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线建设原因探析 

文/鲁碧华 

   三线建设是指从1964年至1980年在中国中西部地区开展的一场以备战为中心，以军工为主体
的规模巨大的经济建设运动。在短短十几年间，上千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星罗棋布于中西
部地区，成为推动中国西部工业化的加速器。 
   1964年4月30日，国家计委起草《第三个五年计划（1964-1970）的初步设想（汇报提
纲）》，规定了三五计划的基本任务。三五”计划制定的初衷是大力发展农业、解决人民的吃穿用
问题。但是，在1965年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案）》就修
改了三五计划，196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同意“三五”计划的基本方针为：“以国防建设
为第一，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三五”计划从吃穿用计划转变为备战计划。新中
国政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突然改变“三五”计划的初衷，开始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三线建设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备战是三线建设的最直接的原因 。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期，中国的周边环境日
益恶化，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在北部，由于中苏关系全面恶化，中苏边界局势紧张。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苏联当局
相继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还欠债；在新疆伊犁制造暴乱事件。60年代中后期，苏联向中
苏边境大举增派军队，由原来的10个师不足20万人逐渐增加到54个师近百万人，其战略导弹直接指
向我国的重要设施，中苏边境一触即发。在南方，美国在越南发动的侵略战争正步步升级。1964年
8月5日，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对北越实施军事封锁和大规模轰炸，1965年3月，美国派遣海军陆
战队悍然在南越登陆，把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南大门，严重威胁到中国南大门的安全。在东南沿海，
盘踞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从1961年到1965年，一直叫嚣反攻大陆，妄图建立大规模进犯大陆的“游击
走廊”。在西南，1962年6月，印度军队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入侵西藏，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
发动大规模的全面进攻。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面临着严重的军事威胁，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不能不引起始终
把国家安全作为第一位的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警惕。 
   1964年4月25日，军委总参作战部提出了《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
告。报告认为，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方面，存在的问题很多，有些情况还相当
严重。主要是：（1）工业过于集中在大城市。（2）大城市人口多，大部分又集中在沿海地区。
（3）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一般也多在大城市附近，易在敌人轰炸城市时一起遭到破
坏。（4）所有水库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且主要位于政治、经济、军事要地和交通干线的要害位
置，一旦遭到破坏，洪水将冲击北京、天津等附近，造成严重损失。为此，报告建议由国务院组织
专案小组研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以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此报告呈送毛泽东及中央政治局，引
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在报告上批示：“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实施。国务院组织专案
小组，已经成立，开始工作没有？”可见其心情之急迫。在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召开的中央工
作会议上，毛泽东郑重提出要考虑战争，要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要下决心搞三
线建设。1964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要进行备战。他说：“只要帝国主义
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们什么时候要打仗。……要下决心
把三线后方基地建设起来。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在北部湾事件发
生的第二天，毛泽东认为战争的危险性大大增加，他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1964
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讨论三线建设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要准备帝国主
义可能发动战争。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到内地去。各地都要建立自己的二、三线，不仅
工业交通部门要搬家，而且学校、科学院、设计院、北京大学都要搬家。攀枝花和酒泉两个钢铁基
地的建设一定要落实。成昆、川黔、滇黔这三条铁路要抓紧修好。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会议决
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新建项目都要摆在第三线，现在就
要搞勘察设计，不要耽误时间，第一线能搬的项目都要搬迁，明后年不能见效的续建项目一律缩小
建设规模。 
   内有隐患，外有强敌，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仅要关心人民现实生活问题，更要关注国
家的安全和长远发展。加强战备，加强国防，这是搞三线建设最直接的原因。 
   2、改变我国工业布局的不合理状况，促进经济的长远发展，是三线建设的根本原因。我国经
济发展极不平衡，工业布局严重不合理。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70%在沿海，只有30%在内



 

