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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荫掩映的绍兴市劳动大楼

胁一九九O年五月，国家劳动部副部长事

沛瑶^右三v在绍兴考察



△联合国国际劳I组织社会保险专家在绍兴考察

2

q一九九。年一月，国家劳动部副部长李

伯秀^左一v在绍兴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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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A六年．绍*市劳动学会成÷

b招L报名场景



7】绍兴；F劳动局劳动保护监察

抖荣获“七、五”期间全国职业安

全卫生监察I作先进单位

绍兴市职业技术培训中心教学大

楼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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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秉依继承历史、服务当前、惠泽后世的宗旨；遵循贯通古今、详今略古、

科学客观的原则，我们编纂出版了《绍兴市劳动志》。《绍兴市劳动志》注重劳

动工作的历史沿革，厚今薄古，并把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劳动

制度改革作为重点，载入史册，内容全面，纲目清晰，文简而事丰，既不失时

代光辉，又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部门特色。《绍兴市劳动志》共25万字，内设

劳动就业、工资分配、劳动保险和劳动安全等十一章，全面记述了浙江省绍

兴市劳动工作的发展概况，使读者对绍兴市的劳动工作大体了然。劳动吏

貌，展卷可得。

劳动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事关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之大局，与人

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作为绍兴市劳动科学基础研究的一项重要成

果，《绍兴市劳动志》的出版，为研究绍兴市劳动工作发展吏提供了较为完备

的材料，是绍兴市劳动部门积累资料、保存文献、总结经验、指导工作的一次

有益尝试。因而必将成为我市劳动经济管理工作者学习劳动业务、借鉴历吏

经验、总结发展规律、服务劳动制度改革的良好教材，对劳动机关行政职能

的转变和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将发挥积极的作用。虽然，因时间、条件和水

平的限制，本书难免有疏漏之处，但其终不失为绍兴市第一部较为完备的劳

动工作资料总汇。

众手成志。在编委会的领导下，修志人员数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埋头苦

干，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编纂工作承蒙市地方志办公室、市档案馆、绍兴县档

案馆、宁波市档案馆、鲁迅图书馆等单位的热忱帮助和劳动部门全体同志的

鼎力支持，得以办成这样一件裨益当今、惠及后世的大好事。

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全民所有

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已颁布施行。新的形势给劳动部门提出了新

的课题，需要劳动经济管理工作者不断开拓创新。我衷心希望我市劳动工作

者通过《绍兴市劳动志》，了解劳动历史，关心和热爱劳动工作，努力推进劳

动制度改革。为绍兴经济的发展作出新贡献。

周煦友

199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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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按照厚今薄古、详

