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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学科体系中三线建设的
书写和研究
◎　郑有贵（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原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三线建设研究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三线建设是当代中国史研究

的一座富矿，常研常新。三线建

设在探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这是多

年来学界研究得出的重要结论。

在纪念三线建设决策 60 周年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三线建

设研究分会（以下简称中国三线

建设研究会）成立 10 周年之际，

从为书写好国史中的三线建设做

研究上的准备、国史学科体系中

三线建设研究和书写中的几个问

题两个方面，对国史学科体系中

如何拓展和深化三线建设研究进

行回顾，旨在为进一步拓展和深

化三线建设研究、发挥好三线建

设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时代

价值提供参考。

一、为书写好国史中的三线建设做研究上的准备
如何书写好国史中的三线建设，需要以扎

实深入的研究为基础。经中共中央批准于 1990

年成立的当代中国研究所，从完成中央明确的

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任务出发，持续开

展三线建设研究，经历了 3 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基于档案资料进行研究。

当代中国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以下简称经

济史研究室）第一任主任陈东林研究员，在查

阅历史档案的基础上，撰写了《三线建设：备

战时期的西部开发》，呈现了三线建设历程及其

成就，于 2003 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第二阶段是基于以三线建设为主题的国情

调研展开研究。

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成立前，经济史研究

室组织了 4 次较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调研。2011

年 9 月，经济史研究室邀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

　2011 年 9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三线建设调研组在攀枝花市与三
线建设者座谈（陈石存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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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学者共同组

成三线建设调研组，到四川、重庆进行调研。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三线建设的第一次

较大规模的调研，有 15 人参加，由经济史研究

室第二任主任郑有贵负责。调研组的同志在三

线建设场地所见的一切，深受教育，撰写出《历

史与现实结合视角的三线建设评价—基于四

川、重庆三线建设的调研》。该文产生了较好影

响，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慎明、李捷两位副院长对

该报告作出批示①，要求继续做好三线建设研究。

在第一次调研的基础上，2012 年中国社会

科学院设立重点国情调研课题《三线建设和西

部大开发中的攀枝花》，由经济史研究室承担，

郑有贵主持。当年完成调研报告《三线建设和

西部大开发中的攀枝花—基于攀枝花钢铁基

地建设和改革发展的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事科学院（以下简称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钱

海皓中将对该调研报告的评语是：该成果以史

为鉴，注重从理论角度探讨深层次问题，概括

归纳的攀枝花建设的实践启示、攀枝花精神等，

为当今中国西部大开发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具有较强的理论价

值和现实意义。该成果从一个侧面填补了这一

领域研究的空白；研究难度较大，层次较高，

为三线建设的研究趟了路子。这一调研报告获

当代中国研究所 2012 年国情调研一等奖，经评

审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丛书，于 2013

年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第三次是 2012 年 9 月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

筹备领导小组在宜昌市召开工作会议后，筹备

领导小组的部分同志对宜昌、襄阳两市三线企

业进行的调研。

第四次是 2013 年 6 月 6—10 日经济史研究

室组织了对六盘水市三线建设的调研，由钱海

① 李慎明批示：此报告有据有理，很有说服力。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无论是备战还是建设，都需要建设“三线”。

皓率队，11 位同志参加。调研报告获当代中国

研究所 2013 年国情调研成果一等奖。

第三阶段是当代中国研究所与中国三线建设

研究会共同推动三线建设研究的广泛深入开展。

2012 年初，为推动三线建设研究的广泛深

入开展，经济史研究室在长期研究和新近调研

的基础上，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提出设

立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的请示。同年 2 月 27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第四次常务理事会办

公会议第三次会议研究，决定开始筹备中国三

线建设研究会。同年 4 月 16 日，中国三线建设

研究会筹备领导小组成立，军事科学院原副院

长钱海皓中将任组长，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

战略研究部原副部长齐德学少将、当代中国研

究所副所长武力、原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办

公室主任王春才任副组长，经济史研究室主任

郑有贵任秘书长。

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筹备的过程，也是三

线建设研究继续推进和组织动员的过程。2012

年 9 月 18—19 日，筹备领导小组在湖北省宜昌

市召开筹备领导小组工作会议。当代中国研究

所、军事科学院、7 省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及 4 家

三线企业代表共 30 人参加会议。与会者表示

将积极参加和支持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的各项

活动，遵照“研究历史、弘扬精神、总结经验、

服务现实”的理念，把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办

成三线建设者的家园，弘扬三线精神的阵地，

三线地区和企业交流改革发展经验的平台，帮

助三线地区和企业发展的智库。

经过两年多的艰辛筹备，中国三线建设研

究会成立大会于 2014 年 3 月 23 日在北京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朱佳木出席会议并讲话。大

