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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由于受到复杂国际形势的影响袁 20世纪 60年代我国形成了三线建设的整体思路袁 各省尧 市在
承建国家大三线建设任务的同时还进行了小三线建设遥 江西省作为上海市的战略后方袁 是上海小三线建设的
重要基地之一遥 上海江西小三线建设前后历时四年左右袁 共涉及二十个军工及配套项目遥 上海江西小三线建
设在改善江西工业布局尧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历史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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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三线冶是 20世纪 60年代初期我国出于自身
安全及防御外来侵略需要而划分的版图称谓遥野一
线冶为沿海地区和边疆遥野三线地区冶主要有云尧贵尧
川尧陕尧甘尧宁尧青海等省以及晋尧冀尧豫尧两湖尧广西
等省份靠近内地的部分遥其中袁西南地区和西北地
区属于大三线袁 而其他中部地区以及沿海省份的
腹地属于小三线遥 咱员暂渊孕2冤

20世纪 60年代的上海江西小三线建设是上
海市支援国家国防建设的重要事件遥 加强对上海
市江西小三线建设的研究袁 不仅可以深化我们对
于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袁 更有助于拓展我们对于
特定历史背景下我国工业布局调整以及当代中国

社会历史变迁等问题的思考遥然而袁或许由于史料
匮乏等因素的影响袁 学界对于上海市江西小三线
的研究目前仍显薄弱遥 因此本文拟依据各种零星
史料的相互印证袁 对上海市江西小三线建设进行
粗浅的研究袁权充引玉之砖遥
一尧 上海市江西小三线建设整体

思路的形成

我国关于建设三线的决策是以毛泽东同志为

中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鉴于 20世纪 60年代国际
形势风云突变给中国自身安全造成重大隐患而做

出的一项应对措施遥新中国成立之后袁受国际冷战
格局的影响袁 我国的国家安全就一直处于较为紧
张的状态遥后来袁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乃至最终破
裂袁到了 20世纪 60年代袁我国的安全问题更是受
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遥 鉴于复杂而紧张的国际形
势给我国安全造成的威胁袁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
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不得不进行相应的防御思考遥
为了做好国家防御的工作袁毛泽东同志在 1964年
8月中旬的中央会议上作出明确指示袁 要对周边
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各种因素提高警惕袁 同时要
做好应对外来侵略战争的准备工作遥 咱2暂渊孕811冤而由于
历史因素和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袁 我国工业布局
以沿海为重心的分布状况在战争环境下不利于持

久防御袁 故而中央从加大防御纵深和增强工业安
全的角度袁决心着手工业布局调整袁推动后方三线
军工建设遥
根据国家三线建设的整体布局袁各省本着野将

来帝国主义一旦侵略我们的时候能够以省为单位

各自为战冶的备战原则咱3暂袁纷纷整合人力尧物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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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力进行三线建设遥 上海市作为经济力量和科学
技术水平均较为发达的直辖市袁 在根据全国三线
建设统筹任务支援国家大三线建设项目的同时袁
还形成了在华东地区建立后方基地的小三线建设

思路遥 咱4暂经过前后六次规划研讨之后袁上海市小三
线建设方案最终成型咱5暂遥 而江西即被列为上海市
后方基地建设的重点地区之一遥
江西省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袁 东临浙江尧福

建袁南接广东袁西连湖南袁北毗湖北尧安徽而共接长
江袁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遥 因而袁江西在三线
建设整体规划中虽不是全国大三线建设的重点地

