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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新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 5 月 27 日，毛泽东在中南

海菊香书屋找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

富春、彭真、罗瑞卿等人，召开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议。他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

行。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

要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 ①。”

第二件大事，是 12 月 21 日第三届全国人

大会议上，周恩来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四个

现代化”目标。

弹指一挥间，60 年过去。回眸当年的两件

大事，三线建设和中国现代化是什么关系？值

得我们深刻思考。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354—355 页。

三线建设重大战略决策的实施，经历了从

1964 年到 1983 年的大规模建设时期，又经历了

1984 年到 2006 年的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时期。前

后 42 年，跨越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

史时期。其中，既有艰辛探索、跌宕起伏、创

业奠基，又有走出困境、调整改造、改革创新，

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承上启下的典型代表

历史阶段。

一、三线建设战略稳妥处理了中国现代化建设
中农业、工业、国防、科技的关系

第三届全国人大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

宏伟蓝图—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中

三线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的贡献和地位
◎　陈东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三线建设研究分会副会长）

　1962 年 11 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专门委员会关于核武器研制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 /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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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

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从第

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第一步要建立一个独立

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但是，现代化建设要优先发展什么，认识

还不够统一。当时把“农业现代化”放在四个现

代化的首位，这是符合刚刚走出经济困难局面

的现实的。国家计委负责人因此在编制“三五”

计划时比喻说，必须克服“屁股坐在工业上”的

毛病，首先抓农业和“抓吃穿用”。由此，又出

现了一个现代化建设孰先孰后问题。

①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348—349 页、348 页。

1964 年 5 月 10 日、11 日，在停靠南京、蚌

埠的毛泽东专列上，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向毛泽东

汇报“三五”计划“初步设想”，由李富春主讲。

毛泽东听得非常仔细，不时频频发问。当汇报到

铁路和工业建设只能上有限的项目时，毛泽东提

出了不同意见：“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

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 ①

毛泽东借用国家计委负责人“屁股”的比

喻，从整个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长远角度提出了

新的设想：“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

个屁股—基础工业，要摆好。要把基础适当

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

适应。”②他用“屁股”比喻基础工

业，同时又指出了农业和国防的

“两个拳头”作用。基础工业，顾

名思义，是工业的基础，包括制

造、动力、能源、交通等。而工业

化，又是世界各个发达国家步入现

代化的关键，更是落后农业大国的

中国现代化的基础。没有工业现代

化，就难以带动农业和国防、科技

的现代化，是建不起现代化社会

主义强国的。应该说，这个比喻

比“抓吃穿用”对中国式现代化长

期进程，更具有整体的指导意义。

那么，基础工业又先抓什么地

方？ 5 月 27 日，毛泽东在菊香书

屋明确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对第

三线建设注意不够，一个是对基础

工业注意不够。他第一次提出了要

搞三线建设的建议，其中两个支撑

点是：要发展中西部的基础工业，

要为备战着想。

1964 年 8 月，中央根据毛泽　1966 年，酒钢焦化厂正在抓紧建设（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 /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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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建议，转发了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 8 月

19 日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央提出的《关于国家经

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要求今

后工业建设的重点放到三线地区去。三线建设

的中央决策由此确立。

中国式现代化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人民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实

现共同富裕。那么，搞三线建设，关系到民生的

农业怎么办？毛泽东和中央也给予特别的关注。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349 页。

1964 年，毛泽东说，不能靠摇计算机来编计划。

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

制订计划时先看可能生产多少粮食、棉花和其它

经济作物，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

钢铁，可能搞多少工业，还要考虑打仗。工业

投资在数量上还是主要的。农业投资不能太多，

要靠陈家庄和大寨的自力更生精神 ①。

1965 年 6 月 16 日，毛泽东在听取五年计划

编制汇报时，对三线建设和农业，战备和“吃穿

　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的风洞设备〔中共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绵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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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关系，进一步作了全面综合考虑。他说：

“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

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

素。”毛泽东针对“三五”计划投资规模说：我

看 1080 亿元的规模大了，五年搞那么多，刮老

百姓那么多，太多了不好。要根据客观可能办

事，绝不能超过。还要留有余地。毛泽东又说：

“早就讲要他们注意三线问题，但没有大注意。

这次一来就是 1000 多亿，这样老百姓怎么得

了？现在就是过分了。什么都怕过分。我先纠

正他们一下，免得将来又反复。”①

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归纳为“备战、

备荒、为人民”的思想。他阐释说：“毛主席为

什么要强调这三个问题？帝国主义一天不消灭，

我们总是要备战的。我们是农业大国，农业人

口多，灾荒可以克服，但不能避免，农业还是

基础 ②。备战，备荒，落实到为人民。为人民是

最基本的观念。”

