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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1·

凡 例

一、编修是志，旨在“资治、存史、教化"，以供充分了解和认识国情、地情，

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

二、编纂者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自己的思想与编

纂实践。

． 三、是志为资料性著作，力求全面、系统、真实、准确地记述鞍山市社会的自

然的历史与现状，以展示出社会内部运动的客观规律和趋势，为振兴鞍山市而提供

全面精确、严谨科学的翔实资料。

四、是志为记述体，所用表达方式主要是记述，记而不议，寓意于记。适当运

用图、图表、表格等表现形式，以求与文字记述相表里。

五、记述的地域范围，包括今鞍山市城区和所辖海城市、台安县。历史上其他

曾经受辖的地方，则根据需要适当记述。

六、记述时间，上限起于1840年，可根据需要适当上溯，下限一律止于1985

年末。

七、全志主要由大事记、行政建置、自然环境、县区纪略、专业志、人物志等

部分组成，分卷出版。

八、是志以篇、章、节、目四个档次组成框架结构。横分门类，纵相统辖。横

分立题，力求符合实际，符合逻辑，不违志体，在一定档次上记述事物构成的主要

因素，并保持其完整性。

九、谨遵志体，明确主旨；纵记文实，写清变化；记物联事，叙事系人，正文

之外辅以。附记"，以补充、深化、配合正文。

十、人物志采用“传记一、。名录一两种形式，生人一律不立传。“传记一，主要

用以详记本籍和外籍在本地有重要影响的正面人物；“名录”则记载英烈、劳模芳

名以存史。

十一、除“附录弦部分外，‘全志一律使用规范化的现代汉语，不文白杂糅。

十二、编纂时一律用第三人称记述，不用第一人称或第二人称。



·2· 凡例

十三、伪满洲国十四年，属“中华民国"时期，不称“伪满洲国"或

治’’时期；必要时称“东北沦陷时期"，简称“沦陷时期"。称呼这一时期

政机关、职务，皆先用一“伪"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之后、初

“建国前、后、初"。

十四、一律采用公历纪年。建国以前的，注明当时的朝代、年号、年份。

十五、数字与计量单位名称、符号的使用，一律遵照国家的有关规定。

十六、地名的使用，取历史上当时通行的名称，如有改变，注以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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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鞍山市是中国的钢铁工业基地，素有钢

都之称。位于辽宁省中部，辖4区2县(市)。

全境土地面积4642平方公里，人口260．9万

人。1985年末有工业企业1650个，工业部门

职工人数达58．58万人，固定资产100亿元，

完成产值76．8亿元，其中冶金工业产值44．8

亿元，占58．3％。全市钢产量730．5万吨，钢

材529．1万吨，分别占全国产量的15．7％和

14．4％。 ．

鞍山市区原属辽阳县(古襄平)域，采矿

冶铁历史悠久。西汉武帝时就有人冶铁，政府

设铁官收税。唐代之后冶铁业兴盛，辽代设

“铁榷”专门从事冶铁业管理。清代一度限制

开矿．清朝中期民间冶铁又兴起。现代钢铁工

业是20世纪初叶日本帝国主义者入侵后逐

步发展起来的。

日俄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开始了对东

北的殖民侵略。1909年，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简称。满铁”)所属地质调查所开始非法勘探

