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线建设”是指从1964年至1980年，由政府

主导的在中西部地区开展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

想的大规模工业建设。具体而言，又有“大三线”和

“小三线”之分，“大三线”主要指西南所有省份以及

西北的陕、甘、青等地，“小三线”指东中部在20世纪

60年代前工业较发达省份的腹心地带。从20世纪

末开始，学者开始关注三线建设问题，进入21世纪

以来（从2000年至今），三线建设的研究成果日益

丰硕。笔者据中国知网和读秀数据库进行统计，

从2000年至今三线建设的研究论文计370余篇，

各种著作（含资料汇编、回忆录、论文集）近30部，

研究的内容也涉及了三线建设的方方面面。本文

拟按照历史研究中通史和专门史的区分方式①，从

总论（总体性研究）、政治史、经济史、社会文化史

四个方面（视角）对21世纪以来三线建设史的研究

成果作一简要梳理，并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以就

教于方家②。

一、总论和政治史视角的研究成果

总论是指目前三线建设总体性研究的情况。

目前的主要成果如下：陈东林的著作从宏观上系统

论述了三线建设的历史背景、决策和建设的过程，

他认为：三线建设的主要意义是建立了巩固的国防

战略后方和初步改变了东西部经济布局不平衡的

情况，失误主要有：1. 片面强调战备，规模铺得过

大，战线拉得过长，进程过快。2. 建设只考虑军事

需求，忽视现代化长期生产要求和经济规律。3. 片

面追求政治目标。同时他强调：评价三线建设必须

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能撇开历史条件评价三

线建设[1]。李彩华的著作也从宏观上论述了三线建

设的历史背景，决策和建设的过程，她认为：三线建

设的经验教训主要有：1. 准确判断时代特征和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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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是确定我国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和前

提，2. 改善我国生产力布局，是一项艰巨、长期和循

序渐进的过程，3. 战略后方的建设规模必须和国力

相适应，4. 战略后方的建设要遵循经济法则。同时

她强调：三线建设是中国全局力量推动的结果，它

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三线

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是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此外，她将三线建设和二

战时期美国的西部开发进行了比较研究[2]。此外，

黄荣华的学位论文也从宏观上讨论了三线建设的

原因、过程和得失[3]。

立足于具体区域（一般以省为单位）的三线建

设研究成果也不少见，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是一批硕

士学位论文。严蔚和阳永金分别讨论了湖南三线

建设的基本过程[4-5]，郭存存、刘存龙、王娟、向东分

别讨论了四川（包括今重庆市）、陕西、青海、四川攀

枝花地区三线建设的基本情况[6-9]。这些论文基本

是从背景、决策、建设的过程、特点和得失等方面系

统地论述了当地三线建设的情况，再现了当地三线

建设的过程。此外，黄巍论述了当时工业发达的辽

宁地区对大小三线建设的推动作用[10]。

除了全国性和地域性的三线建设成果，近年来

各地还陆续出版了一批三线建设的论文集，这些论

文集所收的论文覆盖面很广，基本囊括了三线建设

的方方面面。它们主要有徐有威、陈东林主编的

《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目前共4辑）[11]，中共四川

省委党史研究室，四川省中共党史学会主编的《三

线建设纵横谈》[12]等。同时，基于三线建设在国史中

的重要地位，大多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或《中

国当代史》为题的论著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

史》为题的论著都有章节进行论述。这方面著作很

多，不再一一列举。

政治（事件）史视角的三线建设研究成果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三线建设的决策情况：由于毛

