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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劳动史志》，经过我局同志们近十年的艰苦努力，在

潜心编纂过程中，从三千二百余万字的资料中，整理出了三十余

万字。得到了市志办、市党史办的领导和同志们的指导帮助，大

专院校教授，学者，我局离退休的历任老领导、经济学专家、企

业劳资干部的全力支持，历经三次内部评稿，两次专业评审，五

易其稿后，在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今天与读者见面彳，确实不

易．这不仅是全市劳动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亨，而且是÷件意义深

远和广大劳资工作者值得庆贺的事．。 §i．

武汉劳动史，晨武汉市社会主叉创业史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

分．历史悠久，九省通衢的武汉，勤劳勇敢的广大职工群众，用

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了前所禾有的业绩，改变了旧社会留下的。一

穷二白。的面貌，使武汉已成为中原经济腹地比较发达麓商品经

济中心．武汉人民从贫困中走出，正由温饱型向小康型嚣富裕型

的目标奋进。 ’落

回顾武汉劳动的历史，上朔鸦片战争，下至治理整谚、深化

改革的今天，其问一百余年的发展史，是辉煌的旅程．特别是改

革，开放的十年，是武汉劳动部门取得长足进步的十年建成绩斐
， 簿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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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十年．武汉的工人阶级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切实贯彻政府的

法令，认真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走出了一条自立更生、奋发

图强、艰苦创业之路。在各条战线上勤勤恳恳地工作，充分发挥

了主人翁的作用，为武汉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的发展，创造出了可歌

可泣的业绩．我们劳动部门依靠党的政策，采取了多种形式和办

法，改革用工制度，坚持了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

与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逐步缓解了就业难．职工队伍不断壮

大，职工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专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调整了工资

结构，职工的工资水平逐年提高，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并且

建立、发展了社会保险事业，今天，我市二百多万职工在党的领

导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更加艰苦的奋斗，更加努力地改革，

更加精心地建设，以饱满的热情，高昂的斗志，振奋的精神，继

往开来，朝着美好的未来阔步前进．

《武汉劳动史志》用翔实和完整的史料，真实地系统地全面

地客观地记载了我市劳动历史的发展进程。因此，她是武汉市弗。，。

动经济发展中难得的史书，也是从事劳动工作和历史研究工作者

的良师益友。她能帮助我们正确看待和分析形势，进一步激发我

们“热爱武汉、建设武汉、振兴武汉”的热情。愿大家为武汉市

劳动，工资、保险等各项制度的深化改革再创佳绩．

但是，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历史时间较长，史料搜集整理难

免错漏，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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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 武汉在鸦片战争的一百多年间，由于帝国主义侵入，国内封建

．买办和官僚势力的统治，这座港口城市，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劳动者在这块几经掠夺的土地上，饱受痛苦和劫难j· ：

：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武汉的工人、店员．城市贫民

多来自附近农村，劳动者在环境恶劣，设备简陋，劳动强度极大

的条件下，工作时间往往长达十二至十六小时，职业无保障，雇

主可以随时开除，解雇工人．1927年秋，军阀混战．经济萧条．

不少工厂大量开除、裁减工人，汉阳兵工厂一次开除：解雇工人

1，000多人；武昌第一纱厂等工厂9关厂停工”．。使9，000多工人失

，业．，1929年。汉口市有失业工人98，359人。1946年底．由于物价

，+飞涨。许多工厂，商店倒闭，大量工人，店员失业，一个仅有

127，000多工人的汉口。失业者竟达31，300多入。工人的工资福利

待遇极低，加之包工头从中剥削，劳动所得难以维持家计．由于

，货币贬值，’1948年8月与1937年6月相比，武汉的物价上涨了424

万倍．1948年国民政府改法币为金元券，不久金元券急剧贬值，

，8月份工人拿100元金元券可买14袋面粉，到1949年的5月，只

能买千分之一个馒头，劳动者连斗米月薪的最低生活都难以维持。

!fJ新中国成立后，劳动者成了国家和企业的主人．党和政府

对劳动者的工作，生活极为关怀，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劳动者利益的

方针政策和法规．1949年6月，武汉市人民政府劳动局成立。三十

多年来，担负着综合管理社会劳动力，工资分配，劳动保险，·技

工培训，劳动保护，锅炉监察等职能。
。

；；
’I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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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武汉是全国失业最严重的五城市之一．党和政府

