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李云ꎬ历史学博士ꎬ淮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ꎻ徐有威ꎬ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ꎬ上海大学中国三线

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ꎮ
〔∗〕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安徽小三线调整改造研究”的阶段性成果ꎮ

　
«学术界»(月刊)

总第 ２８４ 期ꎬ２０２２. １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Ｎｏ. １ Ｊａｎ. ２０２２

后小三线建设时代的企业与地方经济〔∗〕

———以安徽池州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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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ꎬ位于皖南的上海小三线建设获得调整后ꎬ安徽进入后小三线建设时代ꎮ 在

人才、资金、技术等短缺的情况下ꎬ安徽按照“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方针ꎬ从地方资源、市场和技术、生产条件

出发ꎬ采取对口接收、横向联营和资产重组等方式ꎬ对原上海小三线企业的国有资产和机器设备进行了合理的配

置与利用ꎬ使之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ꎬ成为后小三线建设时代成功转型的范例ꎮ
〔关键词〕上海小三线ꎻ安徽池州ꎻ后小三线建设时代ꎻ长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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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小三线是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基于战备

的因素建设起来的产物ꎬ它是全国 ２８ 个省区市

小三线中门类最全、人员最多、规模最大的综合

性后方工业基地ꎮ 在从建设到调整的 ２４ 年间ꎬ
上海小三线不仅为其所在地皖南的工业建设提

供了一次重要机遇ꎬ而且对皖南山区经济的发展

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ꎮ 上海小三线建设不仅

给皖南留下了大量的物质财富ꎬ还留下了优秀的

技术人才和丰富的精神文化ꎮ 安徽也由此迎来

了后小三线建设时代ꎮ 所谓的后小三线建设ꎬ指
调整之后的小三线建设企业在 １９８１ 年至 ２０２１
年间在改革开放时代大潮中的发展变化ꎬ其对区

域经济社会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重

要影响ꎮ
安徽池州曾是上海小三线企事业单位在皖

南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ꎬ小三线建设对于当地经

济发展、产业转型、文化生活以及城镇化建设有

显著的推进作用ꎮ 在接收上海小三线企业的后

小三线建设时期ꎬ池州政府全力以赴盘活资产搞

活地方经济ꎬ这种工业投资的溢出效应对池州经

济的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ꎮ〔１〕

基于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ꎬ笔者认为上海小

三线仍有值得研究的学术空间ꎬ特别是在后小三

线建设这一研究视野下的拓展ꎮ〔２〕本文以实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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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为基础ꎬ运用档案、口述和报刊资料等ꎬ探讨后

小三线建设时期的安徽池州通过横向联营、资产

重组等方法使地方工业及各项社会事业获得发

展的历史事实ꎬ期望对当前安徽全面融入长三角

一体化和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

借鉴和发展启示ꎮ〔３〕

一、小三线建设对池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１９６５ 至 １９８８ 年期间ꎬ根据毛泽东和党中央、
国务院以及中央军委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小三线

的指示ꎬ上海按照南京军区、华东局的总体部署ꎬ
组织 ７ 万多名干部、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工人和

家属ꎬ组成小三线建设大军ꎬ在“备战备荒为人

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旗帜下ꎬ跋山涉

水ꎬ开山炸石、架桥修路ꎬ在皖南和浙西的深山密

林中建起了 ８１ 家企事业单位ꎮ 其中ꎬ位于安徽

池州的 ２０ 多家上海小三线企业及配套单位分布

在贵池东南部的梅街、棠溪、刘街和东至西部的

合镇、建新、香口等乡镇ꎬ涉及机械、冶金、化工、电
力、交通、通讯、卫生和文教等行业(参见表 １)ꎮ

１９６９ 年 １２ 月ꎬ上海在贵池梅街成立“５０７ 工

程指挥部”ꎬ随之在贵池境内筹建了以生产五七

高炮为核心的工厂和与之配套的 １２ 个企事业单

位ꎬ职工 １. １ 万余人ꎬ拥有固定资产原值 １. ７２ 亿

元ꎬ其中房屋建筑面积 ４７. ２ 万平方米ꎬ各类机电

设备 ４６６０ 台(件)ꎮ〔４〕

东至化工区是一个年生产能力 １. ５ 万吨的

化工产品生产基地ꎬ共投资 １. ３３ 亿元ꎬ建成 １１
个企事业单位ꎮ １９７０ 年破土动工ꎬ１９７５ 年部分

试投产ꎬ１９８０ 年全面停产和缓建ꎬ形成固定资产

原值 １. ２３ 亿元ꎬ占地 ２７５０ 亩ꎬ房屋建筑面积 ２１
万平方米ꎬ各种设备 ６０００ 多台(套)ꎮ〔５〕

表 １　 安徽池州境内部分上海小三线企事业单位名录

资料来源: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史编写组:«上海小三线党史»ꎬ１９８８ 年印刷ꎻ上海市后方化学工业公司:«关

于上海在我县“小三线”的综合情况»ꎬ１９８５ 年 ５ 月 １０ 日ꎬ安徽省东至县档案馆藏ꎬ档号:２１ － １ － １ － １５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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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ꎬ池州素来以农业为主ꎬ工业落后ꎮ
已具备一定规模和生产能力的小三线工厂的迁

建ꎬ以及大量工程技术、经济管理、医务文教人员

的内迁ꎬ对池州工业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起到了重要作用ꎬ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ꎬ改善基础设施条件ꎮ 在电力方面ꎬ原