毛泽东提出的“两个拳头、一个屁股”的三

线建设指导思想，通过抓行业部类方面的基础

工业和国防科技工业，又把布局重点放在中西

部，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基

本路径。可以说，基础工业是实现中国式现代

化的抓手；“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备战，是

根据当时中国周边的严峻国际形势提出的，把

重点放在国防科技工业，为国家安全提供了一

个安全阀。重视农业，注意人民承受能力，则

为保障民生，制定了第二个安全阀。

从 1965 年到 1980 年，国家给三线地区（不

包括广东、广西）累计投资 2052.68 亿元，比新

中国成立后 15 年投资总和增长 2 倍。其中：能

源、交通占 45%，原材料工业占 32%，国防科

技工业占 12%，其他加工工业占 11%。三线地

① 陈东林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 年，第 169 页。

②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1804—1805 页。

区的工业固定资产由 292 亿元增加到 1543 亿

元，增长 4.28 倍。职工人数由 325.65 万增加到

1129.5 万，其中工程技术人员由 14.21 万增加到

33.95 万，分别增长 2.46 倍和 1.38 倍。工业总产

值由 258 亿元增加到 1270 亿元，增长近 4 倍。

新建了成昆、贵昆、焦枝等 10 条铁路干线，总

长 8046 公里，比 1964 年增长 65% ；新建公路

22 万公里，增长 1 倍；川江等 6 条内河航道得

到整治，并建设了一批港口码头。主要工业产

品产量，1980 年与 1964 年相比：原煤增长 2.6

倍，发电量增长 6.5 倍，生铁增长 5.6 倍，钢增

长 5 倍，钢材增长 6.4 倍，10 种有色金属增长 5.4

倍，磷矿石增长 16.4 倍，化肥增长 15 倍，发电

设备增长 60 多倍，机床增长 5.48 倍，汽车增长

4.1 倍。国防科技工业从常规武器到战略武器的

科研、生产、试验体系基本建成，生产能力约

占全国的一半，总产值比1964年增长了3.29倍。

通过三线建设，我国生产力布局不合理的

状况有了较大改变，不仅在祖国战略后方建立

了比较强大的现代国防科技工业，而且改善了

交通运输的落后状况，开发了能源和原材料等

优势资源，形成了机械、电子工业比较雄厚的

生产实力。这些，对于保障国家的安全，促进

内地经济的开发，改善人民的生活，推动我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

深远影响。

二、三线建设为国家工业化和中国现代化建设，
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一）三线建设在中西部地区建立大批现代

化工业交通企业和设施，初步改变我国工业布

局不合理状况

2018 年 2 月，习近平同志考察四川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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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作出了重要评价。他指出：“三线建设，

