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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小三线”建设的历史考察 

葛维春 a ，代祥 b1 

( 宜春学院 a．科研处； b．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宜春 336000) 

摘要: 20 世纪 60 年代初，在备战背景下，由于地理条件等原因，江西被确定为华东地区的重要后方基地。在上级部门的

领导和上海、内蒙古等省市区的帮助下，一些“小三线”工厂迁入江西或在江西开工建设，江西全力投入“小三线”建设中，

到 70 年代初初步具备了独立生产装备团以下常规武器的能力。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方针政策的转变，江西从企业布局、民品

开发、机制改革等方面对“小三线”企业进行调整改造，以增强活力。江西“小三线”建设在改善产业结构、吸引和培养大批

技术骨干、促进江西经济科技发展的同时，也遗留了不少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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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三线建设。根据中共中央建立稳固后方基地的战略决策和建设三线

的号召，江西迅速开展“小三线”建设。当时，中共中央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 川、贵、云、陕、甘、宁、青等省区及

桂、湘、鄂、豫等省区的部分地区属于三线，沿海、沿边( 靠近苏联) 的省份属于一线，介于两者之间的省份属于二线。中共

中央要求在三线地区开展以战备为中心、以工业交通和国防科技为基础的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俗称大三线建设，一、二线地区

省份在各自的腹地进行“小三线”建设。学术界对大三线建设的研究成果较多； 对“小三线”建设的研究成果较少，且主要围

绕上海“小三线”建设展开，江西“小三线”建设的研究成果很少，仅谢忠强、张志军、落成蒋等少数学者关注过。与江西等

其他地方不同的是，上海“小三线”企业不在上海本地，而是分布在皖南、浙西等地，其人员、设备及物资等皆由上海提供，

并由上海管辖。从全国范围来看，江西“小三线”因建在江西本地且建设规模仅次于上海而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本文拟对江西

“小三线”建设的历史进行初步的考察和探讨，希望更多的学者关注并展开对江西乃至全国“小三线”建设的研究。 

一 江西“小三线”建设的决策分析 

20 世纪 60 年代初，面对日趋恶化的国际环境，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作出了建设以战备为目的的后方工业基地的决定。

1964 年 6 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 “假使敌人占领我们的地方，怎么办? 沿海各省要搞些手榴弹、炸药厂，

军工厂……每个省都要有一、二、三线嘛!”
［1］( P52)

 同年 10 月 18 日，中共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国防工业和三线备战

工作的请求报告》，报告主张加强地方军事工业建设。毛泽东在此项报告的批语中再次提出一线、二线各省要考虑第三线问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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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93) 
。随即，中共中央向各中共分局和各省转发了中共广东省委的报告及毛泽东的批语，并要求各地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

［2］( P35) 
。

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要求，中共华东局确定江西为华东地区的战略后方，应建成稳固的战备基地。此后，在中共华东局、

上海市、福州军区的支持下，江西举全省之力开展“小三线”建设。曾任江西钢厂厂长和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的钱家铭说: “江

西的小三线，实际是华东的小三线。”
［3］( P115)

 江西之所以被确定为华东地区“小三线”的重要后方基地，是因为具有以下方面的

因素。 

1．地理环境适宜，符合中共中央建立后方基地的要求 

江西省位于东经 113° 34'—118° 28'、北纬 24°29'—30°04'，地处中国中部、华东地区西侧，东邻浙，南连闽，远离

沿海，符合中共中央提出的把一些沿海的军工企业搬到二线、三线地方的要求。同时，江西山地、丘陵交错，特别是东、南、

西三面环山，峰峦重叠，这种山地、丘陵地貌也适合中共中央提出的“小三线”企业选址“靠山、进洞、分散”的要求。 

2．粮食产出丰盈，基本上能够满足“小三线”相关人员的食品供应 

江西地处中亚热带湿润季风区，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丰沛。全省有赣江、抚河、信江、饶河和修河等五大水系，大

