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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ꎬ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ꎬ环境保护也被要

求和经济建设同步发展ꎮ 上海小三线在给皖南地区带来经济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造成了环境污染ꎮ 上海积极响

应党和国家的号召ꎬ在小三线企业中通过制定污染治理规划及政策、自上而下设立环保部门、加强生产过程中的

技术改造、大搞综合利用、缴纳行政罚款和经济赔偿等方式ꎬ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环境污染、增加了企业经济效

益ꎬ但最终并未达到国家要求的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同步进行ꎬ甚至“两头落空”ꎮ 究其原因是管理机构权责不

统一、专业从事环保工作人员不足和环保专项资金投入不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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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界关于新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多集中于

国家层面ꎬ〔１〕区域层面的研究多聚焦于具体事件

进行探讨ꎬ〔２〕但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

开展研究的成果较少ꎮ 对小三线建设史的研究

中ꎬ从社会史、经济史角度分析的较多ꎬ〔３〕从环境

史角度分析的较少ꎮ〔４〕本文通过梳理上海市档案

馆所藏档案、小三线企业所藏档案、地方志及«人
民日报»和«解放日报»等相关史料ꎬ以上海小三

线为研究对象ꎬ梳理上海小三线企业迁入皖南后

对当地的影响及在经济发展压力下的污染治理

举措ꎬ分析其外在成效和内在矛盾ꎬ以期了解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小三线污染治理的历史实

践ꎬ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ꎬ为美丽中国建

设提供历史借鉴ꎮ

一、小三线企业对当地的贡献及造成的环境污染

上海小三线在安徽共布点 ８０ 家企事业单

位ꎬ期间不仅为其所在地皖南的工业建设提供了

一次重要机遇ꎬ对山区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

的促进作用ꎮ〔５〕

第一ꎬ上海小三线建设支援了当地基础设施

建设ꎮ 以安徽宁国县为例ꎬ小三线建设期间共新

建 ２３ 条县道和 １５ 条专用公路ꎬ小三线企业直接

或间接投资完成了 ６ 条县道和 ８ 条专用公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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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上海小三线建设支援了当地农业发

