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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取三线建设历史经验

推进四川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建设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中共德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者按：四川是上世纪 60年代开始的三线建设重点区域，当前四

川正在推进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战略，两次建设在时代背景、建

设目的、建设手段和经济环境等方面有显著不同，但两次建设都在维

护国家安全、调整国家区域经济布局、推动四川长远发展等方面有共

同之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三线建设是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

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延续与腾飞。三线建设有成功经验和不足，以成

功经验作启示，以不足作镜鉴，对更好推动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建设

和四川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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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的构想是党中央面对纷繁复杂国际

环境，立足我国新发展阶段新特征，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体现

了党中央为筑牢国家安全基石、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

大局考量。2023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指出，“四

川是我国发展的战略腹地，在国家发展大局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

发战略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2023年 12月，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首次提出“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

四川历来是国家战略腹地，是 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核心区域，

为国家安全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新时代四川推进国家战

略腹地建设留下了宝贵历史经验。当前，党中央推动战略腹地建

设，四川作为重中之重，应积极汲取三线建设历史经验，推动国

家战略腹地建设和四川大发展。

一、三线建设与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异同

三线建设和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主要地区都是广大中

西部地区，其中四川是重点区域。两次建设都有维护国家安全、

调整国家区域经济布局的目的，但其差异也是明显的。

（一）建设背景方面

三线建设和国家战略腹地建设都是基于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

作出的战略决策。面对剧烈的变化，中国须时刻保持安全与忧患

意识，防患各种风险、挑战乃至冲突。

三线建设的基本背景是当时国家四周都面临着十分险恶的军

事与政治环境，“针对中国的核打击”甚至已经是“箭在弦上”。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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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决策三线建设、国家经济“实行大搬家”，几乎就是“别无选择”

的“选择”。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基本背景是，中国在发展成为全

球经济大国之时，又遭遇到各种风险挑战，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外

部势力打压，为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确保国家发展不

受制于外部力量，必须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确保实现中国式

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

协调发展，建设国家战略腹地。

（二）建设目的方面

三线建设和国家战略腹地建设都是国家基于战略安全需要对

产业大布局进行的调整。三线建设既是为增强国防实力而进行的

工业建设，更是为避免中国近代以来落后挨打命运而进行的大规

模经济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过程；新时

代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同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组成部分，更

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组成部分。二者的共同目的，都在

于实现国家富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用强大的国力作为国

家安全和人民幸福的最有效保障。

不同的是，三线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以国防建设为中心进行备

战，迁建的企业主要为军工企业，地方配套开展小三线建设，同

时达到均衡工业布局的目的。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延续了三

线建设的目的，并有更新更高层次的提升，是三线建设的“新版

本”，不仅要平衡区域发展与优化经济布局，特别是优化调整重大

生产力布局，还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大局。从一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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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说，三线建设是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基础，后者是前

者的延续与腾飞。

（三）建设手段和经济环境方面

三线建设和国家战略腹地建设都以大规模工业经济建设为主

要途径，进行由上至下的战略布局，都展现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优势。高层领导关注、中央决策及相关政策倾斜是建设

的重要保障。

三线建设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展开，建设项目众多，主要为

国防军工、重工业企业，以行政手段代替市场手段，具有效率高，

服从性强的特征，充分体现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体制机制优

势。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背景下

展开的，中央决策及政府规划实施起宏观主导作用，但具体项目

建设则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决定性

手段原则，按市场规律办事。

二、三线建设的成功经验可运用于四川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

建设

四川是全国最重要的三线建设地区，被称为“三线建设的中

心”。三线建设极大地改善了四川的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使四

川成为国家重要的国防工业和科研基地、新兴工业基地，一大批

新兴工业城市和新兴企业群体崛起，四川在国家版图中的地位更

加凸显。三线建设过程中产生的成功经验可以为当前四川推进新

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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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好党的领导经验，为四川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建设

提供根本保障

三线建设是在党中央集中统一下进行的，通过集中全国的人

力、物力、财力，实现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发展。四

川三线建设的组织实施离不开中央的统筹、中央领导的关心和地

方党组织的全力以赴。在中央统筹下，各级党委政府使用行政力

量配置各种资源，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团结协作，体现出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率与效果。建设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仍然

如三线建设时期一样，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坚持党的领导是

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的根本保证，唯此，才能既确保正确的政治

方向、服务国家安全全局，又确保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取得快速

高质优效的建设成果。

（二）用好科技创新经验，为四川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建设

插上翅膀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在

四川共建成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研究院所及其配套单位 150多个，

极大促进了四川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经过三线建设，四川的国

防科技工业，已形成行业和门类较齐全、技术装备较好、科技力

量较强，多层次、多形式同生产结合较紧密的科研体系。特别是

核工业和航天工业的建立，使“超级大国”垄断核武器、制造“核威

胁”成为空话，极大提高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新时代国家

战略腹地建设，必须借鉴过去发展国防高科技经验，以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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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支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解决卡脖子问题，