小河流 2 400 多条，水资源丰富。由于良好的气候与丰富的水资源非常适宜农作物生长，因此江西历史上就是全国闻名的鱼米

之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一直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近现代江西工业基础薄弱。20 世纪 60 年代，江西要

大规模建设“小三线”，一方面需要依靠外部力量，一大批机器、外地专业技术人员和工人必将迁入江西； 另一方面随着“小

三线”建设的顺利开展，必将需要招收一大批江西本地的转业军人、毕业学生和农民，充当工厂职工。因而，数量庞大的本地

职工、内迁人员及其家属的粮食供应是否充足就成为江西“小三线”建设能否顺利开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江西粮食产出丰盈，

基本上能满足“小三线”建设相关人员的食品供应，从而解决了“小三线”建设的后顾之忧。 

3．充足的电力是“小三线”建设的必要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江西发电量很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江西电力工业迅速恢复，但是仍难以满足需求。为提

高发电量，江西一方面极力改造原有的小型火电厂，并扩建南昌水电有限公司和赣州电厂； 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水火电站，先后

开工建设了上犹江水电厂和南昌( 七里街) 电厂。有资料统计: “‘一五’时期，江西电力工业基本建设投资 1．099 6 亿元，

占全省工业总投资额的 23．1%。1957 年全省发电设备容量达 10．8 万千瓦，发电量为 1．99亿千瓦·时，与 1952 年相比，分

别增长 4．14 倍和 4．69倍。”
［4］( P2) 

到 20 世纪 60 年代，江西加快了电力建设的步伐，柘林、江口等水电厂和九江、萍乡、乐

平、新余、分宜等火电厂先后开工和投产。电力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发电量的大幅提高，为以军工为主的“小三线”企业建设提

供了重要的动力保障，这是华东“小三线”建设项目落户江西的重要原因。 

4．交通畅通是“小三线”建设的重要因素 

虽然中共中央要求“小三线”企业不要靠近交通干线，要远离大江、大河、大湖及主要桥梁，但是大型的军事工业不可能

离开交通，煤及钢铁等原材料和产品都要靠铁路、公路和船舶等交通工具运输。江西的交通便利程度虽然比不上上海、江浙等

地，但是总体情况不错。在铁路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江西境内已建成通车的有浙赣铁路和南浔铁路；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国家对它们进行改造和新线建设，提高了运输能力； 20 世纪 60 年代又建成鹰厦线。在水路方面，由于江西北临长

江，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等五大水系遍布江西各地，因此水路交通便利。江西的公路建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也迅速推进。分管“小三线”建设的江西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钱家铭就曾回忆说，当时江西钢厂确定建在新余良山的一个重要

原因是有一条铁路专用线通往新余
［3］( P115)

 。1965 年，中共华东局召开了一次关于“小三线”建设的会议。会议强调，地方军

工厂的厂址选择应通过实地勘查，区别具体情况，权衡利弊，在坚持“靠山、进洞、分散”的同时，要考虑经济管理、便利生

产、便利运输和组织协作等条件
［5］( P25) 

。由此可以看出，交通方面的建设及成效吸引了一些“小三线”工厂迁入江西或在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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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工建设。 

除 上述因素之外，煤、铁、铜等自然资源储藏丰富也是部分“小三线”企业落户江西的重要原因。在中共中央和中共华东

局确定江西为华东后方战略基地后，中共江西省委积极响应，并提出“要把江西建设成为拖不垮打不烂的华东战略后方”的目

标。 

二 江西“小三线”建设的起步与军品生产 

中共中央、中共华东局、中共江西省委力主把江西打造成华东战略后方基地，此项指导方针很快就落实到各方面的具体政

策之中。1965 年 7 月，中共华东局国防工业办公室下发《关于下达 1965—1967年后方建设规划的通知》，确定在 1965—1967 年

3年内江西“小三线”建设总项目数为 67 个，其中军事工业项目 23 个，相关配套项目 44 个
［5］( P20)