把解决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问题，当成一项中心任务．对失业

人员采取生产自救，以工代赈，介绍就业等办法．解决大批失业

人员的生活和就业问题．1952年底，已有4万多失业人员得到安

置。至1958年失业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1961年，贯彻“调整，巩

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骶缩城市人口，精简职工支援农业生

产．至1963年，全市精简职工3I．76万余人．1966年，文化大革

命开始，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处于瘫痪状态，大批青年不能在城

市就业，1968年开始大批动员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全市共组织

约42万名青年到农村生产队或国营农场插队落户从事农业生产。

1978年国家开始调整“上山下乡”一政策，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安

置；使暂时掩盖了的大逗劳动就业问题暴露出来，形成一时相当突

出的社会问题。至1980年。全年共安置53万多人，历年来上山下

乡以及经批准留城。返城的知识青年基本上得到了安置。1980年，

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

就业和自谋职业的“三结合”就业方针，广开就业门路，大力发

展集体经济，采用灵活用工制度，实行公开招工，择优录用，使

多年积累的待业人员和城市新增长的劳动力，逐步得到安置．平

均每一就业者负担人口(包括本人在内>。由1956年的3i4人，

下降至1985年的1．7X。．1983年，试行劳动合同制。劳动者个人

与企业通过签订合同，明确双方的责、权，利。，改变了过去以招

固定工为主的用工制度。 ’一 ．√：j‘

劳动力的调剂调配．以1952年前后对零散建筑工人实行有计

划的调配开始。。一五?计划时期武汉列入国家重点建设地区后，

基本建设任务日趋繁重．1954年全市承担土建工程量667，920．’z立

方米，劳动部门调配的建筑工人达56，358人次．1955年8月，国

家确定在武汉地区投资必建的196个重点工程项目先后破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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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劳动力需求量急剧增加，出现了现有劳动力和社会劳动力资

源特别是熟练技术工种匮乏的尖锐矛盾。为平衡劳动力供需矛

盾，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劳动力调配贯彻。先中央、后地方，

先重点，后一般”的方针，优先满足重点建设单位的需要．1955

至1960年期间，抽调支援重点工程项目的劳动力达I 1．7万人．

1962年前后，许多单位在完成精简职工任务后，出现了定员缺额，

工种不平衡等矛盾，政府采取了平衡调剂的措施。在当年元月至

九月申请调出调入职工的135个单位中，批准调剂9。932人，实际

完成调剂6，369人；1983年开始，在企业整顿中，对全fli企业开展

劳动组织整顿工作，至1985年底，全市余缺工种调剂共安排l 3，678

人． ． ， 。，^
，：

． ；为照顾职二c夫妇两地分居的困难，在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职

工探亲假规定的同时，1978—1 985年共办理分居调动15，481人，

其中单调入10，097人，对调2，720人，系统内调剂2，664人．，。

1职工工资制度进行了三次改革，废除了旧的工资制度，依据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1原则逐步建立新的工资制度．1952年工

资改革，确定以实物种类含量为计算单位的工制分；建立了新的工

资等级制度，工人实行八级工资制，干部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

1956年工资改革·取消了工分制，实行货币工资制；改进了产

业、部门，及各类人员之间的工资关系和工人的工资等级制度；

企业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改行职务工资制，并确定为四类工资

区．1979年确定为五类工资区．1985年工资改革，国家机美，事业

单位改职务工资为以职务工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工资制；企业简

化统一工资标准和自费浮动升级，并在44家企业试行工资总额同

经济效益挂钩．国家还建立了职工的升级制度，并先后进行了九

次考核升级，武汉地区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从1952年

人平533元到1985年提高到I，176元，增长I．2I倍。

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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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开始，推行计件工资和物质奖励制度，以后几经兴

废，1958年取消。1961年后，得到恢复。。文革”期间，又被

取消，以临时附加工资取而代之。1978年后又得到恢复。

工人的文化技术教育，在武汉解放后就着手进行。到1953

年，武汉地区已新建技工学校5所，招生I，634人。1964年将技工

学校移交教育ff|；门管理。1978年，重新归口市劳动局管理。1985年

市属技工学校30所。专职教师I，900人，在校学生12，207人，从1983

年起在技校开办了自费就学、不包分配的走读班，到1985年共招

生6，468人． 。六五”期间，对在职工人进行了初、中级技术培

训，参加培训人数，分别为34．69万人和I．05万人．

改善职工的劳动条件，减少工伤事故，予防职业病害，是国

家的一项重要政策。解放初期，建立了劳动保护和锅炉监察机

构，制定劳动保护措施，对职工进行安全生产的“三级教育”

(厂级、车间、班组)，保护职工在生产中的安全与键康。1958

年，企业任意延长劳动时间，忽视必要的安全措施。劳动保护工

作受到了冲击，工伤死亡事故比1957年上升I．29倍．在三年经济

调整时期，劳动保护工作得以恢复，并治理和改造了一部份尘毒

危害的工种。”。“文革”期间，一些行之有效的劳动保护措施又

被破坏，安全机构被撤并，工伤事故不断发生。1970年，中共中

央颁发《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通知》后，建立每年开展群众性安

全生产大检查的制度．从1979年开始，每年五月份开展“安全

月”活动，以月促年，逐步恢复了正常的安全生产秩序．1985

年，成立了以副市长为领导，有关部门参加的武汉市安全生产委

员会。进一步推动了全市的安全生产工作。， ．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武汉地区各类工业锅炉数量逐年增

加。“一五”时期只有180台，到1985年增加到3，I 7I台，并形成

以武汉锅炉厂为主体的7家锅炉罄机制造体系．从而加强了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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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运行中的管理，减少锅炉压力容器的爆炸事故。 ；

解放后，武汉三镇由一个消费城市，逐步转变成一座新型的

工业城市。广大务动者不仅从旧社会被剥削被奴役中解放出来，

成为社会主人，而且工作有了保障，工资福利待遇不断增长，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党的母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作重点转移到经

济建设，确定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方向。劳动工作与国家经济的

发展，与人民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劳动、工资，保险制度将会

不断地改革和完善，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为振兴

武汉经济，谱写新篇章． ．， ，

，，氍，毒、～●##譬■蠡骼。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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