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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杭州市劳动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系统地

记述杭州市劳动工作的史实。
、

二、本志根据略古详今、略远详近的原则，重

点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杭州市的劳动工

作历史和现状。有些史料上溯到清朝末期或民国初

期，下限止于1990年。
。’‘

’三、本志资料，主要根据市档案馆和市劳动局

的文书档案，部分资料来源于省、市有关部门或厂、

矿企业的档案。重要数据，以市统计局的统计报表

为准。

四、本志编纂体裁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横排

门类，采用编年体，纪事本宋体或两者相结合的方

法编写。以事命题，分章、节、目、子目四级结构，

有关统计表格插附文中。

五、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以杭州市行政区划为

界，以市区为重点，市属各县(市)的史料作简要概

一3·



括记述。志文中的“杭州市"、‘全市”等称谓均包

括当时所辖各县(市)，描市区哇只包括市郊农村。行

政辖区范围：1949年5月解放后为城区(含城郊农

村)，i95i年N$或区和杭县(该!县i952年划归省，
1957年又划归杭州市)，1958年为市区和萧山、富阳

县及钱塘联社，1960年为市区和萧山、临安(与昌化

县合并)、桐庐(与富阳县合并)县，1963年为市区和

萧山、富阳、余杭、临安，桐庐、建德、淳安等县。

．六、本志采用公元纪元。清末、民国仍沿用历

代通称并加注公元纪年。志文中。解放前后”系指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前后时间。

七、本志中的货币名称，均按历史通称。1935

年11月3日前为银元，以后为法币，1948年8月19

日后改为金元券；解放后，1955年3月1日前系旧

人民币，3月1日以后系现行的人民币(当时旧人民

币1万元折合现行人民币1元，文内已将旧人民币

一律折算成现行人民币)。
’

‘

·八、政府机构名称，均沿用当时称谓。

·4。



概 述

杭州是浙江省的省会。在长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劳

动者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地位，劳动权利和生老病死得不到保障。

民国政府虽然先后颁发过诸如《工厂法》之类的有关法规，‘但企业

的用工、报酬、劳动保险等，皆由资本家或雇主随意决定。一是

普遍沿用封建性的雇工办法，企业用工由资本家或雇主自行招雇，

劳资两方订立契约或保单，通过‘I拿摩温”或“把头骨监督工人劳动，

有些行业还大量使用“童工”、“养成工一、“包身工骨等进行残酷的

压榨和剥削。二是劳动时间长，工资报酬低。据1930年调查的十

一个行业中，劳动时间每天在11个小时以上的占72．7％，而工资

‘报酬却非常低，如纺织业工人月工资最低仅8元。1949年杭州解

放前夕，市区职工平均月工资仅21。18元，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三是生老病死没有保障。企业不仅厂房简陋，设备陈旧，而且没

有安全保护措施和劳动保险待遇，工人生病没钱治，死亡没人管，

老弱生活没有保障。工人为争取劳动权利，改善劳动条件和待遇，

曾采取各种形式不断开展斗争。

杭州解放后，劳动者成了企业的主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

府十分重视劳动工作，于1949年7月建立了杭州市劳动局。随后，

逐步废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种种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了社

会主义健顷的劳动用工、工资和保险制度。
·5·



杭州解放初期，劳动工作的重点是解决失业问题。当时，杭

州市失业问题比较严重，一方面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批失业人

员，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对旧经济结构的改组等原因，又产生了

新的失业。为了尽快解决这一闯题i一市政府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

同时，采取了多种措施：首先，对民国政府遗留下来的公教人员

和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职工，一律采取原职原薪“包下来竹的政策。

据1952年底统计，共有3341人。其次，是贯彻“介绍就业和自谋职

业相结合”的方针，成立了市劳动介绍所，制订了劳动力统一调配

办法，规定公、私营企业招收职工实行统一介绍，并鼓励失业人

员自谋职业。到1958年底，介绍就业的有9万余人，自谋职业的

有2．5万余人。同时，通过以工代赈，生产自救、还乡生产，转业

训练和发放救济金等办法，妥善解决了失业人员的生活和就业问

题。这不仅巩固了职工队伍，而且稳定了形势，促进了生产建设。

1950年11月，成立了杭州市工厂安全委员会，开展了安全卫

生工作。1956年，又全面贯彻执行国务院颁布的《工厂安全卫生规

程》等三大规程，建立和健全了企业的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制度；

1951年3月，贯彻执行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

险条例》，杭州市部分企业开始建立劳动保险制度。1953年和1956

年两次扩大实施范围后，杭州市全面实行了劳动保险制度，使企

业职工的生老病死和伤残等得到了社会保障。

1952年至1955年，杭州市工业、建筑、交通三个部门中的国营、

地方国营、合作社营和老公私合营企业进行了第一次工资改革，·

韧步建立起新的统一的工人和职员工资等级标准。1956年，对国

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工资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取消了“工

资分”，实行货币工资制以及计件和奖励工资制。1957年，’又对

新公私合营企业进行了工资改革，理顺了工资关系。经过三次改

革，废除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混乱的、不合理的工资制度，建立

起基本上符合“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均工资制度，提高了工

’6·



资水平，改善了职工生活。． 。 ．～
． i958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挠

州市为了发展钢铁和机械工业，不仅动员家庭妇女走出家门参加：

社会劳动，又从农村招收了大批劳动力进城务工，致使职工人数

迅猛增加，劳动工资计划严重失控。：1958年市区全民所有制职工

人数达到26．：8万多入，比1957年增加12万多人：同时，按劳分配制

度也受到冲击，在批判“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的口号下，取消

了计件工资和正常的奖励制度。
’

1961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

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杭州市开展了整编企业和精简职工工作。

到1963年底，全市共撤、停、并、转全民所有制企业134家，精简

职工近12万人，减少吃商品粮人口18．8万余人。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撤消了市劳动局，使劳动

工作受到极大的干扰。特别是在劳动就业上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

情况：一方面，先后动员了13．3万余名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到农村安家落户，另一方面，叉从农村招收大批剩余劳动力进城

务工，形成了劳动力的大对流。 、

。

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拨乱反正，

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随着经济体制改

革的深入进行，劳动就业、劳动工资、社会保险和安全生产等方
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

?

拓宽了就业渠道。由于认真贯彻了盔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

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扩大了就业面。一是通

过“公开招收，自愿报名，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的办法，

有计划地招收职工。到1990年底，全市企、事业单位共招收职工

25．6p‘j"余人。二是兴办劳动服务公司，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和第三

产业。1978年仅商业、服务业等就安置5．47万余人6 1979年起，

又采取“全民办集体?的形式安置了大批待业人员。1980年1月市

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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