 。此后，“以备战、备荒、

为人民出发”，“抓紧时机，加快‘小三线’和为‘小三线’配套项目的建设”就成为一段时期江西的重要工作
［6］( P152)

。“立足于

战争，争取时间，建设后方，发展生产，支援前线”成为江西“三五”计划的核心任务。1965 年，江西成立国防工业领导小组，

作为“小三线”建设的主要领导机关； 同年底，江西又成立了军工局，负责“小三线”工厂的筹建及生产等相关工作。 

江西举全省之力，组织大批精干力量，积极投身于“小三线”建设。据记载，当时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委员会从省

内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动员调出 10 080 名职工支援“小三线”工作，还抽调 1 000 余名专业人员参与“小三线”工程设计
［5］( P6)

 。

江西不仅需要负责自己承担的“小三线”企业的设计、施工、设备订货、设备安装、产品试制及做好各种水、电等配套设备； 还

需要配合省外施工方组织民工参加工地建设，准备好各种建筑原料，做好迁入江西的职工及其家属的生活等相关工作。为此，

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还动员地方力量投入“小三线”建设。其中，“小三线”企业较多的宜春地区就曾广泛发动民众

修建石灰窑和后方公路，生产和运输砖瓦、土方、沙石、石灰、木材等各类物资，全力支援“小三线”建设。 

近现代江西工业非常落后，军事工业尤为不堪，因而为确保完成任务，江西“小三线”建设除依靠本省的力量之外，还积

极争取省外力量的支援。当时，中共华东局决定由工业实力强劲的上海支援江西“小三线”建设； 此外，四川、内蒙古等地也

给江西“小三线”建设提供了大力支持。由于江西“小三线”建设的力量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上级决定成立三个建设指挥部以

推进江西“小三线”建设: 第一建设指挥部负责江西自己承建的项目，第二建设指挥部负责上海支援的包建包产项目，第三建

设指挥部负责四川、内蒙古等老军工厂支持的建设项目
［7］( P329－330) 

。除江西自建的项目之外，上海援建的项目占省外建设项目的

绝大多数。当时，上海采取包建包产的方式帮助江西建设 19 个“小三线”工厂。根据《关于上海承担江西小三线项目中生产准

备工作的分工协作办法》，包建包产的具体办法是:( 1) 勘测设计和土木建筑以及厂区内的水、电、气、路等工程建设； ( 2) 设

备订货、非标准设备制造和设备安装； ( 3) 按照企业经营管理和生产的需要，把企业的领导班子和劳动力配好； ( 4) 通过

样品试制和产品定型，把生产所需的工艺装备做齐、做全，搬入新厂后，按新的工艺路线要求，经过调整，批量生产；( 5) 按

照新厂生产的工艺要求，对产品图纸、工艺文件进行整理补充，达到批量生产的需要。为了尽快建成这些工厂，上海调集大量

物资，动员各类干部、科技人员、劳动工人远赴江西，为江西“小三线”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5］( P517)

 。 

三个建设指挥部同时推进各军工厂和配套项目的建设，江西“小三线”建设由此全面展开； 但是由于“文革”动乱造成运

力不足、物资供应紧缺及自身建设经验不足等，江西“小三线”企业在基建和生产试制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国

家计委、国务院国防工办上报周恩来总理的报告承认 1966年“小三线”建设存在一些问题，在基本建设方面没有完成全年计划
［1］( P230) 

。但是经过各方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大部分“小三线”企业顺利投产。1969 年 6 月，9396 厂、9353 厂、9344 厂经国

家批准投入生产，成为江西“小三线”第一批投产企业。1970 年，江西编制“四五”计划，“备战、备荒、为人民”仍然是重

要的指导思想。虽然“四五”计划在后期进行了一些调整，但是柘林电厂、星火化工厂和燎原化工厂等“小三线”项目在调整

计划中还是作了重点安排。在“四五”计划期间，大批“小三线”工厂批量生产，进入正常的生产建设时期。 

军品生产时期，江西“小三线”企业基本上依靠国家订单，有时能超额完成任务，有时完不成国家任务。完不成国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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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当时处于“文革”时期，一些企业内部混乱； 但是从总体上来讲，由于是军工企业，此时的“小三线”企业生产建设基