泽东是三线建设的主要决策者，因此研究三线建设

决策主要是围绕着毛泽东进行的。胡远波认为：毛

泽东三线建设决策包含有重要的哲学思想，包括战

略思维（全局性、预见性）、矛盾思维（内因外因、两

点论和重点论的结合）、系统思维（整体性和开放

性）等[13]。张晓刚认为：毛泽东的三线建设思想主要

是基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的，以“备战、备荒”为

主，同时带有改善西部民生的意图[14]。杨庆、周治宇

认为：毛泽东的三线建设决策对当今军民融合战略

有较大的启示意义，应正确处理国家主导和市场运

作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部分突破的关系，还有经济

建设需求和军事需求的关系[15]。此外，前述总论性

成果里，基本都有对三线建设决策的论述。二是国

家领导人和三线建设的关系。宋毅军、孙彦波指

出，刘少奇对三线建设的贡献包括以下几点：1. 争

取有利于中国经济建设的良好外部环境；2. 制定

“三五”计划；3. 主持中央政治局指导实施三线建设

计划[16]。罗月林、刘凤健认为：邓小平从三线建设的

决策，到三线建设的实施，再到三线建设的调整改

造，都做出了重大贡献[17]。三是三线建设搬迁工作

中的政治动员问题。李浩以上海的搬迁为例讨论

了这一问题，他指出：在搬迁动员工作中，依托中共

的严密组织和统一领导，动员方式方法灵活多样，

动员工作中更加注重保密，动员工作更为完整。就

搬迁动员对象而言，有主动参与型、被动参与型和

利益驱动型。搬迁动员虽然取得了成功，但是也有

教训。主要是干部工作方法欠妥，过于强调工人的

无私奉献，较少关注物质利益，未充分利用新闻媒

体进行宣传等[18]。此外，张勇以四川的三家工厂为

例，讨论了三线建设选址变动背后的博弈[19]。

二、经济史视角的研究成果

三线建设是国家牵头组织的大规模经济建设

活动，自然属于经济史研究的范畴。目前三线建设

的研究成果以经济史视角的成果最多。大致而言，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三线建设的具体情况。这方面的成果是

最多的。大凡三线建设的总论研究中，对三线建设

的具体情况都有较大篇幅的论述。此外，三线建设

的布局也是学界讨论的热点。具体而言：王毅的三

篇论文讨论了三线建设重庆的化工和国防工业的

布局。她认为：重庆的国防工业布局具有“大分散，

小集中”的特点，二三线建设期间建成投产的化工

企业使重庆的化工企业门类进一步齐全，初步形成

了重庆化学工业的格局。这些化工企业不但完善

了重庆化学工业的布局，而且为此后重庆化学工业

沿长江不断拓展奠定了基础[20-22]。董志凯认为：三

线建设搬迁成功之道在于备战的背景和强大的动

员能力，还有分工管理和细节安排。决定企业搬迁

的成败在于能否重建协作关系与市场网络，以及能

否科学规划城镇[23]。

第二，三线建设的得失评价。在三线建设研究

的早期，这方面的成果较多（李彩华、张越、蔺如亮

的论文系统论析了评述三线建设得失的主要研究

成果[24]，故此处不再一一列举相关成果，读者可自行

参阅该文和该文所引成果。此外，本段以下内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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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依据此文的内容作出的分析和概括）。主要有肯

定说、否定说和得大于失三种观点，其中得大于失

为主流观点。论者普遍认为：三线建设的“得”主要

是：在原本工业基础较薄弱的西部地区建立起了一

个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尤其是国防工业、交通运输

业、能源业等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一些地区还带

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改变了东西部工业，尤其是

重工业的布局，其中一些省份（如川渝地区）借此一

跃成为工业强省；留下了宝贵的三线精神等。失主

要是：物资供应和建设规模不协调，违反经济规律，

布局和工业结构不合理，粮食生产受到干扰，延缓

了城镇化进程，相关社会保障工作落后等。以上观

点基本代表了目前学界对三线建设得失的评价。

第三，三线建设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三线建

设对当地城市化的影响。这方面研究的成果较多，

质量也较高。周明长指出：三线建设使内地城市被

纳入中国城市现代化的主流进程而获得大规模发

展。不仅对国防安全和经济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而且扭转了内地城市的落后状态。同时三线城市

