械和肥料”［4］16 － 17。中央将重工业作为优先投资方向，而东北原有的重工

业基础，使其成为中央投资的重点地区。1950 年国家在东北地区投入 3． 30 亿人民币的资金，占当年东

北全年预算的 40%，占东北全部国民经济投资的 77%。［2］594 虽然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国家工业建设受到

一定影响，但并没有改变中央对东北投资建设的决心。尤其是朝鲜战争中中美军事装备的巨大差距突

显的是中美两国工业实力的巨大差距，使国家加大了对东北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投资建设力度。仅

1952 年国家在东北地区的投资总额就达 10． 80 亿元人民币。［4］263从 1950 年到 1952 年的三年中，国家对

东北的投资累计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3］17

“一五”计划时期，中央提出合理利用东北、上海等地已有的工业基础，发挥其作用，以加速工业建

设，并且完成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建设，重工业仍然是国家投资建设的重点领域。1953 年 9
月 3 日，李富春明确提出，发展五金、燃料、电力、机械、基本化学、国防等工业，才能保证国防的巩固和国

家的安全; 才能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保证我国在经济上的完全独立。“一五”时期，国家对东北的工业

投资达到了 95． 3 亿元人民币，占国家全部工业投资的 38． 3%，［5］300远远高于同时期国家对其他地区的

投资。“二五”计划时期，东北虽不是国家投资的重点地区，但在国家投资中的比重依然很高，接近全国

基本建设投资的 20%。但在 1958—1960 年间发生了“大跃进”运动，打乱了国家工业化建设的正常步

伐。国家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钢铁工业以及和钢铁相关的工业建设中，对轻工业的投资则相对薄弱，造

成了重工业的畸形发展，打乱了东北工业建设的步伐。
其次，从全国抽调人才支援东北建设。为促进东北恢复与建设，中央决定给予东北特殊政策。一方

面从全国各地抽调科技人员，另一方面，允许东北工业部到全国其他地区招聘人才。有了中央的支持，

东北的人才招聘计划得到了华东局、华中局等各地的支持，再加上时任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的多方联

系，东北招聘团只用三四个月就招聘到4 000多各方面的技术人员; 在统筹分配全国高校毕业生时，中央

也重点照顾东北地区，仅 1950 年，全国高校18 000名毕业生有半数被分配到了东北。［6］以鞍钢为例，在

“全国支援鞍钢”和“为鞍钢就是为全国”口号的鼓舞下，“中央从 1949 年下半年起，陆续从东北、华北、
华东调来 500 多名县地级以上领导干部支援鞍钢; 又从中南、华东招聘了 500 多名具有较高文化、专业

知识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7］。十年间，全国各地为鞍钢输送了111 000多名生产建设人才( 厂矿

长、车间主任和工程师以上干部 520 多人) ①，有力地支援了鞍钢的生产建设。
在苏联专家的分配上，中央也向东北倾斜。1949 年刘少奇访苏归国带回 220 名苏联专家，只有 38

名专家随去北京，其余 100 多名全部留在了东北。1950 年在中国的 120 名苏联专家中，有 92 名在东北。
在工业设计方面，1950—1951 年间，中国政府共聘请了 42 个设计组，其中 30 个安排在东北地区。

从全国各地抽调的大批干部和技术人员支援了东北工业建设，为东北工业基地的建成作出了巨大

贡献。同时，这些人才也成为中国工业建设的宝贵财富，支援了全国其他地区的工业建设。
最后，将重要工业项目尽量安排在东北地区。“一五”时期，中央提出基本上完成以鞍山钢铁联合

企业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建设，使这个基地能够更有能力地在技术上支援新工业区的建设。除了对

