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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上世纪 60 年代做出了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就是搞三线建设。三线建

设，使新中国有了一个安全的战略后方，同时也形成了一定威慑力。建国 60 年来，

我们国家能有几十年的安全，不能不说是享受了三线建设的好处。三线建设，在世

界军事史和经济史上也是前无古人的。 

 

  建国初期毛泽东第一次对苏联人说“不” 

 

  建国初期，毛泽东多次提到：我们在经济建设问题上要学习苏联。他们那里有

现成的经验，这些经验也是成功的。他们已经“建成了光明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为什么不学？ 

 

  上世纪 50 年代，苏联也是诚心诚意地援助中国。但是，苏联人是按照他们搞

建设的思路和习惯援助中国的。当时，在中国怎样建设的问题上，中苏两国高层是

共同协商，而协商的结果，往往是中国高层听从苏联高层的意见。苏联高级经济专

家和政府首脑曾经提出：中国的经济建设要想快速发展，必须集中在沿海和东北地

区搞建设。因此，中国在制定“一五”计划时，基本接受了苏联方面的意见。“一

五”计划是以苏联援建的 156 项工程为中心展开的，苏联方面打算按照原来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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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把援建中国的项目集中在中国的东北和靠近沿海的一些大中城市。这样做，工

业建设的各方面配套条件较好，企业上马快，见效明显，又可与苏联的工业建设相

联系。但是这时毛泽东有了自己的考虑。他认为，如果把 156 项工程全部集中在东

北和沿海大城市，对中国工业的均衡布局和国家建设的全面展开显然是不利的。尤

其是国防工业，都建在与正在打仗的朝鲜相邻的东北地区和易受美蒋飞机袭击的沿

海大城市，更不妥当。就在马上要确定“一五”计划的前几天，毛泽东把周恩来、

李富春找到菊香书屋专门商量 156 项工程的安排问题。毛泽东说，在经济建设问题

上，我们要考虑中国的实际，不能完全按照苏联方面的意见办。最后，他们确定了

这样一个原则：既要尊重苏联专家的意见，又要有自己的主张。 

 

  中国自己的主张是什么呢？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 156 个建设项目不能全部放

在沿海和东北地区，要安排近一半到西部去。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意见，周恩来等国

家领导人与苏联方面进行了反复协商。在中苏双方协商的基础上，最后决定：106

项民用工业企业的 21 项，要建在西部地区，44 项国防工业企业中的 21 项，要摆

在西部。这一决策的实施使过去几乎没有工业的西部地区建起了一批轻、重工业。

其中，钢铁、电力、煤炭、石油、有色金属、兵器、航空、建材、电子电气等企业

初具规模，并且初步形成了相互衔接的关系。 

 

  到了 1956 年，苏联经济建设中的弊端已经显现出来，此时毛泽东更感到，对

苏联的经验绝不能照搬。他认为，苏联人走的弯路，我们不能再走。基于这一考虑，

他对我国经济建设布局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思索。他看到，我国西部地区虽然已有

了一些工业企业，但总体上看，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底子还很薄，与东部地区相比，

差距很大。他说：“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 70%在沿海，只有 30%在内

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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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的决策下，我国重新

调整了经济建设布局，在新的经济建设布局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被放在了十分重要

的地位。当时毛泽东特别注意把国防科技工业摆在西部地区。“一五”和“二五”



期间，我国的飞机、坦克、火炮、舰艇等重型武器生产基地都部署在西部地区。西

安、重庆、成都、太原、兰州等西部大城市也很快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 

 

  在那个时候，苏联经验几乎是神圣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照搬苏联经验，而

毛泽东却敢于对苏联人说了“不”。因为他是从中国国家根本利益出发，并且是立

足于中国的，他思虑的是国家经济长远、全面地发展。 

 

  在核威胁下，毛泽东形成了一个中国未来作战新思路（2） 

 

  毛泽东亲自决定建设“131”绝密工程 （3） 

在核威胁下，毛泽东形成了一个中国未来作战新思路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周边局势。1960 年中苏两国的关系急剧恶化，苏

联在中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对我虎视眈眈；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咄咄逼人，妄图反攻大陆；

中印边境发生争端以至中方被迫自卫还击；美国在台湾海峡进行了核战争演习，疯狂扩大侵

越战争，直接威胁中国安全。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毛泽东并不害怕，他说：“原子弹是

