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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淮河流域现代工业发展研究

王　成
（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 合肥２３００３９）

摘　要：新中国建立后的２０多年里，从纵向来看，淮河流域轻、重工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从横向来

看，淮河流域现代工业发展远不及东部沿海地区，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远远落后于生态环境脆弱的西部地

区。淮河流域的工业化道路经历了近代以来现代工业奠基、建国初期现代工业较快发展、大跃进与文革期间曲折发

展等几个阶段。淮河流域虽然资源丰富、地理位置重要、交通相对便利，但现代工业发展相对迟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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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河流域地处沿海腹地，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劳
力充足，然而，其现代工业却长期处于“重工业不重，

轻工业太轻”的尴尬境地。长期以来，由于工业基础

建设薄弱、历史欠账太多、流域居民思想保守等原因，

淮河流域工业发展差强人意，流域内轻重工业比例失

调、采掘工业与资源错位、工矿企业自殖能力较差，这
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淮河流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淮河流域现代工业结构失调、速度缓慢有其内部因

素，也有外部影响。淮河流域特殊的生态地理条件、

发展所处的历史条件、国家不同时期的经济政策等都

对淮河流域现代工业建设产生了重要作用。

一、淮河流域建设现代工业的历史遗存

现代工业的发展当然离不开一定的资源支持。

淮河流域发展现代工业有着一定的资源优势。淮河

流域自然资源丰富，据相关部门统计，该地区煤炭资

源、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诸量居全国前列，兖州、淮南、

徐州等淮域城市是全国重点的煤炭基地。河南、安

徽是我国粮棉的主要产区；建筑材料资源、金属矿产

资源、旅游资源、水产资源、水果资源也都很丰富；地
理位置优越、交通方便。不仅如此，淮河流域地理位

置另一优势是淮河流域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相邻，

可以接受上海、苏南经济区的经济技术辐射，甚至可

以接受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甚至珠江三角洲的

经济技术辐射，是东进太平洋、西建大西北，联系南

北方的中枢地带。因此，从整体上看，淮河流域具备

发展现代工业的优越条件，客观存在开发潜力和广

阔的发展前景。

然而，从历史上看，淮河流域又是一个被撕裂的

经济体。淮河流域原始农业和手工业在距今约六七

千年前就已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了，两汉时期淮域

手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西汉政府在全国设铁官４９
个，其中淮域就占１２个之多，从中不难看出淮域手

工业在当时全国处于重要地位。域内日照、盐城、苏
北沿海地区一直以来都是我国重要的盐业基地，河

南睢县等地丝织业享誉海内外，由于淮河流域地理

位置重 要，商 人 络 绎 不 绝，商 会 林 立，山 东 曲 阜、邹

县、定陶，河南商丘、阳翟、陈县、安徽寿县等是区内

著名 商 业 都 会。隋 唐、北 宋 时 期，随 着 大 运 河 的 修

建，淮域经济得以继续向前发展，其中扬州、开封、徐
州等地农业手工业发展尤为迅猛，淮河流域经济发

展水平达到空前高度。［１］淮河流域地理位置重要是

其经济发展的一大优势，然而应该看到在战乱频仍，

社会动荡尤其是大的战争爆发之后，淮河流域也难

逃战神的魔 掌，其 经 济 建 设 的 成 果 也 迅 即 被 吞 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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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流域的地理位置在军事上也处于极端重要的地