区袁却是华东局小三线建设的重点规划地区遥
中共中央华东局确定江西为华东区的战略后

方尧是小三线建设的重点的决策遥1964年 11月 13
日江西省委召开第 54次常委会议袁 决定院渊1冤把
野江西建设成为拖不垮打不烂的华东战略后方冶作
为全省动员的口号遥 渊2冤争取 1965年先上一批地
方军工项目遥 渊3冤确定九江至南昌为一线袁原中央
苏区和湘赣尧湘鄂赣尧皖浙赣尧闽浙赣的山区为三
线袁其他地区为二线袁以此布局进行小三线建设遥
渊4冤抓紧组建领导机构及办事机构遥 会后袁江西省
机械厅二局草拟了小三线建设的初步规划遥 从
1964年 11月 25日起袁江西省委国防工业领导小
组组织有关厅局的领导干部袁会同国家计委尧华东
局计委尧福州军区尧五机部尧化工部的同志共一百
多人袁成立小三线建设项目选点工作组袁由省委书
记白栋材尧 副省长黄先分别任组长尧 副组长并带
队袁分成 9片袁历时 20余天袁察看了以湘赣尧湘鄂
赣为中心的 80多个场地袁 初步选择 25处作为建
小三线军工厂的厂址遥 咱6暂渊孕581冤

1965年 1月 7日袁江西省委向中央和华东局
上报 叶关于加强后方建设和备战工作规划的报
告曳袁提出野军事工业建设项目拟上 17项冶袁野军事
工业配套服务工程项目拟上 37项冶遥 咱6暂渊孕582冤同年 4
月 8日袁中共中央华东局通过了叶华东区 1965一
1967年基本建设规划(草案)曳袁确定江西省小三线
建设项目共 57项遥 4月 20日袁中共中央华东局又
紧急召开后方建设工作会议袁 鉴于江西省基础工
业薄弱袁决定由上海市负责支援江西建设三线袁担
负 20项军工项目的工程建设任务遥 5月 10日袁经
中共中央华东局和江西省委共同研究袁 决定成立

江西省基本建设第一指挥部袁 副省长黄先任总指
挥袁负责江西省所担负的小三线工程建设任务曰成
立江西省基本建设第二指挥部袁由上海市副市长尧
江西省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广仁任总指

挥袁 负责上海市所担负的江西小三线工程建设任
务遥 咱7暂1965年 7月 5日袁中共中央华东局正式下达
叶1965一 1967年华东区各省尧 市后方建设规划曳袁
确定江西小三线建设项目为 67项袁总投资 30 115
万元遥 其中袁军事工业工程 23项袁军工后方服务工
程 44项遥 7月 13日袁由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韩哲
一主持袁 在上海召开两省尧 市领导参加的专门会
议袁 确定了上海支援江西小三线建设的一系列规
划遥 咱8暂至此袁上海市支援江西小三线建设的思路完
全成熟遥
二尧 上海市包建江西小三线建设

概况

上海江西小三线各项目在建设思路完全确立

之后袁 很快即投入了实际的建设过程遥 在前期考
察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袁 同时在中央有关文件精
神的指示下袁 上海方面与江西方面很快在上海包
建的江西小三线地方军工厂的厂址选择和厂区布

置等方面达成了一致意见遥 即上海包建的 20项
军工及配套工厂袁 厂址的选择 野坚决贯彻靠山尧
分散尧 隐蔽的方针冶袁野要尽量利用天然洞穴袁并
考虑有打洞的条件冶袁 同时 野不要选在水库尧大
桥尧大寺庙尧大工厂等明显目标附近冶袁野不要选
在强烈地震区尧 滑坡地带和可能被洪水淹没的
地区冶曰 在厂区布置上袁野利用山区的自然地形袁
沿山沟建成村落式尧瓜蔓式尧阶梯式冶袁野根据自
然地形和生产工艺流程的特点袁 一个厂的建筑
可分散成几坨袁 而各坨之间彼此保持一定距
离冶曰野建筑物的结构形式袁应根据当地民用建筑
的特点袁尽可能做到村落式尧乡土化袁不建高大
厂房冶曰野对一些靠山凹的建筑袁要采用镶进去的
办法袁缩小目标冶遥 咱9暂

在上述选址原则和华东区关于上海包建江

西小三线建设任务规划的指导下袁 上海包建江
西小三线项目很快即确定了 20个工厂的厂址及
相关设计规划遥 具体地点尧 项目尧 建设规划详
情见下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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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院上海市包建江西小三线二十个建设项目概况表渊1965年冤 投资额单位院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工厂