鞍山铁矿资源，策划窃取铁矿开采权。1916

年7月，日本人通过贿赂、欺骗等手段经张作

霖批准建立了中日合办的振兴铁矿无限公

司，由日本独家经营。1918年5月成立了鞍

山制铁所。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建成

了焦炉2座，高炉3座，建设了化工厂和耐火

厂等工厂，鞍山殖民地工业从此开始。1933

年6月，日伪政府批准成立鞍山昭和制钢所，

’开始了大规模建设。到1943年。昭和制钢所

有职工8．25万人．有鞍山、大孤山、樱桃园、

弓长岭4个采矿所，建成9座高炉，日产铁能

力5350吨，建成平炉12座，日产钢能力1600

吨。最高年产量达到铁矿石231万吨，铁

130．9万吨，钢84．3万吨。1935年后陆续建

成大型钢材工厂、第一小型钢材工厂、第二小

型钢材工厂、薄板厂和中板厂等5个轧钢厂，

最高年产钢材38．8万吨。沦陷期间昭和制钢

所成为日本钢铁的重要基地，从1932年至

1944年，昭和制钢所向日本输出生铁456万

吨，钢坯100万吨，钢材12万吨。与此同时，

日本资本家依托昭和制钢所建设了一批轧钢

厂，生产轻轨、角钢、圆钢、鱼尾板、镀锌板、

镀锌线、无缝管、中厚板、焊接管、钢丝绳等

产品。围绕钢铁工业其它工业也发展起来。铸

铁管能力达7．44万吨，在海城、大石桥建立

南满矿业株式会社，菱镁石产量最高年产达

73万吨，滑石最高年产9．66万吨I化工产品、

耐火材料、电力、铁塔、轧辊等都形成了一定

生产规模，石灰石、硅石、萤石、长石等开采

加工，砖瓦、机械器具、金属制品、缝纫、皮

革、印刷、食品等工业随之而起。城市建设、

房产、交通、商业、邮电、金融、教育、卫生、

广播、煤气、自来水等公用事业也都有相应发

展。1937年建立鞍山市制，1939年成为东北

沦陷时期的重点城市。城市规划面积150平

方公里，1945年市区人口达到28万多人。-

1945年光复后．鞍山工业遭到严重破

坏。苏军进驻鞍山后，从9月至11月拆走昭

和制钢所等企业设备达60％以上，钢铁生产

能力大大下降。1945年末，主要生产设备现

存生产能力与原有能力相比，炼铁为25．6％、

炼钢43．6％、轧钢材12．7％、炼焦33．7％、

发电41．9％、采矿10．7％。国民党进驻鞍山

后，从1946年至1948年的22个月中，生产

钢材1．25万吨，炼了9500吨钢，产焦炭2万

吨。解放后。除少数工厂外，绝大多数企业需

要重建或大修才能投入生产。

I?／，fJfl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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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鞍山市在中共中央的关怀下，开

始了钢铁工业的恢复建设工作。1949年3月．

鞍钢拟订了修复和生产计划，7月9日开工典

礼之前，从采矿到炼铁、炼钢、炼焦和轧钢等

生产系统陆续复工。1949年底，国家重工业

部确定1950年东北是钢铁生产的重点。1950

年3月，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给予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恢复和改造鞍山钢铁公司