位，历史上淮河流域一直是全国军事交通要道和军

屯与内战的中心。“由于淮河流域成了战神祭坛之

地，因而，只要人们的努力无法改变它这种并没有什

么值得羡慕的地位时，它也就失去了成为基本经济

区的希望。”［２］

解放前淮河流域经济发展多灾多舛，基本形成

了“开始－发展－全盛－毁灭－恢复－再发展－再

全盛－再毁灭”如此循环往复的历史进程。以冶金

工业为例，早 在 春 秋 战 国 时 期，扬 州 等 地 就 设 有 炼

铁、铸铜等工场，成为江淮的冶铸要地。隋唐冶炼业

更为发达，宋元时期逐渐衰落。［３］至清康熙、乾 隆 年

间，民间的冶炼作坊再度兴旺。至清末、民国时期，
冶坊难以为继，所剩无几。淮河流域面对战争破坏

表现出了一定的调适能力，在两宋之前每次战争之

后该地经济都以较快的速度得以恢复。由于淮河流

域的特殊地理位置，淮河流域的发展在与全国其他

地区的竞赛中渐行渐远，自北宋以后，淮域经济虽然

每次都能在战后勉强重建，“但就总体而言，淮北经

济在全国范围内已失去昔日的辉煌地位，逐渐落后

于江浙等地”。［４］近代以降，从纵向来看，淮域工业得

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淮域制茶、榨油、酿酒、纺织

等传统工业基本沿着原有的路径扩大再生产，或采

用新设备进行机器生产；同时，因市场需求与经济发

展需要，现代工业开始出现。［５］从横向来看，淮 域 工

业远远落后于江浙沿海等地。１８９５年，清政府迫于

形势解除限制普通百姓创办现代工业的禁令，江浙

等沿海地区迅速开始了现代工业化进程，而淮河流

域工业化步履蹒跚，直到张謇在阜宁等地创办盐垦

公司为淮河流域机织工业提供充足的原料，淮域现

代工业才渐具规模。［６］

民国时期，以手工业为代表的淮河流域工业取

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与此同时，淮域工业也受到

了兵燹匪患、自然灾害、国外商品输入、农村经济衰

败等外部因素的制约，以及受到生产率低下、经营分

散、规模狭小、技术设备落后和市场竞争力缺乏等自

身因素的影 响，导 致 淮 域 手 工 业 发 展 缓 慢，甚 至 停

滞。［５］建国前淮河流域的主要交通方式为水路和陆

路，淮河是域内主要水道，主要陆路交通为津浦线和

陇海线，境内粮食、茶叶、竹货等物资的输出以及境

内所需之食盐和工业品的输出都主要依靠这两种交

通方式。［７］新中国建立初期，淮河流域分属 河 南、苏

北、皖北三个行政区，域内工业濒临崩溃，发展速度

和质量均十分低下，支柱产业基本以制伞、造纸、榨

油和面粉加工、火柴梗片制造等传统手工业为主，这
些企业大多设备陈旧，生产工艺落后。以安徽省淮

河流域而言，榨油业是较为发达的支柱产业之一，然
而规模大的企业在建国前一般为官僚资本，如蚌埠

市油厂建国前就是官僚资本企业宝兴油厂。宝兴油

厂建立于１９４６年，１９５４年 宝 兴 油 厂 与 勤 丰 油 厂 合

并，１９５５年确 定 为 公 私 合 营 企 业。１９４９年 至１９５２
年９月企业实 行 自 产 自 销，１９５２年１０月 以 后 实 行

加工订货。淮域榨油业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２年技术水平

落后，出产量及出油率都很低，技术上只能依赖一些

土坊榨油经验。［８］

二、建国初期现代工业建设的迅速发展

建国之初，淮 河 流 域 工 业 基 础 普 遍 十 分 薄 弱。
安徽省蚌埠市是全国中等城市，也是淮河流域工业

发展较好的城市之一，然而蚌埠市工业产品产量较

低，所使用的原材料只有１００种左右，能源主要来源

于煤炭电力。［９］至１９４９年６月，全市 开 工 小 型 工 业

企业只有２６２家，大部分为复工，以织布、手卷烟、砖
瓦为主，公营企业只有榨油、面粉、肥皂、卷烟等６个

厂，另有１个植物油厂因原料缺乏处于停业状态，工
人约３万人，其中产业工人只有５　０００余人，以苦力

为多，仅手工业就有３０８家。［１０］从总体上看，由于战

争创伤，大部分淮域工矿企业处于歇业或停业状态。
另外，１９４９年 解 放 之 初，皖 北 地 区 受 水 灾 影 响 有

１　２９０多万亩土地受淹，８００万人遭灾。阜阳等地五

种五 淹，几 乎 颗 粒 无 收。皖 北 沿 淮 地 区２７个 县 在

１９５０年 夏 汛 时 有３／５被 洪 水 吞 噬，受 灾 人 口 达

１　０００余 万，占 全 区 总 人 口 的 ４５％，受 灾 土 地 达

３　１６０万亩，倒塌房屋近１１６万间。［１１］

建国初淮域地方政权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普遍

选择了加快发展工业的方针与策略。早在１９４５年

中共七大上，毛泽东等领导人就认识到现代工业建

设对于建设国家的重要性，“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

的 国 防，便 没 有 人 民 的 福 利，便 没 有 国 家 的 富

强”。［１２］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９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会

议确立了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

重点，例如矿业、钢铁业、动力工业、机器制造业、电

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

础。同时，应恢复和增加纺织业及其他有利于国计

民生的轻工业的生产，以满足人民日常消费的需要。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中 共 皖 北 区 委 书 记 曾 希 圣 在 皖

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也指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

恢复和发展工商业，要切实沟通城乡与内外关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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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处理工业生产的原料与销路和发展农业生产的