代号
建设地址

建设起止

时间
建设规模渊年产量冤 职工总数

渊人冤
投资计

划总额

1 高射机枪厂 9446 万载县九龙庙尧车头 1965-1966 14.5高射机枪 100挺尧12.7高射
机枪 500挺 1160 1300

2 梯恩梯厂 9345 吉安县是颇垅 1965-1966 TNT炸药 500吨 600 1400

3 迫击炮弹厂 9353 崇仁县郊方家石嘴头石门顶 1965-1966 60.82 弹 100 万发 尧 硝铵炸药
2000吨 1498 600

4 迫击炮弹引信厂 9344 崇仁县中华山 1965-1966

82 弹引信 100 万发尧82 弹基本
药管铜座 100万个尧82弹无坐力
弹引信 3万个尧 铜座 3万个尧40
大箭弹引信 3 万个铜座 3 万个
大件 10件

1264 600

5 理化计算中心 9309 万载县城 1965-1966 80 200

6 特殊钢厂 新余县周宇 1965-1966 钢 5万吨尧钢材 3.5万吨 4086 4400

7 工模具厂 万载县城农机厂 1965-1966 575 400

8 青霉素厂 乐平县棉纺厂 1965-1966 青霉素 20吨 580 440

9 37高射炮弹厂 9343 宜丰县 1966 37高射炮弹 50万发 1100 1000

10 37高射炮弹引信厂 9334 宜丰县 1966 37高射炮弹引信 50万发 1150 700

11 轻重机枪厂 9396 安福县陈山沟 1966 7.62班用轻机枪 3000挺 900 600

12 85加农炮弹体及装药厂 9323 1967 85加农炮弹弹体 50万个 1450 1000

13 85加农炮弹筒总装厂 9333 1967 85加农炮弹 50万发 1350 1500

14 85加农炮弹引信厂 9304 1967 85加农炮弹引信 50万发 800 1200

15 无坐力炮大箭筒厂 9337 1967 82无坐力炮 500门尧40大箭筒 3
万个

400

16 无坐力炮弹火箭筒弹厂 9383 1967 82无坐力弹 3万发尧40大箭弹 3
万发

400

17 汽油机厂 余干县马背嘴 1967 40马力汽油机 300台 320 400

18 发射药厂 9355 吉水县黎洞坑 1967 双基药 600吨 900 800

19 内河小艇厂 余干县瑞洪镇 1967 小艇 80艘 250

20 磺胺厂 1967 磺胺 100吨 325

渊史料来源院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叶中共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关于江西小三线建设项目情况一览表曳袁档案号
A38-1-351-8遥 冤

谢忠强院1960年代上海支援江西小三线建设研究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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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 包建单位 进度要求
投资
总额

