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三线建设与四川经济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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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线建设在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论述了四川的特殊地理

位置及资源优势成为党中央考虑经济战略纵深配置的首选省,强调了第一代领导人决策三线既有

备战的因素,也有改变中国西部地区经济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文章阐述了以三线建设为契机,四

川的现代化建设上了一个大台阶,以及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对三线企业的挑战和给三线企业带来

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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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是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中期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布局的一次重大调整。这次工业布局的重大

调整,增强了中国的国防实力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给内陆大省四川现代化建设带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

机遇,三线建设使四川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一、三线决策的特殊性使四川成为经济成略纵深配置的首选省 

五六十年代,中国是在和平中进行经济建设的,但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美国不断对中国进行的武力威

胁使中国最高决策层战争之弦绷得很紧。考察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离不开考察毛泽东对战争问题的思考。中

国地域辽阔,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布局也跟备战密切相关。 

朝鲜战争结束后,尽管毛泽东估计大战有可能避免,但国际冷战局势和中美军事对峙,中国仍然做对美

作战的长远准备。50年代后期,虽然也准备应付战争,但更多地是注意工业的投人产出问题,国家的投资也兼

顾了见效快、效益高的沿海地区。 

60年代以来,中国的周边环境扑朔迷离,令人不安。在北部和西部,随着中苏关系由争执发展为战略对峙,

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其战略导弹也指向我国的重要设施。在东南沿海,美国一直占据台湾海峡并支持

台湾蒋介石集团袭扰大陆。在西南方向,1962年10月中印边境地区在发生印军人侵和中国边防部队进行自卫

反击之后,双方互存戒备,战争状态并未消除。在东北方向,美国驻兵南朝鲜和日本,对中国和远东和平构成

威胁。到1964年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美国悍然越界轰炸北方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将战火迫近到中国的南大门。 

当时中国工业布局,从军事经济学角度看,显得非常脆弱。东北的重工业几乎全在苏联轰炸机一个小时

航程和中短程地地导弹射程之内,反应时间短,防御能力差;以上海为中枢的华东工业区全部暴露在美国航

空母舰和以台湾为基地的航空兵的攻击之下。这种状况不可能不引起中国最高决策层的注意。总参谋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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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1964年4月提出一份报告,分析了我国工业过

分集中,大城市人口多,主要铁路、桥梁、港口、水库易遭袭击等严重情况。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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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以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 

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批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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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①
表现出毛泽东对这件事的急切心情。毛泽东当时还研究了苏联工业化的特点。当时以斯大林为

首的苏共领导,在西方帝国主义的重重包围和严密封锁下,在发展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同时,把工业的重

心从欧洲部分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等大城市转移到乌拉尔以东的西伯利亚腹地。斯大林的重工业战

略及其工业重心的东移,为后来战胜法西斯莫定了实力基础。 

国际局势的动荡,战争的威胁,苏联工业化的示范效应,使毛泽东重新考虑中国的工业布局问题,决心进

行中国工业的战略纵深配置。毛泽东多次提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

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到内地去。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

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1%4年下半年开始,党中央、国务院建立了从国务院、西南局、西北局三线建设委

员会到各省的指挥系统。有着极强备战色彩的三线建设正式展开。 

建设三线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点,而三线建设的重点又在西南地区。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李富

春指出:“我们整个工业布局,必须要真正重视建设后方,搞纵深配备,战略展开。所谓后方,一个是西南,一

个是西北,现在最靠得住的还是西南。”
②
四川作为西南大省,进行大规模开发建设,有独特的优势。四川地

处中国内陆腹地,面积57万平方公里,这里山屏岭塞,蜀道难于上青天,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帝国主义的武装侵