关系，对于一切有利于工业、农业发展的正当商业要

予以保护、支持和奖励。［１０］１９５０年５月１日的《苏北

日报》指出：“苏北东滨黄海，西屏津浦，北枕陇海，南
隔长江与京沪杭相望，更有运河及通施线贯穿境内，
土质肥沃，原料丰富，盐、棉等生产，闻名全国。地广

人众，劳动力也很充裕，在大部分地区内已经消灭封

建阶级，发展工业的条件是充分具备的。今天已结

束了过去被封锁分割的状态，今后再不是提倡自给

自足的经济，而是要充分供给工业生产原料的需要，
予以通盘计划，要使苏北的生产在新民主主义的中

国经济建设中，达到应有的贡献。”［１３］

淮河流域作为内陆地区，现代工业基础薄弱、历
史欠账太多。为了变被动为主动，建国之初淮河流

域主要依靠中央财政和沿海地区支持来发展现代工

业。上海近代工业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为了加大

上海与包括淮河在内的内地的合作，１９５３年毛泽东

会见了民族资本家荣毅仁和郭棣活等人，要求他们

积极到内地投资办厂，让工厂到内地去“生孩子”，以
实际行动支 援 内 地 建 设。［１４］就 淮 域 安 徽 而 言，安 徽

地方政府利用其地处华东经济区腹地的优势，结合

上海企业内迁和转移的时机，积极争取上海、青岛等

沿海城市企业内迁入皖。安徽自１９５４－１９５８年 共

从上海等地引进企业１０８家，这些企业大多落户合

肥、蚌埠、淮南等淮域城市，这些企业的落户为淮域

现代工业的 发 展 播 下 了 种 子。１９５５年 合 肥 兴 建 的

搪瓷厂，其前身就是上海私营立兴搪瓷厂。迁皖之

后，该厂发展迅速，厂房面积为原有面积的１．７倍，
并且兴建了２　６００多平方米的职工宿舍。此外，“一

五”期间，安徽地方政府在由山东青岛和江苏南京等

地迁入的企业的基础上建成了淮域蚌埠化工厂和蚌

埠造纸厂。［１５］河南省现代工业建设一直受到国家高

度重视。１９５０－１９５２年 中 共 中 央 确 定 了“重 点 恢

复、稳步发展”的方针，河南地方政府根据这一方针

从上海、无锡等地迁来一批烟厂、纱厂、印刷厂，恢复

和扩建了原有的一批煤矿和纺织厂，新建、扩建和改

建了不少工矿建设项目，其中许多企业落户淮河流

域的开封、郑 州、许 昌 等 市 县。［１６］解 放 之 初，郑 州 市

人民政府就号召、欢迎沿海城市的工厂内迁来郑州，
对内迁的工厂，政府积极帮助解决其实际问题。期

间先后 从 上 海、无 锡、济 南、徐 州 等 地 迁 来 卷 烟、火

柴、榨油、印 刷、棉 纺 织 等 行 业 的 各 类 工 厂 约２０多

个。［１７］其中，上海 利 民 厂，无 锡 新 毅 纱 厂、信 和 纱 厂

就是在这一 时 期 内 迁 来 郑 州 的。１９５０年 无 锡 天 同

纱厂和锦新 纱 厂、龙 华 烟 厂、豫 明 火 柴 厂 等 内 迁 开

封。［１８］［１９］１９５５年上海铸丰搪瓷厂内迁开封。［１９］１９５６
年建筑工程部中国机械凿井公司修配厂从北京迁至

郑州，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更名为郑州勘察机械厂。［２０］

旧中国现代工业建设本质上是中国对外来冲击

的回应，因而旧中国的工业布局十分不合理，江浙沪

等沿海地区总面积只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１０％，但

