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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协商与劳资合作：１９４９年前后
北京市劳资集体合同运动研究

黄利新，张丽
（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省工人运动史研究基地，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１９４９年前后，为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国共产党强调劳资合作，北京市劳资集体合同运动就是这一背景下的
产物。在党的领导下，劳资集体合同的签订不再只是劳资双方的利益博弈，更是以实现发展生产为目的，以“劳资两利”

为原则而进行的劳资合作，民主协商精神贯穿合同签订与执行的全过程。通过劳资集体合同运动，中国共产党建立了

“民主、平等、两利、契约”的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对今天构建和谐劳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劳资集体合同；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民主协商；劳资合作

中图分类号：Ｄ２３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２４）０２－０１５５－０８

　　劳资关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共同纲领》规定“私人经营的企业，为实现劳资

两利的原则，应由工会代表工人职员与资方订立

集体合同”①。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集体合同的

签订，视其为“实行劳资两利的中心环节”②。劳

资集体合同的签订促进了“民主、平等、两利、契

约”的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的形成，为当时生产

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目前学界对新民主

主义劳资关系研究的成果很丰富，主要集中于以

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主要领导人关于劳资关系的

理论思考和党的劳资关系政策演变的研究，但对

劳资政策在各地落实情况，除上海地区外较少涉

及。就“劳资集体合同”而言，不少研究将“劳资

集体合同”作为构建新型劳资关系的一个策略有

所提及，但对“劳资集体合同”的具体实践缺乏专

题研究③。本文以 １９４９年前后北京市劳资集体
合同运动为考察对象，重现在社会骤变背景下，中

国共产党以发展生产为目的，以签订劳资集体合

同为契机，重建社会秩序，建立新民主主义劳资关

系的艰辛努力，这一方面能够丰富我们对新民主

主义劳资关系的认知，另一方面也可为当今社会

构建和谐劳资关系提供一些历史借鉴。

一　劳资冲突：北京市劳资集体合同
运动的背景

早在１９４７年，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发展生
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

义经济政策和劳动政策的总方针④。在党的七届

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醒共产党人：“从我们接管

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

５５１

①

②

③

④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０－２２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２０ＪＤＳＺＫ０５３）；湖南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专项研究项目（２０２２ＹＢＭ１１）
作者简介：黄利新（１９７６—），男，湖南涟源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７页。
中国工运学院：《李立三赖若愚论工会》，档案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６４页。
参见李彩华：《中国新民主主义制度下的劳资政策与劳资关系》，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王强：《“劳资两利”中的国家利

益———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思想的精神实质》，《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年第３期；邸敏学，郭志栋：《毛泽东劳资两
利思想的嬗变及其当代启示》，《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３期；严宇鸣，望思怡：《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工会工作的困境与缘
由》，《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２３年第５期；霍新宾：《劳资关系与社会转型———新中国成立前后上海的劳资关系变动》，《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９
年第９期；等等。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２５６页。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４年第２期

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①１９４９年 １月，北
京②解放。但此时北京经济正在衰败中，全市虽

有大小工厂、作坊１３２８６家，但仅有４４家官僚资
本企业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其他绝大多数是私