方面的技术援助议订书》。在此之前，于上年

7月就有苏联专家到鞍山工作。10月，政务院

财经委员会批准了鞍钢提出恢复和改造鞍钢

计划任务书。1952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政

务院财经委员会的报告，提出“要集中全国力

量首先恢复和改建鞍山钢铁公司。”鞍钢从此

开始了改造与建设的高潮。三大工程中的无

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开始兴建。恢复时期从

1949年7月至1952年的3年之中，共生产钢

192万吨、铁214万吨，钢材136万吨。地方

国营工业、集体工业和私营工业在为鞍钢服

务口号下也有较大的发展。这期间涌现了鞍

钢炼铁厂孟泰、市锅炉厂崔长久等一批模范

人物。工人阶级队伍日渐壮大，为。一五”计

划的实施打下良好基础。

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国家对鞍山投资19．28亿元。国家安排的47

项重点工程经过全市人民特别是鞍钢职工的

艰苦劳动全部竣工投产。主要有2个铁矿、7

个选矿和烧结厂、10个焦炉、6个高炉、13个

平炉，7个轧钢厂、2个耐火厂。至此，炼铁

厂9座高炉全部建成或恢复生产，一、二炼钢

厂19座平炉全部改造修复投产。大型轧钢

厂、无缝钢管厂、七高炉、二薄板厂、二初轧

厂、大孤山铁矿等骨干工程都投入运行。同时

完成了5座矿山的地质勘察工程，灵山火车

站投入运转，白旗堡至大孤山20公里高压输

电线开始送电。有轨电车、沟通铁东、铁西两

区的虹桥和一大批住宅也都相继建成使用，

自来水、煤气、文化娱乐场所、学校等都有了

相应的发展。根据当时苏联专家评估，鞍钢的

生产能力为钢557万吨，铁417．5万吨，钢材

419万吨。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基本建成，

鞍山成为新中国第一个钢铁工业基地。1956

年鞍钢提前一年实现了“一五”计划任务，铁、

钢材等产量提前达到了1957年的计划水平，

实现的利润总额相当于这个时期的国家投资

总额。在此期间鞍钢支援全国技术人才4500

多人，为全国代培技术力量1．2万人．

。二五”时期以后，随着全国政治经济形

势的变化，鞍山工业进入大起大落，艰难前进

的时期。1960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第一个

高峰，为41．03亿元(按1980年价格计算，下

同)，1961年急剧下降，1962年降到了1957

年水平。国家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的八字方针，工业生产逐渐回升，到1966

年工业总产值达30．65亿元，接近1959年的

水平。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工业生产

再度下降，1967年工业总产值降到18．93亿

元，低于1957年水平，工业生产倒退了10

年。1968年工业生产又开始回升，1973年基

本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工业总产值40．78

亿元，与1960年持平，这是工业生产出现的

第三次回升。第四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1974

年和1975年，工业生产再次下滑，工业总产

值降到38亿元，这是鞍山工业发展史中的第

三次下降。进入。五五”和。六五”时期，中

共十·届三中全会以后，工业生产一直保持

上升的势头，1980年达到第四次高峰，工业

总产值58．06亿元。1981年由于再次进行国

民经济调整，工业生产出现第四次停滞，工业

总产值降为56．62亿元。此后直到。六五”末

期，工业生产一直是上升趋势。

“六五”时期的发展情况集中表现了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业生产的较好形势。这

个时期，发展速度比较实在，劳动生产率提

高，效益水平上升．工业生产健康发展。“六

五”时期5年合计生产工业净产值144．46亿

元，比。五五”时期增加32．56亿元，是建国

以来一个五年计划比上个五年计划时期增加

l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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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最多的时期，其增加额分别是历史上最