近略远的原则。力求真实、准确、全面地反映绍兴市劳动工作的历史和现状，

充分体现时代特色、地方特色和部门特色，以期达到“存吏、资治、教化”的目

的。

二、本志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绍兴市的劳动工作，部分内

容上溯到民国、明清，个别的至汉以前。下限一般到1992年。

三、本志采用以时为经，以事为纬．以事命题的方法撰写，体裁涉及编年

体、记事本末体等。全志由概述、正文、大事记组成，章、节、目分级纵排，以文

为主，图、表、照片穿插其中。全志设十一章，文字力求简练、朴实、流畅，寓观

点于吏实之中，言必有据，秉笔直书。

四、本志资料系档案馆馆藏，部分由有关业务部门和单位提供。重要数

据以统计局资料为准，口碑资料概与文字资料相互印证。一般不注出处。

五、由于绍兴市的行政设置屡经变革，绍兴市的区划概念有三个：1950

年至1962年的绍兴市指今越城区四个街道}1981年至1983年的绍兴市为

今越城区和绍兴县境；1983年撤地改市后的绍兴市系今一区二市三县境

(越城区、诸暨市、上虞市、绍兴县、嵊县、新昌县)，对这三个时期“绍兴市”的

区划概念，按时间先后分别用“绍兴市(--)”、绍兴市(二)”及“绍兴市”来称

谓。
。

六、本志对市属各县(市、区)作如下顺序排列：越城区、绍兴县、上虞市

(1992年8月前称县)、嵊县、新昌县、诸暨市(1989年11月前称县)。

七、本志中的名称．一律用正称或规范化的简称。特殊情况加以注明。

八、本志采用公元纪年。民国(公元1912年一1949年)及其以前各代的

纪年用帝王年号，并夹注公元纪年。本志所称解放后，为1949年5月7日绍

兴解放以后。

九、本志中的数码，除习惯用法和个别情况采用汉字数码，其余均使用

阿拉伯数字。

十、本志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有关人物用以事系人的方式散见于各

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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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民国(1912年一1949年)时．绍兴未曾设置劳动行政管理机构，职工

的招聘解雇，工资福利及劳资关系诸事项均由行会自行决定或移交工商联

调查处理，涉及政府职责时方呈送社会科裁决。

解放初，市、县人民政府迅即建立劳动行政管理机构——劳动科，或在

民政科内指定专人负责劳动工作。各级劳动行政部门在政府的领导下，妥善

安置旧公职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给他们以生活和工作的出路，同

时，积极贯彻“介绍就业与自行就业相结合”的方针。着力开展职业介绍和

失业救济，组织失业人员以工代赈、生产自救、回乡生产和转业训练。经过

坚持不懈的努力，到1957年．绍兴市基本解决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问

题。与此同时，为保障职工生活，稳定社会，绍兴市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恢

复和发展生产，除对留任的原职人员实行原职原薪政策外，先后实行了实物

制、折实工资制和工资分等分配形式，并从1952年开始，对工矿企业的旧

工资制度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逐步建立起统一、合理和科学的工资

制度。1956年，绍兴市所辖5县1市进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工资制度改革．

取消工资分，实行货币工资制，初步确立了基本符合“各尽所能，按劳分

配”原则的工资制度。奖励工资制、计件工资制、津贴补贴制度以及劳动保

险制度亦相继建立，职工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劳动保护工作在建立安全卫

生检查制度和伤亡事故报告制度、贯彻落实劳动保护“三大规程”的基础上

逐步实现了计划化、制度化、群众化和纪律化。劳资协商会议亦在劳资争议

仲裁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后．劳动就业的重点转向安置城镇新成长的劳动

力。但是．由于在经济工作中片面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高速度，造成城

市对劳动力大量需求的假象。因而招用了大批农村劳动力，使职工人数剧

增，不仅严重破坏了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削弱了农业生产，也增加了城

镇就业困难。工资工作方面，由于对县属新建企业实行“普工、技工一条

龙”的低工资制，取消计件工资和奖励工资，降低各类学校毕业生的定级工

资，职工收入明显下降。“大跃进”中，一些行之有效的安全管理制度被废

止，多数企业违背客观规律拼体力、拼时间，伤亡事故不断出现，劳动保护

∥D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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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严重受挫。 ．

