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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劳动志》现在和大家见面了。这是吉林

省建置300多年来第_部劳动工作专业志书。它记

述了从清朝、民国、东北沧陷时期、解放战争时期．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截止1 985年的各个历史

时期的劳动就业、职工技术培训、在职职工管理、工

资制度、劳动保险与职工福利、劳动保护、机构沿革

等劳动工作的历史：状况与发展变迁等，特别是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劳动、工资、保险三大制度改

革的情况，以翔卖的史’料作了较全面系统的记述。

劳动工作是一门劳动管理科学。从产生、发展、

变革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自清朝中晚期以后，

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在我国的出坝，城市手工业的发

展和现代工业的诞生，劳动管理在整个社会生活和

经济生活中成为经济管理和政权管理的一部分。辛

亥革命以后，我省地方政权的行政管理中，已经有

了专门机构来管理劳工工作。在军阀混战、日伪统

治以及解放战争等不同的历史时期，劳动管理也部

有相应的内容。了解和研究这一发展过程，对于劳

动管理科学的进步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从事劳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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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以至经济工作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应

该也必须继承这一份宝贵的遗产。同时，由于劳动

工作作为整个经济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很大

程度上反映和代表了经济发展的水平和不同历史

时期的社会制度特征。因此，《吉林省劳动志》作为

我省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全面了解和研究

我省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必然起

到积极的作用。这是我们编写《吉林省劳动志》的初

衷之一。 ，

新中国的诞生，结束了劳动人民几千年来被剥

削、受奴役的历史，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党和

政府十分重视劳动工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劳动法

令和政策，劳动管理开始走上系统化、制度化轨道，

使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地位不断改善和提高，极大

地激发了广大劳动者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热情。特

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劳动、工资、保险等

项制度改革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劳动管理的法制

化、科学化建设方面迈出了较大的步伐，促进了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对于建国以来我省劳动

工作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教训，至今尚未有一本较全

面系统的专著来记载，《吉林省劳动志》的出版，填

补了我省的这一空白。
，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九十年代第二步战略目



标的重要时期。如何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

品经济发展，有利于深化劳动制度改革，能够充

调动广大劳动者积极性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是摆

广大劳动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完成这一

务，不仅需要从事实际工作同志的努力，也需要

大理论工作者的积极探索。《吉林省劳动志》为全

反映我省劳动工作沿革情况，适应解决现在已经

生和将来将要产生的宏观和微观管理方面的各

问题，提供了一份较全面系统和翔实的史料，是

大劳动工作者不可多得的基本资料。

编纂《吉林省劳动志》是一项新的工作，在无

例可以师法的情况下，编者搜集、整理了大量的

料，在有关方面的配合下，经过艰苦的工作，终于

本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虽然，由于可供查询的

料限制，还有不够全面、不臻完善之处，但毕竟是劳

动史志工作向前迈进的一大步。在此，我们向为编

纂《吉林省劳动志》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致以衷

心的感谢!
。

副雅艺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作者：吉林省劳动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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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吉林省劳动志》的编纂，坚持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记载吉林省劳

动工作的历史和现状。 ．

。

二．《吉林省劳动志》记事时间，原则上以清

顺治十年(1 653)宁古塔将军设立为上限，以1985

年为下限。

三．《吉林省劳动志》记事空间，以】985年吉

林省行政区划为?隹。依此难以处理的，则按当时

的行政区划记述。 ．

四．《吉林省劳动志》为记叙文体，采用述、

记、志、图、表五种体裁。 ‘

五．《吉林省劳动志》依据学科分类，大多采

用章节体，设篇、章、’节、目。

六．《吉林省劳动志》使用的主要数据，以省

统计部门认定的为准；业务部门提供的数据均经

过核实。附录图表按篇、章J顿序编号排列，放于

卷尾。(见附本)