略,对四川始终鞭长末及。抗日战争时期四川更是举世闻名的战略大后方。四川有700多万人口,劳动力资源

丰富。经过十多年的建设,交通条件由于成渝、宝成铁路的通车已有较大改善。“一五”、“二五”期间,

国家已在四川安排了一些大型骨干项目的建设。四川矿产资源和能源资源丰富,尤其是四川西南部丛山峻岭

中还有蕴藏量丰富的钒钦磁铁矿,并且水、煤资源具备,有较好的开发条件和建设前景。从社会经济发展的

状况来看,经过1%2年以来国民经济的调整,四川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客观上也有加快经济建设步伐的要

求。因此,中国的大西南,特别是其中的四川,很自然地被列为建设战略后方基地较理想的选择地区。 

中央要求用几年时间,在四川建设起国防科技工业、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燃料动力工业、机械工

业、化学工业等基地;还要修筑成昆、襄渝等铁路干线。按当时的说法是:一线有的东西,三线地区基本上都

要有;全国有两套的,要摆一套在三线;全国只有一套的“独生子”,应当摆在三线;今后新建的重要项目主要

摆在三线。建设好以四川为重心的西南大三线,一旦发生战争,当中国东北和华东工业基地遭到帝国主义的

空袭破坏后,完全可以凭借新建的工业基地,独立支撑战争。 

二、三线决策体现了第一代领导人改变西南经济落后面貌的厉史贵任戒 

三线建设的决策过程也是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过程。1964年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已经提上了党中央

的议事日程,5月10日、1日毛泽东在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时的插话中谈的主要是国民

经济的综合平衡,也还没有提到三线建设问题。此时严酷的国际局势,中国工业布局的弱点,使毛泽东迅速作

出进行三线建设的决断。在5月15日至6月17日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讲话,

谈的主要是三线建设问题,并在中央决策层达成了共识。此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主要是围绕三线建设来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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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放在三线地区。但备战也不是建设大三线的唯一因素。1964年,中国的国

民经济已经走出低谷,加大刘.中西部地区投人的条件已经具备。从中国经济建设更长远来考虑,此时也需要

对三线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周恩来指出“我们第三线是空白架子,非要去建设不可。建设需要时间,如

果第三个五年计划还不赶上去,还不逐步地建设起来,那么第四个、第五个五年计划就要落后了。”
3①
三线

建设一方面是备战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工业布局的大调整,在中国西北、西南掀起一轮工业建设的高

潮,使内地工业逐步赶上沿海工业的发展水平。这对于改变我国旧有的不合理的工业布局、促进内地经济的

全面发展是有巨大影响的。 

当时的国际环境的确存在帝国主义入侵的现实威胁,但战争是否会爆发主动权在帝国主义手中。中央决

策层中,并不是认为战争就一定能打起来,而是未雨绸缪,为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作准备。同时对战争打不起

来的估计也很充分。毛泽东说:“任何一件事情都不能看得那么容易。有人想,等三线建设好了再打仗。我

看美帝国主义不一定会等你的,它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等你建设起来才打?也可能你没有建设起

来它就打,也可能你建设起来了它又不打。所以我们要有两手准备。”
②
仗打不起来,三线建设是不是浪费?

毛泽东考虑过这个问题。1965年1月12日在天津,毛泽东与部分高级干部谈话时问:“大三线建设、小三线建

设,会不会是浪费?会不会化为水?”众人回答:“不会的,就是敌人不来,从经济建设上说,也是有用的。”
③

毛泽东表示满意。毛泽东认为进行三线建设是备战的需要,但即使战争不爆发,从调整生产力布局的角度来

看也是值得的。这样备战和开发建设西南和西J匕地区就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通过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的反复论证过程,我们更可以看到第一代领导人改变西南经济落后面貌的强

烈历史责任感和求实精神。 

早在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就肯定了国家计委开发攀枝花资源的规划。据勘测,攀枝花及其周边

地区钒钦磁铁矿总储量超过50亿吨,对于铁矿资源较少,品位普遍比较低下的中国来说,攀矿的发现,不窗平

地一声春雷。钢的成份里加人钒后,钢质更紧密,其韧性、强度和耐腐性都能大大提高,钦金属具有比重小,

强度高,耐高温,抗腐性强等特点。尤其攀枝花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这里地处西南边睡,北接西南内地,