多的“二五”比“一五”增加额的1：12倍，是

。五五”比“四五”增加额的1．95倍。“六

五”期间工业企业增加职工6．62万人，由于

生产量增长快于劳动力增加幅度，劳动生产

率由1980年10914元／人增加到1985年的

12215元／人，提高11．9％I工业部门固定资

产由76．85亿元增加到100．2亿元，增长

30．4％，为工业生产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物

质技术基础；工业生产效益也是历史上较好

时期，1985年工业创利税总额25．87亿元，比

1980年增长28．5％。由于工业生产水平上

升，产量增长，使鞍山市对国家的贡献进一步

增大。“六五”期间全市上调的国民收入(绝

大部分是工业部门创造的)总额达81．4亿

元，比“五五”时期增加10．5亿元，增长

14．8％，五年间的国民收入调出额相当于建

国以来调出总额的1／4。对全国的社会主义建

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鞍山地区-r业生产自然资源十分丰富，

是建设重工业基地极为罕见的有利条件

鞍山地区矿产资源特别丰富。铁矿矿脉

分布于市区南、东、北方向，从西鞍山、东鞍

山、大孤山、樱桃园山、关门山至眼前山形成

马蹄形状态。再往北为辽阳弓长岭铁矿与本

溪地区铁矿相连。鞍山铁矿以被称为鞍山式

含铁石英岩为主，为含铁量30％左右的贫矿，

矿床规模大，一般长达1000米以上，厚度为

80至100米。1985年末有铁矿山5座，其保

有储量是；东鞍山铁矿10．8亿吨，大孤山铁

矿1．9亿吨，齐大山铁矿16．7亿吨，眼前山

铁矿4．1亿吨，弓长岭铁矿17．9亿吨，这5

座矿山合计保有储量51．4亿吨。其生产能力

为年产2648万吨，弓长岭、齐大山、东鞍山

生产能力较大，年产都在600万吨以上。

鞍钢瓦房子锰矿矿石保有储量为849’万

吨，年开采能力8万吨。

鞍山及其周围地区非金属矿资源丰富，

为钢铁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源。菱镁矿

1985年末探明储量24亿吨，占全国总储量

70％以上，占世界储量1／4。辽宁镁矿公司是

中国最大的生产镁质耐火材料的大型企业，

镁矿开采能力280万吨／年。同时地方镁砂工

业也蓬勃兴起，生产量日益增加。1985年全

市开采原矿251万吨，生产镁砂94．8万吨，

除国内使用外，还销往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

区。鞍山滑石储量1亿吨．居全国之首，滑石

年开采能力15万吨，产品销往世界30多个

国家和地区。鞍钢矿山公司拥有熔剂石灰石

保有储量10．4亿吨，年生产能力为643万

吨，拥有耐火粘土保有储量1881万吨，年生

产能力7万吨。鞍山地区大理石储量8000万

立方米，’石墨600万吨。硼矿、玉石、云母、

石英、石棉、硅石、长石、白云石、萤石、花

岗岩等储量也都相当丰富。

鞍山地区拥有优越的地理、气候和生物

资源。鞍山属中纬度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侯

区，降水充沛，温度适宜，日照充足，平均气

温8．2至8．8摄氏度。无霜期160至168天。

全市地质构造为东高西低，由东向西为低山

丘陵、波状平原和冲积平原构成。全市耕地占

43．9％，果园4．4％，林地21．1％，草地

5．3％，水面7．4％，其余为城乡建筑物、交

通、矿山等用地。生物资源种类繁多，经济价

值较高。粮食作物有玉米、高粱，水稻、小麦、

谷子和各种杂粮．薯类有地瓜、土豆等，单产

都较高}油料作物有大豆、花生、向日葵、油

菜、芝麻、苏子等，经济作物有棉花、烟叶、

麻类、甜菜和各种药材；蔬菜有40余种，商

品菜产量高达30多万吨，鲜细菜一年四季都

能生产，西瓜、甜瓜产量也达1万多吨。果树

有苹果、梨、葡萄、桃、杏、李、山楂、樱桃、

草莓等种类200多个品种，产量3．9万吨。林

木树种较多，有47科、102属、252种，珍贵

树种有银杏、紫椴、红松、冷杉、园柏、黄波

罗等，核桃、板栗、文冠果等经济树木也为数

不少。饲养牲畜有14种96个品种，产肉量3

至4万吨，产禽蛋3．5万吨。柞蚕放养5000 ．J●J■■-■■■■■■■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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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把，茧产量2200多吨。饲料资源，渔业资

