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的很多头衔都与工业相关，“共
和国工业长子”“共和国工业奠基地”“新
中国工业的摇篮”等，这些称号彰显了辽
宁在中国工业发展进程中举足轻重的地
位，辽宁的工矿企业为新中国建立独立
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作出了
突出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
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陈耀接受本报独家专访，对辽宁为共和国
工业奠基的历史贡献进行了深入解读。

辽宁工业是全国范本

辽宁日报：新中国成立后，辽宁为
什么会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先行区？

陈耀：辽宁是解放战争中较早获得
解放的地区之一，1948年成立东北工业
部，那时辽宁的工业生产就有计划地恢
复了。当时辽宁的工业生产主要是为了支
援全国的解放战争，因此也为新中国工业
尤其是国防工业建设，奠定了基础。从一
定意义上说，新中国工业起始于解放战争
时期辽宁工业的恢复发展。辽宁工业恢复
在时间上早于全国并成为全国范本，也是
辽宁为新中国工业奠定基业的重要依据。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面临的首
要问题就是恢复经济生产，快速寻找一

条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将突破口
放在东北，放在辽宁是一种必然。这与
辽宁所具有的良好工业基础密不可分。

1949 年至 1952 年国民经济恢复时
期，辽宁率先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基本
确立了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并通过不
断调整工业发展结构，形成以沈阳、大
连、鞍山、抚顺、本溪为中心的区域工业
布局雏形，成为 20 世纪上半叶欧亚大
陆东缘最重要的重工业地带。

数据显示，1952年时辽宁省全民所
有制独立核算工业固定资产产值达
46.9 亿元，居全国第一位。工业品产量
创新高，占比大幅增长，奠定了辽宁工
业大省的地位。

率先完成布局调整

辽宁日报：“一五”时期是辽宁工业
飞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当时能快速发
展的原因有哪些？这对新中国工业体
系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了哪些作用？

陈耀：我国学习苏联建立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体制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时间跨度是从 1953 年到 1957 年。这一
时期辽宁的工业贡献具有多方面的意
义，并对全国工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
响。被称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基

之战”的 156 项重点工程，其中超过 1/3
布局在东北（共 57 项），东北的近一半

（24 项）落户在辽宁。“一五”时期，辽宁
的钢铁、煤矿、有色金属、机械制造、化
工等一系列重工业获得迅速的发展。

作为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在“一
五”时期及后续，辽宁的钢铁产量约占
全国 76%。为兰新铁路铺设提供钢轨，
为长江大桥架设提供巨梁，为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提供钢板……大量的钢材、
生铁、钢锭源源不断运往全国各地。

在机械制造领域，沈阳的33个工厂
支援了洛阳第一拖拉机厂的建设，为全国
各省市地方企业输送了大量的机械装
备。此外，还崛起了全国最早的化学工业
基地、亚洲最大的锌冶炼基地等。这些都
为国家工业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影响和带动作用最突出的是工业
技术和人才的输出，辽宁亦是倾尽全
力。抚顺铝厂为全国培训铝业技术人
员 3000 余人，在全国的铝厂中几乎都
有抚顺铝厂支援的技术骨干、管理干部
和先进技术。辽宁培养的大批技术人
才和管理人才源源不断地输向全国。

振兴需要新突破

辽宁日报：回望75年历程，今天如何

评价当年辽宁工业发展的奠基作用？
陈耀：中国新型工业化取得的进展

与成就，与新中国成立初期辽宁奠定的
坚实工业基础密不可分。中国具备联
合国产业分类中的全部工业门类，而辽
宁工业发展初期所形成的工业门类是
全国工业门类的雏形。

步入新时代，辽宁置身于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的宏大背景之下。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到辽宁考察调研，足迹大多留驻
于工厂企业之间，足见党和国家对辽宁的
高度重视。辽宁若要开创高质量发展新
局面，就要在既有基础之上实现重大突
破。辽宁曾经拥有辉煌的历史，在工业发
展过程中所凝聚的精神力量，正是东北、
辽宁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的坚实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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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完成以
鞍山钢铁联合企业
为中心的东北工业
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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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结束时

辽宁基本建成
国家重工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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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耀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赵 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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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国家工业化，是中国人民的百年夙愿。
新中国成立伊始，在复杂国际局势的影响

下，改变我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极端落后状况的
客观要求显得极端紧迫。

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党和国家
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特别
是确保那些对国家起决定作用、能迅速增强国家
工业基础与国防力量的主要工程。

“一五”时期，全国156个重点工程项目中，
辽宁有24项，占总数近1/6。这些重点工
程为我国由原来的农业化国家向工业化
国家转变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并为辽宁成为我国重工业生产基
地奠定了历史性的基础。

大连造船厂

大连发电厂

杨家杖子钼矿

四三一厂

“一五”时期，全国钢
铁工业总投资近一半
用在鞍钢。5050%%

1957年，辽宁工业总产
值居全国第二位。第第22

“一五”时期，辽宁
支援兄弟省区人数
80321人。

8032180321人人
1952年至1957年,
辽宁上缴中央财政
资金达143.9亿元。

143143..99亿元亿元

辽宁24项重点工程实际
投资50.75亿元，占“156
工程”总投资的25.9%。

2525..99%%
数据来源：《辽宁工业经济史》《共和

国工业长子的足迹——辽宁工业 60 年
发展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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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有坚实底气辽宁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有坚实底气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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