的布局也推动了中国城市体系的大幅度重构，对新

中国城市化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25]。同时他以四川

德阳为例讨论了三线建设对内地城市发展的影

响。他认为：因三线建设而崛起的德阳，既改变了

中国重大装备技术制造业以及四川省域经济和城

市化发展的空间重心，又在中国城市化因备战而形

成“V形轨迹，厂城畸形化”的共性之际，孕育出“以

城市规划区为地理中心，主导产业面向国民经济建

设”的鲜明个性[26]。王佳翠指出：三线建设为贵州城

镇发展提供了经济动力，改善了贵州的电力，交通

设施，提高了贵州城镇的公共服务水平，不但带动

了中心城市贵阳的发展，而且使遵义、安顺焕发了

新的生机，还促生了新的工业城市——六盘水[27]。

二是三线建设对当地工业化的影响。霍博翔概述

了三线建设决策、贵州成为三线建设重点的条件，

以及三线建设时期贵州工业发展情况，然后在此基

础上讨论了贵州何以在三线建设时期迎来工业化

高潮和三线建设对贵州工业化的推动作用。该文

对三线建设时期贵州工业化高潮的定性和定量分

析，评价三线建设对贵州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本文最难得的是不仅将三

线建设和抗战时期的贵州工业化和改革开放贵州

工业化进行了初步比较，而且在研究的基础上对当

前贵州工业化和经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建

议[28]。徐有威，陈熙指出：三线建设不但在很大程度

上改变了东西部工业生产的布局，而且深刻影响了

中国城市化进程。为内地工业发展提供了契机，并

形成了一批新兴的工业城市，为内地城市现代化打

下了基础。同时，三线建设使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

国城市化发展逐渐和工业化脱钩，并长期处于停滞

状态[29]。王小蓉则通过整理广安地区（以华蓥为主）

的三线建设成果，得出三线建设对地方社会发展的

主要作用表现在：催生了工业新城，促进了当地经

济社会事业的发展，改善了当地的交通条件，留下

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等四个方面[30]。

第四，三线建设和西部大开发的比较分析。陈

东林认为：三线建设和西部大开发的不同之处是开

发手段和布局原则，相同之处主要是它们有共同的

基本前提和最终目标，同时，三线建设为西部大开发

提供了历史的借鉴[1]463-481。李彩华认为：西部大开发

中三线建设形成的军工优势的发挥不应小视[2]168-177。

陈晋认为：三线建设确实挑起了国防战备和西部开

发这两个战略要求的重担，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两

个大局”战略构想，西部大开发战略，直至党的十八

大以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提出和实施，近代以

来积累的“西部梦想”，正在一步步被落实。三线建

设的作用，正如西部梦想实现途中承上启下的里程

碑[31]。此外，崔一楠、李群山以广元为例，讨论了地

方社会对三线建设的支援情况，指出：地方社会对

三线建设的支援工作，既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证明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模式的有效性，

同时也为新时期西部大开发提供了有益的经验[32]。

三、社会文化史视角的研究成果

从社会文化史视角研究三线建设成为近年来

三线建设研究的重要方法，成果斐然。大体上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社会史方法论的视角讨论三线建设的

研究。他认为：社会史（包括社会学）方法论可在这

些方面为三线建设研究所借鉴和利用。首先，它可

以拓展三线建设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视角。其次，它

的研究方法可以丰富三线建设的研究手段。再次，

它能为三线建设研究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撑。此外，

他还以“单位制”理论为例，讨论了这种方法在三线

建设研究中的运用[33]。

二是三线建设时期搬迁职工的社会生活研

究。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是王毅的论文。她指出：由

于当时的低工资和高物价直接影响了内迁职工的

生活，重庆市委和相关工业部门采取思想政治教

育，依据重庆地区的工资标准灵活调整内迁职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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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福利，从而缓解了他们的不满情绪，调动了其

