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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木斯市劳动志》编竣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我市劳

动战线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

劳动工作是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服务的。它既是经济工作．

又是社会和群众工作，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生产和人

民生活，只有做好劳动工作，才有利于形成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并

进的群众基础。

纵观我市四十多年的劳动工作，经历了机构不断健全，工作内

容不断丰富，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劳动部门在各个历史时期，认

真贯彻执行了党和国家劳动工资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切实保

障和维护了劳动者的各项正当权益，为促进生产、繁荣经济、稳定

社会秩序、改善群众生活、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青筒素帛，理应刊书。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我国的改革目标是实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预见，今后的改革步伐将会更进一步加

快。对已经延续了几十年的传统经济体制和劳动制度进行改革，是

一个浩繁的系统工程，需要有科学的态度，严谨的措施和对历史嬗’

交的深透了解。佳木斯市劳动局的同志呕心沥胆，披阅三载，增删

五次，写出了这部凝聚着全体修志人员心血、汗水和智慧的著作。

它客观、真实地记述了我市40多年来劳动工作变化和发展的全

貌。这将对促进劳动、工资和保险三项制度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的借

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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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木斯市劳动志》，是专门记述劳动工作的一部志书。其目的

是为了存史、资治，有益当代、启迪后人。

劳动工作是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工作的兴盛

与发展对社会的稳定关系极大。它既涉及到生产、分配、流通、消费

等经济方面的问题。又涉及到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同广大职工的

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

本志书在编纂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实事求是，立足当代。力争使之既

服务于现时。又可借鉴于未来。

本志着重记述佳木斯市半个世纪来劳动工作的发展与演变，

既为编写佳木斯市地方志提供基础资料，又可使从事和关心劳动

工作的同人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改进工作．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承蒙黑龙江省劳动局史志办，佳木斯市地

方志办公室、市档案局、统计局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特别是

市志办副主任吴洪诰，编辑张岩、施宝才等同志的热情帮助和指

导，在此一并深表诚挚的谢意! ．

编写劳动志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年代久远，加之我们水平有

限，缺乏撰写志书的经验，在编写体例、资料搜集、考证核实等方面

难免有疏漏失误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佳木斯市劳动志》编辑组
’

1992年12月 {

侈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按照略古详今，略远详近的原则，记述佳木

斯市劳动工作的发展历程，努力突出地方、时代与行业特色，力求

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相统一。

二、本志主要取横排竖写，以事为经，以时为纬，采用编年体、

纪事本末体或两者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整体设计。以事命题，以文字

记述为主。并辅以图表，内容层次按章、节、目排列。

三、本志上限起自1945年，下限断至1989年，个别章节，因工

作的连续性亦有超过上下限之处。

四、本志所记述史实的范围主要为市区，个别章节有涉及市辖

各县之处。

五、志中名称一律用全称，简称时均加注明。

六、本志一律采用公元纪年方法，数字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七、志中凡正文里无法编入的重要文献资料，均收入附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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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1931年“九--Jk”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大举向中国东北部进

犯，1932年佳木斯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1934年伪三江省

公署在佳木斯设立。1937年佳木斯升格为省辖市，当时人口不足

10万，经济十分落后，生产资料均为外资或官僚买办所把持。劳动

人民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劳动者为

了生存，只得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劳动力供求关系主要靠市场调

节．因此，佳木斯市于1940年自发的形成了劳动力市场，人民群众

称为“工夫市”。同时还保留着亲友介绍、私下成交等用工形式。日

伪反动政府和封建、资本主义势力，根本不顾劳动人民的饥苦。劳

动时间之长，作业条件之差，工资待遇之低，安全无保障成为当时

劳动制度的突出特点。

1945年“八一五”解放后，劳动人民获得了新生，成为国家的

主人，劳动成为光荣事业，受到全社会的尊重。佳木斯市是全国解

放较早的城市之一，1945年即建立了人民政权。党和人民政府从

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劳动人民的工作和生活，并且逐步建立健全了

劳动管理工作体系．五十年来，佳市劳动工作部门，在贯彻和实施

有关劳动人民的就业安置、工资待遇、安全保护、劳动保险等政策、

法规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对稳定社会、促进生产建设，改善人

民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以下简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解放思想，

清左反旧，对既往劳动管理工作存在的弊端已经有所认识，一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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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工资、保险三项制度为中心的全面改革，正在深入进行，并且

已经取得初步成就。纵观佳木斯市劳动管理工作的历史，大体经历

了由创建、到曲折、到改革的三个发展阶段。

创建发展阶段解放初期，日寇在溃败时进行了大规模的破

坏，佳木斯市是一片战争创伤景象，满目疮痍，百业凋敝，社会混

乱．失业工人达二万余人。面临这种形势，劳动部门当务之急是解

决失业人员就业问题。根据政务院《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配

合有关单位，采取一系列措施，安置失业人员。一方面组织现有工

商业者维持生产，减少失业；另一方面组织生产自救，以工代赈，并

采取政府介绍与自谋职业等办法安置失业人员，随着生产的恢复

和发展，社会秩序稳定，政权巩固。到1957年2万余失业人员基本

得到安置。与此同时，在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恢复发展生产的基

础上，逐步建立和健全了社会主义的劳动制度，实行“按劳分配”和

同工同酬的原则。建国后到1957年期间先后两次进行工资制度改

革，取消了供给制与工薪分制，在国家机关中实行了职务等级工资

制，在企事业单位中实行了8级工资制。同时根据生产需要实行了

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励工资和岗位津贴等多种工资形式。初步

建立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工资制度，职工收入不断得到提高，

生活得到初步改善。并且实行了劳动保险制度，使职工在退休、退

职及生(育)、老、病、伤、残、死亡时，生活均能得到保障。职工解除

了后顾之忧。为提高工人队伍技术素质，建立了学徒工制，并先后

创办了15所技工学校，四个城区均办起劳动后备讲习所。为企业

输送了大量的合格人员。其他诸如劳动保护、安全生产等工作亦相

应的建立与加强。这些制度和措施的实行，对保护与激发职工的积

极性与创造精神，对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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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折僵滞阶段1958年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干

