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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经济建设高潮始于 1964

年，直到1980年的三线建设。建设高

峰期是在1968年至1976年之间。

三线建设的背景是，1964年我国

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中苏关系

破裂，苏联威胁要对中国做外科手术

式打击，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为防患

于未然，毛主席提出了三线建设，对

工业布局做战略性转移，在内陆地区

建设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防范一旦

战争爆发能保留应对战争的工业生产

体系。

一线是指沿海沿边地区，三线是

指京广线以西、陇海线以南、广东韶关

以北、甘肃乌鞘岭以东的西北西南内

陆腹地，涉及13个省区市，多数都是

山区。

为准备打仗，三线厂址强调靠山、

隐蔽、进洞。甚至提出进山一尺还是

出山一尺是路线斗争。所以许多工厂

建在交通十分不便，缺少基本生活条

件的深山沟。这期间在三线地区的基

建投入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

40%多，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

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民工参加

了三线建设，建成了1100多个工矿企

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当时采用让

一线地区老企业对口包建三线工厂的

办法。例如，第一汽车制造厂包建位

于湖北十堰的第二汽车制造厂（东风

汽车制造厂），1/3的一汽老职工迁往

湖北十堰的山沟。其他工厂由沿海迁

往三线地区的职工比例和第一汽车制

造厂大同小异，大体都在1/4至1/3之

间。再如，一重包建四川德阳二重；哈

尔滨三大动力包建四川东方电机厂、

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上海机床

厂包建汉江机床厂和秦川机床厂；北

京汽车厂包建陕西汽车厂；上海热工

仪表厂包建四川热工仪表总厂；鞍钢

包建攀枝花钢铁公司等等。

三线建设同样离不开基础设施先

行。三线建设期间修建了成昆、焦枝、

阳安、湘黔、襄渝等铁路，极大地改善

了广大西南西北地区的交通状况。还

建成了刘家峡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

葛洲坝水电站等一批能源项目。

三线地区还部署了西南物理研究

院、核动力研究设计院、西昌卫星发射

中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和大批军工

生产企业，事实上，我国后来的大批杀

手锏武器关键技术都是在三线地区研

发和配套的，包括歼-20、轰六、核潜

艇技术等。

三线建设动员的人力物力比第一个

五年计划和“大跃进”都要多。毛主席

对三线建设十分重视，发表了许多关

于三线建设的分量很重的指示。例如

“攀枝花钢铁公司一天不建好，我一天

睡不着觉”“没有钱把我的稿费拿去”

“没有路骑毛驴也要去”“现在去不去

三线就和大革命时期要不要下乡一

样”“三线建设要把好人、好马、好设备

都调过去”等等。广大的工人、技术人

员、干部为建设三线表现出极大的革

命热情，调往三线支援建设的同志都

义无反顾携家带口奔赴三线。这些人

中的大部分和他们的后代都留在了三

线地区，真正做到了献了青春献子孙。

我当时大学刚毕业不久，也奔赴

三线参加三线建设。上世纪70年代

中期由于受“文化大革命”影响，三线

企业投产缓慢，机械工业部从三线工

厂抽调了一些人协助三线企业完善工

装配套，我被抽调安排在机械工业部

汽车轴承局技术处，因为这个原因我

到了东风汽车厂等许多三线工厂。我

在《神州穿越》一书中有一篇“东风轶

事”，讲了东风汽车厂建厂的一些故

事。后来在媒体上还发表过一篇“那

些隐秘在秦岭古迹中的三线工厂”。

机缘巧遇，上世纪90年代原国务院

三线办公室改为国家计委三线办公

室，划归国家计委领导，办公地点仍

在成都，由我协助甘子玉分管三线调

迁工作。

国务院三线办成立后办公地点一

直在成都，三线办的领导人是李井泉。

彭德怀同志复出安排工作也安排在三

线办，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

员会第三副主任。可能没有人见过

彭德怀写的诗，在川南攀枝花，彭德怀

面对建设者的忘我劳动，在笔记本上

写下了一首七言诗颂攀枝花：“天帐地

床意志强，渡口无限好风光。江水滔

滔流不息，大山重重尽宝藏。悬岩险

绝通铁路，巍山恶水齐变样。党给人

民无穷力，众志成城心向党。”