来池州主要依靠柴油机发电和小水电站ꎬ功率很

小ꎬ乡村山区无电可供ꎮ ３２５ 电厂和 ７０３ 供电所

的建立ꎬ促进了池州电力网及工农业的发展ꎮ 在

交通方面ꎬ由于工厂地处深山僻谷ꎬ交通条件落

后ꎬ小三线建设者为小三线发展奠定交通基础的

同时ꎬ也从根本上改善了池州交通运输条件ꎬ方
便了群众出行ꎬ扩大了对外交流ꎬ促进了山货流

通ꎮ 八五钢厂在梅街白洋河上修建连通内外的

大桥ꎬ东至 ５０７、３０５ 码头的建设ꎬ以及为小三线

工厂的迁建而修筑的专用公路等ꎬ都是很好的案

例ꎮ 与此同时ꎬ上海小三线还为当地人民生产生

活提供了很多便利ꎬ如长江医院和天山医院帮助

地方治病救人ꎻ６８３ 车队、２６０ 通讯站等小三线企

事业单位的兴建和发展ꎬ大大促进了地方公共事

业的发展ꎮ 这些基础设施的巨大改善ꎬ使池州相

较于其他地区提前实现了通讯、通电和通路等ꎬ
池州曾经由此一度荣获“小上海”的美誉ꎮ

第二ꎬ扶植地方工农业发展ꎮ 上海小三线从

人力、物力、财力和传递信息、发展横向联合上为

当地工农业生产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帮

助ꎮ 上海小三线的迁入ꎬ为池州带来了知识与技

术ꎬ不仅为地方工业的发展提供技术人员ꎬ还帮

助地方培训技术人员ꎬ同时无偿支援钢材、水泥、
拖拉机、汽车、化肥、机电设备等工业品ꎮ 仅胜利

机械厂给所在公社、队各方面的支援就达 １１４ 万

元ꎮ〔６〕

第三ꎬ丰富农民文化生活ꎮ 小三线企事业单

位周围的村庄实现通电ꎬ这让村民们不仅用上了

照明灯ꎬ还看上了电影ꎮ 小三线职工的海派文化

生活、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和对工作精益求精的敬

业精神ꎬ都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当地人的观

念ꎮ

由上可知ꎬ上海小三线虽然独立于池州ꎬ但
对池州的经济发展有很大帮助ꎮ 它促进了池州

电力、通讯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发展ꎬ道路水利

等基础设施也得到巨大改善ꎮ 同时对池州民众

开阔视野、更新观念、改善物质生活等都创造了

有利的条件ꎮ

二、后小三线建设企业的移交与改造利用

１９８５ 年ꎬ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的指示和沪、皖
两地关于上海皖南小三线的调整交接协议ꎬ池州

境内的上海皖南小三线企事业全部无偿移交给

所在地经营管理ꎮ 这些固定资产为池州发展壮

大国有、乡镇企业提供了必要的设备和资金ꎬ经
过资产重组、联营合营等ꎬ部分有着上海小三线

背景的企业ꎬ逐渐成为区域行业的强劲力量ꎮ
(一)小三线企业的无偿移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ꎬ上海小三线企业

在上海前方的大力支持下ꎬ生产经营实行大规模

军转民ꎬ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ꎬ这些企业

产品单一ꎬ交通不便ꎬ信息闭塞ꎬ存在不少困难ꎬ
迫切需要调整ꎮ 为妥善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ꎬ根
据全国小三线工作会议精神ꎬ上海、安徽于 １９８５
年 １ 月在合肥就上海小三线调整问题进行协商ꎬ
上海市表示愿意将小三线资产无偿移交给安徽ꎬ
就近就地改造利用ꎮ

沪皖双方根据企业产品、地理情况ꎬ确定企

业的分类ꎬ规定分期分批交接的单位及条件、进
度、要求ꎮ 池州小三线企业中动态交接的有 ２
个ꎬ关停交接的有 １１ 个ꎮ 贵池接收的上海小三

线固定资产原值 １. ７２ 亿元ꎬ净值 １. ０７ 亿元ꎬ流
动资金约 ２７７３. ６ 万元ꎬ专用资金结余款 ５ 万元ꎬ
一次性补偿费 ２２７. ９ 万元ꎬ上海留皖人员安置费

２７０ 万元ꎬ实际接收的小三线资产共计约 １. ３９ 亿

元ꎮ 这些固定资产原值和流动资金相当于贵池

国营预算内企业的 １２ 倍ꎮ〔７〕 上海后方化工公司

移交给东至固定资产原值 １. ２ 亿元ꎬ净值 ０. ６７
亿元ꎬ货币资金 ２５０ 万元ꎮ〔８〕 这是一笔巨大的经

费ꎬ为池州经济的增强提供了坚实支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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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与安徽协商决定将上海小三线企事业

移交给安徽ꎬ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国防科技

工业实行战略转移的需要ꎮ 其时正值池州提出

工业强市战略之际ꎬ大量小三线工业资产的注

入ꎬ为池州经济发展带来了宝贵的机遇ꎮ
(二)后小三线建设企业改造利用的重要举

措

池州工业基础薄弱ꎬ技术人才缺乏ꎮ 如何盘

活这些资产ꎬ为振兴地方经济和现代化建设ꎬ尤其

是为推动池州全面深化改革ꎬ建立新型港口城市

发挥作用ꎬ这是摆在池州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ꎮ
第一ꎬ政府的高度重视为小三线企业的改造

利用提供了有力保障ꎮ 上海小三线的调整改造ꎬ
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ꎬ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和社会