全国近８０％的工业却集中于这些地区。建国后，中

央领导高度关注这种不合理的工业布局，陈云指出：
“搞工 业 要 有 战 略 眼 光。选 择 地 点 要 注 意 资 源 条

件”。［２１］１９５３－１９５５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

行。“一五”期间，针对中国工业落后尤其是重工业

落后的情况，中央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国家主

要以苏联援建中国的１５６项项目为重点进行现代工

业建设。淮河流域的河南省是国家进行１５６项项目

建设的重点省份之一。国家在河南的工业建设投入

较多，１５６个项目 中 就１０个 项 目 在 河 南，然 而 具 体

到淮河流域 只 有 郑 州 第 二 热 电 站 和 平 顶 山 二 号 立

井。“一五”期间，国家在郑州投资达５．４亿元进行

基建，而郑州市因此也成为淮域现代工业高速发展

的地区之一。１９５３年１０月郑州电厂得以建成并投

入使用。１９５４年，河 南 省 省 会 从 开 封 迁 往 郑 州，从

此郑州成为河南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郑州作为

淮河流域最大的城市之一不仅自身工业得到了迅速

发展，而且是拉动淮河流域发展的强力引擎。１９５７
年１１月，郑州、洛阳、三门峡电网建成送电。１９５３－
１９５７年，郑州国营一、三、四、五、六棉纺织厂相继建

成，郑州每年生产４０多万纱锭。“一五”期间，国家

还在郑州兴建、扩建了一系列的机械厂、建材厂、卷

烟厂、化工厂、食品厂等，郑州成为淮河流域最为重

要的工业城市之一。两淮煤矿建设也是“一五”期间

国家重点投资项目，苏联援建的“１５６项”工程之 一

的淮南谢家集中央洗煤厂于１９５２年开始施工，计划

投资１　５００万元，实际投资１８６万元，１９５９年建成。
其中，“一 五”期 间 完 成 投 资４７２万 元，最 终 建 成

１００万吨生 产 能 力 的 洗 煤 矿。［１１］１９５７年，安 徽 省 原

煤 年 产 量 达 ５０４．２５ 万 吨，其 中 淮 南 矿 区 即 达

４９２．９万吨，淮南煤 矿 建 设 为 华 东 地 区 乃 至 全 国 工

业建设提供了能源保障。［１１］淮域其他地区在现代工

业建设方面也有颇多建树。然而，从整体上看，三年

经济恢复和“一五”期间，由于国家投资成本有限，淮
域不可能得到更多的国家支持因而相对其他地区而

言发展 还 是 较 为 缓 慢 的。以 淮 域 河 南 为 例，１９５７
年，许昌专区有工业企业数１２６个，人数只有１０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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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因此可 知 其 规 模 较 小；相 对 规 模 较 大 的 如 郑

州、开 封 等 地 也 只 有 企 业 １００ 个 左 右，人 数 在

１０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人不 等；平 顶 山 作 为 后 起 城 市 工 业