纸老虎”，并不可怕。同时，毛泽东也认真加以对待。为此，毛泽东做出了两个选择：第一

个是中国也要搞一点原子弹。他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

个东西。但是，毛泽东并不把搞原子弹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他在 1961 年 9 月 24 日同蒙哥

马利谈话时说：我们也准备搞一点原子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十

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中国要用

很少一点钱搞试验。毛泽东认为，重点应该放在扎扎实实搞三线建设上，因此，他的第二个

选择，就是搞三线建设，而搞原子弹也是合并到三线建设这一大框架之中的，是在三线搞原

子弹。所以，三线建设处于毛泽东战略决策的核心地位。 
 
  毛泽东是着重从战争、特别是打核战争的角度来考虑三线建设布局的。他看到：我国东

北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基地，全部在苏联可携带核弹头的中短程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的打击范围

之内，沿海工业城市也处在美蒋航空兵力打击范围之内。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在苏美核武器

威胁之下。一旦战争爆发，即使敌方不使用核武器，我国大部分工业基础也将毁于一旦，而

如果敌方使用核武器，后果会更加严重。而西部地区则处于苏联和美蒋军事火力打击之外，

当时，无论是苏联还是美蒋的武器装备，都还打不到西部地区，特别是打不到西南地区。 
 
  毛泽东的这个考虑，正好与军委总参谋部的考虑不谋而合。1964 年 4 月，军委总参谋

部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我国经济布局不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报告。报告详细列举了全国工

业过于集中、大城市人口过多、交通枢纽和港口码头过于集中在大中城市及附近等问题，而

这些问题是关系到全军、全民和直接影响卫国战争进程的一些重大问题。因此，建议由国务

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根据国家经济的可能情况，研究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积极措施，以防

备敌人的突袭。于是，毛泽东毅然决定，中止原来“抓吃穿用”的“三五”计划设想，从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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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转而加紧进行战备工作。他把他原来的发展西部的思路进一步强化，形成了把我国工业

建设的布局全面铺开，造成沿海的一线、中部的二线、西部和西北部的三线并存，而把三线

作为建设重点的新思路。从 1964 年 5 月起，他多次就三线建设问题发表谈话。他说，只要

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战争。在世界上存在原子弹时期，

中国没有后方不行。现在沿海地区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搬家是大搬家，不仅工业交通部

门要搬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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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 年 6 月 6 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搞“三线建设”的主张，并且表

示：“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

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

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 
 
  毛泽东的讲话激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大家一致认为，应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

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从此，全国战备的气氛日趋浓厚，“三线建

设”全面启动。 
 
  三线建设需要大量投资。为了保证三线建设的投资，毛泽东指示，今后新建项目大多要

摆在西部地区，现在就要搞勘探设计，不要耽误时间。对沿海地区所有要求增加投资的部门，

都不要批，以便把钱大部用到三线建设上去。 
 
  毛泽东依据他对于三线建设的总构想，确定了三线建设的方针，这就是：三线建设要“大
分散、小集中”，要“依山傍水扎大营”，要根据当地的地形、地貌条件确定建设项目，要使

三线建设的企业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远离大中城市，分散布点，做到即使在打核战争的情

况下，也打不烂、炸不垮，能继续坚持生产和科研，支援前线。 
 
  1964 年，是我国搞原子弹最关键的一年。围绕这一重点军事工程，毛泽东在过去已经

调派了很多军队和科技骨干到西部地区的基础上，又调派了大批军队和科技精英奔赴三线，

加强核研制基地建设。核研制基地在三线地区的建成，为三线建设描上了最浓重的一笔。 
 
  毛泽东还亲自选将搞三线建设。他在做出搞三线建设的决策之后，曾选派聂荣臻及不少

将军去三线搞建设，一批国内最优秀的科学家如钱三强、邓稼先等也被选派到三线地区搞建

设。他曾选派彭德怀到三线去领导建设工作。此外，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在中央，由中

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主要负责人主持三线建设的日常工作。在地方，先后成立了西南、西北、

中南三个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均由该地方中央局第一书记担任。 
 
  从 1965 年起，我国开始把沿海一些工业企业向西部和西北地区搬迁，当年新建项目则

大多集中投放在西部地区。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在较短的时间内，尽快在西部和西北部

