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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说明

本书是一部简明介绍中国工会运动历史的尝试之作。它上起

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蜀工会葫生阶段，下至 1988 年工会十一大

召开。要把时间如此之长，内容极其丰富、深邃的中吕工会的历史，

全面、拿统和准确地编写出来，并非我们敢于问津和能够胜任的。

但这于教学任务的急需，加土不少工会老前辈及热爱工会事业者

的鼓扇和支持，吕此，我们不硕才疏学浅，离心势窍，克提种种困

难，投入本书的编写，品终于成此提砖引玉之作我以飨读者。

参加编写本书的主要是中国工运学院从事工运支教学和科研

的人员 z还有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从事中共党支工作的一些同志。本

书各幸具体负责撰写均向志是 z

王永莹撰写第一章，樊济费撰写第二章，曹建章撰写第三、九

幸，高爱婷撰写第四章. j1J 品芳撰写第五章，吴亚平撰写第六章，谢

安邦撰写第七章，赵健，条撰写第八章，王忠、宋晓峰撰写第十章，李

庆堂撰写第十一章。

第一、二、三、四章由王永堡、高爱生杀审修定稿 z 第五、六、七、八

章由王永莹、谢安邦审修定稿 z 第九、十、十一章由王永莹、曹建章

审修定稿 p此，外，曹建章'攻写丁第十章。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中噩工运学院工运研究室的王建

和教授、尹良环斟教授和燕子云斟教授的热情支持与帮助，他们曾

分蜒琦编写提纲和后来初稿的某晏章节提出宝贵意见。本书稿完

或后，工会学 j民主任接苍教授又帮助审阁丁章、节、目的题目和部



分章、节内容，并为本书撰写丁序言。

本书原计划担，台湾、香港、澳门的工会运动史列为一章，以便

使中国工会支吏全面和国满，但后来由于收集材料的局限雨未能

如愿，实为一件憾事。

本书是探索、尝试之作，从内容到观点.'从体倒到结构以及支

持的选择和运用等方面，都可能存在不足、疏漏或不妥之处。衷心

希望读者批坪、斧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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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按苔

工会史，是工会组织和工人阶级群众以工会为组织形式的社

会运动的发展历支，是工人运动史的重妥组成部分。中国工会支揭

示 7 中国工人晗级在争取民族、阶级和社会解注斗争中所组织的

工人团体，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工会发展的历史进程

和规律。中国工会运动的发展经历丁三个时期，即日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的早期工会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工会运动，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工会运动。中国工会运动发展的前天、昨天和

今天，构成 7 一部中医工会支持完整的内涵和体录。

中国工会支的研究，在我国还嗣同才起步。两年前，华北各省市

工会干部学校和中国工运学院的一些老师曾议论，在有丁中国工

运史教材后，很希望能尽快读到一本完整的中国工会支。为此，中

理工运学院的王永釜和几个同志一道，在广泛收集材料的基础上，

进行丁编写工作。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劳动，写出丁全书的初稿。后

又反主修攻，数易其稳，终于在 1992 年初完成丁全部定稿工作。王

永莹同志主编的这部《中国工会支)>.刁是第一部问世之作。它不但

开辟丁工运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也会给工会理论研究许多帮助

和启迪。因而是一次可贵的尝试和探索，是一个可喜均新或果。

本书的作者希望我写个序言，我感到不便推辞，只好遵命照

办。因为我是从事工会理论教学苟，多年来自己一直感到需妥学点

工会史，补土这一谏。历史不能割断 .1号文经验是理论喝一个来源，

也是现实苟教科书。魂今宜鉴古，元古不成今。通过工会史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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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成功的经验和犯错误的教训，可以探索工会运动的规律，深化，

对规律的认识，从而丰富工会学的理论。所谓规，律，就是生活中巩

国喝、带普遍意义的.f.西，即事物联东和发展的必然过程和趋势。

工会运动的现律即存在于工会历史发展过程之中，而不在历史过

程之外。离开中国工会支而孤立地研究工会学理论，是很难有所成

就碍。中国古人治学主张史、论不分。现代社会科学的分化，越来越

知，同时综合性研究锦趋势也越来越强，支论有分工，但不能分家。

所以工会学理论的研究者和教学者应学点中国工会支;Ji1研究中

国工会史的同志也有必要学点工会学理论。总之，需要支论结合，

相互促进。

今天，我们正在研究建设有中型特色社会主义的工会理论和

实践。这个中国特色，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咋天的中雷工

会运动发展品来的，有其历史的根源。它是中盟工会特定历史条件

形或的，是对历史经验与现实新鲜经验的科学总结与把握。学习中

国工会史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工会运动苟特色，借鉴

历支经验，发杨先荣传统，必将促进我睡工会事业的振兴。

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率上。中毒工会的诞生回然有深革的工人

经济斗争的根源，但它一开始就是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政治斗争

联系在一起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我理工会运动一直同我国整个革

命和建设事业的历史进程紧密结合，随着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

品不断前进。它不像一些西欧国家的工会，不但是工人反对资本家

剥削的经济斗争均产物，而且经历过较长的相对拉立的经济斗争

阶段，然后才逐步上升到政治斗争，并把这两种斗争结合起来;有

的甚至长期把工人的斗争仅仅局限于经济斗争，否认政治斗争。中

国工会的这种历史特点，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试点，应当继承和发

扬。但是，同时它是，隐含着自身的某种弱点和先天的不足 z 工会从

事经济斗争的经验和传统比较文故，甚至容易忽视维护职工经济

利益的重要性。建国后我国工会三决大的错误和挂拆都与此有关。

全面地，借鉴和吸收远方画的历支经验和教训，对做好今天的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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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将起到揭导的作屑。