企业只有６个，产业结构单一（见表１）。
表１　１９５７年淮域河南各地工业企业数及职工人数表

地　区 企业数 职工数　　 地　区 企业数 职工数

郑州市 ９４　 ３７　８８３ 平顶山市 ６　 ４　０３２
许昌专区 １２６　 １０　６６３ 信阳专区 １０１　 ６　４７５
开封专区 ７４　 １１　０８７ 开封市　 ５１　 １３　５２０
商丘专区 ６７　 ３　１７６

　　注：周口、漯河、驻马店三市在当时均不是地级市，故此表三市均没有统计数据。

资料来源：河南省统计局的《河南省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提要（１９４９－１９５７）》，１９５８年，第３５页。

　　三、“大跃进”运动与淮域现代工业的调整

１９５８年，八大二 次 会 议 制 定 的 总 路 线 是“鼓 足

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并提出

在短期内“赶 英 超 美”，总 路 线 的 制 定 标 志 着“大 跃

进”运动的开始。八大二次会议制定的总路线反映

了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面貌的

愿望。但是，总路线过分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
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助长了经济工作中已经存在的

急躁冒进的左倾情绪。淮域各地在１９５８年前后也

相继开始了“大跃进”运动。１９５８年３月，中共安徽

省委发出《关于开展工农生产大跃进宣传运动的指

示》，明确提出“五至七年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的
口号。［２２］同年６月 中 下 旬，山 东 省 委 在 济 南 召 开 全