地区建立起一个敌人战略核武器打不到的，能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实行工农结合的工业特

别是军事工业基地，进而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 
 
  三线建设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成效。到 1965 年 4 月，中国的战略资源大多已经向西部

和西南地区转移完毕。此时的中国，已经不怕打大规模战争了。1965 年 4 月，周恩来代表

中国政府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总统约翰逊传话说：“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给中

国，中国将奋起抵抗，战斗到底。不管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核子武器在内，可以肯



定地说，它进得来，出不去，必将被消灭在中国。” 
面对苏联威胁，毛泽东提出小三线建设 
 
  中央决定搞三线建设不久，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全国很快就陷入了动乱之中。在这

种干扰下，三线建设中除少数项目仍坚持施工外，大多数项目处在了停工和半停工状态。1969
年，中苏关系恶化后，三线建设又掀起了第二个建设高潮。为了排除造反派的干扰，保证三

线建设顺利进行，毛泽东决定对一些重点三线建设基地和工程实行军管，甚至直接派军队去

施工。同时，考虑到战争的威胁已经临近，为了抢时间，他要求三线建设的速度也要加快。

中央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提出了三线建设要与帝、修、反抢时间、争速度的口号。 
 
  面对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毛泽东又提出了一个“小三线”建设的思路。这个思路就是：

各省特别是进行三线建设的各省，再建设成本省自成体系的“三线”，这样，既可以使“大三

线”与“小三线”两个体系环环相扣，形成一个大系统，也可以将三线建设深入到中小城市、

县城乃至乡村，使我国形成支持长期战争的工业基础。毛泽东此时的三线建设思路，几乎完

全集中到准备打仗、准备打长期的战争上来。 
 
  毛泽东亲自决定建设“131”绝密工程 
 
  毛泽东考虑到，一旦发生核战争，我国要有一个隐蔽的坚固的能防核弹的又能对全国军

事行动进行有效指挥的指挥部。这个指挥部建在哪里合适？毛泽东决定建在华中地区腹部。

毛泽东派人到华中地区反复考察后，决定建在湖北省咸宁市的高桥镇。因为选定的日子是

1969 年 1 月 31 日，这个工程的代号就被确定为“131”。 
 
  高桥镇地处群山之中，周围林木葱茏，位置十分隐蔽。建设的工程不大，主要是毛泽东、

林彪的住所和警卫部队的宿舍。工程分为三层，地上一层，往下有两层。中层主要是作战参

谋人员居住的地方。地道两旁有 100 多套房间。在主洞口，设有厚重的铅门。地下工程还安

装有发电机组，大型风力通讯设备。65 号居室，是专为毛泽东建造的，由书房和作战指挥

部两部分构成。指挥部的房间十分宽大，可以挂巨幅军事地图。一旦爆发核战争，毛泽东就

在这里指挥全国军民对敌作战。 
 
  “131”工程在当时的总投资是 1 亿 3 千万元。这个数目在当时是不小的。但是，如果当

时不搞这个工程，中国就没有对核战争的防范力，因此也就没有对敌对国的威慑力，中国就

存在被毁于核战争的危险。 
 
  在 1964 年至 1980 年长达 16 年、横贯三个五年计划的三线建设中，国家在主要 13 个省

和自治区的中西部地区投入了 2052.68 亿元巨资。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

兵和成千上万人次民工的建设者，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

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他们露宿风餐，肩

扛人挑，用十几年的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 1100 多个星罗棋布的大中型工矿企业、科

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其中一部分后来被称为西部脊柱，如攀枝花、酒泉、金川等钢铁冶金基

地，酒泉、西昌航天卫星发射中心，葛洲坝、刘家峡等水电站，六盘水、渭北煤炭基地，长

城、水城等大型钢厂，成昆、襄渝、川黔、阳安、青藏（西格段）等 10 条铁路干线，贵州、

汉中航空基地，川西核工业基地，长江中上游造船基地，四川、江汉、长庆、中原等油气田，

重庆、豫西、鄂西、湘西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湖北中国第二汽车厂、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



机厂、东方锅炉厂等制造基地，中国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等科研机构。

这形成了中国可靠的西部后方科技工业基地，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布

局，带动了中国内地和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三线建设，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空前的

建设战略。它凝聚了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当时复杂国际国内形势下的战略思

考和筹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