问题ꎮ 池州在“唱好三步曲ꎬ下活一盘棋”的指导

思想下ꎬ成立了有 １３ 个主管部门参加的领导小

组ꎬ主要负责加强行业指导ꎬ协助各地搞好利用

改造规划ꎬ审批复产、改产方案ꎬ帮助疏通产供销

渠道ꎬ加强企业管理ꎬ协调横向经济联合等ꎮ 在

人员配备上ꎬ地方政府的主要领导成为企业改造

利用的骨干力量ꎬ如八五钢厂和３２５ 电厂是上海小

三线企业中的大厂ꎬ为了利用搞活ꎬ池州县委、人
大、政府、政协、纪委等五大班子的领导齐上阵助

力ꎮ
东至为了使小三线企业尽快发挥效益ꎬ专门

调入人员成立小三线调整交接领导小组办公室、
第二经济委员会ꎬ统管小三线的人、财、物ꎬ组织

行业主管部门和接收单位进行调查研究ꎬ确定改

造利用方向ꎬ还担负着聘请和培训人才ꎬ开发利

用小三线资产的重任ꎮ
第二ꎬ制定优惠政策ꎬ帮助搞活企业ꎮ 在坚

持和上海签订的商定协议的精神下ꎬ安徽以“搞
活企业”、发展县级经济为原则ꎬ为企业提供减税

让利、吸引人才、产供销渠道、行业归口管理等优

惠扶持政策ꎬ并在能源、原材料供应、技改资金上

给予支持和帮助ꎮ 如为解决企业调整所需资金ꎬ
地方政府规定企业三年内的利润不必上缴ꎬ可以

全留ꎮ 对于被接收的小三线企业在过渡期内的

原料需求ꎬ由省计委予以调剂解决ꎮ
池州为促进搞活小三线企业ꎬ使之尽快发挥

经济效益ꎬ对相关国家工作人员和专业技术人

员ꎬ一律实行优惠待遇ꎬ规定进山人员享受进山

补贴、浮动工资、解决家属“农转非”和子女就业

等ꎻ对招标或承包的企业ꎬ采取与效益挂钩的办

法ꎬ见利提成ꎮ 除此之外ꎬ东至为鼓励和支持县

办工业、乡镇企业进驻小三线办厂ꎬ规定凡利用

原小三线已有设施办企业ꎬ三年内工房、宿舍不

收租用费ꎻ办企业所需要的设备、材料等优先解

决ꎻ设立税收专管员ꎬ税收归企业所属区、乡、镇
所有ꎮ〔９〕

为搞活原八五钢厂ꎬ安徽省还给予特殊优惠

政策ꎬ规定接盘八五钢厂的安徽马鞍山钢铁公司

在承包期间ꎬ实行利润全留ꎬ减半征收增值税ꎬ其
资金主要用于技术改造ꎻ生产所需的原材料、燃
料ꎬ其指令性计划部分按国家规定的配额和渠道

供应ꎬ其余实行市场调节ꎻ电力指标增加到 ６０００
万度ꎻ解决家属子女“农转非”ꎮ 此外ꎬ安徽还给

予职工奖金、生活补贴等ꎮ〔１０〕 这些政策措施为小

三线企业改造利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ꎮ
第三ꎬ利用已有的工业基础ꎬ开展多种形式

的经济联合ꎬ组织产品对口、技术力量雄厚的大

企业承包或经营ꎮ ３２５ 电厂和八五钢厂属于一类

企业ꎬ由于企业经营比较好ꎬ产品有发展前途ꎬ本
着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原则ꎬ实行边生产边接收

边承包ꎮ 前者由贵池接收后更名为贵池发电厂ꎬ
按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原则ꎬ由望亭发电厂综

合服务公司承包经营ꎬ并由其培养一批技术力量

和管理人员ꎻ后者自贵池接收后易名为贵池钢

厂ꎬ由马鞍山钢铁公司承包经营三年ꎬ并帮助培

养一支能独立生产经营的职工队伍ꎬ疏通产供销

渠道ꎬ使企业略有盈余ꎬ为地方自营创造必要条

件ꎮ
池州接收的 ５ 个机械厂ꎬ属于关停的三类企

业ꎮ 为了利用搞活ꎬ发挥作用ꎬ采取对口接收和

分步走的办法ꎬ先利用接收的设备ꎬ发展适销对

路的传统产品和拳头产品的生产ꎬ扩大接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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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能力ꎬ然后在进行市场行情调查的基础

上ꎬ开展多层次、多渠道的横向经济联合ꎬ寻求单

项产品的合作生产和联营ꎬ或利用已有设备优势

开发新产品ꎬ以逐步提高设备利用率ꎮ 通过以上

措施ꎬ改造利用初见成效ꎬ如通用机械厂接收前

进机械厂ꎬ利用移交的技术、图纸ꎬ与上海开展联

营协作ꎬ组织恢复皮带运输机的生产ꎻ江南轴承

厂接收五洲机械厂后ꎬ与芜湖微型电机厂联营生

产耐氟电机和分马力电机ꎻ起重工具厂接收火炬

电器厂后ꎬ分别与武汉起重设备厂、北京机床厂、
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缝纫机工业公司等单位联营

开发、生产和加工电动葫芦、链条、电磁钻等产

品ꎮ〔１１〕

东至本着“交接、管理、协调、开发”的方针ꎬ
采取“走出去ꎬ引进来”的方式ꎬ盘活三线资产ꎮ
其一ꎬ以提供厂房、设备、水电等生产设施和生活

设施吸引乡镇企业进山ꎻ其二ꎬ利用地方资源优

势ꎬ开展横向联营ꎬ引进技术资金ꎮ 至 １９９３ 年ꎬ
东至先后复产龙江水厂、３０５ 码头、自强化工厂、
长江机修厂ꎬ同时扩建硫酸厂ꎬ新建氧化铁红厂、
钢球厂等ꎬ利用资产 ３３００ 万元ꎬ占移交固定资产