省地方工业会议，提出了“１９５９年平（工农业持平），

１９６０年超（工业超过农业），１９６２年基本工业化”的

口号。会议要求：“立即在全省掀起一个以发展钢铁

为中心的工业生产高潮。”［２３］“大跃进”期间，由于不

尊重科学，大搞“小土群”，片面强调主观能动性，忽

视客观条件和规律，淮域工业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

坏，造成了现代工业建设中的浪费和重复建设等现

象。１９５８年８月，安徽省成立冶金工业指挥部负责

“全民大办钢铁运动”，这些对淮域经济尤其是工业

带来了较大的破坏。

然而，由于１９６１年 中 央 对 国 民 经 济 进 行 了 调

整，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大跃进”期间还是建

成和扩建了一大批现代工业项目。

１９５９年，以 郑 州 为 中 心 建 成 了 包 括 洛 阳、平 顶

山和开封等６个工业城市在内的超高压电网。“二

五”期间，淮域河南省除了继续完成“一五”时期项目

续建工作以外，郑州铝厂、许昌通用机械厂、开封高

压阀门厂等一批大中型项目陆续得以开工。１９６４－
１９６５年，在淮域河南建成的主要工业项目还有郑州

第二砂轮厂、开封化肥厂、开封拖拉机厂等。［２４］

“大跃进”期间，淮域安徽省现代工业也得到了

一定程度的发展。１９５８年，随着“大跃进”运动的不

断深入，合肥、蚌埠、淮南等城市都掀起了大办钢铁

的高潮，中央所属淮南煤矿当年产煤达８１６万吨，超
过设计能力１１０多万吨，１９５９年又增加到１　４００万

吨，１９６０年总产量达１　６００多万吨，比原计划能力翻

了一番。［１５］重工 业 方 面，开 始 建 设 和 建 成 的 主 要 项

目有淮北煤矿、合肥钢铁公司、合肥重型机械厂、合

肥化工厂、淮南化肥厂、铜官山化肥厂等。［１１］轻工业

方面，兴建和扩建了蚌埠酒精厂、蚌埠铅笔厂、亳县

古井酒厂等。［１１］建 国 后 很 长 一 段 时 间，江 苏 省 由 于

地处沿海，不 是 国 家 投 资 重 点 省，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 国

家在苏投资仅１００．５亿 元。［２５］受 此 影 响，淮 域 江 苏

地区现代工业发展速度相对皖、豫两地淮域地区而

言速度较慢，但是由于淮域江苏地区，地处江苏传统

工业腹地、矿 产 资 源 丰 富、现 代 铁 路 交 通 发 达 等 原

因，淮域江苏在现代工业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

绩。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国家主要在江苏省发

展纺织业和轻工业。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淮域

江苏地区盛产棉花，国家以此为依托在盐城、淮阴、

徐州、扬州等地兴建了一大批棉纺织工厂。［２５］

建国后淮域江苏地区集中力量发展机械、电子、

能源、化学、建筑和冶金等现代工业，并取得了较大

成绩。江苏 省 煤 炭 资 源 主 要 集 中 在 淮 河 流 域 的 徐

州、丰沛一带，因此在能源工业方面，国家将徐州列

为重点建设矿区。机械工业方面，为了加快徐州矿

区发展，“二五”期间，江苏省徐州兴建了徐州机床厂

和矿山机械厂；电 子 工 业 方 面，１９５８年 淮 域 江 苏 地

区相继建立扬州宝成无线电厂，以及南通、徐州等地

的灯泡厂、电子管厂等。［２５］另外，江苏省唯一一家炼

铝基地也于１９５９年１２月份建成，年设计生产能力

为铝锭１　０００万吨，投资２７０万元。［２６］

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淮河流域的现代工业建设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然而由于该地历史欠账太

多，工业相比较而言不仅远远落后于传统沿海工业

·８２１·



城市，甚至在１９６５年以后现代工业建设开始落后于

甘肃、宁夏、新疆等省市。１９６５年起迫于国际形势，
中央决定开始实行三线建设。１９６４年５月，毛泽东

在听取关于编制“三五”计划（１９６６－１９７０年）的 汇

报时提出：制订计划要考虑打仗，要搞三线基地，一、
二线也 要 搞 点 军 事 工 程。所 谓 三 线 地 区，即 是 指

１９６４年至１９７８年，为 了 免 受 外 敌 侵 袭 在 中 国 大 陆

的国境线依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向内地收缩并依据

不同的地理条件划分为三种类型的地区。整个三线

建设中，江苏、山 东 因 为 靠 近 沿 海 故 被 划 为 一 线 地

区，安徽介于一、三线地区之间故为二线地区，河南

省大部分地区为三线地区，因而相比较而言，三线建

设期间河南接受国家建设项目最多。三线地区，分

为大三线和 小 三 线，大 三 线 主 要 指 西 南、西 北 地 区

（川、贵、云和陕、甘、宁、青），其他内地省份如河南靠

近内地的腹地部分称为小三线。［２７］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三线建设的主要受益地区为西

北、西南等西部内陆地区，仅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年国家在这

些地区就新建、扩建、续建大中型项目达３００余项，主
要为现代工业项目尤其是重工业，如攀枝花钢铁工业

基地、六盘水煤炭工业基地、酒泉钢铁工业基地、遵义

航空工业基地等。［２７］三线建设以“备战备荒为人民”
为口号，历时１０多年，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布

局不平衡的状况，给今天的中西部建设留下了宝贵的

历史遗产，建立了巩固的国防战略后方。然而，三线

建设期间，片面强调“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由于

淮域地势较为平坦，加之离沿海地区较近，因而三线

建设期间国家在淮河流域重工业建设明显投入不足。
三线建设期间国家在淮域投资的重点项目仅有：冶金

工业方面，舞阳市建成４　２００毫米科技成果板工程，
郑州建立郑州铝厂；电力工业方面，河南姚孟火电站

建成并投入使用，中国第一条５００千伏超高压输变电

工程在平顶山至武汉凤凰山之间建成，完成改造平顶

山等矿区；石油工业方面，建成河南油田的淮域部分；
纺织工业方面，建设以郑州为中心包括安阳、新乡、开
封、洛阳等地的河南棉纺织基地等。［２７］除河南以外，
淮域江苏、山东、安徽均为一、二线地区，淮域江苏和