于鞍钢作重大改建外，东北各工业区的原有工业，如抚顺、阜新和鹤岗的煤矿工业，本溪的钢铁工业，沈

阳的机器制造工业，吉林的电力工业，也都将在 5 年内加以改建。［5］331 苏联政府援助中国的 156 个工业

项目，中央安排在东北的就有 56 项，占全部项目的 37． 4%。此外，中央和东北地方政府在苏联援助项

目的基础上，还进行了配套建设。辽宁省安排的限额以上项目 175 个，其中工业项目达到了 98 个; 吉林

省虽然重点工程相对其他两省较少，但也安排了 109 项之多; 黑龙江省在 5 年中共建成了2 400多个工

程，其中限额以上的工程达到了 122 个。
在国家重点项目的建设上，东北得到了全国各地的支援。在钢铁方面，新中国成立十年来全国各地

支援了鞍钢 21 万吨机械、电器设备，3 500多万吨煤，2 700多万吨富铁矿，72 万吨水泥，122 万立方米木

材和大量的锰矿石、硫化铁矿石、电线、电缆等。②一汽在建设过程中，得到全国 30 多个省市、70 多个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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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帮助，沈阳、哈尔滨、大连、抚顺等地的国营工厂为一汽制造各种设备，沈阳、上海、南京、汉口等城市

帮助制造规格复杂的建筑器材，鞍山、太原、唐山等地炼钢厂帮助制造各种工程结构钢材。① 在煤炭方

面，鹤岗东山竖井得到鞍钢、上海机械厂和电线厂、太原、唐山、石景山、重庆等钢铁厂共 100 多个企业单

位的支援，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地仅 1954 年就增拨了3 300辆车皮，佳木斯、富锦等地还组织了数百辆大

小车辆为东山竖井运送设备和器材。②

在中央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到 1959 年东北的工业产值达到 353． 3 亿元人民币，是 1949 年的 16． 1
倍，重工业占全部工业的比重由 1949 年的 49． 1% 上升到 70． 8%。③ 经过十年的建设，东北已经成为拥

有先进技术和雄厚工业实力的重工业基地，已经能够为全国的工业建设提供足够的支持。

二、东北对全国工业化建设的支援

雄厚的工业基础和中央在资金、人才、工业项目等方面的支持，东北工业迅猛发展，一大批苏联援助

的重点工程全部或部分投入生产，使东北工业实力进一步增强，具备了支援全国的物资基础。1958 年

邓小平视察东北时指出，“东北三省钢铁产量约占全国的一半，机械制造能力占全国的一半以上，是我

国工业的重要基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全国集中力量把东北建设起来了，东北三省目前的任务，就

是充分挖掘潜力，大力支援全国，并逐步合理发展”④。“一五”期间，东北已开始为全国的工业建设提供

工业设备、人才和经验，工业基地作用逐步显现。
首先，东北为全国工业建设输出大量产品。东北工业的主体在辽宁，辽宁为支援国家建设，从 1953

年到 1957 年调出了大量物资。其中调出生铁 490 万吨，钢材 438 万吨，水泥 575 万吨，化肥 81 万吨; 钢

材、有色金属、水泥、石油炼成品的调出量占辽宁同期生产总量的 54． 6% ～ 73． 3%。［8］88以鞍钢为例，据

不完全统计，十年间，鞍钢仅支援全国的钢材就有1 200多万吨⑤，调出的钢材支援了武汉长江大桥、第一

汽车制造厂、玉门油田、三门峡水电站和包头钢铁公司等国家重点工程，为国家的工业化建设作出了贡

献。沈阳的机械制造工业为全国输送了大批机床、电缆、矿山设备、变压器等机械产品。沈阳制造的各

种机床可以比较完整地装备 50 多个像沈阳第一机床厂这样规模的机床厂。⑥

吉林省虽然工业规模相对较小，但国家安排的苏联援建项目，如第一汽车制造厂、吉林三大化工厂

等竣工投产，也为支援全国工业建设作出了贡献。一汽在 1956 年竣工后的两年时间里就完成了2 000
辆解放牌载重汽车支援钢铁生产的任务，支援了鞍山、河南、上海、广东等地的钢铁生产。⑦ 吉林染料

厂、化肥厂和电石厂生产的各种化工产品和化工原料不仅供应华北、东北等地的农民，而且基本满足了

我国对化工产品的需求，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外汇。
黑龙江省在“一五”期间，先后建成了数十个大、中型机械和电机工厂，为了支援全国建设，黑龙江