营小企业或个体手工业③。北京经济的恢复和发

展离不开私营企业，但急剧变化的社会形势给劳

资双方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冲击，私营企业内部普

遍存在烦人的劳资纠纷。

工人普遍有过激思想和行为。他们有错误的

“翻身”思想，认为“解放了可以为所欲为，不服从

厂方领导，不好好生产，或者要立刻提高工人生

活”④。解放前，各行业工人“长期被迫忍受资方

的种种过分压迫和剥削”⑤，很多工人每天做工在

十六小时以上，工资不合理，打骂与随便开除工人

更是普遍现象⑥。解放后，不少工人有“报复”“清

算”思想，普遍要求提高待遇，他们“向资本家清

算斗争，扣留资方账本，清算过去红利及和资本家

讲平等，不听厂方指挥”⑦。

在工人进攻面前，资本家们起初是“挺害怕

的”⑧，普遍对新政权不信任，对自己的阶级前途

没信心。他们对党“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政策

存在疑虑，“大都采取退守态度，对工人有求必

应，或假装开明”⑨。不少企业形成了只要有劳资

纠纷就增加工资的现象。如一油盐店“两月中竟

增加工资至四、五次”瑏瑠。工人提出的过高工资和

福利超出了很多企业的承受能力，如开源地毯厂

“工人工资曾增至每人每月小米 ２７２斤”，“使该

厂难于维持”瑏瑡。不少资本家“常以各种借口迟不

复工，或变卖、转移原料、机器，准备关门”瑏瑢。有

的工厂“只卖出成品不买进原料”，有的工厂“锅

炉坏了，工人督促修理，厂主也不修”瑏瑣。工人过

“左”的偏向，资本家的消极经营，“致劳资纠纷问

题较多”瑏瑤，生产萧条。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

刘少奇忧心忡忡地谈到“北平许多私人企业至今

未开工”瑏瑥。

对于劳资纠纷，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资产阶

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存在着的社会中”，“是不可

避免的，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但在人民民主国家

中，劳资争议应当适应国家的需要，“不要脱离整

个人民国家的利益而无限制地发展”瑏瑦，当时国家

的需要就是发展生产。为防止“左”的偏向泛滥，

中国共产党一入城就积极向劳资双方传达说明党

的“劳资两利，发展生产”政策，调解劳资纠纷。

但各地解决私营企业中劳资争议的办法非常混

乱，“没有设立专管机关，没有规定一定的手续。

甚至城市中的每个区委，街区政府，每个工作组，

每个下层工会组织，都可以自由解决劳资纠纷。

或者完全放任自流，让每个工厂、作坊、商店的职

工，与每个企业主直接解决”瑏瑧。为正确执行“发

展生产，劳资两利”的方针，系统地解决劳资纠

纷，１９４９年 ５月北京市决定“按行按业订立集体
合同，解决劳资争议”瑏瑨。国药业工人由于“长期

被迫忍受资方种种超经济的剥削和封建性管理的

压迫”，解放后，劳资矛盾特别尖锐瑏瑩。因此，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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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成为第一个开展签订劳资集体合同的行业①。