本上能正常进行。20 世纪 70 年代初，江西初步具备了独立生产装备团以下常规武器的能力，基本上实现了中共中央提出的目

标，即“力争从 1969 年至 1971 年三年内，各大区达到团以下轻兵器、弹药配套成龙，并各有一套三七或五七高射炮厂”
［1］( P236) 

。 

三 江西“小三线”建设的调整与改造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先后与日本、英国、美国建交，与苏联关系也逐渐解冻。在“文革”结束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

开以后，中共中央认为国际形势总体缓和，国内工作重点应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军事工业建设方面，“军民结合，平战结合，

军品优先，以民养军”成为主要的指导方针，国家开始对军工减少投入，军品订单下降。随着国家方针的变化，以战备为目的

而建设的江西“小三线”企业面临巨大的转型。1979 年 9 月，江西省国防工办向上级单位呈报《地方军工三年调整的初步设想

的请示》，主动进行调整改造。江西“小三线”企业的调整改造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1．调整企业布局，对问题严重的工厂进行关、停、并、转、迁 

由于“小三线”建设是在“备战”的局势下上马的，中共中央要求“小三线”企业选址尽可能地“靠山、进洞、分散”，因

此不少“小三线”企业建在深山之中，交通极为不便，且配套工厂布局分散。这样的交通环境和外部条件，加上自身经营不善，

使部分“小三线”工厂在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运行成本居高不下，竞争乏力，举步维艰，企业布局急需调整。随着国

家对三线( 也包括“小三线”) 企业基本情况的调查深入，对问题严重的企业采取关、停、并、转、迁等措施予以调整改造。

如撤销 9349 厂( 江西立新机修厂) 和 9469 厂( 江西量具刃具厂) ，同意 9334 厂( 江西光明机械厂) 与南昌自行车厂合并，

搬迁 9333 厂( 江西人民机械厂) 。其中，9334 厂“地处赣西北的九岭山脉，这里山峦重叠、森林茂密，离宜丰县城约 45 公

里，一个叫黄岗的乡村……进出只有一条通县城的三级公路”，“厂外相隔数十公里的芳溪袁坑口的深山里有与我厂配套的先锋

机械厂，往院前深山里数十公里处有近邻长青机械厂”
［3］( P127－128)

 。这种交通状况到 20 世纪 80 年代也没有得到多大改变，以至

于江西光明机械厂的人想搬出深山。按照“能迁并的就不要迁建”的原则，上级部门决定江西光明机械厂与南昌自行车厂合并，

迁往南昌。落户省会南昌后，江西光明机械厂的条件改善不少，信息通畅，运输便利，发展步伐加快。曾任江西光明机械厂厂

长的程渝龙说: “两厂合并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开拓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子，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越来越

显著，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工厂的生产规模及产值利润都达到历史最好时期。”
［3］( P149) 

9333 厂( 江西人民机械厂) 原厂

址在瑞昌县洪下人民公社张家铺大队，离瑞昌县城 24 km，交通十分不便。根据上级“能就近搬迁的就不要远距离搬迁，能向中

小城市搬迁的就不要向大城市集中”的要求，江西人民机械厂筹划搬迁至瑞昌县城。“1989 年开始，工厂陆续先生产后生活分

批搬迁； 至 1990 年初，全厂搬至新厂区”； “1990 年，迁入新厂区后，人民厂迎来了民品开发第二个高潮……这样的势头一

直延续到 20世纪 90 年代中期，使企业得以中兴”
［8］( P3－4)