总值的 ４８％ ꎻ聚集和培养各类专业人员 １８０ 人

(工程技术人员 １２８ 人)ꎬ同 １０ 多个教学、科研等

企事业单位建立技术协作关系ꎮ〔１２〕

第四ꎬ组织“贵申情”联谊活动ꎬ谋求与上海

的经济协作ꎮ 在上海小三线长达 ２４ 年的时间

里ꎬ池州与上海结下深厚情谊ꎮ 基于此ꎬ地方政

府以“贵申情”为纽带ꎬ开展联谊活动ꎬ不仅得到

了大量经济、技术和市场信息ꎬ还通过个别对口

活动ꎬ巩固和新建立一些物资、技术的协作关系ꎬ
同上海市有关单位签订了 １２ 个意向性经济技术

合作协议ꎬ接受了一部分扩散产品加工业务ꎮ〔１３〕

其时ꎬ上海不仅主动为池州提供信息ꎬ牵线搭桥ꎬ
解决生产原料和产品销路问题ꎬ还派遣技术骨

干、管理人才ꎬ帮助地方发展工业ꎬ并在培训生产

技术骨干、衔接供销渠道、组织生产方面发挥积

极作用ꎬ做到了“人走情更浓”ꎮ
当时ꎬ为加强两地的交流和联系ꎬ推进双方

经济技术协作和联合ꎬ池州在上海特别成立了办

事处ꎬ这是皖南地区在上海成立的第一个县级办

事处ꎬ并与上海徐汇区结成了友好区县ꎮ〔１４〕

池州根据“扬长避短、形式多样、自愿互利、
共同发展”的原则ꎬ制定优惠灵活的扶持政策ꎬ广
开门路ꎬ依靠省内外拥有雄厚经济实力和技术力

量的大中型企业和大专、本科院校ꎬ积极开展多

种形式的横向经济联系ꎬ引进技术、人才、产品、
信息和资金等ꎬ开拓市场和协作配套ꎬ谋求各方

合作ꎬ为小三线企业的改造利用和池州的经济建

设提供支持ꎮ 如此既保护和发展了生产力ꎬ又能

把资源优势变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ꎬ实现地方

经济发展ꎮ

三、后小三线建设企业成为池州经济

发展的新动力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池州几乎没有任何现代意

义上的工业ꎮ 时至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ꎬ池州的工

业还是以食品和纺织业等为主ꎮ １９７０ 年ꎬ池州才

开始兴办“五小” (小家机、小化肥、小农药、小纺

织、小粮油加工)企业ꎮ 上海小三线企业及其辅

助单位全部移交池州经营管理后ꎬ两地倾全力加

以改造利用ꎬ从而实现了国家三线资产与地方国

有、集体企业的资产重组ꎬ不仅填补了池州工业

门类的空缺ꎬ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工业经济的发

展ꎮ 其中ꎬ贵池电厂、贵池钢厂、池州家用机床

厂、自强化工厂等成为池州工业的骨干力量ꎬ这
些后小三线建设企业成为池州经济发展的新动

力ꎮ
第一ꎬ电力工业ꎮ ３２５ 电厂是上海小三线的

配套工程ꎬ池州将其接收后发电能力增加ꎬ随即

成为池州地区利用产值最高、经济效益最好的企

业ꎮ 该厂年发电量在 ３. ６ 亿度以上ꎬ年产值达

２０００ 多万元ꎬ是池州工业企业年产值的四分之

一ꎬ创利税 ８００ 万元ꎮ〔１５〕１９８６ 至 １９８７ 年ꎬ该厂共

发电 ７. ５ 亿度ꎬ创产值 ４４６１ 万元ꎬ实现利税 １３５２
万元ꎮ 其中 １９８６ 年该厂发电超 ４ 亿度ꎬ创建厂

最高纪录ꎻ１９８７ 年ꎬ该厂成为池州地区唯一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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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交利税超千万的企业ꎮ〔１６〕

１９８８ 年是池州电力工业发展的分水岭ꎮ
１９８９ 年贵池电厂由地方自主经营后ꎬ升级改造为

一家总装机容量为 ５ 万千瓦、年均发电量达 ３ 亿

千瓦时的火力发电厂ꎬ不仅填补了池州现代电力

工业的空白ꎬ还成为池州企业利税大户和骨干企

业ꎮ 该厂 １９９０ 年共发电 ２. ３ 亿千瓦时ꎬ供电 ２. １
亿千瓦时ꎬ创利税 ５５１. ９ 万元ꎬ上交利润 １９１ 万

元ꎬ占全市工业企业上交利润总额的二分之

一〔１７〕ꎬ被认定为该年池州六家国家中型企业之

一ꎮ 随之ꎬ池州不断加强基础建设ꎬ加大发展农

村电网ꎬ大大扩宽地方电力的流通领域ꎬ进一步

开拓电力供应市场ꎬ企业效益显著增长ꎮ ２０００
年ꎬ池州发电量达 ３. １６ 亿千瓦时ꎬ产值 ８１７８ 万

元ꎬ利税 １６０８ 万元ꎮ 其中ꎬ贵池电厂发电 ３. ０７５
亿千瓦时ꎬ产值 ７９５８ 万元ꎬ利税 １５７５ 万元ꎮ〔１８〕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ꎬ安徽省委、省政府提出开发皖