展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１９７７ 年上海共支援当地小

化肥厂设备六套ꎬ支援社队大拖拉机、手扶拖拉

机三百余台ꎬ汽车五十三辆ꎬ水泥二千多吨ꎬ钢材

三百七十六吨ꎬ及农机配件等ꎮ 每年农忙时节ꎬ
工厂组织职工开展帮助社队抢收抢种ꎬ维修农机

具等支农活动ꎮ〔６〕新光金属厂为屯溪高压阀门厂

培训炼钢工、化学分析人员ꎬ并派老师傅到该厂

现场指导ꎬ传授技术ꎮ〔７〕 ８１２ 指挥部系统支援地

方劳力近万人次ꎬ帮助地方收种面积 １２００ 余亩、
修理各种农具和农业机械 １８００ 多台(次)、运输

７ 万多吨ꎮ〔８〕

第三ꎬ上海小三线建设支援了当地工业发

展ꎮ 池州贵池县境内有 ７ 个小三线工厂ꎬ共有职

工 １. ０９ 万人ꎬ固定资产原值 １. ７２ 亿元ꎬ净值

１. １２亿元ꎬ为贵池县全部工矿企业固定资产总值

的 ２ 倍左右ꎮ 自建厂至 １９８５ 年 ６ 月止ꎬ总产值

１０. ９８ 亿元ꎮ １９８７ 年ꎬ接收后改造利用的原三线

企业产值达 ２１００ 余万元ꎬ创利税 ６２９. ５ 万元ꎬ并
解决了 １２００ 余人的就业问题ꎮ 其中ꎬ八五钢厂

于 １９６９ 年建成投产ꎬ位于梅街山区ꎬ生产特殊

钢ꎬ有炼钢、锻造、轧钢、拉管等主要生产车间ꎬ在
省内规模仅次于马钢和合钢ꎬ年生产钢 ５ 万 ~ ６
万吨ꎬ钢材 ７ 万 ~ ８ 万吨ꎮ

与此同时ꎬ大量工矿企业的进驻对皖南地区

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是明显的ꎮ 由于三线建设的

特殊性ꎬ工业污染最开始没有得到重视ꎬ在生产

过程中不仅破坏了当地的自然环境ꎬ还影响到了

农业生产ꎬ甚至威胁到了工人和周边居民的身体

健康ꎮ
首先ꎬ对山林植被的污染ꎮ 上海小三线企业

多分布在地理位置偏僻、自然生态较好的山区ꎮ
工厂生产经营中产生的工业“三废”对当地自然

环境的影响较大ꎮ 如八五钢厂是一个有五千多

名职工的中型钢厂ꎬ由于车间分散、设备陈旧、工
艺落后ꎬ所以污染面广、量大、种类多ꎮ〔９〕 １９７５
年ꎬ该厂排放的化铁炉烟气就导致了附近 ４００ 亩

山地杉、松树林枯萎和部分死亡ꎮ〔１０〕 该厂 ０１ 车

间的炼钢工人在进行吹氧操作时ꎬ车间厂房和周

围山谷会被笼罩在黄白色、黄棕色的烟尘之中ꎬ
厂房周围的松树稀稀落落、松针稀疏ꎬ松针上“烟
斑”到处可见ꎻ０２ 车间有 ４ 台 ６. ５ 吨锅炉大烟

囱ꎬ生产期间工厂旁边的山谷会覆盖一层煤粉ꎬ
煤粉厚度达 ４ 厘米ꎬ导致周围松树生长缓慢ꎬ植
物群落改变ꎬ植被破坏严重ꎮ〔１１〕

其次ꎬ对河水的污染ꎮ 上海小三线八五钢厂

主要产品为钢铁制品ꎬ污染较为严重ꎬ其中第八

生产车间排放的含酚废水就超国标 ７５０ ~ １２００
倍ꎬ蒸汽管道冷却废水甚至超国标 １６２５０ 倍ꎮ〔１２〕

在其下游有一条白洋河ꎬ是附近唯一的水源ꎮ 随

着钢厂生产活动的进行ꎬ该厂污水常年排入白洋

河中ꎬ当生产过程中发生故障时ꎬ含酚废水从污

水中溢出ꎬ直接流入白洋河内ꎬ使河水呈现酚的

红色ꎬ〔１３〕并顺势蔓延至居民日常用水的水源中ꎮ
经当时环境部门检测ꎬ“在白洋河下游 １０ 多公里

处已出现水质污染ꎬ经检测后不符合饮用水标

准ꎬ且有三口深井发现水质污染ꎬ有几口井甚至

已经两次发现ꎬ对当地居民用水造成严重影

响”ꎮ〔１４〕

最后ꎬ对农田的污染ꎮ １９６６ 年 ４ 月 ２７ 日ꎬ国
务院国防工办转发了«关于小三线军工厂的厂址

选择和厂区布置的几点意见»ꎬ明确规定了厂址

的选择应按照战略部署的要求ꎬ坚决贯彻靠山、
分散、隐蔽的方针ꎬ特别强调要按照不占高产田ꎬ
少占可耕地ꎬ不迁居民ꎬ便利居民的原则ꎮ〔１５〕 然

而小三线工厂到了当地不可避免地需要征地ꎮ
皖南地方政府为了支援上海小三线建设ꎬ曾专门

划出 ９. ２７ 平方公里的土地ꎬ其中一部分还是旱

涝保收的良田ꎮ〔１６〕 此外ꎬ在建成生产后ꎬ由于工

厂内路灯亮度过高ꎬ一方面周边作物多为短日照

作物ꎬ夜间的长期光照干扰了作物生理活动ꎬ引
起晚稻晚熟ꎬ导致其开花不结果或开花很少结

果ꎻ另一方面容易招引趋光害虫ꎬ诱发作物病虫

害ꎮ〔１７〕

环境污染的连带效应就是对当地居民和厂

内工人健康造成影响ꎮ 新中国成立初期ꎬ党和政

—３３１—

上海小三线污染治理研究



府就高度重视劳动卫生工作ꎬ〔１８〕 强调严重危害

人民健康和子孙后代的生态环境问题ꎬ是现代化

建设中必须认真研究加以解决的ꎮ〔１９〕 小三线企

业的污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当地人民健康ꎮ
位于安徽屯溪县的红光材料厂因为熔铅车间释

放大量铅蒸气ꎬ致使部分员工铅中毒ꎮ〔２０〕 八五钢

厂在工业生产中排放大量废气ꎬ严重影响人民健

康ꎮ 据原上海八五钢厂第一副厂长许汝钟回忆ꎬ
“现在回来的人ꎬ生癌的比例比较多ꎬ有的人在那

儿就不适应了ꎬ有的是皮肤过敏ꎬ各种很怪的病

都有”ꎮ〔２１〕排放的废水造成了水质污染ꎬ导致该

厂附近癌症的发病率比较高ꎬ“十四年中先后有

３００ 多人患有严重的恶性肝炎ꎬ发展为癌症而死

亡的就有 ５０ 余人”ꎬ“此外ꎬ历年来八五钢厂还发

生情况不明的‘暴死’十多起”ꎮ〔２２〕

二、平衡发展与环保:小三线企业污染治理方式

随着 １９７９ 年党和政府工作重心向经济发展

的转移ꎬ生产的广度和深度大幅提高ꎬ对各种自

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越来越多ꎬ工农业生产中所排

放的废弃物更多ꎮ 因此ꎬ１９７９ 年 ９ 月«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ꎬ使环境保护工