 。在江西省各级人民政府特别是江西省国防工办的大力支持下，部分

“小三线”工厂或关或停或并或搬，逐渐告别大山，为此后企业经营创造了良好条件。 

2．积极开发民品，调整“小三线”企业产品结构 

改革开放前，江西“小三线”工厂主要接受国家订单，生产有严格要求、接受严格验收的军品。随着“军民结合”成为国

家的指导方针，军品订单急剧减少，江西“小三线”工厂遇到无米下锅、亏损严重的困境。在上级部门的指导下，江西“小三

线”工厂主动调整产品结构，面向市场开发民品。如在军品时期主要生产枪炮的 9446 厂( 宜春第一机械厂) 在改革开放后没有

国家的军品订单，为维持生存和促进发展，先后开发了电风扇、三牙轮钻头等民用产品。其中，“飞龙牌”三牙轮钻头获得极大

成功，产品畅销国内外，不仅为工厂带来了效益，还为国家出口创汇作出了贡献，产品也获得了国家银质奖。同处宜春地区的

9329 厂( 江西工具厂) 在军品时期主要为江西其他“小三线”工厂生产配套的军品工装，根据上级的要求和订单生产刃、模、

夹、量等工具。军转民后，国家任务锐减。为摆脱工厂效益下滑的困境，9329 厂扩大生产市场需要量大的千分尺、游标卡尺，

并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研制不同规格的千分尺、游标卡尺，以满足市场需求。江西工具厂也由此进入效益最好的生产时期。

民品的开发和生产不仅调整了江西“小三线”工厂的产品结构，也使其不再依赖国家财力支持，为成为面向市场能自谋生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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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3．改革经营机制，增强江西“小三线”企业活力 

改革开放前，“小三线”工厂属于军工单位，基本上只承接政府订单，各种物质资源、劳动力都由政府调配。在国防工业部

门领导及计委、建委和劳动等部门的配合下，“小三线”企业组织生产，其产品最后由国家验收、收购。这属于典型的计划经济。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将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提出“军工企业要走军民结合的道路”
［1］( P280)

 。江西“小三线”

工厂开始军转民，面向市场生产民品，但原来计划经济下的企业经营机制难以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改革迫在眉睫。“小三线”

企业的经营机制改革主要从财、物、人等方面着手，使其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配置。在财务上，20 世纪 80 年代，江西省国防

工办对“小三线”工厂采取财务包干和利润分成的政策，以激发工厂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增强企业活力。1980 年 6 月，江西省

财政厅和江西省国防工业办公室联合下发《关于改变我省地方军工企业财务管理办法的联合通知》。通知强调: “为了……充分

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大力发展民品生产，把企业生产经营搞活，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决定对省国防工办所属地方军工企业实行

盈亏包干办法。”主要措施是: “从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起，省财政对省国防工办所属地方军工企业实行盈亏包干，即以省国防

工办为单位，亏损不补，盈利不交，一定五年不变。地方军工企业的盈亏计划、亏损的弥补和盈利的收缴由省国防工办开设银

行专户直接与企业办理。”
［5］( P523)

 此后又将包干期延长至 1990 年，但要求从 1985 年起利润的 20%上交江西省财政厅。在物资、

人力调配上，改变计划经济中指令性的做法，把计划指导与市场调节结合起来，企业经营自主权增加。“小三线”企业可以自主

地调配人力、物力，向重点产品倾斜。如 9329 厂( 江西工具厂) 在军转民后，立即扩大生产市场需求广的游标卡尺、千分尺，

并把产品出口到国外，而且成效显著。与此同时，江西省人民政府在“小三线”企业中实施厂长负责制，推行现代企业管理制

度。随着经营机制的转变，江西“小三线”企业的活力逐渐释放出来。 

四 江西“小三线”建设的成效与缺失 

学界对三线( 包括“小三线”) 建设评价不一。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考察江西“小三线”建设，可以辩证地分析其得与失。 

1．建设的成效 

首先，“小三线”建设极大地改善了江西的产业结构，促进了江西乃至全国经济的转型发展。一直以来，江西都是典型的农

业省份，工业十分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仅有南昌飞机制造厂等少数重点企业，“一五”时期还不能生产化肥、农药、拖