南通祖国南大门,有丛山峻岭环护。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位置,确定了这里具有其他任何地方都无可替代的战

略地位。 

1964年5、6月召开的有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和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讨论“三五”计划的

工作会议,是一次在四川现代化建设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在会上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对建设攀枝花钢铁

基地发表了看法。毛泽东说三线建设的开展,首先要把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通、煤、电

建设起来。建设要快,但不要毛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毛泽东还风趣地说:“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

骑着毛驴子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这一讲话激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刘少奇说,搞四川

这个第三线,现在要准备,要着手,耽搁了时间,将来不利。主席着重讲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摆在

第一。第一是攀枝花,其他各方面少搞,重点是攀枝花。周恩来也说:“现在要把攀枝花作为一个中心,其他

很多相应的东西都要搞起来。不当是一个攀枝花的问题,要通过攀枝花把云贵川联系起来。”
④
 

党中央的决心,很快变成了具体的行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不久,周恩来总理便亲自出面指挥,指定国务

院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和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建委主任薄一波具体负责攀枝花的开发建设。西南

局和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召开了以攀枝花开发建设为中心的西南三线建设长远规划会议,规划将攀枝花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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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冶金工业为主体,煤炭、电力、建材、化工等综合配套发展的大型钢铁基地。会议决定组织联合工作组,

对建设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和建设成昆铁路的有关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形成了攀枝花钢

铁厂的选址问题和成昆铁路的建设原则。并向周恩来和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攀枝花调查和厂址选择情况。

周恩来和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同意多数人的意见,厂址初定弄弄坪。 

1964年n月26日,毛泽东、周恩来召见李富春、薄一波、程子华,进一步详细了解西南〔线建设规划情况。

程子华详细介绍了攀枝花工业基地总体布局、重庆兵器工业配套、弄弄坪建厂规划,以及区内煤、电平衡发

展情况,得到毛泽东赞同。李富春详细介绍了多次踏寻,选择厂址情况。毛泽东肯定了首选弄弄坪钢铁厂方

案的合理,由此弄弄坪建厂方案得到最后确定。 

1965年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西南局“关于成立攀枝花工业区人民政府”的报告,下达了《关

于成立攀枝花特区人民委员会的批复》,规定攀枝花人民委员会仿效大庆形式,实行政企合一,受冶金部和四

川省双重领导。1%5年3月4日,`毛泽东主席审阅了冶金部长吕东、攀枝花特区总指挥徐驰所送的《加强攀枝

花工业区建设的报告》,步比示:“此件很好”,攀枝花开发建设自此大规模展开。毛泽东主席的“三·四”

批示,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成为建设攀枝花工业区的巨大动力。攀枝花人将3月4日这一天定为攀枝花建市

纪念日而载人史册。 

党中央决策层如此关注一个企业的兴建在新中国建设史上是少有的。50年代,中国不仅钢铁产量低,而

且大多数集中在沿海和东北一隅,沿海和东北地区的钢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5%。而西南地区虽然地域辽阔,

资源丰富,但钢铁工业基础却很差,钢产量只占全国总产量的3.8%。党中央如此重视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

无疑是想通过缓解西南钢铁的短缺状况,从根本上达到振兴西南地区经济的目的。 

三、三线建设使.川的经济得到了超常的发展 

改变中国工业布局东重西轻的状况是我们党的一项长期战略目标,而达到这一目标可以有两种方式:一

种是渐进的方式,即在发挥东部经济优势的基础上,逐渐加大对西部的投人,但改变西部经济的落后状况会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另一种方式是突进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牺牲东部的发展,而国家在短时间内集中人、财、

物迅速完成对西部的投人。三线建设就是后一种方式。三线建设规划的目标是,要在中国纵深地区再建起一

套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仅以四川的情况看,通过从1%4年起国家对四川持续十多年的大量投资,集中力