江战略ꎬ贵池发电厂抓住机遇ꎬ一方面分离企业

办社会的职能ꎬ另一方面ꎬ进行设备改造、技术更

新和产业升级ꎬ筹建现代化电力企业ꎮ 步入新世

纪后ꎬ根据国家新能源产业发展战略及相关政

策ꎬ企业通过设备更新、技术改造、改革改制和资

产重组ꎬ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组建公司ꎮ 公司寻找

机会获得德国政府贷款 １３００ 万欧元ꎬ通过贷款

和自筹筹集 １４９９３ 万元ꎬ建立农林生物质发电项

目ꎬ由此闯出一条绿色发展新路ꎬ当前年发电量

１. ６ 亿千瓦时ꎬ产值 １. ５ 亿元ꎬ税收 １０００ 多万元ꎮ
每年可为当地农林和运输业带来超 ７０００ 万元的

收入ꎬ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

统一ꎮ 该公司被国家林业局和安徽省政府列为

“国家林业生物质能源示范项目” 和安徽省

“８６１”行动计划项目ꎮ〔１９〕 电力工业大幅度的发展

以及电力供应的保证ꎬ不仅使其成为池州的支柱

产业ꎬ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ꎮ
第二ꎬ机械工业ꎮ 池州接收的上海 ５ 家机械

厂虽然属于关停企业ꎬ但却拥有固定资产 ６３０２
万元(净值 ４２７８. ４９ 万元)ꎬ流动资金 １５９１. ５６ 万

元ꎮ〔２０〕由此池州市属机械工业的技术装备、生产

能力得到显著增强ꎮ 如胜利机械厂将 ２６ 台机器

设备提前移交给池州家用机床厂ꎬ使该厂生产的

多功能家用机床由 １９８６ 年的 ３１０ 台增长到 １９８７
年的 ３０２４ 台ꎬ企业开始扭亏为盈ꎬ实现利税 ６９
万元ꎬ产品销往 ２２ 个国家和地区ꎬ创汇 １００ 万美

元ꎮ〔２１〕永红机械厂由银河机械厂对口接收后ꎬ
１９８７ 年利用其设备扩大了农用拖车生产能力ꎬ年
创产值 １８０ 万元ꎬ获利 ７. ７ 万元ꎬ分别比 １９８６ 年

提高 １１０％和 ７００％ ꎮ〔２２〕

池州在对口接收壮大了一批市属国有和集

体机械企业的基础上ꎬ又通过改制、重组增强了

境内机械工业的市场竞争力ꎮ 池州以家用机床

厂为核心ꎬ联合通用机械厂、银河机械厂、铸造厂

等企业的设备和资产ꎬ于 ２００６ 年组建安徽白鹰

企业集团ꎬ下辖 ３ 家机床生产制造企业、２ 家贸易

型公司和九华数控研究设计院ꎬ公司拥有的 ５００
多台生产设备ꎬ有近一半的生产设备来自上海小

三线企业ꎮ 在深化改革进程中ꎬ企业转换经营机

制ꎬ不断优化产品结构ꎬ产品广泛用于航空航天、
汽车、船舶、电力、纺织、信息产业等多个领域ꎬ建
立了遍及世界 １３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市场

网络ꎮ 其产量最高年产 １５０００ 多台ꎬ年创利税最

多可达 ２０００ 万元ꎮ 该公司作为池州重点骨干企

业、安徽省优秀民营高新科技企业ꎬ还先后被国

家经贸部批准为家用机床出口基地企业ꎬ列入安

徽省出口创汇重点企业ꎮ〔２３〕

池州接收的技术装备支持了地方工业企业ꎬ
扩大了机械工业产品生产ꎬ促进了企业的转型升

级ꎮ 同时ꎬ企业培养的一批技术力量和管理人员

发挥了作用ꎮ 起重工具厂接收火炬电器厂后ꎬ实
施了整体搬迁和技术改造ꎬ其一ꎬ加强与武汉起

重设备厂的协作关系ꎬ利用接收设备ꎬ扩大链条、
葫芦的生产能力ꎬ转产的手拉葫芦成为省部优产

品ꎮ 其二ꎬ积极寻求新的合作伙伴ꎬ与上海缝纫

机工业公司联合ꎬ生产加工缝纫机配件ꎮ 随着国

有企业改革的推进ꎬ企业着手改制后一分为三:
一部分人利用工厂设备继续从事缝纫机配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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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ꎻ一部分人利用积累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和