扰，各项事业盲目发展，劳动管理失控，企业大批招工。不仅招用了

城市劳动力，而且还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进城，职工人数急剧膨

胀，由195"1年的54 129人，到1960年末增加到120 216人。导致

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下降。有些企业由于亏损严重

而被迫下马。1961--1963年，贯彻中央关于对国民经济进行“调

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关于精简职工若干问题的决定》，

在全市进行大规模地精简职工，到1962年职工人数精简到56 917

人。并根据中央颁布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对企业进行整顿．

国民经济开始走向协调发展的道路，劳动管理工作有所加强。1963

年国家对职工工资进行了调整，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又有所上升．

全市区职工月平均工资由1962年的57．8元提高到63．5元。增长

9．8％。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劳动管理正常工作中断．

随着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生产处于停滞状态，社会处于动乱之

中。行之有效的劳动制度被否定，强化了固定工制度，使就业渠道

更加狭窄，加大了就业的困难。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极“左”思

想干扰之下，大专院校停止招生，技工学校全部下马停办，劳动后

备讲习所自行解散。企业很少招工，造成大批青年待业，于是大规

模的动员城市青年上山下乡。从1968军二1980年市区先后动员

39 623名青年去农村和国营农场。虽然城市就业压力得到暂时的

缓解，但给后来的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社

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遭到破坏。把计件工资，奖励工资等分配形式

当做“金钱挂帅”、“物资刺激”加以批判。合理的规章制度被废弃，

劳动纪律松弛。所以出现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干与不千一个样的

局面。严重挫伤职工劳动的积极性，使生产建设受到重大损失。



·4· 概 述

改革阶段 1976年lo月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劳动

管理工作秩序开始恢复，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

拨乱反正，纠正了“左”倾错误。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上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就业结构也随

之进行调整。从而拓宽了就业渠道。各级劳动服务公司相继建立。

按照中央提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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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的就业方针，积极发展

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为解决就业问题开辟了新天地。据统计，佳

木斯市从1979--1989年共安置待业人员166 982人。不仅城市待

业青年得到了安置，而且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除少数因工作需要或

在农村安家者外，全部返城就业。佳木斯市成为当时全国较早解决

就业问题的城市之一。与此同时，逐步进行用工制度、工资制度和

劳动保险制度改革。

用工制度改革。建国以来，全民所有制企业主要采用固定工制

度。这种用工制度在历史上对稳定社会秩序，巩固人民政权，恢复

与发展生产起过很好的作用。从六十年代开始又实行了“子女顶

替”制度．这两种制度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中期。但是随着国民经

济的不断发展变化，已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其主要弊

端：一是在劳动力的配置上统包统配，企业与劳动者不能相互选

择；二是一次分配定终身，不能按生产需要进行合理流动，被称之

’为“铁饭碗“终身制”．这些弊病不但影响着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

和技术素质的提高，而且对国民经济产生着越来越大的不利影响。

因此，佳木斯市在1983年通过试点，开始推行劳动合同制。实行公

开招工，自愿报名，全面考核，择优录用的方法，允许企业与劳动者

进行双向选择和在一定范围内合理流动。并从1986年lo月1日

起遵照国务院<关于发布改革劳动制度四个暂行规定的通知》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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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废除了“企业内招”和“子女顶替”，国营企业新招工人一律实行

劳动合同制．到1989年底，合同制职工人数达到26 933人，占职

工总数的13．5％，这是改革用工制度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工资制度改革．遵照按劳分配原则和企业生产特点逐步推行

了计件工资、奖励工资、定额工资、浮动工资、岗位工资、提成工资

等多种形式。并在1977--1989年对职工工资先后进行了八次调

整，工资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1989年职工平均工资1 967元，比

1976年增长1．77倍，比建国初期提高7．4倍。由于职工工资水平

的提高，生活有了较大改善，促进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国民经

济的发展。

1956年后，在企业事业单位实行等级工资制度．一直延续到

八十年代。这种工资制度在历史上曾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国

民经济的发展。职工生活水平的提高，原有的工资制度的缺陷逐步

显现出来．主要弊端是职工吃企业大锅饭。企业吃国家大锅钣；平

均主义严重；国家对工资制度管得太多，统得过死．具体表现是标

准低、等级线过多、过繁、过乱，各等级间相差无几．人们称之为。

低、平、乱、死。这对调动职工生产积极性，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极为

不利．遵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精神，从1985年起对国营企

业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制度进行一系列改革．主要内容：一

是下放权利。把奖金的使用权放给企业．允许企业厂长(经理)每年

有3％的给职工晋级权．二是废除原有的繁杂工资标准．统一实行

新的工人和干部的工资标准。佳木斯市被国家定为六类工资区，企

业分三类，使用三种工资标准，每种标准设八个等级，每个等级设

一个副级．企业职工普遍就近向上套改，套改后有条件的企业可以

自费升级。全市有223个国营企事业单位．79 882人参加改革，套

改与升级共增加工资额为196万元，平均每人增加24．5元．集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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