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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劳动志》是南通历史上首次专门记述劳动工作的志

书。记述了旧中国南通工人被剥削压迫的悲惨境况和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为反剥削反压迫进行的英勇斗争，它是旧中国阶级矛盾’：

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和工人阶级日渐觉醒的珍贵史实的组成部分，

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自1949年

至1990年四十多年间，南通市劳动工作的发展历程、成就帮曲折，．

它是新中国劳动工作的方针、政策、措施在南通市具体实践的珍贵

史实。《南通市劳动志》纂成和出版，对保存和借鉴历史资料、教育

，和帮助职工参与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

的劳动工资制度，均有实际意义。我作为曾在南通市分管过劳豺

工作的市长，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 ’

新中国的劳动工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箕

建立和完善，关联到国民经济各部门各方面，关联到国家当时的

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是极具复杂性的。劳动工作的方针、改
策正确和切实与否，不仅关系到广大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

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和人民政权的巩固，是重大的政

治，经济问题。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劳动工资问题历来极为

重视，按照在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职工物

质文化生活的方针，统筹兼顾地适当安排和解决劳动工资问题酊

各方面关系，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和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工资、职工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并

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改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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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且近百



年来受尽外国侵略欺凌，经济、文化均甚落后且地区之间发展极

不平衡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进行的。劳动工作的方针、政

策，措施的制定，无不打上当时历史条件的烙印。加之，我们对

社会主义劳动工资制度究竟应是个什么样的模式，以及对中国的

具体国情也有个深化认识过程。因此，从今天的高度看记述的史

实，曾经实行过的劳动工作的方针，政策、措施，有成功的或比

较成功的，也有不那么成功甚至失误的。正确的认识来之于实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们整理历史资料，总结历史经验的

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建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工资制

度。

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是为了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物质文化生活

水平，其根本方法就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劳动就业的解决，

职工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环境条件的改善等等，均有

赖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必须依靠广大劳动

者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劳动者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又需要和依赖正确、系统、切实的劳动制度。中国共产党和人民

政府历来强调要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劳动者个人之间物质利益

的关系，并按照发展了的政治、经济情况，对劳动工作具体的方针，

政策及其实施办法不断进行探索调整，力求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

力的发展。但历来强调要坚持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相结合的原则，

在尽可能快，尽可能好地改善劳动者物质待遇的同时，大力提倡

对广大职工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教育，提倡共产主义道

德品质和劳动态度，提倡顾大体识大局的主人翁意识，反对损害

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错误行为。历史证明，这是一条异常成功

雷臼经验。否则，即使有了正确的劳动工作的方针、政策，措施，也

会出现。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挣的情形。这一点，无论如何是我们

在今后劳动工作中应当充分注意和切实记取的。

我国全方位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主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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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劳动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以史为鉴，愿南通市的劳动工资制度的改革取得更大的成就，使

劳动工作在振兴南通经济的宏伟事业中发挥应有的更大的作用。

碾徒才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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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记述范围为企业职工劳动工资主要史实。国家机关

和事业单位同企业职工有关的劳动工资史实亦略记述。精减职工

和减少城镇人口曾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一项重要决策，同劳动

力管理有重要关系，且系劳动部门主办，故设专节记述。知识青

年上山下乡对城市劳动就业曾产生重大影响，且其再安置工作由

劳动部门办理，故设专章记述。

二，本志记载内容断限。．卜限为新中国建立前，具体时限以

征集到的资料为准。下限为1990年，某些史实的记述为保持完整

性，亦略记1990年后的情况。

三，本志取材地域以南通市行政区辖为准。市管县前为南通

市史实。市管县后以市区史实为主，兼记涉及各县的史实，并在

文字上隗明或加注。

四，本志分“旧中国篇(1899．-',-'1948年)嚣和。新中国篇(1949,---

1990年)，，并按劳动工资工作业务性质排定章、节，条目，按编年体

记述史实。

五，本志历史资料，主要录自南通市档案馆档案，市劳动局

尚未转档案馆的档案(1985年后)及编印的《政策文件选编》和单项

资料汇编，市统计局编制的《南通经济概览))及年报，市有关部门

编写的志书史书或其他编写资料。小部分录自有关史书、报刊及劳

动工作干部个人保存的文稿、统计资料。为减少篇幅，或取间接

引述或未注明资料来源。

六，本志记述新中国建立后的资料中的。元，，其中岛旧人民

币，未换算为现人民币(旧人民币折合为现人民币折合比率为



10000：1)，大部在括号内注明盔旧人民币一，_石摹，叠斗-，。升一是

十进位，换算为市斤，一般一石150斤，一斗15斤，一升1．5斤。

七、本志新中国篇中记述的集体所有制企业，除在记述中已

写明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或乡镇企业外，均为市，县属集体所有

制企业，习惯称大集体企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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