创业资本ꎬ于 ２００６ 年组建旭豪机械有限公司ꎬ专
业从事特种工业缝纫机的研发、生产和进出口贸

易ꎬ是国家缝纫机械协会会员单位、行业标准制

定单位之一ꎬ被认定为安徽省高新技术企业和池

州优秀民营科技企业ꎻ还有一部分人创立了安徽

九华机械有限公司ꎬ继续从事电动葫芦、手动葫

芦、轻小型起重机械设备的制造和销售ꎬ产品远

销欧美、中东等几十个国家ꎬ是国家定点生产起

重工具的专业单位ꎬ也是全国手拉葫芦行业协会

会员ꎮ〔２４〕

第三ꎬ冶金工业ꎮ 上海小三线来皖之前ꎬ池
州尚无冶金企业ꎮ 八五钢厂的建立ꎬ填补了池州

冶金工业的空白ꎮ 作为上海乃至全国小三线系

统内最大的企业ꎬ八五钢厂拥有固定资产原值

８０１７ 万元ꎬ净值 ５４６０ 万元ꎬ流动资金 ３０８１ 万

元ꎮ〔２５〕池州接收八五钢厂后ꎬ由安徽的马钢公司

承包三年ꎬ１９９１ 年由池州市自主经营ꎬ属地方国

营企业ꎬ被安徽省冶金厅列为地方冶金骨干企

业ꎮ 作为一座已初具规模的特种钢厂ꎬ贵池钢厂

成为安徽省内第三大钢铁企业ꎮ 这不仅对振兴

地方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ꎬ而且对合理布局

长江沿岸钢铁生产企业和全省钢铁生产的发展

有着重要的意义ꎮ 在安徽省市两级政府的重点

扶持下ꎬ该企业获得短暂的发展ꎬ一度成为池州

的骨干企业ꎬ被列为市属工业前十强企业ꎮ １９９３
年有职工 １３３６ 人ꎬ产钢 ３. ８ 万吨ꎬ销售收入

１１５０６ 万元ꎬ实现利税 ５０９ 万元ꎬ利税、销售收入

分别居池州企业的第一、二名ꎮ〔２６〕 此外ꎬ贵池钢

厂还带动采矿、建材、机械加工等行业ꎬ这对振兴

地方经济极为有利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随着国有企业改革与

重组的推进ꎬ贵池钢厂在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中

被淘汰ꎮ 该企业在政府的扶持下ꎬ有过短暂的发

展ꎬ但由于新旧问题的叠加ꎬ仍旧难以逃脱被市

场淘汰的命运ꎬ１９９９ 年依法破产ꎮ 然而ꎬ企业留

下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ꎬ对池州经济发展仍然

具有积极作用ꎮ

一方面ꎬ企业在改制中寻找新的出路ꎮ 池州

通过招商引资、利用厂房设施先后兴办电池厂、
毛竹加工厂ꎬ在开办资金和产品开发等方面都得

到小三线企业及其回沪职工的帮助和支持ꎮ 该

厂在整合钢厂下属 ５０７ 码头资产ꎬ又吸纳钢厂

１５０ 余名职工后ꎬ与池州港务局重组贵池港埠公

司ꎬ实现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ꎮ 在不断整

合、扩大、重组的基础上ꎬ公司已发展成为池州的

骨干企业ꎬ是安徽省最大的冶金辅料生产企业ꎬ
长江中下游地区重要的冶金辅料供应商ꎬ宝钢、
马钢冶金辅料供应主要配套企业ꎮ 另一方面ꎬ在
无形资产方面ꎬ为适应国家产业政策ꎬ池州整合

了贵池钢厂和多家小钢铁企业资源ꎮ 安徽贵航

特钢有限公司顺势而为ꎬ以贵航金属制品厂为依

托ꎬ利用贵池钢厂的钢铁产能ꎬ整合资源ꎬ以商招

商ꎬ在贵池前江工业园区建成年产 ３００ 万吨规模

的钢铁生产企业ꎬ 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ꎬ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连续三年蝉联安徽综合百强企业ꎬ
２０２０ 年位列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五百强ꎬ为实现

池州跨越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ꎮ〔２７〕

第四ꎬ东至化工园ꎮ 上海小三线后方化工区

的建立ꎬ为当今东至化工生产和经济建设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ꎮ 上海小三线工厂移交地方管理之

后ꎬ东至化工行业开始有了一定的发展ꎮ 当地政

府依托原东至化工区的基础设施、化工设备、闲
置厂房和周边土地资源ꎬ注入资金ꎬ开创化工生

产新局面ꎮ
东至境内的上海小三线自强化工厂原投资

３０７１ 万元ꎬ形成固定资产 ２３６８ 万元ꎬ占地 ４１２. ３８
亩ꎬ拥有建筑面积 ３５５１４ 平方米ꎬ各种设备 １４５９
台(套)ꎬ移交净值 ２３００ 万元ꎮ〔２８〕１９８９ 年东至接

管自强化工厂之后投资 ７５０ 万元ꎬ全面恢复自强

化工厂生产ꎬ并将硫酸生产能力扩至年产 ２ 万

吨ꎮ 时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该企业因技术力量薄

弱、管理人才缺乏ꎬ以及产品市场的不稳定ꎬ生产

难以为继ꎬ濒临破产倒闭的边缘ꎮ ２０００ 年后ꎬ企
业迎来新的转机ꎬ在整合上海小三线下属的红星

机械厂、金星化工厂和卫星化工厂等企业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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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ꎬ该公司进行了技术改造升级ꎬ深化人事

管理体制改革ꎬ转换企业经营机制ꎬ转变职工的

思想观念ꎬ改革企业产权制度和引进外商投资ꎬ
逐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ꎬ实现扭亏脱困ꎬ产生

利润ꎮ
随后ꎬ该公司又引入外来资本扩充企业实

力ꎬ重组更名为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ꎮ 公司

生产规模不断扩大ꎬ装置技术显著提升ꎬ经济效

益大幅度攀升ꎬ已发展成为以合成氨、硝酸、硫酸

等基础化工产品为主线ꎬ以精细化工产品为方向

的综合型化工企业ꎬ其中浓硝酸产销量位居国内

首位ꎮ 该公司拥有合成氨、硝酸、硫酸等成套装

置及年吞吐总量为 ６３ 万吨的长江危化品码头和

件杂货码头ꎬ已成为东至重要的化工支柱企业和

安徽化工行业的重点骨干企业ꎬ连续 ２０ 年为东

至利税首户ꎮ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ꎬ华尔泰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凭借扎实的工艺技术、多元化产品形

成的竞争优势等实现了资产证券化ꎬ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主板正式挂牌上市ꎬ成为东至县乃至池州

市境内第一家有着昔日上海小三线背景的上市

公司ꎮ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年期间ꎬ池州政府借助长三角地

区产业梯度转移和资本向内地转移的契机ꎬ依托

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ꎬ充分利用其技术、人
才、管理、信息等优势ꎬ发展硝酸等基础化工的下