省提出了“机械生产第一，支援全国第一”的口号，利用黑龙江机械工业基地的优势，为全国工业生产提

供机械设备。1958 年哈尔滨数十个机械制造厂为全国 24 个省( 市) 制造的冶炼设备就达到 11 万吨，其

中有年产 13 万吨生铁的 255 立方公尺高炉，年产 5 万吨钢的电弧炉和年产 6 万吨钢材的小型轧钢机等

大型复杂机械设备。⑧ 仅 1959 年上半年，黑龙江省支援全国机械产品占全部产品的比例就达到了: 水轮

发电机占 100%，汽轮发电机 60． 6%，水轮机 100%，高中压锅炉 100%，交流电动机 73． 8%，这些产品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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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日报》1958 年 10 月 1 日 4 版，《机电工业基地面向全国》。



应全国 20 多个省市，有力地增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业力量。①

其次，东北为全国工业建设输送人才。东北在进行工业化建设中，不仅培养了大批人才，也响应中

央“出人才”的号召，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人才，被称为人才基地。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满足工业建设对人才的需要，东北各地迅速恢复了大学、中学、小学，开办了

各类培训班和各类专科学校，培训了大批技术工人。除此之外，苏联专家还通过讲课、开训练班、带徒弟

等方式，为东北培养了一批干部和技术工人。以辽宁省为例，1953—1957 年的 5 年间，辽宁共向其他省

份支援输送80 321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7 445人，熟练技术工人56 479人，管理干部16 397人，这些人对

支援武汉钢铁公司、包头钢铁公司等新工业基地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8］88一些重要企业也为国家输

送了大批工业建设人才，仅鞍钢一家，从 1954 开始先后抽调了11 000多名干部、技术人员和60 000多名

技术工人，支援了全国 27 个省、市、自治区，为 300 多个单位培养了70 000多名干部、工人和实习学生。②

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后，开始接受一些新建同类工厂的成套人员培训工作，到 1959 年 1 月，一汽

35%的技术干部、52%的老工程师、72%的地区级干部被调出支援国家建设。［9］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

立十年来，从东北调出的技术工人，管理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达 16 万多人。③ 东北最早开始经济建设，

为国家积累和锻造了大批经济和管理人才，这些人才成为中国工业化建设的重要智力资源。
最后，东北为全国工业建设提供经验支持。作为全国工业建设的先行地区，东北的很多工业建设经

验成为党和国家颁布工业企业管理和生产规章制度的参考来源。
在基本建设方面，1950 年 4 月，东北颁布了《基本建设暂行管理条例》，规定了基本建设工程的计

划、设计、材料供应、施工和工程竣工与决算的工作程序以及相应的责任制。1951 年 3 月中财委根据东

北《基本建设暂行管理条例》的经验，发布了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基本建设管理办法———《基本建设工

作程序暂行办法》，使我国的基本建设工作实现了规范化、程序化。
在企业管理方面，东北最先提出建立经济核算制、生产统计与预决算制度、建立成本会计制度和各

种责任制，并率先编制了工业计划大纲和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1951 年 10
月，陈云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要求在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上，实行经济核算制。中财委随后陆

续颁布了一系列以东北经验为蓝本的工业企业管理规章制度。
东北在经过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两个时期的重点建设后，利用自己的“先发”优势，为国家

工业化提供了产品、技术、人才、经验等方面的支持，充分发挥了工业基地的作用。

三、新中国建立十年来东北工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东北的工业基础使新中国在进行国家工业化建设的过程中有了发展的依托。中央利用东北原有的

工业优势，通过十年建设使东北成为出产煤炭、钢铁、机械、化工、造船等工业品的重工业基地，有力地支

援了国家工业化建设。回望新中国建立十年来东北工业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工业实力显著增强，技术水平明显提高。东北在全国的大力支持下，在原苏联等社会主义国

家的援助下，工业生产空前发展。1959 年东北主要工业部门的产值相较 1949 年均获得较大幅度增长，

其中电力增长 11． 2 倍、燃料 11． 8 倍、钢铁 54． 1 倍、有色金属 47． 8 倍、机械制造 48． 6 倍、化学 91． 1 倍;

主要工业品产量所占全国的比重分别达到: 钢 52． 9%、生铁 34． 9%、钢材 55． 3%、铜 33． 7%、铝 93． 8%、
发电量 38． 7%、原煤 25． 4%、水泥 33． 9%、冶金设备 22． 9%、矿山设备 40． 7%、发电设备 60． 6%、金属切