使一大批当时属于顶尖的军工企业、国有企业、

科研院所来到西部，这些都是我们发展的宝贵

财富。”①

三线建设在中西部的重点项目，原材料方

面有攀枝花、酒泉、重庆钢厂、金昌有色矿等

冶金基地；能源方面有六盘水、渭北等煤炭基

地，江汉、长庆等油气田；交通方面有成昆、

襄渝、川黔、湘黔、贵昆、阳安、青藏（西格

段）、焦枝等铁路干线；制造方面有湖北中国第

二汽车厂、陕西汽车厂、四川汽车厂、德阳东

方汽轮机厂等“大国重器”企业；水利电力方

面有刘家峡、八盘峡、葛洲坝、乌江渡、二滩

等水电站；这些都成为中国中西部现代化发展

的产业脊梁。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南水北调，

南方煤炭自给，都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实施优

先发展东部外向型经济的战略，提供了充盈的

物资、能源、动力支持。

（二）三线建设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国防战略

后方，构筑了国防现代化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

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中国的

旗帜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同时，中国

人民为建设现代化，必须构建一个强大的国家

安全保障，实现国防现代化。三线建设在中西

部地区先后建成 400 多个军工企业、80 多个

国防科研院所。包括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

工业基地，四川、陕西、甘肃、青海的核工业

基地，贵州、陕西、四川的航空工业基地，四

川、贵州、湖北、陕西的航天工业基地，长江

中上游的船舶舰艇工业基地，四川、贵州、陕

西的电子工业基地，还有绵阳的工程物理研

究院、风洞试验中心等国防科技研究院所。到

1975 年，三线地区国防科技工业的固定资产、

① 当代中国研究所：《新中国 70 年》，当代中国出版社，2019 年，第 105 页。

主要产品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设备水平都已

超过一、二线地区。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

子弹、氢弹，第一个军用核反应堆，第一颗人

造地球卫星，第一枚中程导弹，第一艘核潜艇，

第一批喷气式歼击机，第一门远程火箭炮等，

绝大部分研制、试验基地都布局在三线地区。

这为国家安全提供了长久可靠的保障。

（三）三线建设推动了中西部地区的社会现

代化进步，促进了偏僻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城

镇化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使少数人享有富裕成

果，而是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幸福

美好生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为人民谋

幸福的着力点，实现人民群众对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全面富裕的美好生活

期盼。

三线建设在偏僻落后山区、少数民族边疆地

区，贫困农村地区，通过建设企业、学校、医

院，修建铁路公路，兴建邮电网点，迁来几

百万城市优秀职工和知识分子，带动了中西部

地区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的发展进步，

促进了偏僻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文明繁荣。通

过在不毛之地和荒山僻野新建和扩建，攀枝

花、绵阳、六盘水、十堰、广元、乐山、德

阳、金昌、都匀、凯里、汉中、天水等 60 多

个新型工业科技城市拔地而起，闻名全国。如

攀枝花号称“钒钛之都”、绵阳号称“科技城”、

德阳号称“重装城”、六盘水号称“江南煤都”、

金昌号称“中国镍都”、十堰号称“汽车城”，

加快了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川西大小凉山、黔

西乌蒙山区、川陇山区，是中国的三大贫困地

区。成昆、湘黔、襄渝等铁路和沿线工业群使

过去不通公路甚至不通电的少数民族落后地区

得到“飞跃五十年”的进步，为缩小东西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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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开放时期能够优

先发展沿海地区经济，解除了后顾之忧。

三、三线建设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的科技创新时期

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

之路。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

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

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

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在 2023 年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上，“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

体系建设”被列为重点任务的首位。回溯这个

引领历程，三线建设是一个重要的开拓时期。

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工业现代化、科技

现代化进程中，有两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一五”计划以苏联援建的“156 项工程”为重

点，第二个阶段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三线

建设时期建成近两千个大中型企业。据统计，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苏联撤走专家之后被迫下马

