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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劳动人事志》编纂人员与历任领导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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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南昌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

瑶对手
《南昌市劳动人事志》撰修工作历时三载，几易其稿，

现在与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件大好事。它全面、系统地记

载了南昌市建国以来劳动人事工作的发展与现状，是一部

融资料性、启发性、科学性为一体的著述。

此书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翔实的史料和大量的数

据，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南昌市劳动人事工作发展的历史轨

迹。它对推进南昌市劳动、人事、工资、社会保险制度和机

构编制的深入改革，对全面振兴经济具有重要的作用，为

领导机关进行有效的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广大劳动

人事工作者和研究者提供了十分适用的参考资料书。

自建国以来，南昌市劳动人事工作大体经历了四个时

期：即初步建立制度时期；曲折发展时期；遭破坏与恢复

时期；全面恢复改革探索时期。通过这四个时期的记述，

可以看出其中既有经验，亦有教训。经验如何发扬光大?

教训如何吸取?如何根据南昌市的特点继续深化改革?这

是历史对全体劳动人事工作者提出的尖锐问题。

南昌市劳动局和人事局在资料缺、人力少的条件下，

组织人员，依靠群众，广征博采，校核考证，终于完成了

这一艰巨任务，确是难能可贵。他们属序于我，只好聊书

数语，以为报命。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书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

线，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地反映南昌市劳动人事工作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力求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和新的方法编纂。继承“详今略古、

详近略远’’的传统，存真求实，务期发挥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

三、本志断限时间，上限起于1949年S月，下限止于1990年6月。部分内

容按需要作～定的历史追溯。

四、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四部分组成。表格穿插其中。专志

共8章、34节、88目。

五、本志采用公元纪年，清代年号、民国时期均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黟，1949年5月22日南昌解放后简称“解放后"。

六、数字书写，根据1986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刊载的《关于出版物上

数字用法试行规定》处理。

七、本志所引资料，多属档案馆和南昌市劳动局、南昌市人事局所藏。数

据以统计局资料为准。统计局未有的资料，以市劳动局、市人事局所存资料为

准。统计口径。 “全市力包括市辖四县I “市区”含五个区I “市属”为市直

各部门直接管理的单位，不同区域范围的数字不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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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劳动行政和人事管理历来是国家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职能。劳动行政工作是指对人们参

加社会劳动的各项管理，它包括劳动力的计划、招收、录用、调配、培训、使用、工资，保

险、保护、辞退等方面的工作，人事管理工作主要是指用人以治事等方面的管理，具体是指

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录用、培训、调配、使用、任免、考核、晋升、工资、福利、奖惩、退

休、离休等方面的工作。

民国时期，南昌市的劳动就业工作由国民党市政厅社会科职业介绍登记所职掌，人事工

作由市政厅秘书处人事股管理。

1949年S月2213南昌解放，6月6日成立了以陈正人为主任委员、陈奇涵，邵式平为副

主任委员第十一人组成的南昌军事管制委员会，7日以邓飞市长、陈南生副市长主持的市人

民政府宣告成立。劳动工作由6月3日成立的劳动局管理，人事工作先由民政局管理，1951

年11月移交新成立的人事局管理。从此，南昌市的劳动人事工作随着政治经济的需要和国家

劳动人事制度的建立健全而开展起来。它对于贯彻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路线和国家劳动人事政

策，安排劳动就业，合理配置劳动力和选拔、培训、使用人才，完成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

起到了重要作用。解放40年来，职工队伍不断发展，由1949年的2．94万人发展到1989年的

81．13万人。其中全民职_-[159．64万人，集体职工21．49万人，平均每年递增26．5％。到1989年

全市职工年工资总额12．80715亿元，年平均工资1610元。全民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

17211元，集体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9819元。但是，劳动人事工作也出现了一些失误，

经历了一番曲折的发展过程，到1989年止，大体可划分为四个时期。

南昌解放，劳动人事工作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全面接管旧政府，建立各级新生政权缺

少大量干部，二是旧社会遗留了大批失业、无业人员，他们迫切要求就业，寻找生活出路。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有计划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建立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干部、工

人招收、调配，教育培训、工资，福利徊国家机构编制管理等方面的制度。

为了巩固人民政权，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市人民政府于1949年6月作出了《关于

进行接替伪政府的决定》，按系统，按性质组成军政、物资、交通，文教，公安等接管机

构，摧毁了旧政府，建立了人民政府机构。同年7、8月市民政、劳动等局成立，至19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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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人事工作从市民政局分离出来，设市人事局管理。对旧政府职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公

教人员和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职工，除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以外，全部实行包下来的政

策，对城镇失业人员实行生产自救，以工代昧，组织回乡生产，发放救济金和组织转业培训

等。在工薪制度方面，从实际d{发，针对各类人员不同情况，分别采用适当的工资分配形

式，对接管后的留用人员实行原职原薪，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行供给制和工薪

制。经过第一次．E资制度改革，企业工人改行八级工资制。社会保险和职工福利工作，主要

是贯彻《中华人民共和闺劳动保险条例》，在100人以上的同营、私营和合作社单位建立疾

病、伤残，生孕、死亡、养老等保险制度。在其他企业签订集体劳保合同。此外，市人民政

府颁发了《南昌市编制员额初步意见》、《南昌市人民政府组织条例》(草案)和《干部调

配制度》，明确了国家机构编制员额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制度以及干部调配权限，程序
等。

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劳动、人事、工资制度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加