同月，为推动劳资集体合同的签订，北京市人民政

府专门设立劳动局，并明确规定“所有本市私营

企业中的劳资纠纷、合同契约问题，或厂规厂法、

劳动纪律，均须经市职工总会同意、经劳动局批准

后才能生效”②。

二　民主协商：北京市劳资集体合同
签订的过程

１９４９年５月，北京市决定开展签订劳资集体
合同，到７月３０日才有第一份劳资集体合同———
国药业劳资集体合同，耗时长达近三个月。这是

因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订立集体合同不再是

一个简单的合同拟定，而是一场复杂细致的群众

运动，这个过程充满了民主协商精神。

（一）将劳资双方组织起来加以教育，使签订

合同成为双方共同的需要

谈判代表团的组建是签订集体合同面临的首

要问题。代表团的形成应建立在劳资双方有效组

织的基础上。但解放后相当一段时间，北京市劳

资双方尤其是劳方缺乏组织。为领导劳资集体合

同的签订，北京市总工会于 １９４９年 ５月向国药、
染织、面粉、建筑等行业派遣了工作组③。工作组

成立后立即展开细致的调研工作，在此基础上将

工人组织起来，成立工会筹备委员会，并加以政策

教育。如１９４９年５月９日，国药业工作组组织同
仁堂等２１家国药业职工代表召开座谈会，讨论劳
资纠纷问题，宣传劳资两利政策，在工作组引导

下，与会代表一致赞成组织国药业职工会与资方

的同业公会共同商议解决劳资纠纷④。１９４９年６
月５日，北京市委指示首先有重点地在面粉、织
染、浴堂、木器、中药铺、三轮车等行业中成立工

会，“集中研究劳资双方的条件，订劳资合同”⑤。

解放前，资方一般有自己的组织———同业公

会，但也有个别行业如粪业尚未有组织。为选出

资方代表，在北京市工商局领导下，粪业“始建立

同业公会”⑥。政府相关部门亦经常组织资本家

进行教育，如劳动局召集国药业资方开会座谈，

“讲解政策，使之同意签订集体合同”⑦。政府有

关部门还对资方拟定劳资集体合同予以业务指

导，如北京市工商局“曾召集过资方代表粪厂主

开了两次会，研究如何拟订集体合同”⑧。

在工会、工商局、劳动局等部门共同努力下，

北京市不仅将劳资双方组织起来，并通过具体政

策教育，使签订集体合同成为劳资双方共同的

需要。

（二）劳资双方内部民主协商，形成集体合同

草案

在劳资双方就签订集体合同的必要性达成共

识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劳方工会和资方同业公会，

“各自召开全体会议或代表会议，选举委员会拟

定各自之集体合同草案”⑨，然后双方分别在自己

的会员中征求意见，经过反复讨论，拟出自己对集

体合同的提案。由于工人文化水平低，“在拟定

条文以及精密计划上远不如资方”，因此，对工人

代表拟出的集体合同初稿，工作组“逐条逐字研

究，免出漏洞不利工人”瑏瑠。资方则“由劳动局领

导与督促，该行业同业公会选出资方代表，搜集该

行业对订立集体合同的意见，拟定资方方案，经会

员大会通过后，提出资方的意见”瑏瑡。如国药业签

订劳资集体合同前的两个月，资方的讨论“共有

二、三十次”瑏瑢。

在劳方和资方分别形成的集体合同草案中，

双方都想将自己利益最大化，“劳方提的要求很

高，资本家的意见对工人很不利，劳资意见距离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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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解决劳资争议必须签订集体合同 平市劳动局三个月重要经验》，《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６日。
《清洁队工人将轮流学习 粪业工人草拟集体合同》，《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８月８日。
《关于私营工商企业劳资双方订立集体合同的暂行办法》，《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６日。
《萧明关于北京市总工会筹委会过去一年来的工作总结报告摘要》，《人民日报》１９５０年２月４日。
《市总工会筹委会十一月及十二月份工作总结》（１９４９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１０１－１－２２７。
《国药业订集体合同劳资双方均拥护》，《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８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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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考虑到如果工作组干部从中“两头”压，会