后来三线办领导是鲁大东同志，

他去世后国务院三线办划归国家计委

领导，改为国家计委三线办，主要任务

是对当时厂址选择不当、缺乏基本生

产生活条件的企业进行调整搬迁。由

于三线建设时过分强调靠山隐蔽进

洞，有些企业无法在原址生存发展，于

是将这些企业从山沟里迁出，集中安

排在有城市依托的开发区。例如成都

的龙泉驿、西安的高新技术开发区都

是集中安置迁出的三线企业的地方。

经过调迁，这些企业获得了新的发展

机遇。例如，我曾经工作过的三线企

业，现在成了世界最大的生产重型汽

车变速箱的公司，是陕西省工业战线

上的明星企业。

由于三线建设是在基础设施差的

西部地区展开的，而且在当时历史条

件下过分强调靠山隐蔽进洞，所以建

设成本肯定高于沿海，有的后来不得

不做调整，因此对三线建设的利弊得

失一直有不同看法。但是三线建设改

变了我国的工业布局，有利于缩小西

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区域差距，为现

在的西部大开发奠定了基础。有许多

三线企业虽然地处交通条件较差的西

部地区，但已经成为行业的骨干企业，

例如东风汽车制造厂、东方发电设备

制造公司、成都飞机制造厂、绵阳科技

城等。江泽民同志倡导编写中国电机

工业发展史，由原机械工业部部长

包叙定任主编，我任副主编，曾培炎副

总理领导了书的编写。对“大跃进”和

三线建设的评价描述进行了认真讨论，

对三线建设给予了积极评价。三线建

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迁移职工最多、建

设规模最大的一次经济建设高潮。

第四次经济建设高峰是从 1973

年实施的“四三方案”到华国锋任总理

后于 1977 年实施，后来被批评为“洋

跃进”的大规模技术引进。

其背景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

美关系解冻，党中央国务院抓住我国

国际环境改善的有利条件，大规模引

进了26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技术

装备。另一个背景是，从1966年开始

的“文化大革命”，已经使国民经济走

到了崩溃的边缘，人心思变，迫切希望

把工作转到经济建设上来。

1973年 1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

汇报了用 43亿美元引进 26套成套

装备的计划，所以称为“四三方案”。

毛主席、周总理很快在2月份就批准

了这一方案。这26个项目主要集中

在化肥、化纤和烷基苯三个领域，分别

针对粮食增产、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

题；生产化纤替代棉花，解决棉花与粮

食争地以及中国人的穿衣问题。这两

个民生问题是中国历朝历代都没有解

决好的大问题。第三个是烷基苯，烷

基苯是洗涤剂原料，解决老百姓洗衣

服问题。这26个项目于1982年全部

建成，实际花了51.8亿美元。这以后，

逐步取消了实行多年的粮票布票还有

肥皂票，1984年取消了从1954年起

实行了30年的布票。这26个项目中

主要有辽阳化纤、四川维尼龙厂、上海

石化、南京烷基苯厂、大庆化肥厂、云

南天然气化肥厂等，还有一套武钢的

一米七轧机。这一次的大规模引进和

建设，抓住了国际形势的有利条件，执

行也是顺利和成功的，如果说不足，就

是当时对引进设备国产化工作重视还

不够，导致引进13套大化肥设备后紧

接着又引进了6套。

毛主席逝世后，华国锋成为新的

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也想尽快扭

转“文革”对经济的破坏。当时经济面

临的局面相当严峻，突出的问题是燃

料、动力和原材料紧张。1977年7月，

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代表国家计委

向国务院汇报，今后除抓紧“四三方

案”的在建项目的投产外，再进口一批

成套设备、单机和技术专利，总额为

65亿美元。邓小平提议引进还可以

加一点，譬如搞100亿美元也是可以

的。后来又经过几次汇报，华国锋同

意将引进规模扩大到180亿美元。这

一次的技术引进包括建设宝钢、仪征

化纤、扬子乙烯、大庆石化、烟台合成

革厂等13套重大项目，还有43套采

煤综采设备和几个电厂，以解决能源

需求增加问题。但是不久，华国锋的

“两个凡是”受到批判，重大技术引进

也被批判为“洋跃进”。宝钢建设和大

庆乙烯等项目都被暂停，当时的冶金

部长唐克等在人代会上因宝钢项目

受到质询。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兼任

宝钢政委陈锦华在上海也受到批评。

后来陈锦华同志任国家计委主任后成

了我的忘年交，他曾多次向我详细讲

述了宝钢上马和下马的过程，包括对

他本人的批评。后来陈云到上海调

研，肯定了宝钢建设，在邓小平、陈云

同志的支持下，宝钢恢复建设。我认

为，宝钢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使我国

钢铁工业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通过“四三方案”和其后的技术引

进，我国的钢铁工业、石化产业、化纤

工业等产业缩小了与国外先进水平的

差距，石油化工、化纤成为重要产业，

也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如果说问

题，就是引进和建设规模的确超过了

当时财政所能承受的范围。1978年

决定引进的180亿美元，国内配套建

设资金至少要1300亿元，而1976年

我国财政收入才776.58亿元，连吃饭

开支都很困难，所以有的项目延期，停

缓建更增加了建设成本。另外，重引

进，但对装备国产化的安排重视不够，

导致连续引进23套大化肥设备，一次

引进4套30万吨乙烯设备。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

开放，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经过10年“文

革”后，人心思变，改革开放发展经济

顺应了党心民心，掀起了经济建设高

潮。中间虽有波折，但邓小平同志

1991年南方谈话又拨正了航向。1993

年经济工作以反通胀为主要任务，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国

际金融危机都未能阻挡经济发展势

头，使中国保持了30多年的持续快速

稳定发展，平均年增长率超过9%。比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的“神武景气”