七．《吉林省劳动志》使用国名、地名、机构

名、文件名、各类专用名称均写全称，使用简称

时，在首次出现时注明。历史地名均写原名，在

括号内注明今名。对人物的称呼，除引用原文

外，均直书其名，不加职衔。

八．《吉林省劳动志》对1 931年9月1 8日至

1 945年8月1 5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时期，根据

行文的语言环境确定具体称谓。凡作为历史时

期，均称“东北沧陷时期’’。在行文中涉及到日伪

政权机构、职官，在其原名前加“伪”字或加引
口
可。

九．《吉林省劳动志》纪年采用传统纪年与公

元纪年两种方法。辛亥革命前；一律采用以朝代

年号加注公元纪年的方法；辛亥革命后，一律采

用公元纪元，中华民国纪年加注公元纪年之后。

伪满政权年号一般不标出，必须标出时。在年号

前加“伪’’字。
‘

．

十．《吉林省劳动志》引文忠于原文，对原文

中的错字予以矫正，繁体字改为简化字；引用古

籍或古地名、古人名，使用简化字容易引起误解

者，仍使用繁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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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劳动工作是一项经济工作，又是一项政治、社会工作，它包括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又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

的问题；既关系列国民经济各部门、又关系到生产、分配、流通、消

费各方面。它承担着劳动力计划、调配、管理；劳动就业、培训；工

资、保险；安全监察等项任务。 ．

一

(一)职工的变化。吉林省职工人数1917年(民国6年)．工业，

共有职工9．269人。日本侵占吉林之后的1932年，工业，共有职工

人数8．945人，到了1939年有了一些发展，工业，职工人数已达到

41．509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吉林省全民所有制职工

人数已达到233．350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职工人数有了较大的

增长，1952年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已达到483．789人。第一个五

年计划时期职工人数比较稳定增长。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吉林省

职工人数增减变动为大，1958年国民经济“大跃进”，全民所有制

职工人数比1957年增加491．468人．增长66．1％。1958年增人过

多，超过了经济负担能力，1959年不得不精减职工29．1万人，

1961年至1963年进行了大幅度的精减职工，三年共椭减职j[76．

7万人。1963年至1965年的三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吉林省全民

所有制职工人数达到1．245．001人。第三个五年计划后期，第四个

五年计划前期，盲目增人，擅自增人，严重冲击国家劳动计划，吉林

省1970年至1972年超国家劳动计划增人37万人，1973

注：民国、日本侵占吉林省时期的职工人数·均按当时行政区划统计的·一，一j7

I＼＼＼I}J』／／III』j』／

＼2_、

{／，／＼，j{／)，



年按照【司家：≮。力鄙的要求，精减职工12．3万人。第五、六个五年计

划职工人数随着囡民经济的发展，职工人数平稳增长，1985年全

民所有制职工人数已达到3．044．311人，比1949年末增加2．

810．476人，增长12．02倍，年均增加7．8万人。

集体所有制职工人数1985年已达到1．449．145人，比1957

年末增加1．260．709人。增长6．69倍，年均增加4．5万人。

(二)劳动就业。吉林省劳动就业始于清代小手工业、小店铺、

行商、打工“自谋生计”，清代末期发展为“合伙开业兼有雇工，少则

一、二人，多则数人”。中华民国中期，吉林省手工业、商业相继发

展，现代工业初兴，民族工业略有雏形，官营企业招募人数略增，私

营企业雇工则有较多的增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吉林省50年代初期，实行政府介绍就

业与自行就业相结合的方针。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劳动就

业采取了国、公营企业用工招聘，私营企业雇工、个体经济自行谋

生办法，解决其就业。吉林省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人员，1956

年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50年代中；¨j，对打击个体经济，限制集体经济，就业渠道，由

宽到窄。劳动力形成了集中的统一管理，劳动就业由政府“统包统

配”开始走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经济一条就业渠道。临时工、季节

工，亦按全民所有制单位的需要．统由政府劳动部门介绍。城镇闲

散劳动力增多，1962年开始动员社会闲散劳动力和城镇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处于崩溃边缘．

社会待业青年到全民所有制单位就业增加了更大的困难。城镇大

批知识青年继续动员上l且下乡，城镇企业所需要的劳动力，又入批

从下乡满二年以上的知识青年中招收。

1978年8月．吉林省对中学毕业生实行“四个面向”(升学、招

工、下乡、参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经济体制进行了改

革，实行多种经济并存。劳动就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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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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