作法律化、制度化ꎬ保证环境保护工作顺利开

展ꎮ〔２３〕 面对党和国家希望把发展经济同保护环

境统一起来ꎬ保证在现代化建设中合理地开发利

用自然资源ꎬ科学地改造自然环境ꎬ防治污染和

生态破坏的要求ꎬ〔２４〕 小三线企业发展压力随之

加大ꎮ 据统计ꎬ１９８０ 年全国工业和生活用的窑

和炉子ꎬ每年排入大气的烟尘量约 １０００ 多万吨ꎬ
全国排入大气的二氧化硫估计在 １５００ 万吨以

上ꎬ全国每天排放工业污水几千万吨ꎬ其中百分

之九十以上未经处理就直接或间接排入江河湖

海ꎮ 全国排放废渣达 ２ 亿多吨ꎮ 工业“三废”成
为当时中国环境的主要污染来源ꎮ〔２５〕 如何在保

证生产的同时治理污染成为小三线企业乃至全

国企业所面临的困境ꎮ
(一)制定污染治理规划及政策

小三线环保工作的开展是从学习和贯彻中

央政策开始的ꎮ 根据国家对治理工业“三废”的
要求ꎬ上海小三线企业制定了相关的规划和政

策ꎮ 以八五钢厂为例ꎬ１９７６ 年制定了«关于我厂

治理“三废”的规划(１９７７ 年—１９８１ 年)»ꎬ其中

对其污染状况进行了分析ꎬ并针对废水、废气和

废渣的处理制定了相应政策ꎮ 对于不积极开展

综合利用、不积极进行治理的单位ꎬ规定其不能

被评选为工业学大庆的先进单位ꎮ〔２６〕 同时还规

定ꎬ凡没有包括“三废”治理措施或没有经过环

境保护部门和主管部门同意的项目ꎬ计划部门不

纳入计划ꎬ设计部门不承担设计ꎬ城建部门不予

拨地ꎬ建设银行不予拨款ꎬ 施工部门不予施

工ꎮ〔２７〕对于不积极进行治理的个人ꎬ也有相应的

惩治措施ꎮ １９８５ 年八五钢厂内部印发了«关于

二、四、八车间工业污水外排管理制度和奖惩条

例的通知»ꎬ其中规定了废酸需要中和至 ＰＨ 值

达 ６—９ 才可排放ꎬ且排放口需在防洪沟的出水

口ꎬ避免直接排放至河水中ꎮ 对于未经环保科同

意而任意超标排放的ꎬ即扣除责任主任当月职务

奖一半ꎮ 对于因科内技术员处理业务失误ꎬ影响

车间生产ꎬ并造成车间损失 １０００ 元以上者ꎬ经查

证扣除当月职务奖ꎮ 环保科长如有包庇行为ꎬ扣
除当月职务奖一半ꎮ〔２８〕

(二)自上而下设立环保部门

上海小三线业务管理部门积极响应国家环

境保护的号召ꎬ在各自单位科技处或基建处配备

专职人员ꎬ组织本系统企业的污染治理工作ꎮ 其

中上海冶金局于 １９８０ 年设立了安全环保处ꎬ化
工、纺织、建材、轻工、手工(二轻)、机电一局、医
药、仪表等工业局在基建、 科技处内设环保

科ꎮ〔２９〕 各小三线厂相应增设了专门负责环境保

护的技安环保科ꎬ主要负责制订工厂生产和技术

安全法规ꎬ以及对工业卫生、环境污染源的监测ꎬ
并由厂长或分管副厂长直接负责ꎮ 如八五钢厂

规定ꎬ厂部环保工作由分管副厂长领导ꎬ具体业

务工作由环保科负责ꎬ下设各车间、部门的有关

领导兼管环保ꎬ负责开展工作ꎮ 环保科是八五钢

厂环保工作的办事机构ꎬ在业务上具体指导厂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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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位的环保工作ꎮ 科里下设监测站ꎬ负责全厂