“两头”不讨好，中国共产党决定领导工人与资方

代表“直接谈判”，以期“互相让步，达成协议”①，

于是集体合同的签订进入劳资双方直接谈判

阶段。

（三）劳动局召集双方代表反复民主协商，达

成协议

劳资双方各自形成集体合同草案后，通过劳

动局互相交换草案。在劳动局领导下，“由劳资

双方各自推选能代表全体利益的同等数量之代

表，根据双方自行拟定之合同方案，在平等自愿的

基础上采取民主协商方法，逐条研究，取得协

议”②。在协商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提出要“放手

让工人和资本家都能充分提出自己的要求和意

见”③。一般情况下，由于劳资双方所提条件有差

距，很难通过一次会议在所有问题上达成共识，因

此往往需要召开多次会议，反复协商。为表示对

各自代表的全体成员负责，由劳资双方代表把商

定的集体合同草案，发给劳资双方会员征求意见，

直到双方绝大多数满意后，即由双方代表签字，经

劳动局批准公布实行④。

在协商谈判过程中，党的干部起到了监督

领导作用。领导谈判的干部将发展生产放在首

位，注意劳资两利，他们在讨论集体合同草案和

劳资谈判会议上，通过“讲明政策，发动并鼓励

大家充分发表意见，让大家互相批评，互相纠

正”，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觉悟，打击了少数资方

的顽固性⑤。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劳资双方平

等协商的过程也是群众自我教育、提高觉悟的

过程。

（四）劳动局审批，举行隆重的签约仪式

集体合同最后需要劳动局批准审定，劳动局

代表政府起到最后把关作用。如北京市织染业劳

资双方向劳动局就该行业集体合同申请批示时，

劳动局“在详尽的研究了合同的内容之后，向劳

资双方提出一些重要的修正意见，如解雇问题的

具体规定；把最高工资另订为最低工资；并建议将

累进的工资表改作附件，以照顾大小各厂不同的

情况等等”⑥，这使合同更符合劳资双方的利益，

也更便利合同的具体执行。

“北平人的合法心理是很重的，只要明文规

定，双方都愿意遵守”⑦，为使劳资双方履行合同，

北京市充分照顾了这一点，由劳动局主持召开隆

重的签约仪式。国药业劳资集体合同签约仪式就

是典型。１９４９年７月３０日全国总工会、劳动局、
市总工会、工商局等机关代表，市商会、各行业、各

地工会工作者等代表及国药业劳资双方代表共计

２００余人参加。会议由北京市劳动局副局长马光
斗亲自主持，公开宣读集体合同全文，继由劳资双

方代表签字盖章。最后，劳动局局长史怀璧代表

劳动局批准此项合同，并宣布“对于集体合同要

忠诚执行，不得违背，否则即等于违背政府法

令”⑧。隆重的签约仪式，既体现了签约的严肃，

亦彰显了政府的权威。

综上可知，劳资集体合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劳资双方平等协商产生的，是劳资双方妥协的产

物，代表劳资双方共同的意愿，亦体现党和国家的

意志。

三　劳资两利：北京市劳资集体合同
的内容

劳资集体合同是以书面合同的形式将劳资双

方劳动关系具体化，其内容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

党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的主张。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６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
于私营工商企业劳资双方订立集体合同的暂行办

法》，规定集体合同的主要内容有：雇佣与解雇手

续；规定厂规、铺规的手续及内容；工资；工作时间

及假期；女工童工问题；有关劳动保护与职工福利

问题等⑨。该办法囊括了劳资争议的诸多方面，

８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彭真、赵振声同志关于劳资订立集体合同问题向中央、华北局的报告》，《北京党史》２０００年第６期。
《关于私营工商企业劳资双方订立集体合同的暂行办法》，《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６日。
《解决劳资纠纷的正确途径 论北平国药业劳资集体合同》，《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８月２日。
《市总工会筹委会十一月及十二月份工作总结》（１９４９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１０１－１－２２７。
《萧明关于北京市总工会筹委会过去一年来的工作总结报告摘要》，《人民日报》１９５０年２月４日。
《京市织染业签订劳资集体合同具体规定资方解雇职工条件、女工分娩假期、职工文教费等合理办法》，《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日。
《第一区五月份工会工作总结》（１９４９年６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４－１－１。
《北平国药业集会签订劳资集体合同是解决劳资纠纷最好方法将推广到各行业普遍实行》，《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７月３１日。
《关于私营工商企业劳资双方订立集体合同的暂行办法》，《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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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各地签订集体合同提供了一个大体框架。但在