1961年开始，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绍兴市对国

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压缩了城镇人口，精减了大批职工。此间，鉴于城镇

闲散人员有所增加的情况，实行“统筹安排、城乡并举”的办法，根据生产

建设的需要适当招收符合条件的人员，同时有计划地动员了部分城市青年

下乡从事农业生产，并鼓励自谋职业，从而基本安置了这一时期的城镇新增

劳动力。通过试行《工业七十条》，按劳分配原则得以重新确认。企业陆续

恢复了计件和奖励制度．还调整了部分职工工资，1965年，全区职工年人

均工资提高到564元。劳动保护工作受到重视，伤亡事故开始下降，安全管

理水平有了新的提高。

文化大革命期间，劳动业务先后由专署办公室财贸组、地区革委会生产

指挥组内务办公室和地区内务局兼管。这一时期。全区共计41128名城镇知

识青年经动员支边支农，同时，为补招工缺口，招收了相当数量的农村劳动

力进城务工，因而形成了城乡劳动力大对流的不合理现象。分配领域里，按

劳分配原则又遭践踏，职工升级极不正常，计件和奖励制度被否定，平均主

义严重，劳酬脱节现象十分突出。劳动保护机构被撤销，行之有效的安全生

产管理制度被废止，重大伤亡事故迭起。

七十年代后期，支边支农知识青年纷纷返城，加上城镇新增劳动力和历

年积存的待业人员。待业队伍空前庞大，而就业渠道十分狭窄，仅依靠全民

单位安置，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安定团结。工资工作、保

险福利工作和劳动保护工作百废待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经济

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劳动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79年，组建

地、县两级劳动局；1983年。撤地建市后，成立了绍兴市劳动局。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劳动部门积极贯彻“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

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就业方针，突破统包统配的传统就业体制，

调整就业结构，开辟创业式的就业道路，大力兴办劳动服务集体企业，逐步

实行就业前培训和技师评聘制度。1979年至1992年间，全市累计安置城镇

待业人员152206人，城镇待业率从1979年的9．59％下降至1．69％．从而

较好地解决了文革期间积累下来的就业问题，并使城镇新增劳动力的大部

分得到妥善安置。随着劳动制度改革的深入，劳动争议仲裁制度逐步建立和

完善，从而保证了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也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工资制度亦在拨乱反正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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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恢复和发展。在国家财政困难、建设资金紧张的情况下，1977年到1989

年，连续七次调整企业职工工资，恢复计件奖励制。完善了某些工资制度。

1985年，还对劳酬不符的僵化的工资制度进行改革，改变了过去对企业工

资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体制，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职工工资总额同

企业经济效益挂钩按比例浮动的办法。到1991年，绍兴市全民企业工效挂

钩面达到98％，县以上集体所有制企业挂钩面达到85％。企业职工的收入

得到较快的增长。伴随着劳动工资制度的改革，社会劳动保险事业不断发

展。职工待业保险、劳动合同制职工养老保险、固定职工离退休基金统筹、

临时工养老保险、女职工生育休假和生育基金统筹制度相继建立。劳动保护

工作走出低谷，迈出新步，围绕加强立法这个重点，逐步形成了国家劳动监

察、行政管理与群众监督相结合的劳动安全管理体制，伤亡事故明显下降。

1992年，绍兴市各级劳动部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遵循“宏观要

管住。微观要放开”的原则，努力强化配套改革，切实帮助企业落实《全民

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赋予的各项经营自主权。先后制订了

《关于改革企业劳动用工和人事制度的实施细则》，《关于加快我市劳动工资

保险制度改革步伐的意见》、《关于市直企业贯彻<条例>落实企业自主权的

若干意见》。全市劳动部门立足改革，强化服务，劳动就业和劳动力管理工

作继续得到加强，全市共安置城镇待业人员7700人，劳务输出亦有了新突

破。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调整了职工的调配政策。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工

资分配和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不断深化，积极落实企业内部分配自主权；实施

了《绍兴市市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暂行办法》，全市全民和县以上集体企业

的固定职工退休养老保险与劳动合同制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开始按同一比例

提取、合并使用。加强宣传教育。注重现场监察，劳动争议仲裁和劳动安全

监察体系日趋完善。安全生产形势稳定。企业劳动用工、工资分配和社会保

险制度改革积极稳妥，步伐坚定有力。此外，绍兴市劳动局积极探索破产企

业的劳动管理工作，研究制订并组织实施了《绍兴市市属破产企业劳动、保

险管理工作试行办法》。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绍兴市劳动战线的全体同志正满怀昂扬的斗志，

以党的十四大精神为指针，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职能，

更新观念，深化改革，搞好服务，扎扎实实地做好新形势下的劳动工作，为

绍兴的繁荣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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