会推举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等 18 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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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担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顾问。大

会选举的理事会由 94 人组成，常务理

事会由 38 人组成，钱海皓为会长，齐

德学、武力、王春才、李庆、温尧忱

为副会长。从此，当代中国研究所与

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共同推动三线建

设研究的广泛开展。

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成立后组织

召开的第一次学术活动，是 2014 年 6

月 21 日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

义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纪念三线建设

决策 50 周年暨三线建设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研讨会。这次研

讨会由经济史研究室承办。这是改革

开放以来关于三线建设第一次较高规

格的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共中央党史

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

社会科学院、军事科学院、国防科工

局、部分三线城市和企业的代表 60 余

人围绕三线建设决策、三线建设历史

功绩、三线建设经验、三线建设现实

启示等展开研讨。

之后，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与有

关方面合作，组织了主题研讨活动。

2015 年 3 月 2—3 日，中国三线建设研

究会、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

生平研究分会、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攀枝花市委市政府在攀枝花市联合

主办了首届三线建设论坛，中共中央组

织部原部长、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顾问

张全景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2019 年 7

月 7—9 日，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在成

都大邑雾山“三线记忆展览馆”举行第

二届代表会议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弘扬三线精神研讨会”。会议选举武力

为会长，艾新全、孙星、李大开、吴大

　2014 年 6 月 21 日，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
义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纪念三线建设决策 50 周年暨三线建设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研讨会召开（郑有贵 / 供图）

　2015 年 3 月 2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顾问
张全景在三线建设研讨会上演讲（李杰 / 摄）

　2014 年 3 月 2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三线建设研究分会成立大
会召开（卜岩枫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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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陈东林、杨巨浪、郑有贵、温尧忱为副会长，

秘书长由郑有贵兼任。2021 年 10 月 22—24 日，

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上海大学、西南科技大学

在绵阳市主办全国三线建设学术研讨会。2022

年 12 月 13 日，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召开“落实

贺信精神，开创三线建设研究新局面”座谈会

（因疫情在线上举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成立 30 周年贺信精神。

2024 年 5 月 22—23 日，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在重庆市涪陵区举办“三线