主要建设内容 施工单位 属性 备注

宜春第一机
械厂

机电一局
1965 -1966
年建成

1100 全厂建筑面积 31916 平米及附属构筑
物尧厂区道路尧防洪工程等 上海建工局 军工

永胜机械厂 同上
1966 年建
成

725 全厂建筑面积 37106 平米及附属构筑
物尧厂区道路尧防洪工程等 由江西省安排 军工

原国家计划下达为 600
万元袁 另从其他项目调
剂 125万元

先锋机械厂 同上
1966 年建
成

1000 全厂建筑面积 22201 平米及附属构筑
物尧厂区道路尧防洪工程等 上海建工局 军工

光明机械厂 同上
1966 年基
本建成

600 全厂建筑面积 21750 平米及附属构筑
物尧厂区道路尧防洪工程等 上海建工局 军工

爱民翻砂厂 同上
1967 年全
部建成

940 全厂建筑面积 27011 平米及附属构筑
物尧厂区道路尧防洪工程等 上海建工局 军工

与 渊67冤 沪计基字第 43
号文件下达计划同

人民农具厂 同上 同上 1688 全厂建筑面积 37104 平米及附属构筑
物尧厂区道路尧防洪工程等 上海建工局 军工 同上

序
号

包建单位

项目数渊厂冤 投资额

备注
总数

分类
合计

其中

军工 配套 1965年 1966年 1967年
合计 20 14 6 19783 2085 8355 7315 1968 年尚有化工项目投资 2028

万元袁合计投资额中已包括此数遥
1 冶金局 1 1 4400 1000 2500 900 上海建工局

2 化工局 6 3 3 6360 460 1180 2692 同上
1968 年尚有化工项目投资 2028
万元

3 机电一局 8 6 2 6828 500 3400 2928 同上

4 仪表局 1 1 545 545 同上

5 轻工业局 1 1 600 600 江西省安排

6 计量局 1 1 200 50 150 上海建工局

7 纺织机械公司 1 1 600 75 525 同上 安装院江西省安排
8 造船工业公司 1 1 250 250 同上

施工单位

上海包建江西小三线各项目规划明确之后袁
为了提高建设效率袁上海市有关方面野在中央和华
东局尧福州军区尧上海市委尧江西省委的正确领导
下冶袁 很快形成了人员和对口负责单位的分配方
案遥 咱员0暂在人员配备方面袁野干部抽调本着上海方面
提供三分之二袁江西方面提供三分之一袁共同组成
干部队伍的原则冶咱员1暂曰在工人队伍组建上袁上海工
厂内迁人员均按有关规定实行严格的审查遥野政治
条件按国防工业办公室的规定袁 内迁人员的平均
技术等级要略高于留厂职工的水平袁 等级要高低
搭配袁工种要配套袁以便保证去内地后能够正常生
产冶袁另外野内迁工人的身体一般应该健康袁无严重
疾病袁能适应山区特点冶遥 咱12暂工厂搬迁方式袁野采取

一分为二袁人员新老搭配袁工种齐全袁平均技术等
级原则上略高于原生产厂水平袁 设备质量中上水
平袁专用的多迁袁通用的少迁袁有二台的搬一台袁单
一关键设备不迁袁但国家订不到的关键专用设备袁
可具体协商袁由上海协助制造冶遥 咱员3暂

为了按时完成江西小三线各项目的包建任

务袁上海市在结合本市工业状况基础上袁将包建任
务在本市工业系统内做了更加细致的划分和布

置遥上海市包建江西小三线的 20个建设项目分别
由上海市机电一局尧化工局尧仪表局尧冶金局等 8
个单位负责遥 具体分工及包建任务详情见表 2和
表 3遥
如上表所示袁 上海市包建江西小三线建设各

渊史料来源院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经济计划组关于下达江西小三线包建包产计划和搬迁计划的
通知曳袁档案号院B227-2-5-36遥 冤

表 2院上海市包建包产江西省小三线工程项目计划汇总表 投资额单位院万元

表 3院上海市包建包产江西省小三线工程项目详细计划一览表 投资额单位院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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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 包建单位 进度要求
投资