山东地区三线建设期间并无重大项目投入，而安徽省

的小三线建设主要由上海负责支援，牵涉的行政区域

主要包括安徽徽州专区全部、芜湖专区和滁州专区的

一部分，与淮河流域关系不大。［２８］客观地说三线建设

给淮河流域城市工业带来的发展空间较小，甚至制约

了淮域某些城市的发展，比如河南开封。三线建设期

间，开封因其地理位置居于京广线以东被划为一线地

区，所以国家不在开封安排建设项目，加之１９５４年省

会迁郑州带走了三四万人，省里建设重点放在郑州，
中央建设重点放在洛阳，而开封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支

援郑州、洛阳建设，郑州、洛阳 向 开 封 要 什 么 就 给 什

么。［１９］从当时的时局和战略部署而言，三线建设无可

非议，然而就开封而言其工业却遭受到了巨大挫折。
四、建国后淮河流域现代工业建设的思考

淮河流域处于中国腹地，淮河流域的工业发展与

资源开发对于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历史

上淮河流域曾经有过繁荣发达的手工业，这使其一定

程度上具备了发展现代工业的基础，然而近代以来由

于清朝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淮河流域和全国其他

各地一样，现代工业发展陷于停滞。现代工业无疑是

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是优化产业结构和提高宏观经

济效益的必要条件，因而在原有工业基础上进一步加

强淮河流域现代工业建设势在必行。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７０年代，我国现代工业建设

成绩斐然。经过２０多年的努力，我国现代工业得到

了明显改进。张培刚说：“如果有了政治的独立和安

定，有了必需的资源和开发资本，并且有了得到现代

技术的机会，则一个农业国家，甚至是一个政权内的

农业区域，要使自己实现工业化，乃是一种普遍的趋

势。”［２９］Ｈ·钱 纳 里 也 认 为，工 业 化 是“国 民 生 产 总

值中制造业所占份额的上升，以及农业所占份额的

相应下降的 过 程”。［３０］工 业 化 是 一 个 国 家 或 地 区 现

代化的必然趋势。从纵向来看，建国以后淮河流域

现代工业得到了初步发展，轻工业和重工业在国民

经济中比重不断攀升。以淮域安徽为例，农业总产

值在国民总产值中所占比例远远超过轻、重工业之

和，合肥和滁州等地农业总产值是工业总产值的３
倍甚至是７倍。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一五”计划顺

利完成，轻、重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不断

上升，我国现代工业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末至６０年 代 中 期，淮 域 现 代 工 业 在 国 民 经

济中所占比例进一步提升，在历史上首次超过农业

总产值。总之，建国以来，淮域现代工业建设和全国

一样在曲折中前进，初步改变了淮域现代工业的落

后局面。然而，应该看到，淮河流域现代工业建设与

全国其他地方相比发展速度较慢，长期处于较低水

平。另外，淮域一些如滁州、阜阳、宿迁等地直到改

革开放之初 工 业 化 水 平 仍 然 十 分 低 下，“重 工 业 不

重，轻工业太轻”（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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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淮域安徽省各市主要年份农、轻、重工业总产值 （单位：亿元）　

年份
合肥市

农 轻 重

蚌埠市

农 轻 重

淮南市

农 轻 重

滁州市

农 轻 重

１９４９　 ２．５８　 ０．０９　 ０．０９　 １．０８　 ０．２１　 ０　 ０．７６　 ０．１０　 ０．２２　 ０．１８　 ０．０３　 ０
１９５２　 ３．２３　 ０．２４　 ０．２３　 １．１２　 ０．９０　 ０．０３　 ０．７６　 ０．２０　 ０．４４　 ０．３３　 ０．０８　 ０．０１
１９５７　 ４．３４　 １．６７　 １．３５　 １．８１　 ２．２３　 ０．１２　 １．６６　 ０．５５　 １．１１　 ０．３８　 ０．１５　 ０．０１
１９６５　 ３．９１　 ４．２９　 ２．９７　 １．３０　 ３．８７　 ０．４２　 ４．０２　 １．２１　 ２．８１　 ０．４１　 ０．１１　 ０．０３
１９７８　 ２．１０　 １４．８７　 ７．５９　 ４．０４　 ９．３１　 ３．０８　 １１．０４　 ３．１１　 ７．９３　 ０．７５　 ０．５８　 ０．０２