量开发建设,的确给四川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强大的实力基础。 

首先,已经建起了一个具有一定水平,门类比较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 

四少1在全国属于欠发达的省份,因此四川进行现代化的任务更艰巨。四川作为一个大省,加快现代化的

进程,对于国家的现代化也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三线建设头3年,国家大幅度地增加了对四川的基本建设投

资。从1%5年到1967年,全省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共71.巧亿元,其中国家预算内投资即达“.7亿元,占总额的

93.7%,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国家预算内投资总额的14%,比1958年到1%4年7年国家在四力l的基本建设投资

总额还多。四川大三线建设头3年的重点,主要是“两基一线”,即: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攀

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以及成昆铁路的建设。同时,按照总体部署的要求,国务院所属各部还有一大批

从沿海和东北等地迁人四川的重要工厂、科研单位。拟在四川境内建设的航空、航天、船舶、电子、核工

业的一些重要项目,大多数也都要在这一时期动工修建。经过国家累计达307.64亿元的连续投资之后,四川

的工业生产能力终于有了飞跃性的增长。由于一大批工业企业的兴建以及天然气的开发,四川已经成为全国

著名的三大电站成套设备生产基地之一,四大电子工业基地之一,五大钢铁基地之一;机械工业,形成了重型

矿山和工程机械制造、机床工具制造、汽车、仪器仪表、农业机械等较完整的体系。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三线建设还带动和促进了四川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大三线建设中兴建的许多工

厂和企事业单位,都尽可能地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在人才配备方面,三线建设调集了全国一大批

科技人才的精华。四川的国防科技人才数量占全国的比重很大,而且其中有不少是全国一流的专家。先进的

技术装备,雄厚的科技力量,是发展四川经济的重要优势。 

其次,四少1的国防科技工业在中国已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开展大三线建设之前,四川只有23个国防科技工业企事业单位。从1%4年下半年开始,至1985年,共建

成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研究院所及配套单位巧0多个。其中大中型企业占97%,拥有固定资产原值占全国国防

科技工业的14%。分别来看,兵器工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其规模约占全国1巧;航空工业拥有固定资产原值

占全国的10%以上,建成了一个以成都为中心的生产歼击机和歼击机发动机的航空工业基地;建成了新的卫

星发射中心,能够制造战略、战术导弹和运载工具及其地面设备;建成了适应中国航空、航天事业和国民经

济发展的全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对国内几乎所有型号的飞机、导弹、火箭、卫星及部分风工程机械

进行了几十万次的风洞试验。 

总之,通过大三线建设,在四川初步形成了国防科技工业门类比较齐全,人才、知识、技术密集,能够研

制和生产多种军工产品和民用产品的综合科研与生产的重要基地。 

第三,极大地改变了四川及整个西南地区钢铁工业的落后状况。 

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是三线建设的龙头。攀钢厂址选在不通铁路、被高山峡谷大江大河封隔的荒蛮

之地,而工期只有5年,困难之大显而易见。从1%4年9月开始,建筑及交通、煤炭、电力建设队伍率先进人现

场,初步实现了三通(通路、通电、通水),接着,由第十九冶金建设公司承担的攀钢主要工程项目建设安装工

作开始进行,大批建设队伍开始来到弄弄坪工地。经过建设者们精心设计,巧妙安排,搬移2.5亿立方米岩石,

修建8座跨越金沙江等江河的大型拱桥,在仅有2.5平方公里的三个大台地上建成了后来年产钢250万吨的大

钢城,吨钢面积仅1平方米,连日本最先进的沿海钢厂也自愧弗如,被国外冶金专家称为“象牙微雕钢城”。

也是世界上唯一的高钒钦铁钢铁厂。 

正是攀钢的建成投产,使得西南地区的钢产量在全国的比重由原来的3.8%上州`到了12.5%,特别是攀枝

花钒钦磁铁矿高炉冶炼技术,突破了国外近百年来没有解决的普通大型高炉冶炼高钦型铁矿的技术难关,填

补了钒产品的空白。更为重要的是,攀钢作为中国目前为止唯一有矿藏资源依托的大型钢铁企业,无论从中

国西南经济的发展还是从中国国防战略来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四,交通落后的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变。 