总额
主要建设内容 施工单位 属性 备注

江西工具厂 同上
1966 年全
部建成

475
利用厂房改建袁新建部分厂房袁全厂建
筑面积 9427平米及附属构筑物尧 厂区
道路等

上海建工局 配套

原国家计划下达 400万
元袁 另从其他项目调剂
75万元

为民机械厂 同上
1967 年全
部建成

300 利用山洞建设袁全厂建筑面积 19323平
米及附属构筑物尧厂区道路等 同上 配套

与 渊67冤 沪计基字第 43
号文件下达计划同

吉安化工厂 化工局
1965 -1966
年建成

1200
全厂建筑面积 18938 平米及附属构筑
物尧厂区道路尧防洪工程等曰在新余县另
设原料转运站

上海建工局 军工

原国家计划下达为 1400
万元袁 后参照扩初批准
数调正为 1200万元

庆江化肥厂 同上
1967 年建
成

4000
全部建筑面积 39224平米袁并有部分建
筑建入山洞内袁附属构筑物尧厂区道路
及防洪工程等

同上 军工

与 渊67冤 沪计基字第 43
号文件下达计划同 曰
4000万为庆江尧 安江两
厂的总投资数

安江化肥厂 同上
1967 -1968
年建成

同上 同上 军工

东风制药厂 同上
1965 -1966
年建成

440 全厂建筑面积 13372 平米及附属构筑
物尧厂区道路尧乐安河取水工程等 同上 配套

投资额中未包括医药公

司分装投资 50 万元及
原选厂址变更华东局同

意增拨 57万元

黎明制药厂 同上
1967 年建
成

450 全厂建筑面积 16922 平米及附属构筑
物尧厂区道路尧防洪工程等 同上 配套

与 渊67冤 沪计基字第 43
号文件下达计划同

永新修造厂
造船工业

公司

1967 年全
部建成

250 全厂建筑面积 9672 平米及附属构筑
物尧厂区道路尧防洪工程等 上海建工局 军工

与 渊67冤 沪计基字第 43
号文件下达计划同

星火机械厂
纺织机械

公司

1965 -1966
年建成

600 全厂建筑面积 27722 平米及附属构筑
物尧厂区道路尧防洪工程等

土建院 上海建
工局曰安装院江
西省安排

军工
1965 年投资 75 万元由
动员费项目转拨

华东工具厂 计量局
1965 -1966
年建成

200
利用原有建筑物改建袁新建恒温室等以
及附属建筑物尧构筑物尧新建面积 826
平米及厂区道路等

上海建工局 军工

连胜机械厂 轻工业局
1966 年全
部建成

600 全厂建筑面积 21394 平米及附属构筑
物尧厂区道路尧防洪工程等 由江西省安排 军工

新民机械厂 仪表局
1967 年全
部建成

545
全厂建筑面积 20476平米袁其中有部分
厂房建入山洞内袁厂区道路袁防洪工程
及附属构筑物等

上海建工局 军工
与 渊67冤 沪计基字第 43
号文件下达计划同

江西钢厂 冶金局
1965 -1967
年建成

4400

电炉炼钢车间尧锻造车间尧开坯车间尧小
型车间尧管棒车间尧冷带车间尧拉丝车
间尧总机修尧中试尧制氧车间尧水厂系统
等全厂建筑均面积 13万平米以及附属
构筑物尧厂区道路尧桥梁尧防洪工程

上海建工局 配套

原计划为 4100 万元袁加
上 1965 年冶金部投资
300万元袁共 4400万元

前卫化工厂 同上
1967 年建
成

270 除利用原有厂房外袁 新建 4310平米及
附属构筑物尧厂区道路尧防洪工程等 同上 配套

与 渊67冤 沪计基字第 43
号文件下达计划同

续表 3院上海市包建包产江西省小三线工程项目详细计划一览表 投资额单位院万元

渊史料来源院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经济计划组关于下达江西小三线包建包产计划和搬迁计划的
通知曳袁档案号院B109-4-31-19遥 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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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在具体过程上袁 主体规划为 1965年至 1967
年遥截止 1968年 1月份袁野上海包建的江西小三线
项目袁已有十一个厂土建基本完成袁设备已安装曰
江西钢厂尧江西工具厂尧东风制药厂等三个项目已
基本投入生产曰 其他几个包建工厂的土建也已全
面开工冶遥 咱员4暂到 1970年上海市包建的江西小三线
项目正式完成遥 1970年 2月 26日袁上海市包建江
西小三线的各有关工业局尧 公司革命委员会负责
同志野与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国防工业办公室协商袁
除宜春第一机械厂渊高射机枪厂冤还有一些问题需
要进一步协商外袁 其余各厂的问题都已协商一
致冶袁并决定野从 1970年起统一划归江西省袁有些
生产上必需的工艺装备袁二尧三类物资和协作配套
件袁 江西一时确实难以解决的袁 上海负责继续支
援冶遥 咱员5暂1970年 7月袁江西省基本建设第二指挥部
正式宣布工作结束袁撤销建制遥指挥部的上海派出
人员除罗兴华留下外袁 其余全部回上海原工作单
位遥 上海负责包建的 20个项目袁全部归江西省国
防工业办公室领导遥 包建各厂经过验收达标并划
归于江西省袁 也标志着上海市支援江西小三线的
建设任务正式圆满完成遥
三尧 上海市江西小三线建设的历