生产积极性，保证了三线建设在重庆地区的顺利开

展[34]。她的另一篇论文在前文的基础上，对重庆市

委安置三线企业内迁职工作了进一步论述，强调重

庆市委采取“先安后迁”的原则解决内迁职工社会

生活问题，同时根据企业内迁情况调整职工待遇。

再采取走群众路线，树立典型等措施对内迁职工进

行思想教育，使内迁职工适应迁入环境，增强环境

认同感，提高了内迁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保证

了重庆地区三线建设的顺利开展[35]。王毅的论文实

际上研究的是在三线企业内迁中国家与社会的互

动，对三线企业职工实际的生活情况还是着力甚

少。

三是作为文化遗产的三线建设遗址保护的研

究，这方面近年来的成果越来越多。蒲培勇系统论

述了三线建设的研究困境、研究意义、研究思路和

研究对策，在对国内外工业遗产进行梳理评价的基

础上，指出目前需要再塑三线建设城市的文化概

念、价值取向和价值构成。同时，他以攀枝花为例，

指出产业转型后的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是城市更新

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当今人们三线建设城市文化遗

产尊敬和理解的实物载体[36]。万涛分析了鄂西北地

区三线建设工业遗存的空间形态[37]。刘瀚熙以川东

和黔北部分已迁离的三线建设企业单位旧址为例，

讨论了当地三线建设遗存的情况、估计了三线建设

企业遗存的价值，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保护措

施。强调要做到价值和保护难度的平衡[38]。刘凤凌

讨论了长江沿岸重庆段船舶工业遗存的现状、价

值、保护的目的和原则，具体的措施等。本文充分

运用了案例分析的方法，并且和国外近似的工业遗

址保护作了对比分析[39]。

四是三线建设的记忆、书写和移民问题。何

瑛、邓晓讨论了三线建设时期移民的迁移背景、过

程，结果和背后的移民文化，他们指出：这种移民文

化不但具有时代特征，也带着浓厚的家乡色彩[40]。

张勇认为：三线建设领域的历史书写大体经历了三

个阶段的发展，近十年有更多的公众参与到该领域

的书写中。公众参与三线建设历史书写主要包括

研究论著的撰写，口述和回忆资料的整理和编撰，

通俗作品的生产，历史物品及场所的利用等多种形

式。不同书写群体之间的互动较为频繁，学者和

“三线人”之间的对话和合作对双方都产生了影

响。他们正共同书写和解释着三线建设的历史，共

享历史的话语权。同时，公众参与使历史书写的对

象和主体都产生显著的变化，会引发历史书写和史

学发展的重大变革[41]。林楠、张勇指出：三线移民二

代的地域身份认同，不仅由年龄的差距而带来认同

的分化，更受到家庭环境、出生地、同龄群体、婚姻

等个体因素以及户籍制度等国家政策的影响。他

们对地域身份的认同差异，在语言、饮食习惯、归乡

意识与就业选择等方面都有具体表现。三线移民

二代的地域身份认同和构建，印证了生命历程的理

论逻辑[42]。

此外，张勇认为：三线企业是一种介于城市和

乡村之间的特殊“单位社会”，特点是：地理位置偏

僻，封闭性和自给自足性更强，呈现出文化孤岛特

征，作为“嵌入式”企业，形成了独特的移民文化和

“厂文化”。改革开放后，三线企业的社会状况发生

了极大的变化，主要趋势是逐渐从“单位社会”向

“社区社会”转变[43]。崔一楠、赵洋探讨了三线建设

时期的工农关系[44]。

四、结语

综观目前三线建设研究的情况，可以得出以下

几点结论：

第一，三线建设研究自21世纪以来经历了一个

由宏观到微观，由政治（事件）史到经济史，由宏观

叙述到微观、精细成果迭出，由史实的清理到在史

实清理的基础上加以理论分析、解读的过程。这一

过程也是三线建设研究由浅入深的过程。具体而

言，在新世纪的前十年，三线建设研究是以宏观研

究，清理史实，从政治（事件）史视角出发为主，最多

也就是在清理史实的基础上评价三线建设的得

失。2010年后，三线建设研究的理论分析和问题意

识逐渐增强，经济史、社会文化史视角的研究日益

受到重视，有分量的成果也越来越多。

第二，随着三线建设研究的发展，经济史视角、

社会史视角、文化史视角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在理

论运用和问题意识的选择上，城市化、国家与社会

互动理论、城乡关系、历史记忆和书写、社区理论、

社会认同等等都已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此外，三线

建设地址作为文化遗产也被学界纳入了研究的视

野。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会有更多的理论被应

用，更多的问题被提出。

第三，现在三线建设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不是没有继续研究的余地。在笔者看来，至少可

