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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中川渝地区国防企业发展与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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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为备战和调整工业布局，中央在西南、西北地区开展三线建设。重要的战略

地位使川渝地区成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区域，中央在川渝地区先后投资兴建了一大批兵器、航空、航天、电子、船舶、

核等不同类型的国防企业。在“靠山、分散、隐蔽”的主观布局方针下，结合川渝地区独特的地形地貌与水源、交

通、经济基础等客观条件，国防企业在布局上沿四川盆地边缘呈“大分散”格局，同时，在重庆及其周边地区呈“小

集中”式分布。三线建设中建成的这批国防企业，不仅为今天川渝地区国防工业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奠定了基础，且

改变了中国国防工业偏集于沿海的基本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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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线建设的布局，学术界历来关注较少，只有少数论文在研究工业遗产时有所涉及。因地理位置和工业基础的重要性，

川渝地区成为全国三线建设
①
的重点地区，三线建设也改善了川渝地区的工业结构，完善了川渝地区的工业布局

〔1〕
。本文以国

防企业为例，依据历史资料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分析三线建设中川渝地区国防企业的发展与布局。

—、三线建设中川渝地区国防企业发展

川渝地区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区域，1966～1975年，中央在川渝地区投资 268.89亿元
〔2〕

，先后迁建、新建、改扩建
②
了一批

机械、化学、兵器、冶金等工业企业。其中，国防工业是川渝地区三线建设的重点行业。经过三线建设，川渝地区的军工企业

占全国军工企业的 18%，军工企业所占的固定资产为全国军工固定资产总量的 17%，军工单位职工人数占全国军工职工总人数的

20%
〔3〕

。三线建设中川渝地区国防企业的建设及其内迁情况详见表 1和表 2。

表 1和表 2反映了三线建设中川渝地区国防企业的建设及其内迁情况。由表 1和表 2内容我们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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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三线建设中川渝地区国防企业建设情况
③

分布地 工业门类
建 设

方式
企业名称

新建
重庆造船厂、前卫仪表厂、渝州齿轮厂、庆江机械厂、重庆重型铸锻厂、虎溪电机厂、

华光仪器厂

重庆市 兵器工业
改 扩

建

长安机器厂、建设机床厂、望江机器厂、嘉陵机器厂、长江电工厂、巴山仪器厂、5077 厂、

江陵机器厂、空气压缩机厂、重庆微电机厂、重庆无线电厂

迁建 华伟电子设备厂、双溪机械厂、平山机械厂、晋林机械广

航空工业
改 扩

建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

迁建 解放军第 611研究所、新都机械厂

成都市 电子工业 新建 桂林激光通信研究所、成都电视设备厂、成都温度表厂

迁建 国有亚光电工厂、西南专用材料厂

兵器工业
改 扩

建
四川专用汽车厂

温江专

区
电子工业 新建

四川通信研究所、国营中亚无线电厂、四川旭光仪器厂、西南电子设备研究所、国营

星光电工厂

新建 西南自动化研究所、普明机械厂、中江机械厂、四川材料与工艺研究所

兵器工业 迁建 朝阳机械厂

新建

国营新光电工厂、国营万众机器厂、永星无线电器材厂、旭光电子管厂、江陵电缆厂、长胜

机新建器厂、华昌机械厂、力源无线电器材厂、建平工具厂、大明仪器厂、广平机械厂、天

源机械厂、解放军 3536工厂、中国西南应用磁学研究所

绵阳专

区
电子工业

改 扩

建
华丰无线电器材厂、涪江有线电厂、国营长虹机器厂、涪江机器厂

迁建 机械电子工业部第十一设计研究院

航空工业 新建 中国航空燃气涡轮研究所

迁建 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

核工业 迁建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新建 宜宾核燃料元件厂

航空工业 新建 国营三江机械厂

宜宾专

区
兵器工业 新建

山川机械厂、建安仪器厂、川南机械厂、宜宾造纸机械厂、南山机器厂、豆坝发电厂、国营

长庆机器厂、四川红光化工厂、四川川安化工厂

迁建 长江造纸仪器厂

电子工业 新建 宜宾电声器材厂、国营红星无线电器材厂、国营金川无线电器材厂

新建 资中 5049厂

内江专

区
兵器工业

改 扩

建
四川无线电专用设备厂

迁建 第三机械工业部 607研究所

船舶工业 新建 四川齿轮箱厂、江津增压器厂

新建 四川固体电路研究所、重庆光电技术研究所

电子工业 迁建 四川压电与声光技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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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专