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三线建设 60 周年学术

研讨会”。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还召开了一些专

题研讨会。

通过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国三线建设研究

会的共同推动和各方面的努力，三线建设研究

已由最开始的主要聚焦三线项目建设、三线建

设的历史地位，拓展到三线遗产调查保护、三

线建设博物馆建设、三线文化传承发展、三线

精神弘扬、三线建设与乡村振兴等方面。同时，

学术界对三线建设的研究也逐步拓展。例如，

历史学、经济学先行参与，政治学、社会学等

随之跟进，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

等方面对三线建设展开研究。再如，在研究视

角上，从历史与现实结合、实践与理论结合进

行拓展。在历史与现实结合上，站在从西部大

开发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实践进行新的审视。

正是这些特点，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

设立了有关三线建设的重大项目、重点项目、

一般项目、青年项目。

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积

极推进三线建设研究和宣传、三线文化传承发

展、三线精神弘扬等，为书写好国史中的三线

建设做了扎实的学术研究和推动实践发展加以

验证的两方面准备。正因如此，当代中国研究

所在书写国史中，有底气地对三线建设进行了

书写，把最新研究成果吸纳到承接中央宣传部

委托编写的《新中国 70 年》、承接中央委托编

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等国史著作中。

二、国史学科体系中三线建设研究和书写中的
几个问题

当代中国研究所通过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

这个学术平台，与学术界共同前进，持续研究，

常研常新，拓展和深化了国史学科体系中的三

线建设研究。

（一）基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视角，拓展和

深化了对三线建设历史地位的研究

国史学科体系中关于三线建设的研究和书

写，首先要回答三线建设有什么样的历史地位。

1981 年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未提三线建设，原

因在于三线建设当时仍处于保密状况，学术界

也极少对三线建设的成就和历史地位进行深入

探讨。

研究和书写三线建设的历史地位是当代中

国研究不能回避的问题。陈东林著的《三线建

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从书名上将三线

建设与当时进行的西部大开发对应，从这一视

角肯定了三线建设的历史地位。郑有贵、陈东

林、段娟的《历史与现实结合视角的三线建设

评价—基于四川、重庆三线建设的调研》，针

对较长时期关于三线建设负面评价的问题，从

历史与现实结合的长时段考察，对三线建设的

历史地位进行了讨论。该文认为，作为中央重

大战略决策的三线建设已成为历史范畴的概念，

但所建设的企业、基础设施项目及其发展没有

断裂，而是延续至今并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作用，

在三线建设项目的评价上不能一刀切。该文提

出对三线建设要作出公允评价，就不能回避若

干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该文得出结论：从生

产力区域布局的战略构想、促进西部大开发和

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实际成效看，对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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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不能予以否定，不但如此，还应当予以充

分肯定。至于三线建设项目当期效率低和搬迁、

转产乃至废弃的问题，既有三线建设自身的问

题，也有大的经济社会背景及制度变化的原因，

否则就难以解释以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为代

表的三线企业发展壮大的现象。

为推动在三线建设历史地位上形成广泛共

识，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自成立大会起，几乎

每次组织召开的研讨会都探讨了三线建设的历

史地位，从不同视角深化对三线建设历史地位

的认识。

多年来的研究表明，三线建设在探索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概

括而言，主要从以下 3 个递进层面深化了对三

线建设历史地位的研究。

一是深化了对三线建设决策必要性的研究，

即通过国际形势特别是对美国、苏联威胁中国的

历史考察，以及重大生产力布局必要性的分析，

充分论证了三线建设是 1964 年以毛泽东同志为

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针对当时的严

峻国际形势，为加强战备、建设内地工业基地而

作出的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战略决策。

二是从实践发展上探讨了三线建设的历史

地位，论证了三线建设实现在当时国际环境下

所预期的国家战略目标：（1）实现建设大后方

的战略目标，对我国赢得和平发展机会作出了

历史性贡献；（2）实现重大生产力向内陆地区

布局的战略目标，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出了

历史性贡献。

三是论证了三线建设的历史地位，不仅体

现在上述方面，还体现在三线建设得以延续、

发展和不断创造新的业绩，成为探索推进中国

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

及学术界进一步探讨了三线建设为新时代推进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构建新发展格局、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

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

定基础的历史逻辑。这些研究表明，三线建设

的战略价值和历史地位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消退，相反，其时代价值更加显现。

（二）基于三线建设精神动力的研究，探讨

了三线建设的精神价值和三线精神的内涵，并

以多种形式推进三线精神的弘扬

书写好三线建设者的精神面貌，让历史活

起来，把国史书写成有血有肉、见事又见人的

历史，是国史研究和书写努力的方向。三线建

设是在物资匮乏的条件下实施的。从全国各地

挑选的三线建设者为了祖国的安危和发展壮大，

离开生产生活条件相对舒适的地

方，到生产生活条件较艰苦的中西

部地区的穷乡僻壤建设重大项目，

克服了诸多困难。我们调研中目睹

的一个个场景、一件件实物、一幅

幅照片、一份份尘封的档案，特别

是在座谈、访谈中聆听到三线建设

者经历的感人故事，从中深切认识

到，每一个三线建设项目都是三线

建设者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下，为了

祖国的安危和发展，以奉献祖国的

实际行动，克服生产生活条件差的

　三线建设重点工程攀枝花钢铁生产基地和成昆铁路建设项目的实施，促进了
攀西地区经济社会的巨变。图为攀钢生产出的高速铁路钢轨（郑有贵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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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完成的。三线建设过程中锤炼形成崇高的

三线精神，其魂是奉献祖国，这是三线建设创造

一个又一个奇迹的力量源泉。《历史与现实结合

视角的三线建设评价—基于四川、重庆三线

建设的调研》分析了三线建设的精神动力，指出

“三线建设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创业奋斗史”“神圣

的事业造就了三线精神”“三线精神是项目成功

实施的动力源泉”“三线精神是留给后人的财富”