史评价

虽然上海市包建江西小三线建设项目总数只

有 20个袁仅占 1965年华东局确定江西 67个全部
江西小三线规划的三分之一不到袁但其投资额 2.2
亿元却占到了江西小三线投资总额 3.9亿元的一
大半咱员6暂遥而且结合江西省工业布局变化尧后续经济
发展情况来看袁 上海市包建的江西小三线项目具
有积极的历史意义遥
首先袁 上海市包建的江西小三线各项目客观

上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建设遥 如前所述袁包括上海市
包建项目在内的江西小三线主要承担研制生产高

炮尧枪械尧炮(枪)弹尧火药等常规武器的任务遥 咱员7暂渊孕291冤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生产的军品包括火炮尧机
枪尧半自动步枪尧炮弹尧枪弹和手榴弹尧火炸药袁以
及多种光学尧火化工尧军工配套产品遥 综合规模已
超过原设计的基本达到能独立装配团以下军队所

需常规武器的生产能力遥 1978年 6月 4日袁国务
院副总理王震率国务院国防工办等部门领导干部

赴赣视察军工企业时即专门对江西小三线建设给

予了积极的评价遥 1979年 2月 15日袁中央军工各
部根据中共中央 叶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
疆战斗的通知曳 精神袁 下达江西军工企业生产飞
机尧导弹尧火炮尧枪支尧弹药尧电子装备及配套军品
等 7批共 25项产品的战备任务遥江西省国防工办
连夜电话通知各军工企事业单位袁 传达中央和省
委的指示袁全省国防工业掀起紧急战备生产高潮遥
承担战备生产任务的 24个军工生产企业强化指
挥袁突击生产袁最终 7批 25项军品战备生产任务袁
全部按指令进度提前交付部队遥当年袁包括上海包
建项目在内的江西全省国防工业军品生产袁 创造
了超计划尧超上年尧超历史的成绩遥此外袁1983年 3
月 15日袁 五九式 57毫米改进高射炮在一七七厂
研制成功袁1985年获国防科技重大科技成果二等
奖遥 1985年 11月 16日袁新式班用机枪枪族又在
九三九六厂研制成功袁并通过国家正式鉴定定型袁
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遥 咱6暂渊孕585冤

其次袁 上海市的江西小三线建设在一定程度
上改善了江西的工业布局遥江西省属于革命老区袁
建国初期工业基础相对薄弱遥 随着 20世纪 60年
代开始的三线建设项目的先后建成尧投产袁江西省
的工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局面得到了较大改观遥 如
前所述袁从 1965年底至 1969年 10月袁上海市支
赣的 16 000名职工及家属 4 000余人全部进入
江西袁 支赣的 19项军工和配套工程基本收尾袁由
江西负责的工程项目也基本完成遥至此袁包括上海
包建项目在内的江西小三线建设按照中共中央华