地。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党和政府在建国初期就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并准备有计划地加以改变。早
在1956年，毛泽东就指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
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促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如何充分利用
沿海工业，以支援、加强和发展内地工业，为国家积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急需的物力、财力，毛
泽东提出了利用沿海工业的优势支持内地工业发展的思想。他说：“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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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后，为了改变畸形的生产力布局，我国推行区域均衡发展和基本建设重点由沿海转向内
地。1949-1952年，将一部分工厂迁移到接近原料的地区，1953-1957年，150个项目中沿海占32
项，只占1/5；限额以上的694个项目中，427个在内地，占68%，222个在沿海，只占32%。60年代中
期，随着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基本完成，使开展新一轮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成为可能，而浓重的备战
气氛又使得对工业布局的调整显得更加紧迫。1964年3月，周恩来在讲话中认为：“我们第三线是
空白架子，非要去建设不可。……中国过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人口也不平衡，经济发展更
不平衡，以后就是要逐步走向平衡。” 1964年9月13日，李富春向毛泽东汇报经济工作和计划工作
问题，提出要争取用7到10年，改变工业布局的面貌。 
   1965年8月21日，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全国搬迁工作会议，会议认为，大规模的搬迁，实质上
是一次国民经济的大调整，要把搬迁、建设战略后方和当前生产很好结合起来。1965年9月2日，国
家计委草拟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确定“三五”计划的方针和任务是：立足
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发
展农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充分发挥
一、二线的生产潜力，积极地、有目标、有重点地发展新技术，努力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技术水
平。这个汇报提纲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提出的指导方针，一方面从备战出发，强调加强三线建设，另
一方面又从长远规划角度考虑，要改变我国工业布局的不合理，以促进经济的长远发展，两个方面
得到有机结合。 
   三线建设是以备战为契机，实现经济的地区均衡和长期发展。对此，毛泽东曾有过多次论
述，视察天津时曾询问：“大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会不会是浪费？会不会化为水？”当地方负
责人回答：“不会的，就是敌人不来，从经济建设上说也是有用的。”毛泽东虽然强调存在战争危
险，但也并不认为就一定会打起来。因此，毛泽东在强调备战的同时，特别要求计划编制工作要有
长远考虑，要考虑经济建设长远全面发展。1965年1月24日，他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谈到三线建设
时，特别指出：“三线只修铁路，只规划煤、钢？应当是机械、化工、军工什么都有才好。”1965
年3月13日，周恩来在听取赵尔陆汇报小三线建设时也指出：搞小三线，要看到长远规划，15年要
全国搞成一个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要有相当的地区经济的发展。4月12日，在中央政治局的125次
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再次指出：“我们现在一方面备战，一方面还要搞长期规划，要备战和长期结
合。……像包钢、武钢、太钢这样的新项目，还有像德阳的重型机械，过去布置也不够，现在也要
把它加快。” 
   可见，毛泽东和党中央是从战略高度出发，搞三线建设，这既是为了备战，更是为了改变我
国工业布局的不合理状况，提高整个国家的经济综合实力，促进全国经济的长远的协调发展。 
   3、革命战争年代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思想是三线建设的思想根源。在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
中，中共推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即建立根据地、积极做好作战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
无把握之仗，每仗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三线建设沿袭和发展
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一旦大战来临，敌人会在全面进攻之前进行持续的大规模轰炸，并有可
能占领第一线”，所以，“要把国防工业建在三线，建成能抗飞机轰炸、抗原子弹袭击的巩固的战
略后方”。“在‘三线’地区建设一个打不烂、打不乱的战略大后方”。不但全国建立巩固的有组
织的战略后方，而且各省要搞小三线，建立各省的战略后方。1964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下发
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计划纲要提出，三线建设要结合第三个五年计划
来考虑和安排。三线建设总的目标就是采取多快好省的办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
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工业基地。因此，三线地区的布局项目，从能源、原
材料到机械、电子、化工、军工都自成体系，修铁路、公路，规划建设煤、钢基地，挖防空洞、地
道，企业搞“厂办社会”，到1970年“四五”期间将内地建设成一个部门比较齐全、工农业协调发
展的强大战略后方。 
   三线建设是备战的重要物质准备之一，一个重要的着眼点“是增强国防工业支持大规模反侵
略战争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带有预防和遏制战争以争取和平的性质。毛泽东多次强调：“应该
从坏的方面做准备，即准备打，这么做了准备，也许可能不打”,“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
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可见，在存在战争可能与和平可能的形势下，从存在战争的可能性来部署工
作，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是当时坚持的原则，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思想是三线建设的思想根源。 
（作者单位：内江师范学院政法与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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