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6项工程和三线建设是改革开放前重要的经

济建设里程，对中国的社会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本文就156项工程和三线建设从不同的角度作

一比较。

一、不同点

（一）背景不同

前苏联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

政府。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使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

交政策，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和苏联签署《中苏友好

互助同盟条约》。苏联给予中国经济建设很大帮助，

“一五”计划是围绕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展开的。
156项工程的确立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毛泽东访苏至

1952年底，经过中国领导人的努力，陆续商定了苏

联帮助中国恢复与建设的第一批50个重点项目，主

要是煤炭、电力等能源工业，钢铁、有色金属、化工

等原材料工业和国防工业。1952年周恩来访苏期

间，中苏双方确定大的原则后，于1953年与苏联签

订了以国防工业为重点的第二批供应成套设备建

设项目中苏协议书，共91个项目。1954年赫鲁晓夫

主政，中苏签订了第三批苏联供应成套设备建设项

目协议书，引进能源工业和原材料工业等项目共15
项，并决定扩大原定141项成套设备项目的供应范

围。至此，中国与苏联签订的援建项目共计156项，

并于1955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颁布，通称“156项

工程”。后来由于有的项目改名，有的项目重复计

算，还有的项目未建，实际施工项目为150个〔1〕，但

是156项工程这个说法延续了下来。
三线建设时期中国所处的环境危机四伏：越南

战争不断升级，美国对中国的威胁加剧；中苏关系

紧张，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中印矛盾自中印

边境冲突以来没有缓和。毛泽东强调：“在原子弹时

代没有后方不行，现在沿海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

不仅工业交通要搬，大学、科学院、设计院都要搬。
总之，一线要搬家，三线、二线要加强，以改善我国

工业布局。”〔2〕一场以“备战”为中心的生产力布局

大转移开始了。三线指的是一个具有军事和经济地

理含义的区域概念，相对于一线、二线而言。这一地

区位于我国腹地，是理想的战略后方。具体包括西

南的四川、贵州、云南，西北的陕西、青海和甘肃的

大部分地区，中原的豫西、鄂西，华南的湘西、粤北、
桂西北，华北的山西和冀西地区，是我国的大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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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指除了云南（在大三线范围内）以外的边疆地

区，即东北三省、冀、鲁、苏、浙、闽、粤、桂、内蒙古、
新疆、西藏；介于一线、三线之间的是二线地区。三

线建设持续三个五年计划，“三五”计划开头的两年

成就突出，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停滞不前，1969
年中苏边境冲突后又恢复建设，“五五”时期是收尾

阶段，没有再铺新摊子。政策的出台带有防患于未

然，通过一线、二线企业一分为二或者整体搬迁，一

线、二线企业向三线输送设备和技术人员，是一场

生产力布局的大转移，同时也是技术迁移的过程，

兼有内迁大移民。因此，三线建设的目的在于备战，

改变不合理的生产力布局。
（二）宏观布局不一样

在实际施工的150个项目中，有军工企业44个，

机械加工企业24个，冶金工业企业20个，化工企业7
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个，能源工业企业52个。在

地区分布上，这些建设项目覆盖了东北地区、中部

地区和西部地区。其中44个国防企业，布置在中部

和西部的就有35个；106个民用工业企业中，有50个

布置在东北，32个布置在中部〔3〕。
三线建设布局侧重京广线以西，长城以南，具

体在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西北的陕西、甘肃、青
海、宁夏和湘西、鄂西、豫西、冀西和山西大部分。

具体建设项目：三线地区大中型项目共823个。
就行业来分国防工业共320个项目、原材料工业共

126个项目、燃料动力共66个项目、机械制造共175
个项目、铁道共45个项目、其他部门（包括轻工、纺
织、建工、地质、交通、民航和文教卫生等）共75个项

目。项目从地域上来看，西南是重点，435个，四川是

重中之重，247个，西北268个，湘鄂西120个〔4〕。
156项工程1/3布置在东北地区，一方面由于东

北工业基础好，另外一个优势是靠近苏联。三线建

设时期东北是工业企业和研究院（所）迁出的地区，

“好人好马上三线”支援三线建设。
（三）工业微观的选点与城市建设

156项工程，在各项要素的协作和衔接上准备

充分。李富春在报告中谈到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必

须有一定的先决条件:资源的确切勘探、交通条件的

准备、动力和燃料的供应、各种工业的配合和技术

条件的准备〔5〕。工业化是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工业

的发展必然促进城市的发展。为了使工业建设和城

市发展相适应，1953年10 月，国家计委建议，在同时

有3个或3个以上新厂建设的城市中，成立城市规划

与工业建设委员会，北京、西安、兰州、包头、太原、
郑州、武汉、成都等城市都成立了城市规划与工业

建设委员会〔5〕。除了这些省会城市，其他一些新兴

的工业城市也进行了整体规划。
三线建设以“备战”为中心，工业布点要求“靠

山、分散、隐蔽”，特别强调国防科技要适应战争的

要求，远离大城市，分散布点，给生产、生活带来很

大的困难。这一时期唯一进行规划的城市是攀枝

花。三线企业是在“三边”即“边设计、边建设、边生

产”的原则指导下建设的，设计粗糙，布局比较混

乱，在总体上考虑不周全，漏项较多，这样为企业的

发展留下了很多隐患。施工过程中追求“压缩投

资”、“土法上马”、“因陋就简”，厂房的采光、排风、
辅助设施达不到要求，降低设计建筑标准，机械车

间的墙体建成不久就出现沉裂。三线建设在“先生

产，后生活”思想的指导下，在生活设施上提出“该

简则简”，要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不搞高标准，提倡

“干打垒”。
（四）参与建设的力量不同

156项工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依靠苏联的援

助，由苏联贷款，聘请苏联专家参与项目的设计、建
设。同时中国政府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签订协议、
引进项目。总的来说，156项工程依靠的外援是社会