拉机、机引农具等工业品。由于工业起点低，江西单靠自身的力量，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产业结构，发展速度也较慢。1964 年，

中共中央作出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在一、二线省份开展以军工为主的“小三线”建设，要求把沿海城市的部分工业内迁，这

给江西的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良好的机会。1965 年，江西全省工业总产值仅达到 24．1 亿元，至 1990 年则达到 425．75 亿元，

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 1949 年的 17．5%上升到 1990 年的 71．4%
［6］( P364－366)

 。农业比重下降，工业比重上升，初步改

变了江西工业落后的面貌。虽说江西工业比重的上升不仅仅是因为“小三线”建设，但“小三线”建设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小

三线”建设不仅改善了江西的产业结构，而且促进了江西的经济发展。“小三线”工厂搬迁至江西或在江西开工兴建，不仅工厂

自身壮大反哺江西，随之而来的修建现代化公路、通水电等也带动附近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江西“小三线”工厂的大哥大

———1965 年开工建设的江西钢厂，“到 1990年底，江钢为国家生产钢 586 万吨、钢材坯 500 万吨、金属制品 12 万吨，共实

现利税 10．605 亿元，其中上缴利税 9．4 亿元，相当于建厂以来国家给该厂全部投资的 16．5 倍”。其中，“江钢 1983 年到

1988 年连续六年保持了生产、经济效益每年递增 15%的速度，上缴利税占全省工交企业第一位”，“小三线”企业为江西的发展

作出了巨大贡献。钱家铭还曾回忆说: “江西是农业大省，要大兴水利却没有线材，江钢急省所急，仅仅花了七八十万元用了

三个多月在型材车间生产出了线材，支援了水利建设。”
［3］( P124)

 正如《中国共产党历史》对三线建设的评价: “这实质上是国民

经济布局的一次大调整。”
［9］( P692)

“对于改善我国国民经济布局、推进中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大作用。”
［9］( P694)

“小

三线”建设对江西乃至全国产业布局的改善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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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小三线”建设吸引和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骨干，促进了江西乃至全国科技文化的进步。以军工为核心的“小三线”企

业，不管是上海迁入江西的企业，还是江西本地新建的企业，从总体上来说，无论是规模，还是科学技术含量，都远远超过江

西原有的本地企业。“小三线”企业的产品开发也极大地促进了江西乃至全国科技文化进步。例如，9304 厂的电－21 引信高氯

酸电池 1978 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5727 厂的 681 金属非金属复合装甲玻璃钢材料研究 1983 年获国家发明三等奖。这些奖项

都依赖于一大批有水平、有技术的江西“小三线”人的辛劳努力。为了建设“小三线”，上海曾迁移几万名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

进入江西，如由上海无线电三厂包建的 9304 厂( 新民机械厂) 的员工很多来自上海。朱富林回忆说: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

赣北瑞昌县横港乡双板桥小山村来了一批上海的开拓者……后来造起了工房、民房，架起了 10 千伏高压输电线，迁入了机器设

备，陆续从吉林、西安、上海、北京、广州等地，一批接着一批有志人士在这里聚焦。”
［10］( P224)

 朱富林本人于 1969 年由北京调

入新民机械厂。在此后的二三十年内，又通过招工、分配等办法引进一大批人才。他们在工作中不辞辛苦，用坚强的意志克服

工作和生活中的种种困难，为江西“小三线”建设默默作出了贡献。 

更为重要的是，“小三线”工厂在生产过程中非常注重对青年工人的培养，通过老职工不断的言传身教，把知识和技术传播

给青年工人。这样，经过二三十年的“小三线”建设，江西从技术工人严重缺乏，转而拥有了一支政治素质高、专业技术硬、

工作能力强、经验丰富的人才队伍。钱家铭曾介绍江西钢厂在培养人才方面的贡献时说: “江西钢厂不仅为国家提供了几百万

吨钢和钢材，支援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且培养和锻炼了一支有觉悟、有技术、有文化、会管理的职工队伍。这支队伍是江