补齐自身短板，进一步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占领国防科技高

地，用科技创新筑牢国家安全的基础。

（三）用好人才集聚经验，为四川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建设

汇聚力量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三线建设

期间，国家从各地选派了大量人才支援三线建设。人才向四川集

聚，不仅实现了先进技术和优秀人才向四川的迅速配置，还在攻

克一道道技术难题和不断开拓创新中，为四川锻炼培养出一大批

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使之成为四川发展建设的骨干力量。正是

因为三线建设聚集了大量人才，才能为后来四川的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才支撑，为四川成为科技大省、科技强

省提供人才支撑。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

高技术领域成为国际竞争最前沿和主战场。应借鉴三线建设时期

的“备份思维”，巩固和加强四川人才资源丰富的优势，通过人才

培养、研发投入、搭建创新平台等各种方式，吸收人才留川、人

才入川，为推进四川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提供人力支撑。

（四）用好以工业建设为抓手经验，为四川新时代国家战略

腹地建设中找到切口

经过三线建设，四川成为全国钢铁生产基地、电子工业基地、

电站成套设备生产基地、机械工业基地、化学工业基地，成为全

国为数不多拥有全部 41 个工业大类、31 个制造业大类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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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上述成绩的关键抓手是工业建设，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这

一经验仍可运用于四川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当然，制造业

发展绝不是简单重复，而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高质量发展，即积

极服务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高质量对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新

布局，进一步实施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工程，培育壮大先进制造

业集群，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转型。

（五）用好三线建设宝贵精神财富，为四川新时代国家战略

腹地建设提供动力

三线建设时期，来自全国各地的广大三线建设者克服各种严

峻困难，孕育和凝练出宝贵的精神财富：一是三线精神，其内涵

是“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二是“两弹一星”

精神，其内涵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

力协同、勇于登攀” ；三是科学家精神，其内涵是“胸怀祖国、服

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

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

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这

几种精神都是后来人可以汲取的宝贵精神财富和不竭动力源泉。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

存的灵魂。虽然新时代物质财富已极大丰富，但在新时代国家战

略腹地建设中，仍然需要精神的力量来鼓舞一代一代的建设者奋

勇向前。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4%E5%BC%B9%E4%B8%80%E6%98%9F%E7%B2%BE%E7%A5%9E/6093575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4%E5%BC%B9%E4%B8%80%E6%98%9F%E7%B2%BE%E7%A5%9E/60935754?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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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线建设存在的不足对四川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

镜鉴

三线建设过程中，面临紧迫的国际、国内形势，为确保国家

战略安全，一些项目没能充分地规划和论证、准备，存在布局上

欠妥、建设上仓促等问题；由于过分考虑战备需要，存在忽视经

济规律等失误；受计划经济体制束缚、条块分割管理模式等影响，

出现经济效益不高和产业集群不集中等问题。这些都为四川新时

代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提供了镜鉴。

（一）统筹规划空间上的工业布局，形成产业集群

工业布局是工业建设的战略部署，是生产力在地域上的落实。

三线建设的选址原则是“分散、靠山、隐蔽”，由此导致一大批现

代化企业孤立地建在大山沟中，留下不少安全隐患，产生交通、

通讯不便等问题。在项目定点时，较少考虑现代大工业的协作要

求，出现有协作联系的企业分散各地的情况，甚至一个企业的多

个车间也常常分散，形成一串“羊粪蛋”，隔断了企业与企业、车

间与车间之间的联系，造成大量人力物力的浪费。四川建设新时

代国家战略腹地，应统筹规划空间上的工业布局，立足极限条件

谋划、突出底线思维定位，坚持战略思维落实，特别要把产业链

供应链的巩固与提升、企业布局与协同发展放入国际国内大视野

中考察研究，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合理规划，持续推动产业“建圈强

链”，加快形成优势互补、协作共兴的产业集群，力争再创建一批

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做强战略腹地建设主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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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筹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避免投资浪费

三线建设在投资上，过分强调战备需要，很多项目忽视经济

效益，甚至对建设项目的社会、环境效益考虑也不够，存在盲目

扩大规模、拉长战线现象，导致一些项目中途下马，长期无法形

成综合生产能力，造成损失和浪费，以致改革开放后不得不进行

三线调整改造。推进四川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应充分考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既要

考虑社会效益，达到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目的，更要考虑经济效益，

发挥市场主体作用，不断提升资源整合能力和效率，从而形成建

设中的良性循环。

（三）统筹考虑建设者的生活需求，实现生产生活相协调

三线建设时期，许多企业远离城市，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设

施严重不配套，造成职工生活、家属就业、子女入学升学、生病

就医等一系列困难。生活上的不便影响到人心安定与生产效率。

特别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度出现三线企业人才“孔雀东南飞”

的尴尬状况。经过 40多年的高速发展，在城镇化的浪潮下，2023

年中国城镇化率已突破 65%，人们更愿意生活在城镇，在城镇中

品味美好生活。因此，四川建设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应充分关

注建设者的生活需求，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标尺，为

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者提供生活上的便利，以实现生活生产

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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