在工人阶级政党与工会的关 1呈上。中国工会一直自觉接受中

吕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历支形成的，也是历支均选择。就一般规律

品言，革命工会必须紧紧靠近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觉，接受其领导，

和党协商动作。但是，二者关东的密切程度如何，员IJ 因各盟具体历

史条件均不同而有很大苟差别。一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会建立的先

后对二者的相互关率有相当的影响。欧洲一些国家的工会先于工

人阶级的政党雨建立，曹长期受到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的

影响，所以有的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关呆不够密切。至于在中

蜀，早期工会虽萌芽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前后出现过少量现代工

会组织，但革命工会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

的。七十多年来，在中吕工会史上无论是资产阶级招牌工会、国民

党官办工会，还是日本侵略者拳莽的汉奸工会，都被历支的亘潮元

靖地淘汰丁。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工会，虽历经挂析，几度坎

坷，但它经过于锤百炼，日益发展、壮大、成熟，玲我蜀革命和建设

事业作出丁重大的贡献。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条颜扑不灭的真

理 z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给中国工会指明通往胜利之路。但是，在

肯定党的领导地位的同时，还必须指明工会自身法具的社会功能，

把坚持党对工会运动的领导权同工会强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内在地

统一起来，这是二者桔互关幸的基本规律手能否全面辩汪地理解和

自觉地实践这条规律，乃是工会事业成敞的一个关键。

在统一战线与工会的关患上。统一战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对

整个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具有重要作用的经验。工会运动是否执

行统一战线政菜，对工会运动的胜跤，工会事业的盛衰具有决定性

作用。在中嚣工会运动的整体结构中，中犀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运

动是工会运动发展的主埠，因为它代表?工会运动的正确方向，真

正代表工人阶级玛利益.并最终使全国工人阶级走向统一，争取彻

底的解放。但是，中国工会运动是在半蓝乱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特

殊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发生发展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不仅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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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带有封建色彰的行帮、会党组织，资产阶级领导的工会毡，开始

萌芽，并得到一定发展。党成立后的几年中，把工人运动作为中心

工作，工会运动获得蓬勃发展，然而这一运动一开始就显示 7 统一

战线性晨，并不为共产党人所强色拉捷。从第一次到第三次全国劳

动大会的代表看，既有共产党人领导的工会代表，也有国民党人、

克政府党人及其他方面人士领导的工会代表。历史土，共产党与萄

民党两度合作，根据地(解放区〉工会与犀统ß.(抗战时期还有沦陆

区〉工会并存。因此，革命工会只有￡确执行统一战线政菜，才能正

确处理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件关率，联合农民阶级，西结小资产阶

级乃至民族资产晗级，乳国扩大革命统一战线，推动民族解放事业

的胜利发展。革命工会只要处理好与其他工会的统一战线关桑，工

会运动就能蓬勃发展，走向团结和统一。今天，当港澳即将自归祖

盟，海峡两岸的统一势在必行，工会运动执行统一战线政革的经

验，对推动中国工会运动的最后统一，电具有特殊的意义。

中函工会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走苟道路，是一条胜

利的道路，同时也是一条起伏曲折的道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

由半豆豆乱地、半封建的曰中国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萄。新生品人数

相对较少的中国工人阶级面对的是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

资本主义势力，这就使中国工会运动起步维艰，历经失敢和挫折。

党内多次出现的右的和"左"的错误，也给工会运动带来 7 极大的

损失。但是，工会运动却能静在不断地告我完善中向前发展，就在

于它能够及时总结房支经验，衫、真汲取历支教析，从而克服丁困难

和错误，也斟适?适合中国特点的、丰富而具有历史意义的经验。

不仅有在农村革命根据地长期奋斗，配合革命战争的经验，又有在

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长期从事白区工人运动，配合以农村为主要

阵地的革命战争的经验;既有武装斗争的经验，又有政权建设、经

济建设、文化建设的经验;既有工会组织原则的基本经验，也有工

会工作的具体经验，等等。这些叶推进工会运动的发展乃至整个革

命运动进程起 7 重大的作用，玲当前和今后也具有重大的借鉴意

-4 一



义。

这部《中国工会支))，我读丁以后，内心非常高兴，认为这本书

作为历文是严谨的、可信的;作为教材是可用的、也是可读的。作者

不拘泥于流行的见解，也不堆砌陈言套话，而是在深入研究材料的

基础上，迭出新意，刀求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关于中国工会产生

的时间，工会史的分期，本书也自成一家之言，不人云亦云 。它既紧

紧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工会这条主线，又对中国历史土曾

经产生过影响的形形色色工会分别不同情况，加以客观的许价，而

不是视而不见，把生动丰富复杂的历史简单化。在支料的搜集主，

作者也颇下丁一番功夫。

自古文章瑕翁互见。这本书作为中国工会史的初始之作，也并

非十全十美。工会支和工运史的联系与区别，如何处理得更加辩

证，尚待深入探索。史耕的取舍，记述的详略，考虑未必处处周全。

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作者匠心独运，终难悉当。历史经验作教

训的总结与概括，也决非一朝一日之功所能尽善。就总体y存，论，这

本书虽有某些不足之处，但毕竟珉不掩输，它是大家汾望已久协，

内容较丰富也比较完整的中国工会史的本子，是一个民讨的 11 端，

值得向工会同行们推荐。

中国工会支的研究开始还不久，还有许多重大问题有待继续

深入探讨和解决。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工会理论和工会史的研究工

作者和教学工作者致刀于这方面研讨与探索，并取得更加丰硕的

成果，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工运事业的振兴，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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