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只有在生产技术

提高、劳动组织合理以及各种生产管理制度完善

等条件都具备时，才能签订全面的系统的集体合

同①，在当时条件下“用不着、也不可能在一次合

同中把一切问题都作永久性的解决”②。因此，除

不合理的制度和办法必须予以纠正外，北京市劳

资集体合同对工资的支付方式、支付时间、支付标

准等暂不作硬性的具体规定③。

劳资集体合同也照顾了行业内各企业的不同

情况。同一个行业的企业规模有大有小、营业有

好有坏，因此，劳资集体合同一般仅在重大问题上

“明确肯定地规定下来，不给双方留下重起纠纷

的空子。次要问题，不易统一规定者，由各工厂、

商店内部解决”④。劳资集体合同签订后，中国共

产党立即“推动各家在大合同的原则下，订一个

更具体的小合同或执行办法”⑤。如１９４９年８月
北京市国药业职工总会要求各店在不违反集体合

同精神下，“根据劳动程度、能力大小、责任轻重、

成绩优劣确定工资等问题”，分别再签订更具体

的合同或协议⑥。

签订劳资集体合同一般需要较长时间酝酿准

备，有的行业劳资双方有争议而一时解决不了，北

京市往往“根据劳资双方迫切要求的主要问题，

先订立以某一个或几个问题为中心内容的集体合

同，以后如有问题再补充商订”⑦。如建筑业、浴

堂业所订的临时协议“虽只三、四条，但却能够解

决各该行业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实际问题”⑧。

由于集体合同主要着重于当前的劳资争议，因此

合同有效期较短，一般为半年。

劳资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工资、福利和解雇权

问题。工资、福利问题争执最多、最复杂、最难处

理。这是因为“北平各行业的工资支付方式、标

准很复杂，如包工制、日工制、年底分红、分小费、

流水提成、劈帐、实物支付、按件计工等等”⑨。福

利问题则更复杂，各行业差别巨大，即使在同一行

业中，因规模不同，工人福利待遇也大有差别。劳

资双方都想在上述问题上，将自己利益最大化。

解雇权是劳资双方争议的另一焦点，“资方普遍

要求无限制地使用雇佣和解雇权。而劳方则要求

限制资方的解雇权”瑏瑠。

集体合同对资方的经营管理权和合理利润予

以承认与保障。在承认资方的经营管理权方面，

建筑业集体合同明确规定“职工在业务范围内应

服从资方指挥”瑏瑡；国药业、建筑业的集体合同还

附有厂规、店规，对工人的劳动纪律做了具体要

求。绝大部分集体合同都明确规定，“资方为了

生产或工作的需要，有解雇或雇佣职工权利”瑏瑢，

但一般根据行业现有的情形和历史传统对资方权

利也实行一定的限制，如粪业集体合同规定，资方

“如系中途解约，须于十五日前通知劳方，并须根

据工龄长短与营业状况发给一至三个月实际工资

的遣散费”瑏瑣。在保障资方的合理利润方面，解放

初工人普遍有过高的工资和福利要求，但当时各

私营企业大都效益不佳，为发展生产，工作组对工

人进行了说服教育，在各个合同中有关福利事项

一般规定“维持现状”瑏瑤。

集体合同的内容充分体现了工人阶级的合理

利益。在保证资方获得利益的前提下，效益较好

行业的工人待遇确有提高，如粪业劳资集体合同

规定工人每月工资“由一百五十斤小米提高到三

９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新民主主义的劳资关系的建立和目前存在的问题》，《人民日报》１９５１年７月１１日。
《评北京市建筑业劳资集体合同》，《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９日。
《有效解决劳资争议必须签订集体合同 平市劳动局三个月重要经验》，《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６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９６６年５月）（第２册）》，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３０页。
北京市档案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９页。
《庆祝工会成立 国药业职工联欢》，《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０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９６６年５月）（第１册）》，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４５页。
北京市档案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９页。
《有效解决劳资争议必须签订集体合同 平市劳动局三个月重要经验》，《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６日。
《北京市总工会两年工作报告》（１９５１年１月１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２６－１－３１。
《北京市建筑业劳资集体合同》，《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９日。
《北京市总工会两年工作报告》（１９５１年１月１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２６－１－３１。
《合同全文》，《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４日。
《贯彻劳资两利发展生产 必须广泛签订集体合同京市十月来经验证明是最有效的方式》，《人民日报》１９５０年１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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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五十斤”①。为使工人工资因技术、劳动强度等