区
兵器工业 新建

前进机械厂、新兴机械厂、青江机械厂、长风机械厂、晋江机械厂、跃进机械厂、红江机械

厂、永江机械厂、益民机械厂、永进机械厂、华江机械厂、华川机械厂、红阳机械厂、青山

机械厂

迁建 红宇机械厂、陵川机械厂

南充专

区
兵器工业 新建

国营红光仪器厂、国营华光仪器厂、国营金光仪器厂、国营永光仪器厂、国营明光仪器厂、

国营兴光机械厂、国营江华机械厂、国营长城机械厂、国营燎原机械厂、西南玻璃厂

万县专

区
船舶工业 新建

长平机械厂、江陵仪器厂、衡山机械厂、清平机械厂、永平机械厂、武江机械厂、江云机械

厂、重庆长江涂装机械厂、万县地区广播器材厂、万县市仪表厂、国营万县市电子管厂、川

东机械电子仪器厂

达县专

区
航天工业 新建

平江仪表厂、长征机械厂、燎原无线电厂、烽火机械厂、铜江机械厂、明江机械厂、竹江机

械厂、四川航天机电工程研究所、四川航天电子设备所、计量测试站

自贡市 电子工业 新建 自贡市无线电二厂

乐山专

区
电子工业 新建

乐山市无线电厂、建华仪器厂、庆光电工厂、建川机器厂、红华仪器厂、星华仪器厂、

风雷器材厂

迁建 眉山通信设备厂

核工业 新建 814厂、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

涪陵专

区
兵器工业 迁建

红山铸造厂、红泉仪表厂、庆岩机械厂、宁江机械厂、天兴仪表厂、第六机械工业部第七研

究院十一研究所 7012工程指挥部

核工业 新建 816厂

船舶工业 新建 川东造船厂、红卫机械厂

雅安专

区
航空工业 新建

国营航空电器厂、国营川西机器厂、国营航空液压机械厂、国营川江仪器厂、国营新安仪

器厂、国营建安机械厂

西昌专

区
航天工业 新建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在建设方式上，三线建设中川渝地区国防企业以新建为主，新建企业约占企业总数的 74%。从内迁情况来看，国防企业的内

迁单位以部分内迁和全迁为主。其中，部分内迁的单位有 9 个，全迁的内迁单位有 7 个。从迁出地来看，内迁单位主要来自北

京、南京、沈阳等一线地区。这批单位的内迁规模较大，以沈阳七二四厂和北京第六机械工业部第七研究院十一研究所为例，

沈阳七二四厂内迁职工近 1000人，从各地调拨设备 1600台，其中职工的家属子女约 4000人
〔4〕

。北京第六机械工业部第七研究

院十一研究所内迁职工及其家属子女约 1000人
〔4〕

。

表 2 三线建设中川渝地区国防企业的内迁情况
④

内迁单位

三线企业名称 名称 内迁方式 迁出地

华伟电子设备厂 解放军第 6902厂 部分内迁 南京

国有亚光电工厂 南京电子管厂半导体生产车间 部分内迁 南京

西南专用材料厂 北京电子管厂钨钼分厂 部分内迁 北京

机械电子工业部第十

一设计研究院
锦州设计院 全迁 锦州

朝阳机械厂 第五机械工业部朝阳机械厂 全迁 北京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电子工程研究所

全迁
洛阳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应用电子学研究所 北京

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 第三机械工业部空气动力研究所 全迁 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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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心 第七机械工业部空气动力研究所 北京

