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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青岛市的社会团体，发端于商务活动。1891年，清政府在胶

澳设防，青岛口商民增多。1896年，各种商铺达61家。众商人在

天后宫成立公所，为青岛最早的社会团体。

1897年，德国军队占领胶澳，1914年，日本军队职而代之。

德日两国先后实行殖民统治25年。占领当局建港筑路，设厂办

电，青岛逐渐成为远东良港。商贸益盛，户口激增。1906年，广

东商人首先自立广东会馆。1907年，苏浙皖赣、山东直隶商人分

别成立三江会馆与齐燕会馆。三大会馆成为青岛早期最有影响的

第一批地域性团体。1910年，青岛商务总会按照全国统一的组织

章程建立，自此青岛有了新式社会团体。 ．

德占之初，德国传教士开始来青岛传教，设立礼拜堂。1908

年成立青岛基督教青年会，为青岛最早的宗教往团体。1914年，

中国红十字青岛分会成立，为青岛最早的救护救济性团体。日军

占领后，对中国入的结社活动限制很严，社团活动甚少开展。

1922年12月，我国收回青岛主权。民族经济复苏，数年问社

会团体增至百余。随着青岛工人阶级队伍的发展，有产者垄断局

面被冲破，无产者开始结社，维护本身利益，继而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进行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但有产者社团仍居多数。三

大会馆衍生为即墨，平度、黄县，莱阳，宁波，两湖等省内外18

个旅青同乡会。青岛总商会(原青岛商务总会，1916年改名)衍生

为出口业、行栈、房业，煤炭业等13个同业公会。其他如教育会，

记者联欢会、气象学会，万国体育会、中华武术会、国际俱乐部，

市民公会、国民会议促成会，国货促进会等职业性，学术性，慈



善性、游乐性团体也纷纷成立。

1923年初，四方机厂工人自发成立圣诞会等工人团体。共产

党人相继来青岛开展工作。圣诞会在共产党人帮助下，修改章

程，开门办会，开始从旧式工人组织向现代工会转变，多次发动

罢工斗争。同年12月，青岛职业学校学生自治会与青岛新学生社

成立，为青岛最早的学生团体。1925年1月，青岛电话局妇女进

德会成立，为青岛最早的妇女团体。同年2月，四方机厂工会宣

布公开成立，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青岛市第一个工人

社会团体。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接管青岛政权。至抗战爆发青岛沦陷

前，科技社会团体有所发展，较有影响的中国工程师学会青岛分

会、中国自然科学社青岛分社分别在1931年、1936年成立。工、

青、妇团体受压制。市政当局执行国民党反共清党政策，共产党

组织的赤色工会，连遭当局与官办工会破坏，难以立足。官办工

会先由国民党改组派控制，后被国民党CC派取代。共青团领导

的青岛反帝大同盟、青岛大学学生自治会、抗日救国会、青岛学

联等，发动过1931年12月的青大学生“赴京请愿”和“反开除驱

杨，，(校长)斗争。1936年成立的青岛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开

展抗日宣传，抗战爆发后，到崂山建立了人民游击队。

1938年1月，日本侵略军占领青岛。沦陷期间，日伪政权除

改组，利用商会等几个社团外，还成立了新民会以及青少年团、

妇人会、工业联盟，劳工协会，宗教联盟，文艺协会、体育协进

社、华侨协会、兴晔社等团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众解放抗日

先锋纵队、抗战先锋队等青年团体，在市内秘密进行抗日活动。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青岛集会结社出现活跃局而。