东局下达的 3年建设计划及追加的任务袁 共完成
总投资 33 905万元袁工程项目 77个遥 其中袁军品
生产厂 21个袁军品配套厂 12个袁后方服务单位 6
个袁公路工程 9项袁通信工程 9项遥 咱6暂渊孕582冤由于小三
线项目的建设袁 江西省还在 20世纪 70年代一度
成为了国防工业生产的重要省份之一遥 而改革开
放以后袁国家对江西小三线的调整袁又在原有基础
上袁进一步改善了江西的工业布局遥 1979年袁中央
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野调整尧改革尧整顿尧提高冶的
方针遥鉴于江西小三线建设初期因战备急需袁大多
数工厂都是按单一军品型规划设计袁进深山尧布点
散尧成本高尧效益低袁不利于军尧民品生产发展的实
际情况袁 江西省政府国防工办根据国务院国防工
办 1980年 11月 3日在京召开的 野小三线军工厂
调整座谈会议冶和国务院国防工办叶小三线军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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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的初步设想曳的要求袁于 1980年 12月 3日向
国务院国防工办呈报 叶江西省小三线军工厂调整
意见曳遥 1981年 4月 12日袁国务院尧中央军委批转
国务院国防工办关于江西小三线调整方案遥 最终
经过 10年的艰苦努力袁至 1990年止袁江西小三线
工厂布局调整任务基本完成遥多数工厂迁出山沟袁
关联企事业单位也进行了同类合并袁 逐渐形成了
紧靠城市尧交通便利尧生产集中尧生活方便的新型
军工业布局遥 咱6暂渊孕583冤

再次袁 包括上海市包建项目在内的江西小三
线建设为江西省经济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袁随着我国发展由冷战思
维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袁 江西小三线各厂
也实现了转型袁 为江西省的后续发展做出了积极
贡献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袁江西国防工业贯彻中央
野军民结合袁 平战结合袁 军品优先袁 以民养军冶
的方针袁 积极调整产品结构袁 开发国内外市场适
销对路的民用产品遥 1980年 3月 22日袁 全省地
方军工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会议讨论小三线厂在

军品任务减少后如何生存和发展的问题遥 会议决
定以开发自行车尧 矿山机电设备尧 五金工具等 5
种主要产品袁 为全省小三线厂民品开发的主攻方
向遥 江西全省各小三线企业充分利用原有设备袁
发挥军工技术优势袁 较快地开发出了电动工具尧
精密量具尧家用电器和野飞鱼冶牌自行车等民用产
品投放市场袁改变了生产被动局面遥 1980年袁全省

小三线由计划亏损 3 622万元减少到 982万元曰
1981年扭亏为盈袁 实现利润 571万元曰 到 1987
年袁全省小三线盈利总额 7 784万元遥 1985要1987
年袁 江西在全省小三线企业连续开展创 野六好企
业冶和评野经济效益先进单位冶的活动袁结果有 17
个企业被评为 1985年度经济效益先进企业袁10
个企业被评为野六好企业冶曰13个企业被评为 1986
年度经济效益先进企业袁8个企业被评为野六好企
业冶遥 到 1990年袁 江西全省国防工业 49个生产
企业中袁 已有三七二厂尧 二六 O厂尧 四九一厂尧
九三二九厂和九三九四厂等 5个企业进入国家二
级企业袁 27个企业评为省级先进企业袁 26个企
业达到全面质量管理工作二级水平袁 27个企业
达到计量管理二级水平袁 19个企业分别达到人
员管理尧 会计管理或档案管理省 (部) 级先进水
平遥 咱6暂渊孕587冤

揆诸史实袁 上海市支援江西小三线建设的军
工及配套项目与其他三线项目一起为江西当地的

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遥然而袁我们在考
量其历史整体性时不仅要对其历史贡献进行充分

的肯定和分析袁对其缺陷和不足也不能回避遥客观
地分析袁由于受到国际冷战局势的影响袁上海市支
援江西的小三线建设各项目是冷战思维影响的产

物袁 而且其在工厂布局尧 生产设计上的不合理之
处袁 以及其企业管理操作上违背经济规律等表现
也都是客观存在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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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hanghai Support of Jiangxi in Small Third-Line Construction in 1960s
XIE Zhong-qiang

渊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冤
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 To deal with the complex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China decided to roll out third-construction in
the 1960s.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are ordered to carry out great third -line construction and small
third-line construction. Jiangxi, the province designated as Shanghai Municipality's strategic backup, was a
key base of Shanghai in small third-line construction. The construction in Jiangxi lasted for about four years
and set up twenty military industry and auxiliary projects. The small third-line construction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improving Jiangxi Province's industrial layout and facilitating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 Small Third-line Construction in Jiangxi; Shanghai support; historical influ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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