从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方面深化三线建设的

研究：（1）在经济史方面，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

突破。一是加强企业史研究。通过企业史的考察

加深对三线建设得失的认识。尤其是可选择较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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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的企业（包括至今发展得不错的企业和已经

破产的企业），对它们从建设至今发展历史的考察，

分析其成败的原因，进而加强对三线建设得失的认

识。二是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三线建设对当地经

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重点是分析其从哪些方面为

当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三是进一步深化城

市化研究，尤其是分析三线建设在推动当地城市化

的同时，当地的经济（产业）结构，从事各种产业工

作的人群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对当地的经济

社会产生了哪些影响？等等。（2）在社会史方面，可

从社会流动、城乡关系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三线建设

的研究。尤其是从长时段视角考察三线建设地区

的社会流动情况，分析这种流动的时代背景，不同

时期流动的具体情况，以及它对地方社会的影响

等。还可选择较具代表性的地域，选择一个较长的

时间段里，分析当地的城乡关系在不同的时期发生

了怎样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当地社会产生了怎

样的影响等。此外，还可从资源环境史的视角，讨

论三线建设对当地社会的影响（甚至可升级到如何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高度进行讨论），以及不

同时代的“三线人”的婚姻家庭的变化，等等。（3）在

文化史方面，可从社会记忆、地域认同，历史书写，

以及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进一步深化研究。以上

方面虽然目前均有研究，但是可以继续深化。具体

而言，在社会记忆方面，可选择不同企业（如目前效

益不错和效益较差，甚至已经破产）的职工，分析比

较他们对三线建设记忆之间的张力。同理，地域认

同也可选择来自不同地域的三线移民（包括他们的

后人），探讨不同的移民的地域认同之间的张力。

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可加强如何对三线建设遗存

进行文化遗产旅游的研究，尤其是旅游规划（包括

怎样在三线建设城市结合三线建设遗存旅游开展

城区建设），怎样将三线建设所在城市的发展和三

线建设遗存旅游规划结合等。

最后，笔者想建议学界将三线建设放在一个更

宽阔的视野下进行研究。具体而言，一是在理论方

法上尽可能地引进政治学、军事学、经济学、管理

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各学科的理论方法，在此基础

上提出新的问题并回答。二是将三线建设研究的

视野进行延伸，不要局限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要将三线建设置于中国西部地区的开发史、发展史

的长时段进行研究，明确三线建设在中国西部开发

史的位置，尤其是共和国西部开发史的位置。三是

要重视史料的扩展，应当承认，目前三线建设研究

还是以使用文献资料，尤其是官方半官方的史料为

主，非官方的史料，尤其是口述资料使用不多。笔

者认为：今后的三线建设研究应当重视田野调查和

口述资料的收集，既弥补文献史料和官方史料的不

足，也为一些必须使用口述资料，甚至必须以口述

资料为主的选题提供相关资料。

注释：

① 目前学界一般将专门史分为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四个方面。

② 本文引用的成果均为2000—2019年发表（出版），2000年前的成果不在论述的范围。此外，本文列举的成果不分“大三线”

和“小三线”，只要是三线建设成果即属于引用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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