对外交通的不便长期制约着四川经济的发展。成昆、襄渝铁路的修建,使四川的交通落后状况得到了改

变。成昆铁路的建设,堪称世界铁路史上最险恶最艰巨的工程之一。它全长no公里,沿线地区富藏煤、铁、

铜、钒(世界储量第一)、钦、森林木材、水力,沿线也是少数民族聚集区。成昆铁路的修建直接原因是建设

攀钢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建设这样一条铁路大干线对于改变大西南交通落后状况,促进沿线少数民族地区

经济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1970年7月1日伟大的成昆线终于建成。工程造价36亿元。襄渝铁路的建

设,是70年代初四川三线建设中的一件大事。由湖北襄樊至四川重庆的襄渝铁路全长915公里,1973年全线通

车,这条铁路之艰巨在中国铁路建设史上也是罕见的。成昆、襄渝两条铁路的建成,使四Jll有5条大动脉(宝

成、川黔、成昆、襄渝铁路和长江)与全国相连。 



第五,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在四川大地上迅速崛起。 

三线企业相当一部分远离城市,分散在边远的山区。这些企业落户后,给这些地区带来新的知识、新的

技术,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扩大了商品市场。而四川一大批新兴工业城市无一不

是以三线企业为强大的后盾。正是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成在昔日的蛮荒之地崛起了一座崭新的工业城市攀

枝花以长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为首的产业体系的带动,绵阳已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镇发展为以电子工业为

核心的大城市;地处少数民族地区的西昌以“中国航天城”而闻名中外;德阳、广元、自贡、乐山等城市也

由于三线企业的建立而经济实力大大增强。。、 

四、三线企业在折的厉史条件下的机遇与挑战 

三线建设时期,重点发展国防科技工业,适当地多发展一些重工业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要求。但

大三线建设开始后投资结构过于偏重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从而造成了农业、轻工业长期落后,与重工业发展

不相适应的局面。由于片面强调“山、散、洞”的建设方针,一些单位进山太深,内部布局过散,远离大城市

和交通干线,信息不灵,给生产科技协作和职工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另外,为了争时间、抢速度,三线建

设许多工程质量很差,给投产带来了困难。 

解决三线建设遗留的问题,早在7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国防科委曾根

据三线建设中存在的间题,提出要进行调整b国务院对三线企事业单位提出了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方针。

随后,在成都成立了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办公室。主要是对一些钻山太深、布局过散、厂址存在严重问

题,或无产品方向,生产无法维持下去的企业,分别采取三种办法进行调整:一是就地改善条件,就地调整产

品方向。二是地处偏辟、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科研院、所,到中心城市建立技术开发部。三是在原址无法

生存的企业,采取迁并或迁建的办法,依托中心城市。 

而使三线企业遗留问题得到真正解决,是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以后。进人80年代后,国际局势发生了重

大变化,邓小平鲜明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他说:“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

形势,,“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是很迫近的看法”,“国际形势看来会有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即

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环境。”
4①
中国将由准备应付大规模战争转向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在国防

战略方面将走与过去不同的精兵之路。国家战略的转变,导致了三线军工企业生产能力的严重过剩。因此三

线企业所面临的就不仅是一个搬迁的问题,而且涉及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整个经营机制的转换。 

大三线的建设,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的产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市场经济中,如何生存和发展,成为大

批三线企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市场经济使四川的三线企业受到严峻的挑战,但市场经济也使三线企业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许多企

业抓住机遇,使自身的实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壮大。如果说80年代以前三线建设为四川的现代化打下了强大

的物质技术基础的话,那么可以说,80年代以后,那些规模宏大,装备精良,人才济济的三线项目终于发挥出

了它们应有的巨大作用。 

三线建设期间四川建成了一批代表国家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航天工业骨干企业。这些企业在继续承担