西钢厂所以能发展到今天的基础，也是江西钢厂今后不断发展、争取为四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的基本条件。……现在可喜的是

新的一代正在成长，青年职工不断加强自己的政治、文化、技术业务学习，素质将不断地提高，必将在四化建设中发挥聪明才

智，作出更大的贡献。”
［3］( P121－122) 

2．建设的缺失 

“小三线”建设在促进江西乃至全国经济转型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同时，也给江西遗留了不少难题。这些难题主要表现在以

下方面: 

一是在“小三线”工厂办社会，企业成本高，负担重，经济效益不高，妨碍了江西的进一步发展。国营企业办社会在计划

经济时期是一种普遍现象，而“小三线”工厂的情况更加严重。20 世纪 60 年代，由于过分强调战备需要，一些“小三线”工

厂建设在山沟里，远离城镇，日常用品的供应面临较大困难；而且“小三线”企业属于军工保密机构，与外界有着天然的壁垒，

职工及其家属与外界之间的交流受到限制，这造成职工及其家属在生活上碰到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所以，江西“小三线”企

业在正常生产的同时，纷纷办起了幼儿园、中小学甚至大专学校，建起了菜场、商店、食堂和医院等生活配套设施，满足职工

及其家属生活的需要，不过这些举措却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导致经济效益难以提高。改革开放之后，“小三线”企业需要自主“找

米下锅”，负担重的弊端日益突显，不仅影响其调整改造的进程，也不利于江西的改革开放。 

二是江西“小三线”企业在调整改造的过程中“病急乱投医”，由于一些失误造成重复建设，浪费严重。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随着军品订单减少，江西“小三线”工厂纷纷开发民品。由于市场环境下企业经营经验不足，一些企业集中上马自

行车、缝纫机等项目，造成重复建设，产品堆集，销售困难。还有一些工厂抛开自身优势，完全以畅销作为产品生产依据，这

样“饥不择食”，不根据厂情开发民品，最终难以为继。程渝龙曾回忆说: “9334 厂( 江西光明机械厂) 团委动员、组织女工

织毛衣、裁剪缝纫衣服，并进行销售。虽然获得了一些利润，但不久之后不得不停止。”
［3］( P135)

 9333 厂( 江西人民机械厂) 也

曾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此外，部分“小三线”工厂在关、停的过程中浪费严重，搬迁重建的工厂负债较重，严重地影响民品开

发，进而妨碍工厂发展。产品开发不利、工厂债务沉重导致部分企业最终走上破产之路，由此给江西带来了职工安置、医疗、

社保等方面的遗留问题。 

除以上两个方面之外，如果再从江西整体发展考虑，20 世纪 60 年代“小三线”建设投入过大，也影响了江西农业、轻工

业等方面的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2 卷曾说: “由于当时的特殊环境，三线建设也存在许多问题，如过分突出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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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忽视经济规律，三线建设投资比例不协调，造成国民经济各部门间比例严重失调； 过分强调‘靠山、分散、进洞’原则，

投资效益差，浪费严重，遗留问题很多。”
［9］( P829) 

五 结语 

从上可以看出，江西“小三线”建设从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军事乃至社会等各方面深刻影响着江西的发展进程。而江

西“小三线”建设只是全国 21个“小三线”建设中的一个缩影，纵观上海、北京、广东等省市的“小三线”建设，取得了巨大

的成就，并在建设过程中创造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 小)三线精神。当然，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小三线”在

建设过程中产生并遗留了一些问题。总之，“小三线”建设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拨开厚重的尘埃，

探索、了解这段历史，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可以认识到: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政策，继续弘扬艰苦奋斗的精

神，深入调查研究，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加强同外界的联系和交流，对当前江西乃至全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均是大有裨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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