第三机械工业部 607研

究所
北京第三机械工业部 607研究所 全迁 北京

四川压电与声光技术

研究所
广州通信研究所 部分内迁 广州

眉山通信设备厂
北京邮电科学研究院

部分内迁
北京

上海邮电器材一厂 上海

宁江机械厂 沈阳 724厂 部分内迁 沈阳

天兴仪表厂 国营东方机械厂 部分内迁 西安

第六机械工业部第七

研 究 院 十 一 研 究 所

7012工程

第六机械工业部第七研究院十一研究所 部分内迁 北京

从生产部门来看，三线建设中川渝地区的国防企业包含了兵器、航空、航天、船舶、电子、核等全国国防工业系统的主要

生产部门。生产部门不同，国防企业集中分布的区域也差异较大。电子工业主要分布在广元、乐山、永川；航空工业主要分布

在成都和绵阳，成都的航空企业主要负责歼击机的生产，绵阳的航空企业主要负责国内所有型号的飞机、导弹、火箭、卫星及

部分工程机械的风洞试验;航天工业主要分布在西昌，代表性的企业是西昌航天卫星发射中心，主要制造战略、战术导弹和运载

工具及其地面设备;核工业主要分布在涪陵、乐山。核工业的建设规模较大，以 816厂为例，其总投资达 7.4亿元，建筑面积 10.4

万平方米，洞内建有 8个大型洞，130多条道路、导洞、支洞、隧道及竖井，最大的一个放置核反应堆的洞跨度达 31.2米
〔5〕

。

二、三线建设中川渝地区国防企业的布局

影响国防工业布局的因素很多，有政治军事条件、经济技术条件及自然地理条件等，其中，政治军事条件是决定国防工业

布局的主要依据
〔6〕

。三线建设中我国的政治军事条件使得军工企业在布局时必须遵循“靠山、分散、隐蔽”这个基本原则
〔7〕

。

总体上看，三线建设中川渝地区
⑤
国防企业的分布特征有：

沿四川盆地边缘呈“大分散”式布局。国防企业分散分布在重庆市、江津专区、宜宾专区、乐山专区、雅安专区、成都市、

温江专区、绵阳专区、达县专区、万县专区、涪陵专区、南充专区、内江专区、自贡市、西昌专区等地。同时，国防企业在重

庆市、绵阳专区、江津专区的分布较为集中。这种布局形态主要受主观布局方针和地形地貌的影响。“国防工业布局要执行‘靠

山、分散、隐蔽’的方针。”
〔8〕

在此布局方针下，西南地区兵器工厂建设在了战略纵深地带，以有利于战时坚持生产
〔9〕

。从地

形地貌来看，川渝地区西高东低，川西南及四川盆地边缘以山地为主，四川盆地中部和川东平行岭谷区以丘陵为主，川西北以

高原为主，川东南以高山区为主。川西北的高原区和川东南的高山区，因地形坡度高、海拔高、且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不适

合企业发展。盆地中部的平原及盆地边缘的山地、丘陵，相对隐蔽条件好。盆地中部地势平坦，以平原为主，有成都平原、安

宁河谷地及盆地内各河流沿岸的冲积平原等。盆地四周是崇山峻岭，层峦叠嶂，尤其是西、南两面地形地势险恶，在古代多属

羁縻之地。川东平行岭谷区的华蓥山、川陕鄂三省边境的大巴山、川黔边境的大娄山、四川盆地和川西南山地之间的大凉山、

雅安和汉源之间的大相岭、灌县至天全一线的邛崃山等是天然的屏障。在“靠山、分散、隐蔽”的主观布局方针下，为了达到

战略防御和巩固国防安全的目的，四川盆地边缘和川黔交界处的山地或丘陵，因靠近高山区，地形隐蔽条件好，成为三线建设

中川渝地区国防企业的分布理想区，尤其是由 20多条近东北西南向的条状背斜山地与向斜宽谷组成的川东平行岭谷区，更是国

防企业的分布密集区。

同时，国防企业在重庆分布密集和重庆的水源、军事工业基础有直接关系。国防工业不同于民用工业，平时军品需求量很

小，战时需求量很大，布局的基本出发点应符合战时需要，使之方便运输
〔6〕

。重庆位于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水源充足，交

通方便。加之，抗战时期内迁的兵工厂为重庆奠定了较坚实的军事工业基础，兵工企业围绕重庆主城沿江呈梅花状散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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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新建、迁建的兵工企业沿长江和嘉陵江主要分布于地形相对隐蔽的靠山地带，改扩建的兵工企业主要分布于长江与嘉陵