的“三废”排放质量监测工作ꎬ及时准确地掌握

排污情况ꎬ加强对排污车间的监督检查ꎮ 对车间

利用“三废”作主要原材料生产的ꎬ所节约的资

金可由车间利用ꎬ以降低车间成本ꎬ对有节约价

值的项目ꎬ按技术改进奖励ꎮ〔３０〕 对环保科科长的

标准ꎬ厂内要求需有一定学识水平和业务能力ꎬ
能在主管厂长领导下ꎬ组织实施全厂劳动保护、
环境保护工作ꎻ能组织领导本科和下属安全环保

人员完成各项经济专业指标及上级交办的任

务ꎮ〔３１〕

(三)加强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改造

技术改造是维持生产效率ꎬ降低生产污染的

最有效方式ꎮ 上海小三线企业积极为治理污染

而开展技术改造工作ꎮ 如ꎬ八五钢厂是以生产配

套钢材为主业ꎮ 彼时不锈钢酸洗以采用 １０％ ~
１５％硝酸和 ３％ ~ ５％ 氢氟酸的混酸酸洗工艺为

宜ꎬ但对酸洗后的废液处理和设备防腐等问题尚

无成熟的解决工艺ꎮ 太钢七轧厂、北京钢铁设计

院曾做过不锈钢酸洗废液处理工程的设计并已

施工ꎬ但因处理工艺和设备防腐等问题未能妥善

解决ꎬ半途停工ꎮ １９７３ 年 １１ 月ꎬ经太钢公司、北
京钢铁设计院、冶金建筑研究院等单位组成的废

酸回收会战小组研究决定ꎬ在八五钢厂进行半工

业性和工业性试验ꎮ １９７４ 年 ３—４ 月ꎬ在结合国

内生产情况和总结试验室试验成果的基础上ꎬ提
出减压蒸发连续生产工艺ꎬ在八五钢厂现场试验

证明ꎬ这种蒸发工艺在技术上是合理的ꎬ蒸出的

酸洗液生产上已可初步使用ꎬ贵池钢厂承担厂

房、土建、厂内加工、操作维护ꎬ以及备品备件等

所需的费用ꎮ〔３２〕 同时小三线企业在研发新技术

时也注重对环境的保护ꎮ 如ꎬ八五钢厂在对金属

球团进行半工业试验时ꎬ考虑到金属球团在焙烧

还原过程中散发出的大量烟尘会恶化车间的卫

生条件ꎬ污染大气ꎬ给人身健康和农作物生长带

来极大危害ꎬ故采用与金属球团试验车间相似的

方法ꎬ对窑炉废气净化设备作一级净化ꎬ净化后

放空ꎮ〔３３〕

(四)大搞综合利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ꎬ中央就提出了综合利用

“三废”的设想ꎮ〔３４〕 １９６０ 年 ３ 月 ６ 日ꎬ«人民日

报»发表社论«综合利用是技术革命的一个重要

方面»ꎬ提出大力开展综合利用ꎬ就可以利用现有

的资源ꎬ生产出更多、更好、更便宜的生产资料和

生活资料ꎬ创造更多的财富ꎬ支援继续跃进ꎬ加速

社会主义建设ꎮ〔３５〕１９７８ 年全国科学大会上再次

强调ꎬ必须重视综合利用ꎬ它既充分利用资源ꎬ又
减轻环境污染ꎮ〔３６〕

综合利用的产品是指除设计规定的产品外ꎬ
企业利用废水、废气、废渣等废弃物作为主要原

料生产和回收利用的产品ꎮ 如ꎬ利用工矿企业的

采矿废石、碎屑、粉末、粉尘、污泥和各种废渣生

产的产品ꎮ 收益方面ꎬ文件规定ꎬ企业用自筹资

金治理“三废”的综合利用产品利润ꎬ全部自给

企业ꎻ企业和主管部门共同投资或者主管部门投

资治理“三废”的产品利润ꎬ主要留给企业ꎬ主管

部门如需要提留ꎬ其比例不得超过 ３０％ ꎮ〔３７〕工矿

企业及其主管部门留用的治理“三废”的产品利

润ꎬ应继续用于治理“三废”、改善环境、改善劳

动条件ꎬ不得挪作他用ꎬ用不完的ꎬ可结转使

用ꎮ〔３８〕增产节约方面ꎬ八五钢厂一年耗能费用达

１０００ 万元ꎬ占全厂总成本的 １ / ５ꎬ其中煤油电等

浪费的漏洞多、数量大ꎬ给生产造成了威胁ꎮ 为

节约成本ꎬ厂机动部锅炉工人逐渐掌握了合理的

出渣温度和时间ꎬ降低了煤耗ꎬ节约了大量能

源ꎮ〔３９〕对于硫酸消耗过大的问题ꎬ采取了三项措

施ꎬ即检查设备ꎬ查漏补缺ꎬ用不锈钢管代替部分

橡皮管ꎬ并把连接橡皮管部分直接装到硫酸缸上

面进而避免漏失ꎻ严格操作工艺和放缸制度ꎻ加
强硫酸管理ꎬ分班进行考核ꎮ〔４０〕

(五)缴纳行政罚款和经济赔偿

１９８２ 年 ２ 月ꎬ国务院出台了«征收排污费暂

行办法»ꎬ排污收费制度正式建立ꎮ〔４１〕 征收排污

费是政府针对排污超标企业ꎬ引导其积极开展环

境保护工作ꎬ尽可能减少对当地污染的一项惩治

举措ꎮ 根据相关资料统计ꎬ八五钢厂缴纳排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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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逐年递增ꎬ其中 １９８３ 年至 １９８５ 年ꎬ分别缴