削机床 23． 2%、载重汽车 87． 0%、机车 47． 4%、货车 51． 6%、动力机械 25． 0%。④ 东北工业产量的迅速

增长，不仅增强了中国的重工业实力，也为东北支援全国提供了物质保证。
经过原苏联等国的技术援助和东北广大职工的不断探索创新，东北工业技术水平获得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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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黑龙江日报》1959 年 10 月 30 日 6 版，《飞跃发展的我省机械工业》。
《辽宁日报》1959 年 8 月 21 日 2 版，《鞍钢已建成强大的钢铁基地》。
《辽宁日报》1959 年 9 月 26 日 5 版，《东北———我国强大的工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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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的钢铁工业到 1957 年时已经能冶炼耐热钢、耐酸钢、高合金不锈钢、高级弹簧钢、滚珠钢、高合金结

构钢、高电阻合金钢及航空、汽车、化学、国防工业用的技术复杂的特殊钢种等1 200多种; 在机床方面，

已经能生产 66 种型号的机床，新试制成功的就有 51 种，已能大量生产精密度较高的新型切削机床; 在

矿山和冶炼设备方面，已能批量生产 700 公厘辊径的轧钢机，制造有效面积1 513立方米的大型高炉、工
作面积 75 平方米的大型烧结机，2 500吨的锻压机，挖斗容积 3 立方米的大电铲［8］86 以及巨型高压输变

电设备等各种机器设备。吉林省作为国家重点建设的汽车和化学工业基地，一汽生产的解放牌汽车满

足了我国对载重汽车的需求，吉林三大化工厂生产的化肥，改变了我国农用肥料依靠进口的历史。黑龙

江省的机械工业水平也得到显著提高。哈尔滨锅炉厂试制中国中国第一台中压 130 吨电站锅炉，哈尔

滨轴承厂生产出超精密高速轴承等一大批具有极高技术水平的工业产品，改写了中国工业的历史。
其次，重工业比重明显提升，三省工业分工、布局更加合理。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央提出要有计划地

疏散辽宁地区的工业，应在哈尔滨、齐齐哈尔一带建立重工业、军事工业的必要基础，在吉林一带建立化

学工业的必要基础，在佳木斯、牡丹江等地增设棉纺厂、亚麻厂，并增设一个橡胶厂，使吉林、黑龙江地区

也具有相当的工业生产能力，从而保证基本作战物资需要。经过调整，东北形成了辽宁以钢铁、煤炭、机
械制造为主，吉林以化学工业为主，黑龙江以机械、电力和军事工业为主的工业布局。“一五”期间，中

央在东北原有工业格局的基础上，加大了投资建设力度，在辽宁增加了石油化工、造船等工业，吉林增加

了汽车制造工业，同时使黑龙江的机械制造工业更加突出，从而使东北的工业分工更加明确，布局更加

合理。由于中央的重点投资建设，使东北的重工业在全部工业中的比重不断攀升。经过十年的建设，东

北地区到 1959 年时重工业比重已经上升到 70%以上。其中辽宁的重工业比重最高达到 76． 0%，吉林、
黑龙江的比重稍低，但也都达到 60% 以上，重工业在东北工业体系中占绝对优势①。相反，轻工业比重

不断下降，映衬出东北经济结构过于单一的弊端，成为制约东北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不利因素。
最后，计划经济模式的工业管理体制开始确立。由于没收了大量日伪企业，东北成为国营经济比例

最高的地区，这也为东北学习苏联制定工业生产计划铺平了道路。1949 年东北工业部开始制定 1950
年工业计划时，计划人员对工业计划工作很不熟悉，当时还只会编制生产大纲和产品对照表之类的东

西，经过不断努力和向苏联专家学习，除了仿照苏联制定了成套的工业条例规章以及建立各级机构外，

还学会了填写表格，计算生产总值，审定技术经济定额，综合各部门计划，搞物资平衡等，经过国民经济

恢复和“一五”计划两个时期的实践，东北建立了一套初步完整的工业计划统计体系，使东北的工业发

展具备了完整的计划管理体制。
总之，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十年是东北工业高速发展的十年。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东北被建

成为全国重工业基地，开始支援全国工业化建设。东北作为新中国工业的长子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为

国家的工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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