具体条件不同而不受最高工资限制，并保障工人

最低生活水平，集体合同一般“不规定最高的工

资数额，可以规定最低工资和一般工资”。为避

免“资方认为临时工比较合算而拒用长工”，建筑

业具体规定了长期大小工工资“一般以临时大小

工工资十分之八为标准”。劳动保险也得到一定

的重视，一些具有较高风险行业的集体合同都有

明确规定，如小窑业规定“职工因公致死者，由资

方发给普通衣棺，抚恤金最低小米五千斤”②。过

去不合理的制度和办法在合同中得到纠正，如旧

社会不少行业封建的不合理的学徒制度、女工制

度都在集体合同中得到了纠正，学徒、女工的地位

得到提升。

此外，集体合同还保证了工人的政治权利。

各行业劳资集体合同有一条款是“类似”的：“资

方不得干涉或限制职工参加晨校夜校学习班等社

会活动。”③这确认了工人的政治权利，充分反映

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工人是国家的主人。

总而言之，北京市各行业的劳资集体合同内

容是劳资双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直接谈

判，既激烈斗争、又互相让步的结果。集体合同内

容在发展生产的原则下明确了劳资双方的权利和

义务，既体现了劳资两利的原则，又彰显了国家的

利益，为进一步解决劳资纠纷提供了遵循。

四　北京市劳资集体合同运动的影响
及启示

国药业签订集体合同后，北京市其他行业陆

续跟进。１９５２年以前，北京市“共签订１５个全市
性的行业集体合同、１个地区性的集体合同和 ９
个全市性的行业集体协议，许多厂店也定了劳资

合同和劳动协议”。１９５３年以后，鉴于国家“陆续
公布了许多政策法令，处理劳资关系问题已有所

遵循”，北京市签订集体合同和集体协议的工作

没有继续开展④。

（一）北京市劳资集体合同运动的影响

１．形成了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促进了生产
的恢复和发展

根据北京国药业订立劳资集体合同的经验，

１９４９年７月全国工会工作会议制定并通过了《关
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关于私营工商企业