主义阵营。直至苏联撤走专家、工程技术人员以后，

才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
而三线建设时期实行“革命外交”，与经济较发

达国家的关系几乎全部恶化，引进先进技术的门路

也被堵死。再者受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影响，引进

先进技术被认为是“崇洋媚外”的修正主义路线。尽

管在“文革”期间有了改革开放前的第二次技术引

进：“43方案”，但是这些项目大部分布置在沿海地

区，小部分布置在内地。所以三线的经济建设完全

依靠自己的力量，完全自力更生解决技术难题。
（五）效果不同

156项工程有良好的建设环境，工业间配套协

作相对良好，效益高，初步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化

基础；三线建设在企业布局上“靠山、分散、隐蔽”，
企业分散，在协作上不方便，远离交通线。工程施工

时采取“边设计、边建设、边生产”，设计上漏洞百

出。总体上把三线企业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成功

的；第二类是基本成功的；第三类是进山太深，厂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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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不当，或产品无销路，急需调整产品方向的。再

加上当时的政治环境，遗留了许多问题。以致从“七

五”开始三线建设的调整和改造，继续发挥作用。当

然，三线建设与156项工程效益上的差异，一方面是

选址、施工时的仓促造成的，另一方面156项工程总

体上区位是有差异的，北京、西安、兰州、包头、太
原、郑州、武汉、成都等城市可以说是中国的核心城

市，本来就有良好的基础，在这些城市搞建设，效果

自然不错。三线地区，尽管有些项目布置在西安、太
原、兰州、成都，但是大部分项目是各个行政区内基

础设施相对差的一些城市，三线建设是对这些地区

的首次大规模的建设。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各方面

没有156项工程所具备的优势。简单地从地形地面

来说，三线项目布置的地区也不如156个项目布置

的地区平坦，因此工程量大在所难免，对劳动力的

需求也多，效益相比较而言低。很多人正是通过比

较“一五”和“文革”劳动力的投入和产值来说明156
项工程效益高，而三线建设效益低。

二、相同点

三线建设平衡了生产力布局，促进了西部的工

业化，为西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使西

部丰富的资源得到开发。156项工程改变了中国布

局位于东南沿海一隅的状况，如果说它是建国后第

一次西部开发的话，那么三线建设就是第二次西部

开发，在平衡东部与西部生产力布局的同时，西部

省会城市的实力加强了，非省会城市的实力也得到

了提高（例如甘肃天水、陕西汉中、四川绵阳、湖北

十堰），省会和非省会城市的生产力布局也得到平

衡。这就是改革开放之前的两次西部开发，为20世

纪末西部大开发奠定了基础。
国民经济建设肯定得考虑国防安全，但是怎么

样去处理国防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则是由国家所处

的国际环境和国家的防御能力出发的。156项工程

和三线建设在布局上都有从国防安全考虑来安排

项目的建设。156项工程安排时朝鲜战争还在进行，

蒋介石也妄图反攻大陆。因此审查厂址时，要把厂

址标在地图上，并用直线标出与中国台湾、南朝鲜、
日本等美军基地的距离，说明美国什么型号的飞机

可以攻击到它〔6〕。三线建设时期越南战争升级，中

苏边境局势紧张，国民党反动派集团也乘势蠢蠢欲

动。这种紧张的周边环境使中央作出了更加极端的

措施，以打仗的眼光审视三线建设。在布局上“靠

山、分散、隐蔽”，来躲避敌机的轰炸。
156项工程和三线建设都是突出加强重工业，

投资偏向钢铁、有色金属、化学工业、建材工业、煤
炭、电力和石油的建设，对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农

业、轻工业投资较少，造成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当然

这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突出的特征，强

调重工业，忽略轻工业的建设和农业方面的投资。
强调先生产，后生活。注重生产设施的建设，对非生

产设施投资较少。三线建设甚至取消对楼、堂、馆、
所的建设。特别是忽略了教育发展所必需的投入，

造成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人才的缺失。
通过比较156项工程和三线建设可以得出：社

会经济布局必须考虑国防的安全，但是必须恰当调

整工业地区布局中的国防战备要求与经济合理性

的矛盾，即使备战项目，也要考虑自然规律和客观

经济规律的要求；从产业结构方面来说，要注重重

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协调发展，改善人民生

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政府发挥宏观调控，制

定产业政策，引导投资方向，鼓励各种力量参与建

设，特别是西部大开发，要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生态效益结合起来，加强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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