持续时间还长。

改革开放后，我国首先是利用改

革开放新形势，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大

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我上世纪80

年代初进入国家计委，在国家计委机

电局负责机械行业的技术引进。那时

候小到电缆接头、绝缘电瓷，大到发电

设备、露天矿成套设备都要引进，最大

困难是没有足够的外汇。我1981年

进入国家计委，记得1982年的外汇储

备是负10亿美元。所以，有限的外汇

只能有选择地用于最优先需要引进的

东西。这就是为什么要国家计委审批

的原因。后来知道了还有中外合资或

独资这种形式。据李岚清副总理回

忆，合资这种方式最早是在北京吉普

与美国AMC汽车公司谈技术引进时

美方首先提出的，中方不懂什么是

joint venture，后来向最高领导汇报

了谈判情况，邓小平同志批示可以尝

试。李岚清同志回忆此事但找不到批

示件，让我在国家计委找，我也没有找

到。但是当时合资同样碰到外汇问

题，审批条件最难的是要求合资企业

自身外汇平衡，即合资企业必须用自

己的创汇来支付外方投资者的利润，

这就要求合资企业必须有出口创汇能

力。而基础设施没有创汇能力，所以

在基础设施领域很难有合资。随着中

国经济的增长，软肋就暴露出来，能

源、交通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所以

当时把世行、亚行和外国政府贷款优

先安排用于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建

设。当后来我国外汇储备增加到100

多亿美元时，李鹏总理提议用外汇储

备建设了苏州工业园电站、天津蓟县

电站、湖北襄樊电站等。

国务院领导充分认识到重大装

备国产化对国家的重要性，成立了国

务院重大技术装备领导小组，当时，

李鹏、江泽民都是领导小组成员，领导

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经委，由经委副

主任林宗堂任办公室主任。我作为国

家计委代表是办公室成员。根据国家

的重大工程确定了12项重大装备，其

中有30万、60万千瓦发电设备，50万

伏输变电设备，千万吨级露天矿装备，

秦山核电站装备，三峡工程设备，大秦

线装备，30万吨乙烯设备，30万吨合

成氨、52万吨尿素设备，宝钢成套装

备，秦皇岛煤码头设备，50万立方米

城市煤气化设备，电子对撞机等。依

托国家重大工程开展装备国产化工

作，我国机械制造业水平上了一个大

台阶。国务院重大办的工作为日后我

国重大装备国产化奠定了基础。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过程

中，有许多经典案例极具战略谋划和

智慧。大秦铁路的规划建设是其中之

一。我国资源分布不均，南方缺煤，北

煤南运占了铁路货运能力的近一半。

过去的煤炭订货会最关键的是分配铁

路运力。1985年规划建设从大同到

秦皇岛的重载铁路专线，初期按1亿

吨/年的运力考虑，并在秦皇岛建设了

煤码头。后来经过几次改造，到了

2010年大秦铁路线的运力达到了4亿

吨，成为我国北煤南运最重要的通

道。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因为当时

缺少外汇，要求自己解决外汇问题。

后来香港中华电力参股大亚湾核电

站，所发电量的一部分输给香港，解决

了大亚湾核电站的资金和外汇问题。

国家没有拿钱和外汇就建起了大亚湾

核电站，内地、香港和外商做到了三

赢。同样由于国家缺乏资金，用煤代

油的价格差自己滚出钱来，组建了神

华公司，开发出现代化的神府煤田，神

华成为全球最大的煤炭企业。

在这期间，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投

入之大、速度之快为世所罕见。对于

财力基础并不雄厚的中国，这么大的

资金投入从哪里来？其实任何国家，

财政的每一分钱都是来自老百姓。为

了解决电力短缺问题，我国建立了每

度电两分钱的电力建设基金，用这笔

钱来加大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后来这

笔钱又用于农网改造。铁路建设基金

则是通过铁路每吨公里运费加价3分

3厘钱来筹集，而高速公路的建设采

用“贷款修路，收费还贷”这8个字解

决了大问题，机场建设收取机场建设

费。否则政府财政怎么能拿出这么多

钱？而俄罗斯就没有解决好这个问

题，他们很多思维还停留在计划经济

的做法。我曾应邀参加大莫斯科市的

一个基础设施研讨会，当民众问到为

什么交通这么拥堵、没有高速公路时，

他们的交通部部长振振有词回答，财

政只给我这么多钱，我只能修这么多

路。中国人民是最好的人民。人民，

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经常

有一些经济学家批评基本建设规模搞

大了，货币发行多了。但是这么多年

来，虽然也有通货膨胀稍高的年份，但

整体上没有出现像拉美国家和其他一

些国家那样的恶性通货膨胀，通胀始

终在可控范围内。

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21世纪初