游企业ꎬ不断延伸产业链条ꎬ发展化工产业集群ꎬ
开始建立东至香隅化工园ꎮ 该化工园成为池州

市沿江产业发展四大基地之一ꎬ也是安徽省最大

的精细化工产业聚集地ꎮ ２０１０ 年ꎬ该化工园已形

成销售收入百亿元的化工特色工业园ꎮ ２０１９ 年ꎬ
入园企业已达 ５８ 家ꎬ其中超亿元企业 １７ 家ꎬ１０
亿元以上企业 ３ 家ꎬ工业总产值达 １０１. ８ 亿

元ꎮ〔２９〕当前ꎬ化工产业作为东至县三大工业体系

之一ꎬ是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ꎮ 自

强化工厂及香隅化工园的发展壮大与上海小三

线化工基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ꎬ也打破了当初

“在山沟里继续办化工企业是没有出路的” 论

断ꎮ〔３０〕

由于化工园区的发展ꎬ企业数量逐渐增多ꎬ
进而带动了人口就业ꎬ收益显著ꎮ 香隅镇成为东

至除县城外最为繁华的乡镇ꎬ香隅人的经济思维

也是最为积极活跃的ꎬ这一切与后小三线建设直

接相关ꎮ〔３１〕

除此之外ꎬ上海小三线配套单位如 ２６０ 电话

班、６８３ 车队、７０３ 供电所、天山医院和长江医院

等ꎬ分别由地方邮电、交通、供电、卫生部门整体

消化利用ꎬ改善了地方社会各项事业的条件ꎮ 原

属东至化工区配套单位的龙江水厂(包括码头)
由地方接收后ꎬ成为东至周边区域最大规模的水

厂ꎮ １９９７ 年水厂改制成东至县龙江供水有限公

司ꎬ主营自来水制造和码头装卸业务ꎮ 公司以投

入与技改作为发展的动力ꎬ依靠内部融资ꎬ投入

资金 ５０ 万元ꎬ大大提高了码头吞吐量ꎬ２００４ 年实

现工业产值 ３０５. １５ 万元ꎮ 同年ꎬ东至启动了“引
江济尧”供水工程ꎬ将公司改造成一座日制配、输
水能力为 ４００００ 立方米的净水厂ꎬ向香隅至东至

县城沿线、县城居民及经济开发区供应饮用水和

工业用水ꎬ开创了东至供水事业的新局面ꎮ 近年

来ꎬ随着东至经济的快速发展ꎬ需水量逐年增加ꎮ
于是ꎬ公司开始实施改扩建项目ꎬ为其发展带来

了新契机ꎮ ２０１９ 年ꎬ根据县政府的要求ꎬ公司作

为集团“水业板块”并入安东投资控股集团ꎬ成为

其旗下的控股公司ꎮ ２０２０ 年ꎬ公司荣获全国首批

农村供水规范化水厂称号ꎮ 根据«龙江供水公司

“十四五”发展规划(纲要)»ꎬ“十四五”时期是公

司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期ꎬ公司将对县域水务

资产进行重组、扩张ꎬ组建安东水务集团公司ꎬ推
进实现供排水一体化、管网一体化、城乡区域统

筹ꎬ建成现代化综合性水务企业ꎬ２０２５ 年工业总

产值、年利税分别增长到 ４５２６ 万元和 ９５６. ０１ 万

元ꎬ年平均增长 １０％ ꎬ以增加设施建设投资、加强

品牌和业务目标建设的措施ꎬ实现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协调统一ꎮ〔３２〕

纵观池州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乃至 ２１ 世纪

初工业经济发展进程ꎬ其与上海小三线有着密不

可分的关系ꎮ １９７９ 年ꎬ国家对部分三线企业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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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停、并、转”ꎬ拉开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序

幕ꎮ 上海小三线企业经历了转产民品、自谋出

路、移交返城等一系列阵痛ꎬ为安徽经济发展积

蓄了力量ꎬ注入了动力ꎮ １９８８ 年ꎬ贵池设立池州

地区和撤县立市之初ꎬ把发展工业经济作为强市

之路ꎬ抓住国家小三线建设调整之机ꎬ对口接收

并改造利用一批上海小三线企业ꎬ实现了国家三

线资产与池州国有企业的资产重组ꎬ继而通过组

建企业集团、企业整合兼并等方式ꎬ促使池州国

有企业实力显著增强ꎬ工业经济取得突破性进

展ꎮ
一方面ꎬ１９８６ 年ꎬ上海小三线企业开始无偿

移交给池州ꎬ是年池州工业产值达 １. ７８ 亿元ꎬ工
业发展速度达 ４３. ３％ ꎬ 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５２. １％ ꎬ首次超过农业产值ꎮ 东至小三线化工企

业的转产复产以及化工产品区的形成ꎬ加快了工

业的发展ꎬ全民所有制工业固定资产原值由 １９８３
年的 ２４１９ 万元增长到 １９８７ 年的 ７８２７ 万元ꎮ
１９８７ 年ꎬ全县工业总产值超过 １. ５ 亿元ꎬ占工农

业总值的 ４６. ３％ ꎮ〔３３〕１９８８ 年初上海小三线交接

工作全部结束ꎬ当年池州工业产值为 ２. ５６ 亿元ꎬ
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 ６０. ４％ ꎮ〔３４〕

池州工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接收的上海小

三线企业ꎮ １９８４ 年ꎬ池州境内的小三线企业工业

总产值达 １. １３ 亿元ꎬ１９８０—１９８５ 年上半年ꎬ上缴

国家税金 ３７０１ 万元ꎬ创利润 ４６１３ 万元ꎮ〔３５〕 池州

接收利用之初ꎬ企业就产生了经济效益ꎮ 据统

计ꎬ１９８７ 年这些企业产值达到 ２１００ 多万元ꎬ创利

税 ６２９. ５ 万元ꎬ同时解决了 １２００ 余人的就业问

题ꎮ〔３６〕其中净增产值为 ６３０ 万元ꎬ销售收入净增

７５０ 万元ꎬ利税净增 １５０ 万元ꎮ 该年ꎬ池州共净增

工业产值 ３１８７ 万元ꎬ净增销售收入 ４４８９ 万元ꎬ
净增利税 １１５８ 万元ꎮ〔３７〕

另一方面ꎬ池州随着小三线企业的改造利

用ꎬ冶金、机械、化学等工业取得快速发展ꎬ并日

益成为地方经济支柱产业ꎬ逐步形成机械、冶金、
纺织、化工、建材、轻工六大优势产业ꎬ这无疑对

促进池州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ꎮ

四、余　 论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直到时下ꎬ除了池州

对于上海小三线企业的改造利用取得良好效果

外ꎬ安徽的宁国、绩溪和旌德等曾经有上海小三

线建设企业落户的地区ꎬ也因地制宜盘活了小三

线资产ꎮ 宁国接收 １３ 个小三线单位ꎬ其中企业 ５
个ꎬ事业单位 ８ 个ꎬ拥有固定资产原值 ５１０１. ８８
万元ꎬ净值 ３４１０. ３４ 万元ꎬ国拨流动资金 １０４５. ３
万元ꎮ 该县利用改造后ꎬ１９９０ 年这些企业的产值