江的交汇地带
〔7〕

。

三、结语

三线建设中川渝地区国防企业在布局上既考虑了政治军事条件，又兼顾了交通、经济基础、水源等经济技术条件和自然地

理条件。从国防工业布局的长远效益来看，这批国防企业改变了中国国防工业偏集于沿海的基本格局，起到了平衡全国国防工

业布局的作用。中国的近代国防工业开始于 19 世纪 60 年代的洋务运动，期间建立的企业主要分布于长江下游和沿海港口，奠

定了我国国防工业的基本格局。辛亥革命期间以及抗战期间，先后在西部地区，尤其是重庆等地建立了部分企业，但中国国防

工业布局的重点依然在东部。新中国成立后，在加强沿海工业基地建设的同时，中央将部分国防工业部署在了内地，其中 1953

〜1959 年期间，苏联援助我国的国防工业建设项目多配置在西北、东北、江西、湖南和山西地的大中城市。但因政治、经济等

因素，苏联援助的部分企业中途停建，中国国防工业的布局仍集中于沿海地区，尤其是集中在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三线建

设时期，中央将国防工业布局的重点放在了位于我国战略腹地，且距边境线较远的四川、重庆、广西、陕西、贵州、云南等三

线地区，使国防工业在布局上逐步实现了沿海与内地的平衡。

从非常态经济布局的角度来看，三线建设中建成投产的国防企业改写了部分落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促进了川渝地

区区域协调发展。但是川渝地区国防企业在布局上过于分散，使企业在后期的发展中陷入孤立境地，部分企业甚至建到了深山

之中，由于交通不便、资源缺乏等因素在后期的发展中破产或搬迁。未来的国防工业在发展与布局时应充分吸取三线建设中川

渝地区国防企业的经验与教训。在备战年代，国防企业的布局也应该考虑水源、地形地貌等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基础、交通等

经济技术条件，使国防企业尽可能地在实现国防安全的同时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注释：

①学界以 1964年中共中央提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为三线建设开始的标志，三线建设结束的标志有三种说法，即：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 1979 年国民经济调整、1980 年第 5 个五年计划结束、1983 年中央确定三线调整改造政策。因三线建

设中川渝地区的国防企业到 1980年为止已建设完成，故本文以 1980年为三线建设结束的标志，不包括 1980年之后的三线企业

的调整改造时期。

②“新建”是在三线地区新建企业，“改扩建”是对三线地区原有的企业进行大规模地改造或扩建。迁建是将一、二线地

区的企业搬迁到三线地区，迁建有四种形式，即：全迁、一分为二、部分内迁、技术支援。

③根据以下资料整理：自贡市经济委员会编《自贡市工业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王立主编《当代中国的

兵器工业》，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年版；重庆市经济委员会编《重庆市志·国防科技工业志》，重庆市经济委员会 1996

年版;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成都市志·电子仪表工业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 2000 年版；信息产业部《建设现代

化的电子信息业》编纂委员会编《建设现代化的电子信息业：中国电子科学技术 50年发展概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0

年版；绵阳市电子工业局编《绵阳市电子工业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6 年版;绵阳市科学技术志编纂组《绵阳市科学

技术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当代四川》丛书编辑部《工业新城德阳》，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年版；

绵阳市建委城乡建设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省绵阳市城乡建设志》，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年版；德阳市经济和信息

化委员会《德阳工业志（1983-2008）》，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重庆市万盛区人民政府编《重庆市南桐矿区

志》，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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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根据以下资料整理：自贡市经济委员会编《自贡市工业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王立主编《当代中国的

兵器工业》，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年版；重庆市经济委员会编《重庆市志_国防科技工业志》，重庆市经济委员会 1996

年版。

⑤三线建设企业的大规模建设始于 1965 年，本文以 1965 年川渝地区的行政区划为研究的空间范围。川渝地区包括四个省

辖市、十二个专区、三个自治州，即：成都市、重庆市、自贡市、渡口市、温江专区、绵阳专区、内江专区、宜宾专区、乐山

专区、江津专区、涪陵专区、万县专区、南充专区、达县专区、雅安专区、西昌专区、阿坝藏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凉

山彝族自治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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