先后出台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

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

规划，但遗憾的是，迁就各地的攀比，

面面俱到，缺少战略重点。

我国经历了1998年的亚洲金融

危机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始于1997年 8月

泰铢的贬值，亚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

包括“四小龙”在内，货币贬值、经济受

到重创。只有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

值，并采取了扩大内需的做法，在国际

上一枝独秀。不仅经济没有受到严重

影响，反而在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

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1998年以后的

经济发展速度比过去还要快。

至今还有人指责发行国债、扩大

内需加剧了产能过剩和通货膨胀。但

是这些批评者没有经历扩大内需的实

践，他们实际上并不知道扩大内需究

竟做了什么？

1998年到2002年政府换届前5

年共发行了6300亿元国债，主要用于

6个方面。朱镕基总理一再指示这笔

钱不能用于一般性的、扩大生产能力

的加工工业项目。一是应对1998年

的大洪水，加大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对

长江干堤进行了一次全面加固，疏浚

江河、移民建镇、退耕还湖等，用于水

利建设的投资占的比例最大。二是农

网改造，首先实行城乡居民用电同网

同价。三是农村粮库建设。四是能源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高速公路里程迅

速增加。实施了农村村村通公路、县

县通油路工程。五是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主要是污水、垃圾处理设施、轨道

交通。六是文化教育基础设备，对旅

游景点的交通道路、卫生设施建设给

予补助。高校扩招、大学筒子楼改

造。后来应经贸的要求，对一部分重

点企业技术改造给予贴息，但所占投

资比例不大。如果是现在，2万亿元

也做不了这么多事。

应对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同

样采用了扩大内需的办法，但4万亿

元和前述的6300亿元不同，4万亿元

是社会资金概念，包括了银行贷款、企

业债券等，并没有6300亿元精准，投

资规模也宽泛。但总的看，我国还是

成功地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保持了

汇率稳定，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和

社会稳定。中国在船舶、汽车、通信技

术和设备、高铁、电力、新能源等诸多

领域从远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已跻

身于世界先进行列。外汇储备从上世

纪80年代初为负储备到今天拥有3万

亿美元。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仅水力

发电站，中国企业在海外就投资建设

或工程承包建成了350座，总装机容

量达到8100万千瓦，相当于英国的装

机容量，在拥有14亿人口和广大农村

的中国实现了户户通电。

“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

猫”，中国成功的经济实践说明了中国

采取的经济政策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正

确政策。有些“经济学家”也在搞“两

个凡事”，凡事都拿中国的做法与美国

等西方国家对标；凡事都拿西方传统

经济学理论批评中国的政策。其实宏

观经济学理论要和一个国家的国情结

合，古典传统经济学不与一个国家的

国情结合、不与社会与时俱进，就是教

条的宏观经济学。他们认为什么时候

都要做到供需平衡，没有通货膨胀才

是经济发展的理想模式。但是在现实

生活中，波浪式前进，“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才是真实的情况。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在一系列问题上进行了理

论创新，走出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认识误

区；进行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等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创新，

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发展。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五次经济建设高潮