强。市人民政府统一了工人的招收和调配制度，使过去劳动工作重点以救济和安置失业工人

转向有组织有计划地凋配工人。进行了第二次一r资制良改革，进一步调整了各类人员的工资

关系，统一实行了新的以货币为计算单位的工资标准。同时制定了《南昌市工厂企业安全卫

生委员会组织规则》。南昌柴油机厂、南昌修配厂等43家工厂企业建立了交接班。安全生产

责任制、安全卫生日工作制、安全卫生检查评比制、安全操作规程、机器检查保养等10多种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市人民政府还颁发了《国家机关、事业‘、企业单位工作人员调配管理工

作暂行规定》、《南昌市人民委员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暂行办法》(草案)，使劳动，

人事，工作走上了制度化的轨道。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为了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建立了劳动保护安全

互检组，制定了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安全教育制度、交接班制嚏、安全活动日制度、工伤事

故分析报告制度、安全生产责任制、编制安全技术措施计划等制度。完善丁吸收录用干部的

有关规定、干邵调动手续和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惩审批权限。加强了工人

的技术培训，大办技工学校25所。

但是，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劳动人事工作走了弯路，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由于追求高指标，只讲生产，不抓安全，事故连年发生，伤亡事故不断增加，千人死亡

率为0．3335‰，千入重伤率为0．8174‰，成为解放后第一个事故高峰期。二是职工队伍不稳

定。第一次出现了城乡劳动力大对流。仅1958年就从农村招收了5743名工人。1960年至1963

年，为了压缩基本建设战线，减少城镇人口；加强农业战线，精减职工110510名，下放城镇

知识青年2244人，精简人数占1958年至1960年三年增加职工总和的61．81％。人事工作出现了

边情减下放、边吸收录用的现象。1957年至1958年为了精减机构，加强劳动战线，下放了

3217名干郏到农村(含国营农场)。1958年至1960年义吸收录用了3957名干部。三是工资制

度出现了走回头路的现象，曾一度在企业新招工人中实行半供给半工资制度。

1960年党中央开始纠正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失误，扭转被动局面，实行“调整、巩固、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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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提高’’的方针，劳动人事工作在曲折中逐步转入正常发展轨道。一是颁发了《南昌市爆

炸化学危险品管理细则》，并根据江西省劳动局《关于加强企业劳动保护工作的条例》，工

厂企业建立和完善了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二是全市企业开始实行编制定员工作，实行自然减

员补充制度。三是市人民委员会颁发了《南昌市关于对需要就业劳动力登记、管理、调配暂

行办法》，对全市社会闲散劳动力进行了全面调整摸底和登记建档建卡工作，采取组织力工

队、社会青年工读班、服务站和厂外加工生产、动员社会闲散劳动力上山下乡、参加筑路修

堤补口、绿化造林等形式，先后安置就业37472人。并从1964年开始在企业、事业单位试行

少用或不用固定工、多用临时工、季节工和亦工亦农、半工半读的新的劳动制度。江西氨厂

率先实行亦工亦农轮换工制度，接着南昌齿轮厂、江西拖拉机厂、南昌水泥厂、南昌耐火材

料厂、江西砖瓦厂，南昌钢铁厂、洪都机械厂等企业也先后试行亦工亦农轮换工制度。四是

进行了两次工资调整。1959年工资调整范围较小，纠正了半供给半工资制度的现象。接着在

1960年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降低行政17级以上党员干部工资。1963年调整工资的规模较大，

简化了工资标准，制定实行了新的工资标准。社会保险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市属国营

企业实行《劳保条例》的单位由1951年的12个增加到1966年的117个。五是发布了《关于从社

会上吸收干部的规定》，《关于报市审批的行政纪律处分材料等问题的通知》。开展了集体

所有制单位1962年12月31日以前"以工代干“人员转干工作。同时，1962年S月市人委通过

了《关于设立工作部门和办事机构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各工作部门及其职能，全市

总编制控制在规定的限额内。

1966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党政群机关受到冲击，正确的劳动人事政策规定、工作

制度、管理方法、遭到了破坏和废除。1968年2月14日，成立南昌市革命委员会，设“三韶

一室，，，取代市委和市人民委员会机构职能。“文革前"试行的固定工和临时工、合同工并

存的两种劳动制度被否定，临时工、轮换工改为固定工，企业的用工制度进一步单一化。，

1968年开始第二次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到1980止，全市下放知识青年61037人。．

由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加上城镇企业单位用人按照当时的规定，不能从城镇招收，只能到

农村招收，1969年至1972年，从农村招收了8883名工人，形成了解放后第二次城乡劳动力大

对流。企业劳动力管理制度被取消，劳动纪律松懈，安全生产无人问津，事故隐患得不到整

改，工伤事故对有发生，十年间3人以上死亡事故2l起，1972年至1976年，千人死亡率在

O．2‰以上，成为解放以来第二个事故高峰期。社会保险变成了企业保险，由工会组织统筹保

险基金的方法被迫取消，各项社会保险制度费用的支付改由企业营业外列支。从社会上和在

职人员中吸收录用干部工作被迫停止，军队干部按复员处理，打乱了人事管理制度的正常运

行。取消了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使企业的多种工资形式变成了简单的计时工资，奖金变成

了月月固定人手一份的“附加工资"，同时停止了计时工资的正常考核制度和正常升级工

作。 ，-

1973年，国家进行了经济体制的整顿，市革委设立一部一委八办和三十个局、行、院“

委。劳动局、入事局相继恢复，劳动、人事、工资、机构编制管理的日常工作开始运转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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