源，各种野生动物资源也很丰富。这些都是发

展食品、饲料、医药、化工、工艺美术、轻纺

等工业的有利条件．

鞍山水资源总量14．8亿立方米，地表水

为6．6亿立方米，地下水为8．2亿立方米。

1985年度可利用的水资源为9．4亿立方米，

需要量为8．4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缺2．2

亿立方米，地下水多余3．2亿立方米。随着工

农业生产的发展，鞍山水资源将会出现短缺。

汤河水库、观音阁水库之水引入鞍山后将会

解决水资源不足的问题。

鞍山地区内矿物能源极少，但周边各市

电力、煤炭、石油等都有较多储量和生产量．

省内发电设备总容量1985年末为606万千

瓦．煤炭探明储量85亿吨，保有储量67亿

吨，有矿井170处，煤种齐全，多为气煤、褐

煤、长焰煤，其中炼焦用煤占1／3。1985年8

个统配煤矿开采能力3373万吨，洗煤能力

2710万吨。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各煤矿

都是鞍山的重要能源供给地。辽河油田有丰

富的石油资源，总资源量20多亿吨，辽宁省

原油产量居全国第三位，原油加工量为2077

万吨，占全国的1／3。天然气产量18亿立方

米。这些都是鞍山发展工业的良好环境。

鞍山工业废弃物等综合利用资源也十分

丰富。鞍钢不仅是钢铁基地，同时也是鞍山市

发展工业的重要原料资源基地。建材方面，鞍

钢历年排放的钢渣、铁渣达1亿吨，每年陆续

排放500多万吨，历年已排放的粉煤灰200

多万吨，每年还排放20万吨。刑用这些资源

生产矿渣砖、煤灰砖、水泥等初级建材，在此

基础上可研制生产高级和高档建筑材料，开

发利用潜力很大。化学工业方面，化工总厂每

年产煤焦油20多万吨，是发展煤化工的雄厚

资源，其它如制氧排放的氮等气体，各种液体

废物都是化工宝贵原料资源．全市每年排放

工业废水近2亿吨，废气400亿立方米，工业

粉尘18万多吨。这些物质弃之为灾害，利用

起来则增加社会财富，造福人民。

鞍山工业经济基础具有典型的社会主义

性质

生产力数量上规模较大，质量上水平不

高，并且没有充分利用。鞍山有一支较强大的

产业大军。1985年末工业部门职工总数

58．58万人，占全部职工人数的66．0％。其

中，钢铁工业职工人数25．72万人，机械工业

职工17．85万人，分别占工业部门职工总数

的43．9％和30．6％，即在工业部t'-J中有3／4

的职工在金属冶炼、轧制和加工制造部门，反

映了鞍山作为一个重工业、基础工业基地的

特点。工业职工队伍比较年轻，35岁以下的

39．64万人，占职工总数的67．0％。职工队伍

文化素质不高，84．0％的职工为初中以下文

化水平，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6．7％，有

技术职称的占4．7％，工程技术人员为17579

人，占全部工业职工的3．0％．这对生产力水

平提高是一个很大的障碍。由于生产手段基

本处于普通机器体系阶段，体力劳动仍然占

据主导地位。自动化操作和智能机器数量很

少，在工人中，手工操作的占46．7％，半机

械化操作的占30．3％，机械化操作的占

20．8％，自动化控制作业的只占2．2％。

鞍山为资金密集的重工业城市。建国以

来，对工业部门建设投资达127．6亿元。1985

年末，工业部门拥有资产128．2亿元，其中，

固定资产(原值)100．3亿元，流动资产27．9

亿元。在全部资产中，黑色冶金工业89．2亿

元，机械工业14．5亿元，分别占全部工业资

产的69．6％和11．3％，就是说鞍山市的资产

有4／5集中在钢铁、金属加工这类重工业部

门。全市工业企业占地面积1．59亿平方米，

工厂企业建筑面积1321万平方米。全部工业

动力机械总能力410万千瓦。工业企业拥有

各种设备48．3亿元，以冶-e专用设备、动力

电力设备、起重运输设备数量最多，占全部设

备总额的75％强，其次为金属加工设备、泵

和风机等通用设备，占全部设备的17．0％。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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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电子、轻工等工业专用设备为数很少。生

产力中的基本要素——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

大都集中在重工业部门。鞍山工业生产设备

较大部份相当陈旧。70年代以后出厂的设备

占60％多，其中70年代占39．4％，80年代

占24．2％。冶金设备50年代出厂的较多，占

其总量的45．8％。更新改造任务十分繁重。同

时，设备能力浪费严重，利用率不高。40种

主要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达90％以上的11

种，其中7种是钢铁工业产品，生产能力利用

率70％的9种，50％的5种，有15种不足

50％，即有一半的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在

50％以下。铸钢、铸铁、锻造、电镀、热处理

等需要专业化集中生产的工艺，基本是分散

在各大而全、小而全的机械厂中，这些设备的

利用率只有35～65％。各企业间的零部件外

协量只占能力的21～30％。

鞍山工业经济组织结构基本处于落后状

态。除鞍钢的规模、布局、产品结构和工艺流

程具有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形态外，其余大

多数企业都处于各自为政的独立分散状态。

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技术组织结构一直改

变不大。这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很大障碍。

鞍山市工业经济关系是典型的社会主义

公有制形态。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占

绝对主导地位。全市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276

个，其中，中央所属企业10个，省属企业4

个(包括鞍钢)，市属企业136个，县属企业

125个，区属企业1个。集体所有制企业3674

个，其中，市属103个，县属77个，区属124

个，街道、乡镇企业770个，厂办集体269个，

村办2301个，其它30个。集体企业产值占全

部工业总产值24．6％，其中，市属、街道乡

镇企业、厂办集体和村办企业4种类型的产

值基本相等，都在4亿元以上，县、区集体企

业产值较少，分别为0．67亿元和1．39亿元。

个体和私营企业单位数很多，为11852个，占

全部工业企业15803个的75．0％，产值只有

2．2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2．7％。在公有制

企业中全民企业占据主导地位。主要经济指

标，全民工业占全部工业的比重分别是；占地

面积91．8％，建筑物面积87．4％，动力机械

总能力87．0％，用水量98．0％，建国以来，固

定资产投资总额占94．1％，工业总产值

72．6％，工业净产值83．3％，消费能源

95．1％，职工人数54．9％，工资总额62．4％，

工程技术人员数量89．8％，大专文化以上工

程技术人员91．7％，有技术职称的工程技术

人员92．8％，固定资产(原值)拥有量

93．4％。产品销售收入80．6％，销售税金

89．2％，利润总额85．7％。这种状况给鞍山

从有计划的产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

渡带来比其他地区大得多的困难。

鞍山工业不论在本市经济中，还是在全

省乃至全国的工业生产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鞍山是社会主义产品经济制度下较典型

的工业性城市。工业在全市经济中处于统治

地位，建筑业、农业和第三产业都是围绕着工

业发展起来的，而且多数是为大工业服务的。

由于城市规模日益扩大，人口增加，客观上要

求其它行业必须加速发展。从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V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已经呈现缩减的趋势，但主体地位仍未改变。

1985年工业总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是

82．4％，1980年为84．0％；工业净产值占国

民收入的比重1985年为80．3％，1980年为

85．9％；工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1985年为76．1％，1980年为81．4％I工业固