其中同乡会、同业公会、产业工会、同学会数量最多。此外，自由

职业、文化学术、宗教慈善等各种团体也相继成立，背景十分复

杂。当局继续执行国民党反共反人民政策，使共产党领导的社团

2



在市内不能公开活动，有的以灰色面貌出现。

1945年12月，在解放区召开青岛市职工代表大会，成立青岛

市职工联合总会。同月，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青岛市教员学

生联谊会成立。1947年3月，山东大学学生自治会成立。1949年

5月，青岛解放前夕，山东省职工联合总会、山东省民主青年联合

会、山东省}毛主妇女联合会在解放区分别成立驻青办事处，准备

随军入城。市内社团急剧变化，大多数因其负责人南逃而瓦解或

停止活动，少数在中共地下人员帮助下，为保护国家财产和维持

社会秩序做了一些工作。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全市社会团体从此发生根本变

化，各界人民迅速组建新社团，成为党和政府联系各界群众的桥

梁和纽带。山东省工、青、妇驻青办事处均随军入城办公。6月

5日，华东学联驻青办事处成立。6月8日，市职工总会筹委会

成立。市民主妇联筹委会、市学联筹委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市

工筹委也相继成立。9月、12月，青岛团市委、青岛市学联分别

成立。1950年2月，5月，青岛市总工会、青岛市民主妇女联合

会相继成立。1953年5月，市民主青年联合会成立。全市工人、

青年、妇女三大群众组织迅速发展壮大。

1949年10月，中苏友好协会青岛分会成立。分支机构遍子

党、政、军，工，农、学、商及街道，是当时全市会员最多的社

会团体。

1951年1月，美国侵朝战争爆发后，相继成立中国人民抗美

援朝总会青岛分会和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青岛分会。50

年代，科学技术界、文学艺术界、体育界、宗教界也先后成立青

岛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青岛市自然科学者专门学会联合会、青

岛市科学技术协会，青岛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及各运动协会

与天主教、基督教革新爱国团体。

全市历史最长的社团—一青岛商会与工业会，解放后筹建新

3



的工商界团体，1952年6月，正式成立青岛市工商业联合会。

各人民团体在中共青岛市委领导下，对所属成员进行组织，

教育，维护其合法权益，带领各界群众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和社会

主义建设，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国民经济，发挥了重要作

用。1966年， “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各社团受到严重干扰和冲

击，活动停止。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界组团结社

的热情空前高涨。除市总工会，共青团，妇联、青联、学联、文

联，科协、社科联和工商联等社会团体外，1990年，全市依法登

记的社会团体共192个，其中80年代新成立的151个，尤以学术性，

技术性团体最多，有138个。各社团在新形势下组织其成员认真

学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参与和推进青岛市的改

革，开放，独立自主地开展各自的业务工作，成为党和政府联系

各界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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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工人组织

第一章建国前工人运动

第一节工人斗争

1897年11月，德国帝国主义经过长期蓄谋侵占了胶州湾。次

年3月，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青岛沦为德国的殖

民地。出于侵略的需要，德占当局在构筑军事设施的同时，开始

兴建港口，铁路、工厂，商行，以及通讯，市政各项工程。于是

一个新的阶级——工人阶级在青岛产生。

青岛工人阶级的来源，首先是青岛当地被剥夺生计的渔民和

农民，其次是青岛口失业的民夫，苦力，散兵游勇、商铺工徒，

再次为附近州县及胶济铁路沿线与黄河两岸前来青岛谋生的泥瓦

匠、手艺人和大量的穷人灾民，还有少数来自上海、宁波、烟台、

天津等码头、工厂的技术工人。

随着生产与经济的发展，青岛工人阶级逐渐成长壮大。1914

年，人数达到15，000人左右(内产业工人约三分之一)。1922年，

增至40，000人(内产业工人20，000人)。30年代增至70。000人，40

年代增至80，000人，产业工人均超过半数。1949年解放前夕，全市

在业与失业工人总计近200，000人。

青岛工人阶级从诞生之日起，就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资本主义的深重压迫，处于奴求般的地位，没有丝毫政治权利，

工资低，工时长，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为了自身的生存并争取
‘

5



民族与阶级的解放，他们与外国侵略者、统治者和剥削者进行了

英勇的斗争——自觉的与不自觉的、集体的与分散的、政治的与

经济的。到新中国诞生，战斗历程长达半个世纪。

[初期的自发斗争]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初，青岛工

人先后在德，日两国殖民统治之下，为反抗外国占领和资本家的

压榨，自发地广泛地进行着斗争。普遍的方式是消极怠工、毁弃

工具或者逃跑。为此德占当局多次布告，对“懒惰成性"、“不

辞而逃’’者要严加惩处，动辄施以毒打、关押、罚款或开除。1900

年，原清军杂役傅二潜入市内组织抗德义勇队，专在夜间活动，

不少工人、苦力自动参加，将零散的德兵和殖民分子秘密处死。

德占当局极为恐慌，到处搜捕镇压。1901年4月，傅二转移至即

墨，为清吏所捕，英勇就义。1908年12月，青岛工厂木工所工人

抗议德国监工无理扣发5人工资，全体罢工，获得了胜利。1919

年春，四方机厂工人酝酿罢工，要求补发积欠工资，日本厂长急

忙开除工人代表数人，罢工未能举行。1921年3月中旬，青岛港

码头工人与火车站装卸工人在关长禄、张玉峰，聂天宝等发动

下，为反抗日本人的殴打凌辱，l，200入联合罢工。日占当局严

厉镇压，逮捕十数人，关长禄等三人被捕后失踪，工人被强制复

工。

1923年1月，胶济铁路四方机厂以铁工郭恒祥为首组成老工

人、技术工人的行会组织圣诞会，为维护工人利益，多次向厂方

斗争。1923年8月，圣诞会为抗议厂方无理开除4名工人发动罢

工，郭恒祥率领全厂l，200多名工人入市内请愿，包围胶济铁路

管理局大楼至深夜，迫使局长刘垫指令厂长恢复了4人工作．

I'1925年胶济铁路与四方机厂工人罢工丁1921年中国共产党

成立后不久，共产党人相继来青岛发展组织，开展工人运动。

1923年11月至1924,年6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相

继在青岛建立地方组织，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为负责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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