纳排污费５. ２８万元、９. ５６ 万元和 １２. ２５ 万元ꎮ〔４２〕

１９８３ 年 ４ 月 ７ 日ꎬ八五钢厂第八生产车间散发出

的毒气导致周围大片杉木、杨树的树叶谢落ꎬ有
的地方甚至寸草不生ꎮ 调查结果显示ꎬ本次共有

重污染区 １２０ 亩、中等污染区 ３４０ 亩、轻污染区

８６０ 亩ꎮ 应贵池县梅街大队要求ꎬ赔偿标准按照

重污染区每亩 ２５０ 元ꎬ中等污染区每亩 １２５ 元ꎬ
轻污染区每亩 ８０ 元ꎬ总共一次性补偿贵池县梅

街大队山林损失 １４. １３ 万元ꎮ 此外ꎬ八五钢厂有

３５ 盏路灯安装在梅街村农田附近ꎬ由于强光影

响农作物生长ꎬ被要求以每盏灯 ２０ 元的数额进

行赔偿ꎮ〔４３〕

三、污染治理的外在成效及内部冲突

(一)外在成效

１. 环境污染在一定程度上减少

通过治理ꎬ小三线企业环境污染问题得到了

一定程度的解决ꎮ 如ꎬ八五钢厂过去厂内含酚污

水是发生炉煤气生产中冷却、洗涤煤气时产生

的ꎬ洗涤水采用闭路循环系统ꎬ活水一般不直接

外排ꎬ当从污水沉淀池中用抓斗抓取焦油、煤泥

时夹带少量污水ꎬ其中部分渗透排入排洪沟ꎬ进
入白洋河ꎬ以致造成对白洋河水质的污染ꎬ也污

染了厂内职工饮用的深井水ꎮ 但在中国科学院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上钢五厂等单位的大力协

助下ꎬ八五钢厂于 １９７６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正式运转

含酚污水脱酚设施ꎮ 同年 １２ 月 ４ 日—１２ 月 ２９
日又进行了三次河水、井水中酚浓度的测定ꎬ最
终结果显示水质显著好转ꎬ河水已达到饮水卫生

标准ꎬ体现了含酚污水脱酚设施的效果 ꎮ〔４４〕

２. 提升了企业经济效益

通过技术改造ꎬ确实降低了生产成本ꎬ提高

了综合利用效率ꎮ 如ꎬ八五钢厂 １９８０ 年成功攻

关从污水中提取粗酚ꎮ 不仅经处理后的污水完

全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ꎬ有效地控制了水质污

染ꎬ而且每天可从污水中提取酚钠 １. ２ 万吨ꎬ每
月为国家创造上万元的产值ꎮ〔４５〕 此外ꎬ成功研发

扩散渗析法回收硫酸后ꎬ全年生产 ３００ 天可回收

废酸 ３００ 吨ꎮ 每吨硫酸加运费为 １８０ 元ꎬ全年收

入 ５４０００ 元ꎬ扣除生产成本后仅对废酸的回收即

可盈利约 ３００００ 元ꎮ〔４６〕 又如ꎬ光明机械厂和同济

大学共同协作ꎬ采用气浮法新工艺处理电泳漆废

水ꎬ为我国治理电泳漆废水开辟了新途径ꎮ 过

去ꎬ上海光明机械厂产品表面处理采用电泳漆工

艺ꎬ排放出来的废水含有大量有害物质ꎮ 应用气

浮法新工艺之后ꎬ铅、铬的去除率都在百分之九十

以上ꎬ且成本较低ꎬ大幅提高了企业盈利能力ꎮ〔４７〕

３. 积极参与当地自然灾害的防护

１９８３ 年 ７ 月 ８ 日前后ꎬ皖南一带普降大暴

雨ꎬ汛情紧张ꎬ内涝严重ꎬ大片农田被淹没ꎮ 按照

贵池县政府“一旦接到命令ꎬ要在 １５ 分钟内作出

反应ꎬ保证防汛抗旱排涝工作进行”的要求ꎬ八五

钢厂领导及时组织“突击队”ꎬ并准备了 １２０ 多个

装满泥土的草包和其他防洪物资投入到防汛抗

洪工作中ꎮ 其出发点虽不仅是为保护当地ꎬ也是

因洪水威胁到生产而被迫作出的选择ꎬ但在一定

程度上确实保护了当地环境ꎮ〔４８〕

小三线企业采取的一系列治理举措虽在一

定程度上控制了对当地环境的污染ꎬ但并未根

除ꎬ且增加的治理成本对企业来说也是负担ꎬ进
而影响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ꎮ 据统计ꎬ１９７９ 以