　　注：因区划变动，淮域阜阳市、宿州市、淮北市数据未列入本表。

资料来源：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编《安徽省情（２）》，安徽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６４、１５７、１９０、７５５页相关内容整理

而得。

　　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时期淮域现代工业的迅

速发展，以及三线建设期间淮域工业发展放慢都充

分说明现代 工 业 发 展 是 一 个 长 期 的、复 杂 的 过 程。
淮河流域工业建设离不开包括上海等沿海地区的支

持，也离不开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等省非淮河地区

的支持，更离不开国家在政策、资金和人才等诸多方

面的帮扶。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以 来，淮 域 各 省 市 抓 住

改革开放的 契 机 将 注 意 力 主 要 放 在 发 展 现 代 工 业

上，着力改变淮河流域长期以来“重工业不重，轻工

业过轻”的尴尬局面。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一经形成的工业推动

所带来的结果是无穷无尽的。一个工业部门的前进

运动会传播到所有其他的部门。……新产生的力量

需要营养；新产生的劳动人口带来了新的生活关系

和新的需求。……文明程度的提高，这是工业中一

切改进的无可争议的结果，文明程度一提高，就产生

新的需要、新的生产部门，而这样一来又引起新的改

进”。［３１］而淮河流域现代工业发展却与此相反，由于

该地历史上工业基础破坏严重，工业发展政策在较

长一段时间内有失偏颇，人们思想观点落后等原因

导致长期以来该地现代工业发展迟滞，“工业以至于

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

一”。［３１］现代工 业 发 展 缓 慢 反 过 来 又 影 响 了 该 地 社

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进程，从而使淮河流域的整体发

展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泥淖中。

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淮河流域现代工业在取得

一定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因此，必须

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快淮域工业发展步伐：第一，
提高淮域各省发展现代工业的意识。淮河流域虽然

在历史上是中国经济文化发展较早、较快的地区之

一，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以传

统农业为经济主体，缺乏现代工业意识，“以农为本”
的传统思想禁锢了经济发展，阻碍了现代工业的发

展，因而解放思想发展工业势在必行。第二，加大国

家对该地区工业建设的投入。一直以来，淮河流域的

工业发展没有得到充分重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三线

建设的主要受益地区为西北、西南等西部内陆地区，

仅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年国家在这些地区就新建、扩建、续建

了大中型项目达３００余项。而国家在淮河流域除了

对淮域河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建设以外，大规模的国

家投入只有两淮矿业，其他如淮域江苏、山东等地建

国后由于种种原因发展步伐缓慢。第四，加大淮域各

地经济互动，“以大带小，以点带面”。淮域工业发展

极不平衡，如上所述，一直以来完整的淮河流域经济

发展区并没有建立起来，因而淮域工业呈条块式发展

态势，彼此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两淮、平顶山等地

主要为煤炭工业，产业结构单调，制造业发展相对迟

滞。另外，淮域阜阳、滁州、六安、宿州等地长期处于

工业化低级阶段。［３２］淮域江苏、山东地区虽然在建国

后一段时间内并不是国家发展重心所在，但由于其传

统工业基础较为雄厚，本省非淮地区经济发达，因而

总体比淮域其他地区发展得要好。淮域河南、安徽两

省工业主要集中在郑州、开封、合肥、蚌埠等规模较大

城市，加强发达城市现代工业发展，充分利用大城市

的辐射效应是淮域全面工业化的必然选择。第五，提
高劳动者素质，加快设备更新。淮河流域大中型骨干

工业相对较少，且大多是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立的，
与宁沪杭、京津唐、浙福广等发达地区相比，无论企业

设备、技术更新、产业结构、劳动力素质等方面都存在

巨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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