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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囹 (职业技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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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又是全国解放最早、建立劳动

局最早的大城市。《哈尔滨劳动志》出版了。一这是第一部系统地记

述哈尔滨市近百年劳动管理工作的专业志书，它的出版，是哈尔滨

市劳动战线的一件大事。
。

，

恩格斯说：“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

．(《马克斯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254页)《哈尔滨劳动

志》也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本世纪初，哈尔滨由一个村镇发展为

一城市。近代工业生产改变了人们的劳动方式。雇佣劳动给资本家

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也加快了城市发展。然而，广大劳动者在政

治上受压迫，在经济上受剥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948年1月，哈尔滨市劳动局建局伊始，就根据党的方针、政

策，调整劳资关系，制定分配办法，解决广大劳动者的劳保福利和

安全生产问题，激发了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为解放全中国做

出了贡献。哈尔滨解放40多年来，劳动工作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

的中心工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发

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城市经济体制

改革中，劳动、工资、保险制度改革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为建立具有

中国特色的新型劳动制度奠定了基础。 、

《哈尔滨劳动志》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反映出不同社会制度下

一劳动制度的变革过程。这部志书问世，既是修志人员共同努力的结

果，也是全市劳动战线职工辛勤劳动的结晶。希望这本书能对劳动

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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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按照“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力求

反映时代特点、地方特点和劳动工作特点。
7

， 二、本志断限力求通顶，从事物发端写起，下限至1988年。记

： ，一述范围以现行哈尔滨市市辖区为准(市所管辖的市，县不记述)。
’

三、本志结构为篇、章、节、且、子目五级。横分门类，纵写史实，

：
。 以事命题，以节为记述基本单元。

’

； ‘四、本志体裁为述、记、志、传、图、表、录，以志为主，文体采用

语体文、记述体，行文以《(哈尔滨市志>编写行文规定》为准。
”

五、本志资料多属图书馆、档案馆藏和本局档案资料，重要数

据以市统计局为准。解放前的历史资料，有的出处不一，互相印证。

口碑资料均已经过考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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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中东铁路全线通车后，沙俄、德国、波兰等外国资本家陆续

建立一些制粉、酿酒、制烟等近代工业企业，雇用数千名中国工人。

修筑中东铁路前，哈尔滨人口仅几千人，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

已达3万人。城市规模扩大，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光绪三十一年

(1905年)，民族商业企业达百余户，店员五六千人。、 。“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哈尔滨辟为商埠。外国资本大量输

√ 入，在短期内造成虚假繁荣，但它基本上是商业型消费城市，工业

’基础薄弱。除少量机械修理业，工业多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油、酒、

。， 米、面加工业。在这些企业中，技术岗位多是外籍人员，中国工人大

， 都从事繁重体力劳动，文化、技术素质很低。由于农产品加工受季

节生产影响，生产旺季雇用大量临时工，淡季则有很多工人失业。
。

i 资本家为获取高额利润，采取各种手段延长工人劳动时间。中 ．

弧 东铁路总工厂虽然规定8个半小时劳动时间，但工人经常工作10

二， 小时以上。俄国工人每年享受1个月休假，中国工人只有少数工匠

： 才享受这种待遇。榨油、制粉、制鞋等行业的工人每天工作一般在
‘

14,--,,16小时，有的甚至18小时。 “ 。

，4

民国3～7年(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俄滥



·2· 概： 述

发纸币，引起恶性通货膨胀。俄国十月革命后，沙皇政府被推翻，俄

币急剧贬值，工人收入减少十之八九。据民国8年(1919年)12月

12日《远东报》载：哈尔滨“入冬以来，钱法毛荒i以至米面及各种

货物异常昂贵，凡劳动界所得之工资入不敷出。现天气酷寒，一般

穷苦工人无不号寒啼饥纾。
“

。 ’～

。．4．

‘’t企业中中国工人工资要比外国工人低得多。据哈尔滨道外商

工会《会刊》记载：民国15年(1926年)对628个工厂(占全市工厂

总数的94．6％)工人年平均工资情况调查：日本人648卢布，俄国

人472卢布t中国人仅163卢布。一个中国工人的工资只相当于一二

个日本工人工资的1／4。，一个俄国工人工资的173：据伪满康德5

、年(1938年)出版的《满洲苦力》一书记载：哈尔滨机械器具工业工

人日工资，日本人3．42元，中国人0．73元，金属工业工人日工资；

日本人1．93元，中国人1．09元；食品工业工人日工资，日本人

-2．15元，中国人0．79元(均系伪满洲国币)。、。 ：一 ：
．_．

，民国5年(1916年)，沙俄哈尔滨市董事会设立劳动介绍所，

并与其签订提供劳动力契约，负责到关内招雇工人和协助把头包 ，

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于民国19年(1930年)12月1日

起，中东铁路曾一度施行职工免费、半费医疗制度，伪满康德2年

(1935年)日本购买接收中东铁路后，这个制度又被废除．伪满康。

德8年(1941年)12月，伪啥尔滨市公署设立劳务科，只管“劳动统‘

制”和‘‘工资统制”。以后，伪满洲国民生部、治安部也曾发布过《土

．木建筑劳动者保护规则》和《土木建筑劳动者灾害扶助之件》、《发’

生死亡时吊慰金赠与要纲》等，但都是一纸空文，并没有得到实施。

工人死亡，“吊慰金”被工头克扣、被把头侵吞，生、老、病：死、伤、残

无人过问，再加上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和各种苛捐杂税的盘剥，工

、。人生活苦不堪言：，海√ ≈，’。 一’‘，’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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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4月28日，哈尔滨市解放。中共哈尔滨市委员会(以

下称市委)、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以下称市政府)十分重视劳动工，

作，1948年1月，成立哈尔滨特别市劳动局(以下称市劳动局)。市

’劳动局成立后，紧紧围绕不同历史时期党的中心工作开展劳动工‘

：作，对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

·’o 哈尔滨市解放初期，失业问题相当严重。全市工商企业由伪满

康德8年(1941年)11 100个减少到5 127个，从业人员由11．5万．

人减少到2．2万人，各种失业人员12万人。面对这种情况，市政府

对官僚资本企业职工实行“包下来”的政策，给予工作和生活出路I

对私营工商业实行保护、扶持、恢复和发展的政策，组织工商业者

与职工互相协助，签订分红合同维持生产(经营)，减少失业；扶持

和发展支援解放战争的军工、军需生产，增加就业岗位；对社会上

失业人员，采取政府直接介绍就业和扶持组织各种合作社、实行生

产自救、动员移民下乡等办法进行安置。到1948年底，安置

106 168人，其中政府介绍和协助安置就业44 258人，政府协助和

”组织合作社及自谋职业30 024人，动员移民下乡9 370户、31 886

人，使全市失业人员由1946年占城市人口的21％下降到4．3％，

基本上解决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问题。c’ ：．j ，
，

、
．

。 哈尔滨市解放伊始，人民政府就着手研究解决工人劳动报酬

问题。1946年6月7日，市临时参议会通过《哈尔滨市施政纲领》，o

规定私营企业“在劳资双方自愿原则下，实行分红制度，以促进劳

资合作，发展生产，合理的实行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以稳定工人生

活”。市委组织民运工作队深入各行业协助劳资双方实行分红制。

据1947年2月不完全统计，全市私营企业中，工业有39％、商业

有10％实行分红制。1948年，实行实物工薪制，以“工薪分”确定职

工月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步实行按劳分配，同工同酬

^L■■；，卜‘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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