国防任务的同时大踏步地走向国际市场。坐落在四川省西昌市的中国卫星发射中心,1984年发射的第一颗试

验通讯卫星准确进人太空同步定点轨道。1986年,这个中心又成功地发射了一颗实用通讯广播卫星,标志着

中国卫星发射从此由试验阶段进人实用阶段。190年4月10日,当我国首次承揽的国际商用卫星“亚洲一号”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0页 



发射成功后,邓小平立即打电话表示祝贺和慰问。进人90年代,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又多次在竞争激烈的国际

卫星发射市场上中标,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实力。 

绵阳是中国西部重要,的电子工业基地,一批三线电子工业企业建在这里。到了80年代,军品任务大幅度

减少,这些企业才真正感受到了现实的严峻。绵阳市委、市政府解放思想,不等不靠,积极引导这些企业走军

转民、军地结合,共谋发展之路。并鼓励这些企业到市场中找项目,到市场中找效益。从1985年到1997年,

全市共有军转民项目近200项,还开发出彩电、音响、传真机、电视天线、医用B超、光纤通讯等540多种电

子工业产品。长虹公司原为一家生产军用雷达的企业,十多年来这家企业以彩电为拳头产品,一次次地抓住

了市场机遇,一跃而为中国彩电大王、全国最大彩电生产基地、全国军转民“十佳”企业。长虹以产业报国,

振兴民族工业创造了辉煌的业绩:1997年彩电产量达680万台,国内市场份额达35%,实现销售收人187亿元,

品牌价值达182亿元。正是一批长虹这样有强大实力的企业作后盾,绵阳这座当年默默无闻的小城,正以新兴

现代化大城市的雄姿屹立在中国的西部。 

进人90年代,一批三线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有的企业充分运用资本市场、证券市场来发展壮大自己。

四川的三线企业四川长虹、东方电机、东方锅炉、天兴仪表、攀枝花钢铁、长城钢铁等企业成功地在沪、

深股市上市,在证券市场上筹集到了宝贵的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四川长虹以其良好的业绩,不仅给广大投

资人以高额的回报,而且成为上海股市中流通市值最大的一支指标股。三线企业在证券市场上的成功运作,

也充分说明三线企业能够凭自己雄厚的实力在风云变幻的市场经济中站稳脚跟。 

90年代后,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三线企业的改革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江泽民1993年4月夕日题

词“让三线建设者的历史功绩和艰苦创业精神在新时期发扬光大”,既是对三线建设历史功绩的肯定,也对

兰线企业的未来寄以厚望。江泽民、李鹏、朱铭基等中央领导多次考察四川三线企业。1991年4月江总书记

视察攀枝花钢铁基地并题词:“努力把攀钢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钢铁钒钦基地”。他来到待批的二滩水电工地

上,听完汇报后说:“到工地来看一看大不一样,国家计委的同志也应该来看一看。二滩这个项目在中央没有

不一致的意见。这个项目效益这么大,四川又已投人了4个亿”。并指示说:“你们一方面积极地干,另一方

面积极地争取贷款,这是对的!”
5①
在总书记的关注下,国家正式批准开工建设。1999年4月,江总书记又一次

考察了四川的三线企业。在成都飞机公司,江总书记提出要加强国防实力。他指出我们不搞实力政策,但必

须要有实力。在长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书记表扬了公司在军转民方面作出的巨大成就。在攀枝花钢铁公

司,总书记来到冷轧厂视察了主轧机、镀锌板生产线,详细了解了攀钢在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方面所采取的

措施。站在亚洲第一高坝—宏伟壮观的二滩大坝上,总书记对8年时间建成这座我国20世纪最大的水电站备

感欣慰。他高度评价了二滩电站坚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按照国际惯例高标准、严要求地加强

企业管理,不仅创下了大型建设项目不超投资预算的成绩,而且在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可以告慰为三线企业的创立呕心沥血,奠定基石的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是,在以

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关怀下,通过市场经济的洗礼,三线企业必定能够以雄健的姿态迈向

新的世纪。 

(责任编辑薛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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