劳资双方订立集体合同的暂行办法》及《劳动争

议解决程序的暂行规定》等三个文件，这些法规

的颁布，“使劳资关系问题由解放初期那种混乱

的无政府状态，逐步的纳入了正规”⑤。１９４９年北
京市“劳资纠纷逐渐减少，从八月份的六十三件，

减少到十月份的三十一件”⑥。劳资集体合同的

签订，稳定了资方“情绪”，一定程度上调动了资

方的生产积极性，如国药业集体合同保障了资方

在业务范围内的指挥权、决定权，以及添雇解雇职

工权，因而使资方“对经营业务发生兴趣并有了

信心”⑦。劳资集体合同的签订也稳定了工人“情

绪”，纠正了工人中一些落后思想和过“左”要求，

满足了工人的合理诉求，“使劳资关系缓和，生产

情绪稳定，保证生产有秩序地进行”⑧。

劳资集体合同形成后，为解决劳资纠纷提供

了遵循，北京市明确规定“首先经过劳资双方根

据合同进行平等协商，协商不成，再由人民政府的

劳动局以局调解或仲裁的方法解决之”⑨。如北

京市国药业劳资集体合同签约后一个月内，居仁

堂、同春堂等五家药铺又发生了劳资纠纷，北京市

劳动局与市总工会及时召集发生纠纷的五家劳资

双方以及国药业职工会和同业公会开会座谈，五

家劳资双方意见很快达成一致，及时化解了

纠纷瑏瑠。

在准备和签订劳资集体合同的过程中，党的

干部采取了各种方式对工人和资本家进行新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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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市粪业劳资集体合同 经劳动局批准签定》，《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４日。
《贯彻劳资两利发展生产 必须广泛签订集体合同京市十月来经验证明是最有效的方式》，《人民日报》１９５０年１月２９日。
《北京市新药业劳资集体合同》（１９５０年６月），北京市东城区档案馆藏，档案号：１１－６－７。
《北京市解放七年来劳动工作情况简介》（１９５６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１１０－１－６７８。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３３页。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文献资料汇编（１９４９—１９９３）》，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６页。
《北平国药业集会签订劳资集体合同是解决劳资纠纷最好方法将推广到各行业普遍实行》，《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７月３１日。
《解决劳资争议的正确途径》，《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９月６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在亚澳工会会议上 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的报告》，《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２日。
《根据集体合同民主讨论五家药店劳资纠纷市劳动局调解解决》，《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９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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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政策教育，促使了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的形

成。劳资集体合同明确了“劳资双方的权利和义

务”①，使“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的政策以契约的

形式具体明确地体现出来②。由于在合同签订和

执行过程中充分发挥了民主协商精神，北京市

“把过去工人处在完全被资本家奴役压迫的关

系，变成劳资双方平等契约的关系”③。如粪业劳

资集体合同订立后，工人生活得到了改善，“劳资

关系渐趋正常”④。随着劳资集体合同运动的开

展和其他相关工作推进，１９５０年 ７月，北京有关
文件宣称新的劳资关系———平等、两利、民主、契

约的关系已在北京建立起来了⑤。１９５１年７月１１
日《人民日报》公开宣告：“民主的、平等的、两利

的、契约的新民主主义的劳资关系，目前已在全国

范围内基本上建立起来”⑥。

２．实现了对工人的组织和教育，培植了新政
权的社会基础

共产党进城，人民政府建立，工人阶级成为领

导阶级，但工人缺乏有效的组织，工人阶级的领导

作用也自然无从发挥。劳资集体合同签订的过

程，就是对工人组织和教育的过程。在具体工作

中，许多行业只要一提起订立集体合同，工人都很

愿先成立工会，“有些已成立工会的行业在订立

合同过程中将工会工作健全起来，在未成立工会

的行业中则是用订立集体合同的机会将工会建立

起来”⑦。

劳资集体合同进一步强化了工人的“阶级观

念”。在劳资集体合同形成过程中，“把各行各业

的工人组织到工会中来，加强集体主义的教育，提

高工人阶级的团结和觉悟，并打破某些手工业工

人的行帮观念和散漫状态”⑧。由于工人阶级理

念的强化和组织性的提高，私营企业已经不再是

一个简单的生产空间也是一个政治空间。劳资集

体合同保证了工人政治学习权利，在工会组织下，

工人掀起了政治学习的高潮。如国药业职工会成

立后，工人“已有组织有计划地热烈展开学习，是

全市私营商店店员工人中学习最起劲的行业”⑨。

劳资集体合同签订后，工会一方面“不断教育工

人遵守合同，提高生产积极性与生产技术，体现工

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另一方面“经过工人的模范

作用与组织力量，影响并监督资本家对合同的执

行”瑏瑠。显然，通过签订劳资集体合同，中国共产

党实现了对私营企业工人的组织和教育，培植了

新政权的社会基础。

（二）北京市劳资集体合同运动对构建和谐

劳资关系的重要启示

第一，构建和谐劳资关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北京市劳资集体合同运动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党的

领导。城市解放之初劳资矛盾异常尖锐，中国共

产党适时做出签订劳资集体合同的决议，是运动

的发起者；运动的过程中，党派遣工作组在各行业

展开细致的调查，了解各行业生产经营情况以及

劳资双方利益诉求，对劳资双方进行组织和教育，

起到协调人的作用；由于党的干部深度参与合同

的拟定，把握了运动的节奏和方向，合同的内容既

做到了劳资两利，又体现了党和国家利益，实现了

“发展生产”的目的；在劳资集体合同运动中，党

积极完善人民政府的组织和制度，建立了劳资纠

纷的专门机构———劳动局，充当劳资关系调解人

和仲裁人的角色，增强了劳资集体合同的权威性。

新时代，构建和谐劳资关系仍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虽然在具体工作内容上与新中国成立初期调节劳