来ꎬ上海小三线企业利润普遍下降ꎮ １９７９ 年工

业总产值完成 ４８６１６ 万元ꎬ上缴利润 ６５３０ 万元ꎻ
１９８０ 年工业总产值完成 ４０９５５ 万元ꎬ上缴利润

２８８５ 万元ꎻ１９８１ 年工业总产值完成 ２６９３９ 万元ꎬ
亏损 ３５ 万元ꎮ〔４９〕 １９８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ꎬ«解放日

报»刊登的一篇讯息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企业的经

营状况ꎬ文章指出ꎬ“上海后方基地去年亏损的三

十一家企业ꎬ经过今年头九个月的努力ꎬ已有八

五钢厂、前进机械厂、群星材料厂等六家工厂扭

亏增盈ꎬ韶山电器厂、培新汽车修理厂等二十五

家工厂不同程度地减少了亏损额ꎮ 这样ꎬ整个后

方基地第一次出现了少量盈余”ꎮ 报道还特别指

出ꎬ“八五钢厂建厂以来ꎬ年年出现亏损ꎬ去年亏

损了三百九十七万元”ꎮ〔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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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部冲突

１. 管理机构权责不统一的冲突

在地理位置上ꎬ上海小三线是上海的一块

“飞地”ꎬ是隶属于上海但不与上海毗连的土

地ꎮ〔５１〕 这一特殊属性决定了其在污染治理上的

复杂性ꎮ 在排污费的缴纳和返补上ꎬ上海出台的

文件规定ꎬ收取排污费和罚款应作为本市环境保

护的专项资金ꎬ纳入计划专款专用ꎮ 排污费收入

的百分之五十五用于补贴工厂的污染治理ꎬ由主

管局安排ꎻ百分之三十五用于环境污染区域综合

防治ꎬ由市环境保护局统筹安排ꎻ其余百分之十

的排污费以及所有罚款ꎬ由市环境保护局掌握用

于补贴环境保护部门的自身建设ꎬ包括开展环保

宣传、干部培训、排污收费管理等费用ꎬ以及用于

奖励环境保护的先进单位和个人等ꎮ〔５２〕 安庆地

区同样出台有«安庆地区排污超标收费和罚款暂

行规定»ꎬ其中规定“对于我区范围内一切企事

业单位(包括外地在我区的厂矿企业)所排放的

有毒有害污染物ꎬ超出国家颁发的有关标准规定

者ꎬ一律收取排污费”ꎮ〔５３〕 多头管理导致本就不

多的排污费更加捉襟见肘ꎮ 如ꎬ１９８４ 年 ３ 月 １４
日ꎬ上海小三线八五钢厂向贵池县环境保护局上

报希望取回按规定所缴纳排污费中的返还款

项ꎬ〔５４〕同年 ８ 月 １０ 日ꎬ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

再次向安庆地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建议道ꎬ
“我局所属八五钢厂采用‘扩散渗析法’回收硫

酸治理废水的设计方案ꎬ经上海市冶金局审批ꎬ
已于去年初施工ꎬ现经初步试车ꎬ废水处理及硫

酸回收效果良好ꎮ 但该项目建成需要投资 ２３ 万

元ꎬ市冶金局拨款 １０ 万元ꎬ尚缺资金 １３ 万元ꎬ急
需从近年缴纳的排污费返回款项中支付解决ꎮ
为此ꎬ现将‘八五钢厂申请返回排污费用报告’
转报你们ꎬ请贵地区环保局和县环保部门大力支

持ꎬ按国家规定予以核批ꎬ以利该项目如期建成ꎬ
达到环境保护的要求”ꎮ〔５５〕 随即ꎬ贵池县依据规

定向省建设厅和安庆行署报告ꎮ １９８４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ꎬ安庆地区环境保护监测站给贵池财政局