□ 刘 练

7月22日，伴随着一声强有力的开市

鸣锣，首批科创板25家公司集中挂牌上

市。创新的制度下，科创板采用市场化的

方式通过网下向机构投资者询价后确定

价格区间，考验着投资机构的专业、理性、

审慎的定价能力和报价策略，同时也更为

清晰地反映了市场对公司的估值定位。

据统计，25家科创板公司中，有21家

企业获得超募，募集资金总额相比初始计

划规模增加59.29亿元。其中，内镜诊疗

领军者南京微创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微医学”或公司）以超募

8.55亿元的成绩在25家公司中脱颖而出，

超募总额夺冠。

公开数据显示，南微医学此次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为 3334 万股，发行价格为

52.45元/股，对应市盈率36.29倍（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总规

模约为17.49亿元，股票代码为688029。

多次获得国家级科技奖项，细分领域

拥有强话语权

招股书显示，南微医学主要从事微创

医疗器械的研发、制造和销售。

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自成立以

来一直致力于微创医疗器械的创新和研

发，经过多年积累和发展，已成为行业内

少数几家多次获得国家级科技奖项的企

业之一。据统计，公司已获得3项省部级

科技一等奖、多项省部级二三等奖，拥有

专利98项，其中发明专利36项，参与了

近40项国家级与省部级科技成果转化

项目。

据业内人士介绍，南微医学在非血管

支架领域自主创新推出的可携带碘125I

放射粒子支架在传统支架扩张管腔狭窄

的基础上进行了对消化道肿瘤的近距离

组织间放疗，该研究结果在世界顶级的医

学杂志《柳叶刀·肿瘤学》上进行了发表，

成为来自中国的世界首创技术。

三大技术平台协同发力，所处行业发

展前景广阔

近年来，以内镜诊疗器械领域为基

础，南微医学通过外延并购与内生创新，

进击肿瘤消融领域和EOCT技术平台，围

绕微创领域，已形成内镜诊疗、肿瘤消融

和EOCT三大技术平台。

谈及内镜诊疗未来发展前景，有业内

分析师指出，我国消化系统疾病高发，胃

癌、食管癌、结直肠癌等消化系统癌症排

各类癌症发生率前列，胆石病、胆囊炎及

胰腺炎的患病率呈现呈上升态势，推高内

镜诊疗作为消化系统疾病早筛和诊疗有

效手段的基础需求。然而，我国内镜诊疗

开展率显著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内镜诊疗

市场空间广阔。

在肿瘤消融领域，根据 CACAN-

CERJCLIN杂志发表的2018年全球癌症

数据显示，2018 年全球新增癌症患者

1807.90万人，增长势头迅猛，未来肿瘤消

融设备及耗材的市场需求量将会持续

增长。

公司战略性布局的内镜式光学相干

断层扫描系统（EOCT系统），已进入国家

药监局创新医疗器械审批绿色通道，是全

球第二家获得美国FDA批准的产品，目

前正在美国梅奥诊所、斯坦福大学医院医

疗中心等机构开展临床研究，或将成为公

司未来业务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业绩高速增长，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从近3年的财务表现来看，南微医学

发展迅速，经营业绩同步取得大幅提升。

据招股书披露，2016年~2018年，公

司销售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达49.19%，增长

速度远高于行业水平。2018年，公司主营业

务收入达到9.22亿元，同比增长43.4%；归母

净利润1.93亿元，同比增长90.5%。

谈及增长原因，公司介绍，近年来医

疗耗材市场需求不断增加，公司部分产品

已实现进口替代，带动公司产品销量不断

攀升；得益于公司核心技术及产品质量方

面的优势，公司境内外市场规模及市场占

有率也在不断提升；截至2018年底，公司

与多家国内大型经销商建立了稳定的合

作关系，产品销售至全国2900多家医院，

三甲医院覆盖率达到了55%以上；境外市

场方面，公司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营

销网络，产品已经销售至德国、美国、加拿

大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

此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

将主要用于生产基地建设、国内外研发及

实验中心建设、营销网络及信息化建设

项目。通过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南微

医学将购置自动化生产线和先进的生产

设备及检验试验设备，提升生产效率和稳

定性，降低单位生产成本，提升公司的盈

利能力；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增强公司

的产品竞争力；在国内市场逐步取代进口

产品，同时在国际市场上进一步扩大市场

份额。

上市作为一个全新的起点，南微医学

将如何借助资本市场平台描摹更大的蓝

图，值得期待。

南京首家科创板上市企业出炉 内镜诊疗领军者南微医学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