资关系有很大不同，但工作原则应有相通之处：坚

持群众路线，大兴调查研究，适时制定政策；完善

党和政府的组织机构，在劳资双方间做好协调人

和保证人的作用，确保党在劳资关系中的领导地

位；既兼顾好劳资双方利益，又确保劳资关系符合

时代和社会发展需要。

第二，构建和谐劳资关系必须加强工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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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解放七年来劳动工作情况简介》（１９５６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１１０－１－６７８。
《新民主主义的劳资关系的建立和目前存在的问题》，《人民日报》１９５１年７月１１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在亚澳工会会议上 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的报告》，《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２日。
《京市机制面粉等业执行劳资集体合同 劳资关系日趋正常生产情绪提高产量普遍增加》，《人民日报》１９５０年１月７日。
《北京市调整劳资关系临时方案》（１９５０年７月１８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１－９－１２９。
《新民主主义的劳资关系的建立和目前存在的问题》，《人民日报》１９５１年７月１１日。
《萧明关于北京市总工会筹委会过去一年来的工作总结报告摘要》，《人民日报》１９５０年２月４日。
《解决劳资争议的正确途径》，《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９月６日。
《国药业订罢集体合同百余职工进学习班努力学习政治业务》，《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８月６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９６６年５月）（第２册）》，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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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劳资集体合同运动的成功离不开工会的作

用。在劳资集体合同运动开展前，北京市大多数

行业工人缺乏组织，由于缺少文化和有效斗争经

验，更由于没有自己的组织，刚刚成为社会主人的

工人阶级在劳资关系中往往处于弱势。中国共产

党派遣工作组在工人中组织工会，实现了对工人

的组织和教育，使工人真正理解和接受党“发展

生产，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从而为

劳资集体合同运动开展奠定了组织和思想基础。

在劳资集体合同签订的过程中，在党的领导下，工

会代表团结资本家，认真贯彻了新民主主义经济

政策，充分体现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在当今

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人相对于资本家更处于相对

弱势的地位，这更需要工人加强团结，加强工会组

织建设。一方面，有了强有力的工会，让各类劳动

者群体能够找到组织，进而依托工会组织维护劳

动者的合法权益，从而为构建和谐劳资关系奠定

组织基础；另一方面，有了强有力的工会，党开展

工人运动就有了抓手，才能实现对工人的有效组

织和教育，巩固党的阶级基础。

第三，构建和谐劳资关系必须秉承民主协商

精神。坚持民主协商精神是北京市劳资集体合同

运动成功的关键。在劳资集体合同签订过程中，

既有劳资双方内部的民主协商，又有劳资双方之

间的民主协商，劳资集体合同每一条款的拟订都

是劳资双方经过多轮反复协商，直到双方满意的

结果。协商过程中，工资、福利和解雇权等是利益

协商的主要内容。但在党的领导下，劳资间利益

的协商只是劳资协商的一方面，情感协商也是民

主协商的重点。在协商前和协商中，中国共产党

始终对劳资双方进行教育，包括个人利益与国家

利益的关系、国家的发展方位和前途、行业具体情

形等，使工人认识到只有与资方齐心协力，渡过目

前的困难时期，才能保证自己不失业，才能真正维

护自己的长远利益；使资本家认识到资方一利时

代已经过去，在获取合理利润的前提下，适当满足

工人的合理诉求，实现企业持续发展，才符合国家

发展方向。进入新时代，民主协商仍然是构建和

谐劳资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既要注意劳资双方

的利益协调，也要注意情感治理在劳资协商中的

作用，使劳资双方正确理解个人利益、集体利益与

国家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从而使劳

资关系有利于社会和谐，符合国家和时代发展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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