发文ꎬ同意其按照有关文件精神返还环保补助资

金 ５０００ 元ꎬ〔５６〕同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贵池县城乡建设

环境保护局对八五钢厂的相关申请进行了回应ꎬ
暂拨给八五钢厂环保补助资金 ５ 万元ꎬ用于“扩
散渗析法回收硫酸”的工程ꎮ〔５７〕１９８４ 年全年八五

钢厂缴纳的排污费仅为 ９. ５６ 万元ꎬ〔５８〕 且八五钢

厂的生产效益并未计入当地ꎬ这笔 ５ 万元的支出

无疑给当地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ꎮ
２. 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与新增专业从事环保

工作人员的冲突

环境保护工作需要专业的人员进行实践ꎮ
根据八五钢厂所编的«企业环境统计报表»中所

示ꎬ１９８０—１９８６ 年从事环境保护的专职人员比

例基本维持在 ０. ５％以内ꎬ其中 １９８６ 年从事环境

保护的专职人员为 ２０ 人ꎬ占全厂职工人数 ５３２８
人的 ０. ３８％ ꎮ〔５９〕在进行技术改造时人员问题暴

露得更为明显ꎮ 如ꎬ八五钢厂在研究解决自动化

控制问题时就感到ꎬ“这个工艺是一个新工艺ꎬ正
处在摸索阶段ꎮ 真正全面认识和把握完善这个

工艺ꎬ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ꎬ加上我厂是地处皖

南山区的上海小三线工厂ꎬ力量弱ꎬ条件差ꎬ又是

冶金行业ꎬ对化工方面专业力量更感薄弱ꎬ希望

太钢七轧厂、北京建研院、北京钢铁设计院共同

努力ꎬ尤其在技术力量人员配备上ꎬ更感迫切ꎮ
目前ꎬ工作进展较慢ꎬ除我们路线觉悟不高ꎬ工作

水平不高ꎬ抓得不紧外ꎬ各协作单位技术力量人

员配备较少ꎬ也是一个实际问题ꎬ希望各协作单

位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和支援ꎬ也希望冶金部

加强领导”ꎮ〔６０〕

３. 企业盈利能力与环保专项资金投入的冲突

上海小三线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生产经营

活动的成本较高ꎮ 一方面ꎬ上海小三线单位地处

皖南ꎬ距上海最近的有 ３００ 多公里ꎬ最远的近 ６００
公里ꎬ各单位又分散在山沟里ꎬ一切生产物资和

生活资料都要从上海或其他地方运输ꎮ 以后方

机电、轻工两个公司为例ꎬ每年约有 ６ 万 ~ ７ 万

吨物资需要从上海、芜湖、铜陵、宁国、东至等地

运到各厂ꎬ产品还需运往上海在内的其他地区ꎬ
综合计算每年运输费用比迁移之前要增加 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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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 ６００ 万元ꎮ 养路费用上ꎬ两个公司共有近

４００ 部载重汽车和大型客车在安徽缴纳养路费ꎬ
每吨每月比在上海时高 ５５ 元ꎬ全年多缴养路费

１０５. ６ 万元ꎮ 汽车修理费用上ꎬ由于山区路面很

差ꎬ加上长途运输ꎬ汽车配件损坏严重ꎬ修理周期

缩短ꎬ修理费用增加ꎬ两个公司每年要比在上海

时增加汽车修理费 ５０ 万元以上ꎮ 此外ꎬ包括职

工回沪探亲费用、非生产人员开支以及后勤等服

务性项目开支等ꎬ整个后方每年在以上几方面要

多花费 ３０００ 万 ~ ４０００ 万元ꎬ大大增加了生产经

营成本ꎮ〔６１〕另一方面ꎬ上海小三线接受的环境治

理资金有限ꎮ 如 １９８１ 年上海市冶金工业局共有

“三废”治理总投资 １２１５ 万元ꎬ其中分到八五钢

厂的投资额仅为 ３５ 万元ꎬ在 ２６ 家冶金工业企业

中仅排到 ２２ 位ꎬ投资占比极低ꎮ〔６２〕

四、余　 论

２０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是国家发展重心向经济

建设转移的关键时期ꎬ也是全国环境保护事业的

起步和发展时期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

出保护环境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ꎮ〔６３〕

面对经济发展的机遇和环境保护的挑战ꎬ上海小

三线的环境治理正是在这一国家背景下开展起

来的ꎮ 上海是全国小三线建设的重镇ꎬ从 １９６４
年开始选点ꎬ到 １９８８ 年将后方 ８０ 余家企事业单

位全部移交给安徽ꎬ经历了 ２４ 年的时间ꎬ由机

电、轻工、仪表、化工、冶金、电力、交通、建材、物
资等 １４ 个局共 ６５ 个单位包建ꎮ 期间共投资

７. ５２亿元ꎬ职工 ５４４３７ 人ꎬ上缴国家税利 ９. ３６ 亿

元(其中利润 ６. ７６ 亿元ꎬ税金 ２. ６ 亿元)ꎬ占回收

投资额的 １２４. ５％ ꎮ〔６４〕大量产业的迁移给皖南山

区的发展注入了活力ꎬ为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工
农业发展带来了资源ꎬ贡献了力量ꎮ 但与此同