并将其内涵概括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开

拓进取、团结协作”。在 2012 年完成的调研报告

《三线建设和西部大开发中的攀枝花—基于攀

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和改革发展的研究》中，对三

线精神做了进一步研究，提出“奉献祖国、艰苦

创业、团结协作、开拓创新”的内涵。在之后的

研究中，又对三线精神的内涵进行了完善，将三

线精神的内涵明确为“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

结协作、勇于创新”。

在研究和书写三线精神的同时，中国三线

建设研究会还致力于以多种方式推进三线精神

的弘扬，促进三线建设精神价值的更好发挥。

一是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与有关方面组织

多次研讨，深化三线建设精神时代价值的研究。

同时，三线地区、三线企业、有关科研教学机

构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推动三线精神

的宣传和弘扬。

二是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通过推动三线建

设遗产保护利用、三线建设博物馆建设、三线

建设研究基地设立、《大三线》和《火红年华》

等电视片的拍摄放映、三线文化活动周等活动，

推动三线精神的宣传和弘扬。

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取得了积极成效，这也

表明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保障物质利益的同

时，仍需要传承和弘扬历史积淀形成的以爱国和

担当社会主义事业责任为价值取向的三线精神。

（三）基于三线建设具有时代特征的工业文

化，推进三线建设遗产保护利用，发挥好三线

建设的文化价值

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与有关方面共同推动

　20 世纪 60 年代，绵阳的三线建设者们〔中共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绵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 供图〕



三线建设文化价值的发挥。

一是深化三线建设文化价值的研究。这是

发挥三线建设文化价值的基础工作。三线建设

文化价值，是随着三线建设研究的开展，逐步

拓展深化的一个领域。通过中国三线建设研究

会与有关方面多次联合召开研讨会，认识到三

线建设所留下的生产生活遗址遗存及其所承载

的精神，已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源，对其开

发利用，可以满足人民对工业文化、红色文化

的消费需求；作为红色文化因素融合到旅游业、

乡村产业振兴，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给人以振

奋之力量；三线建设的文化价值，其影响将是

长远的，在完成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中心任务的进程中，应

发挥好三线建设文化价值。

二是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以建设研究基地

等方式推动三线遗产保护和开发利用。中国三

线建设研究会在调研和研讨的基础上，授予攀

枝花市、德阳市、3536 三线城（位于射洪市）、

涪陵区 816、重庆红岩重型汽车博物馆、江津

区、贵州省三线建设博物馆（位于六盘水市）、

遵义市 1964 文化创意产业园、工程兵五十四师

光辉历程纪念馆（位于洛阳伊川县）、岱崮军工

文化园（位于山东蒙阴县）、南川小学（位于重

庆市南川区）、六盘水市第二中学 12 个研究基

地称号，助力各地从工业遗产的特点出发，加

强三线建设遗产保护和开发利用，促进三线文

化产业的健康发展，促进三线建设精神价值和

文化价值作用的发挥。

（四）基于对三线建设经验的总结，拓展和

深化了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研究

以史鉴今是国史研究和书写的意义所在。

当代中国研究所在 2011 年组织开展的首次三线

建设调研中，深切感受到攀枝花钢铁基地等三

线建设项目是通过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式

建成的。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在本来就处

于工业化初期的后发国家，如果单纯按市场配

置资源，在中西部偏远的山区嵌入式推进大型

三线建设项目，进而改善重大生产力的区域布

局是不可能实现的。在集中力量办大事遭受诟

病的情况下，当时攀枝花市有的同志也不敢自

信地把集中力量办大事作为经验向调研组作介

绍。调研组在这次调研报告中鲜明将集中力量

办大事作为宝贵经验。之后，当代中国研究所又

深化了对集中力量办大事机制形成和完善的研

究，认为集中力量办大事方式于新中国成立初期

形成，在改革开放进程中

不断完善，是中国实现历

史性跨越发展的法宝。中

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全

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

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

显著优势”作为我国国家

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13 个

显著优势之四，这是对包

括三线建设在内的中国经

验的深刻总结，也指明了

国史要呈现好集中力量办

大事历史及其经验的书写

方向。　三线建设文化遗产融入社区建设，2024年5月16日摄于湖北省十堰市放马坪（郑有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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