的部分工程，有近一半，如成昆、川黔、湘黔、

贵昆铁路，攀枝花（西昌）、酒泉钢铁厂，西南

铝加工厂、贵州铝厂、第二汽车制造厂、第二

重型机器厂、六盘水煤炭基地、丹江口水电站、

四川天然气田等，在三线建设中又得到继续完

成或扩建。三线建设是在外国终止援助撤走专

家的困境中艰难起步，在国外禁运和技术封锁

的阻截下突出重围，在荒山野岭依靠自己智慧、

科学求实创造出来的现代化建设奇迹。

三线建设是我国冶金、路桥、水电、航天、

核电技术走向世界高峰的前驱。攀枝花冶炼钒

钛磁铁矿，是当时国内外尚未解决的难题，100

多名科技人员经过 1000 多炉次的反复试验，终

于用普通高炉攻下了这一难关，首创当时世界

先进水平的钒钛冶炼技术；绵阳中国涡喷发动

机研究院经过三十多年的攻关实验，建成了亚

洲第一台和最大的航空发动机模拟高空实验平

台，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成昆铁路实现

了五十多项重大技术突破，是我国路桥技术跃

居世界顶峰的起点；西昌航天发射基地代表

了国际先进卫星、火箭发射水平；葛洲坝水

　1970 年，成昆铁路南段顺利通车（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 / 供图）



018

电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水电枢纽；三线建

设者 1970 年开始设计的“728 工程”（后秦山

核电站）是中国核电建设的起步……三线建设

的创新贡献，确实像习近平同志所说是“顶

尖”的。三线人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断谱写

着创新之路。

四、三线建设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精
神财富和人力资源

在三线建设中，几百万工人、干部、科技

人员、解放军官兵，从全国四面八方默默来到

人迹罕至的深山峡谷、大漠荒原，发扬“艰苦创

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

精神，人拉肩扛，风餐露宿，战胜了险恶的自

然条件，建设起了一座座现代化企业和交通设

施。三线人扎根三线，一干就是几十年、几代

人，凸显了“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

孙”的崇高情操。

三线精神是在国家安全受到战争威胁，由

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提出“备战、备荒、为

人民”口号，作出以国防建设和备战为重点的

特殊战略中诞生的。它不同于战争时期的抗美

援朝精神，也不同于和平时期的大庆、红旗渠

精神。它体现了准战时机制下为国家安危，敢

于承担民族牺牲，“和侵略战争抢时间”，向恶劣

自然环境开战的护国情怀。

在三线建设中，诞生了不畏烈火、保护油

井的重庆江津 32111 钻井队英雄集体；修建成昆

铁路中有两千余铁道兵牺牲，平均每公里两人；

涌现了抱病死在攀枝花、六盘水工地的好干部

亓伟、陶惕成，牺牲两个儿子又把女儿送上去

的铁道兵老工程师王文波等可歌可泣事迹。不

少至今默默无闻，比如 816 地下核工程一碗水陵

园 76 位烈士之一的工程兵战士孟洁，牺牲 40 年

后才被家人知晓青山埋忠骨。广大三线人，是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铺路石。

三线精神体现了大规模有计划协作和顾全

大局的“移民”活动（“西迁精神”）。中央一声

令下，几百万职工“好人好马上三线”，迅速而

悄悄地来到荒山野岭的三线地区。以攀枝花为

例，有十几个部委、3 个省市参加建设，全国一

盘棋。20 世纪 80 年代世界形势变化以后，三线

军工一度陷入困境，他们顾全大局，自己“找米

下锅”，第二次创业，实现军转民和脱险搬迁的

三线企业调整改造战略。

三线精神在红色精神谱系中，具有最广泛

的代表性。时间上前后 42 年，横贯改革开放前

后两个时期。空间上，大三线建设布局 13 个省

区，各省（区、市）还进行了小三线建设。人数

上，三线建设包括工人、干部、科技人员、解

放军官兵、农民工 5 个阶层。据估算，大约有

400 万人次迁移，其中有 20% 是家属。加上地

方动员人数，共计有几千万人次参加了三线建

设。可以说，三线建设堪称新中国建设史上空

前的经济建设大战略，三线精神具有最广泛的

代表性。

三线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

贵的人力和干部资源。在三线人中间涌现的党

和国家领导人有：在刘家峡水电站工地任技术

员的胡锦涛，在甘肃三线地质勘探队任技术员

的温家宝，在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任副主任的

宋平，在三线科研所任技术员的曾庆红，在湖

北中国第二汽车厂任管理干部的李岚清、王兆

国，在陕西三线企业任无线电工程师的曾培炎，

等等。可以说，他们代表的成千上万三线人，

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栋梁。

还特别要指出，三线建设为总结中国式现

代化的成功，提供了重要例证。1981 年 6 月中

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时

期“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

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

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

批重要成就。”由于三线建设长期处于保密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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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历史决议”当时对三线建设的历史和重要

成就没有来得及反映，讲述这一时期工业交通

成就时，只举出不属于三线建设的南京长江大

桥和秦皇岛到大庆输油管线两个实例。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

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

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

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

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

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

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 20 多

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①

正是由于三线建设在困难条件下建成了

2000 多个大中型企业和工业交通设施，包括成

昆铁路、攀枝花钢铁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物理研究院等举世闻名

① 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人民日报》，2013 年 1 月 6 日。

的建设成就，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

久，1979 年 9 月 29 日，叶剑英发表了经过中央

政治局讨论修改的国庆 30 周年讲话，首次庄严

宣布，我国初步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

业体系。1981 年 6 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次强调：“我国在

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

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2021 年

11 月，《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

历史经验的决议》郑重指出：“经过实施几个五

年计划，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

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事实鲜明地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

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是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从来没有中断。三线建设的伟大成就，是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上的一座丰碑。

　支援第二汽车制造厂（现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建设的各地民工从汉江邓湾码头上岸，奔赴施工现场（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
馆 /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