时ꎬ污染也随之加重ꎮ
上海小三线在皖南期间ꎬ不仅破坏了当地山

林植被、河水溪流等自然环境ꎬ还影响到了农业

生产ꎬ甚至威胁到了工人居民的身体健康ꎮ 尤其

是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ꎬ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务院

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

点»中强调的ꎬ“消除污染ꎬ保护环境ꎬ是进行经

济建设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部分”ꎮ 之

后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

同步发展ꎬ不断在重要会议上强调环境保护在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ꎮ〔６５〕 面对机遇和

挑战ꎬ上海小三线通过制定污染治理规划及政

策、自上而下设立环保部门、加强生产过程中的

技术改造、大搞综合利用、缴纳行政罚款和经济

赔偿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环境污染、提高

了企业经济效益ꎬ并积极参与了当地自然灾害的

防护ꎮ
但实际效果并未达到国家要求的经济建设

与环境保护同步进行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两头

落空”ꎮ 一方面在生产经营压力面前ꎬ上海小三

线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到环境保护中ꎬ尤其

是人力资本的投入较少ꎬ导致专业从事环保工作

的人员严重不足ꎬ环境保护实效一般ꎻ另一方面ꎬ
上海小三线地处皖南山区ꎬ上海的政策倾斜力度

不够ꎬ其资金设备的配套无法与其环境治理的需

求匹配ꎬ即管理机构权责不统一的冲突、企业生

产经营成本与新增专业从事环保工作人员的冲

突、企业盈利能力与环保专项资金投入的冲突ꎬ
而这三方面冲突的根源则是小三线这一跨区域

产业转移的飞地属性决定的ꎮ 上海小三线的管

理权责属于上海ꎬ但其建设生产是在皖南山区ꎬ
污染也是在当地产生ꎮ 跨区域的工作机制在当

时未能明确ꎬ发展和环境之间的协同关系也未能

完全把握ꎮ
进入新时代ꎬ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保护生态

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ꎬ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

产力”ꎮ〔６６〕这一科学论断深刻揭示了保护生态环

境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辩证关系ꎬ深刻阐明了生

态文明制度与经济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ꎮ 随着

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ꎬ产业转移活动将

愈发深入ꎬ不同地区由于经济增长和技术差距ꎬ
地区间会自然出现产业梯次承接ꎬ引发污染转

移ꎮ〔６７〕通过对上海小三线污染治理的史实梳理ꎬ
—８３１—

　 ２０２３. ４学者专论



探究在产业转移视角下企业为维持发展和保护

环境两方面作出的努力ꎬ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ꎬ
可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ꎮ

注释:
〔１〕参见黄承梁:«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７０ 年生态文明建

设历程»ꎬ«党的文献»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ꎻ包庆德、宁琳琳:«新中国

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使命»ꎬ«城市与环

境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ꎻ黄承梁、杨开忠、高世楫:«党的百年生

态文明建设基本历程及其人民观»ꎬ«管理世界»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ꎮ
〔２〕参见徐轶杰:«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北京市空气污染治理

的历史回顾———以消烟除尘工作为中心»ꎬ«当代中国史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ꎻ金大陆:«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处理工业废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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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号:８６ － １６ － ５７ － ７ꎮ

〔１８〕«保证生产安全 防治职业病 新中国劳动卫生工作成

就辉煌»ꎬ«人民日报»１９５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ꎮ
〔１９〕«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在全国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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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ꎬ«人民日报»１９８４ 年 ４ 月 ６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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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Ｂ６８ － ２ － １８４ － ３ꎮ

〔２１〕徐有威:«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ꎬ上海:上海教育

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３３４ 页ꎮ
〔２２〕«上海八五钢厂职工思想状况»ꎬ１９８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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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国务院环办主任李超伯就环境保护工作问题答记者

问»ꎬ«人民日报»１９８０ 年 ３ 月 ３ 日ꎮ
〔２６〕〔２７〕«关于治理工业“三废”开展综合利用的几项规

定»ꎬ１９７７ 年 ４ 月 １４ 日ꎬ宝武集团上海五钢有限公司档案室藏ꎬ
档案号:７７ － １６ － ６１ － ３ꎮ

〔２８〕«关于二、四、八车间工业污水外排管理制度和奖惩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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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藏ꎬ档案号:８５ － １６ － １３ꎮ
〔２９〕吕淑萍:«上海环境保护志»ꎬ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

版社ꎬ１９９８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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