达 １. ５ 亿元ꎬ实现利税 ２０００ 万元ꎬ产值增加了

３. ３倍ꎬ利税增加了 ４. ２ 倍ꎮ 由此ꎬ１９８８ 年宁国就

摘掉了贫困帽子ꎬ１９９０ 年成为比较富裕的县ꎬ〔３８〕

１９９２ 年进入安徽省综合经济实力十强县ꎬ１９９５
年进入全国综合经济实力百强县ꎮ 坐落在旌德

的上海小三线素有 “三个九” 之称ꎬ即总投资

９０００ 万元ꎬ占地面积 ９１ 万平方米和干部职工近

９０００ 人ꎬ是该县国营、集体和乡镇企业固定资产

总数的 ７ 倍ꎮ〔３９〕 当地接收后由此兴办了一批国

有、集体和乡镇工业企业ꎮ 绩溪是上海小三线企

事业单位最多的地区ꎬ接收的 ２３ 个小三线单位

拥有固定资产净值 ６３８５. １５ 万元ꎬ国拨流动资金

１９１０. １３ 万元ꎬ机械设备 ６４２０ 台ꎬ县政府结合地

方资源优势ꎬ兴办了 １１ 家国有企业和集体企

业ꎮ〔４０〕

改革开放初期ꎬ安徽解放思想ꎬ开拓创新ꎬ主
动寻求机遇ꎬ加快开放步伐ꎬ紧抓上海小三线调

整交接的机遇ꎬ制定优惠扶持政策ꎬ鼓励全民、集
体、乡镇企业利用改造小三线企业ꎬ开展承包、联
营、合作等多种形式发展生产ꎬ大力发展地方工

业企业ꎬ发挥了小三线原有资产在经济建设中的

作用ꎬ初步实现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与起飞ꎮ 可以

说ꎬ上海将小三线企事业单位的主管权全部无偿

移交给安徽后ꎬ安徽就不断开创了县域经济社会

发展的新局面ꎮ
上海小三线建设和发展时期ꎬ无论是上海先

进的思想理念ꎬ还是小三线企业带来的机械设

备ꎬ都为当地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ꎬ尤为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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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是经济效益的提高、观念和文化的改变以及

物质生活的改善ꎮ〔４１〕 池州抓住国家开发浦东和

安徽省委开发皖江战略决策的机遇ꎬ把目光聚焦

长三角ꎬ广泛开展横向联营ꎬ推进了小三线企业

的改造利用ꎬ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ꎮ 上海小三线与池州交融与共、和合共生ꎬ给
双方带来了发展机遇ꎬ更为池州经济快速发展和

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如今ꎬ长江三角洲是国家经济发展最活跃、

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ꎬ在国

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

足轻重的战略地位ꎮ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ꎬ增
强长三角地区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ꎬ提高经济集

聚度、区域连接性和政策协同效率ꎬ对引领全国

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意义重大ꎮ〔４２〕

作为长三角的成员之一ꎬ如何发挥优势融入长三

角一体化ꎬ推动城市工业高质量发展ꎬ是安徽面

临的新机遇和挑战ꎮ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ꎬ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安徽时强调ꎬ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ꎬ加强城

市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营商环境建设ꎬ畅通与

长三角中心城市连接的交通网络ꎬ提高生产生活

便利化、舒适化程度ꎬ更好吸引和承接长三角地

区资金、技术、产业、人才等的转移ꎮ〔４３〕 因此ꎬ安
徽要把握战略机遇ꎬ以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精

神ꎬ根据全省各区域的特色优势ꎬ精准推动各地

与沪苏浙的产业联动发展ꎮ 而池州利用国家重

大战略决策ꎬ依托丰富的地方资源ꎬ围绕努力打

造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示范区、长三角重要旅游

目的地、长三角重要休闲康养地、长三角绿色有

机农产品生产供应地的目标定位ꎬ在推动创新共

建、协调共进、绿色共保、开放共赢、民生共享上

取得实质性进展ꎮ〔４４〕

上海小三线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

时期ꎬ它在建设和发展中积累的许多宝贵的经验

和教训ꎬ对于加强沿海与内地的交流合作ꎬ实现

区域协同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ꎮ 特别是在

改革开放初期ꎬ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ꎬ
小三线建设进入“调整、改造、发挥作用”时期ꎬ小

三线企业在改革中不断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过程ꎬ企业历经的兴衰成败ꎬ以及在人才引进、
资产重组、横向联营、改制转型中积累的经验教

训ꎬ定能为安徽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建

设现代化美好安徽提供借鉴ꎮ

注释:
〔１〕段伟:«安徽宁国“小三线”企业改造与地方经济腾飞»ꎬ

«当代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ꎻ胡静:«上海小三线的调整与

改造———以安徽省贵池县为例»ꎬ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ꎬ２０１３
年ꎻ徐锋华:«东至化工区建设论述———上海皖南“小三线”的个

案研究»ꎬ«安徽史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ꎻ李云、张胜、徐有威:«安徽

小三线建设述论»ꎬ«安徽史学»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ꎮ
〔２〕徐有威、陈东林主编的«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 (第四

辑)的副标题就是“后小三线时代与档案资料”ꎬ该书由上海大学

出版社于 ２０１８ 年出版ꎮ
〔３〕今安徽池州下辖贵池区、东至县、青阳县、石台县ꎮ 其中

贵池区于 １９８８ 年改贵池县为贵池市ꎬ２０００ 年又改贵池市为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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