定资产占全部固定资产比重1985年72．5％，

1980年81．7％}工业职工占全市职工人数比

重1985年64．3％，1980年66．4％；全市实

现的利税总额工业部门1985年占84．5％，

1980年占83．7％。

鞍山工业生产规模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地

位趋于后退。工业总产值在全国28个特大和

较大城市中，1985年列第十五位，比5年前

退后了4位，被成都、西安、哈尔滨、无锡超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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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在省内13个市中基本处于第三的

位置。各项指标排名位次是：工业总产值第

三、轻工业产值第六、重工业产值第三、工业

净产值、销售收入第三、销售税金第四、利润

总额第一、上交利税第一、固定资产原值第

一、流动资金占用额第三、全民工业劳动生产

率第五、工业用电量第二、更新改造投资第

一、新增固定资产第四、自来水生产能力第

四。

鞍山产业结构不够合理，产业调整任务

十分艰巨

鞍山工业门类行业比较齐全，但它主要

是以钢铁工业为主体的重工业较重的工业体

系。从结构的数量上看，原料工业较多，消费

品工业较少，上中游产品较少，粗加工，简单

加工产品多，精深加工产品少，从产业结构质

量上看，传统产业多，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

业少，低水平、低档次产品多，高水平、高档

次、名优产品少．这就决定了鞍山市产业结构

调整任务十分艰难。鞍山产业结构调整必须

把重点放在提高产业结构的质量方面，结构

数量的调整也必须服从于结构质量的调整提

高，必须坚定地依靠科技进步改造工业，坚持

科技兴市的方针，这应该是鞍山市到本世纪

末发展战略的重要指导思想。

鞍山产业结构的特点极为鲜明，是以钢

铁工业为主体的重工业城市。其特殊性在于

鞍山经济是由主体产业，派生性产业、协调性

产业和制约性产业四种类型构成的。主体产

业是钢铁工业，它的职工人数多．财产多，生

产量大，效益高。其主要指标占全市整个国民

经济的比重是；劳动力人数占19．6％，国民

财产占41．1％，国民生产总值占44．8％，效

益总额占66．8％。主体产业在鞍山市经济发

展过程中起到了带动全市经济发展的作用，

能够左右全市经济的发展形势．用高新技术

改造主体产业是鞍山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任

务。提高钢、铁、钢材的质量，增加品种，按

国际标准组织生产，开发新钢种、新材料，应

用高新技术改革生产工艺，大幅度降低能耗

等调整任务十分繁重，既要有技术保证，也要

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同时也要求全市各行业

协同作战，互相支援。派生产业是由于主体产

业的发展而伴随其产生的机械工业、化学工

业、建材工业、非金属矿开采与加工工业以及

建筑业等。它们构成了相对于主体产业而言

的派生性产业。派生产业在鞍山经济中处于

仅次于主体产业的地位。各项指标占整个经

济指标的比重是：劳动力人数32．3％，国民

财产28．0％，国民生产总值24．2％，效益额

19．2％。派生产业是鞍山市产业结构数量方

面调整的重点，也是提高全市产业结构质量

的关键。高技术产业在派生产业之中居多，如

电子、精细化工、生物技术、医药、新型材料

等行业的高技术产品在鞍山的机械、化工、建

材、医药等工业部门中都有一定的开发条件，

必须抓住当前改革、开放的时机，努力发展新

的生产领域。协调性产业包括交通、通讯、金

融保险、商品流通、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

等，这些都不是工业生产，但发展工业的同时

必须相应按比例发展这些产业，使其与工农

业生产相协调。这些产业的发展对工业结构

调整也起着重要作用。制约性产业是从鞍山

经济的具体情况划分出来的，这些产业的发

展对鞍山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发展起着促进或

限制的作用。制约产业包括科研、教育、农业、

水资源等行业．尤其是科研、教育的发展对工

业部门提高产业质量，扩大新的技术领域起

决定性作用。而这些部门恰恰是整个产业构

成中的薄弱环节，如不极力提高质量，增加数

量，鞍山产业结构将会处于落后状态，和兄弟

地区的差距还会扩大，甚至无法缩短，经济实

力地位退后的趋势将不易扭转。

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加快

农村工业4-L的步伐。农村实现工业化，城市

化、现代化是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目标之一。鞍山农

村自然资源丰富，有悠久的手工业生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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