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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认识到改善劳工福利与抗战有着密切关系!认为它不仅能够为抗战创造稳定的社会

环境!还能够巩固国民党统治!调和劳资矛盾!增加生产!适应战时需要等!因而采取了一系列改善劳工福利的举

措!从成立专门管理机构到制定一系列法规!并采取了实施工矿检查和)职工福利金条例*!设置职工福利委员会&

职工福利社等重要措施" 这些举措取得了一定效果!稳定了社会秩序!支撑了抗战!使劳工福利有所改善" 但从总

体上看!国民政府的劳工福利政策贯彻乏力!劳工的福利水平依然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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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
!

#国民政府社会部官员张永懋曾对

'劳工)概念作如下解释,'所谓0劳工1#系指被雇用

从事生产有经济价值的物品或担任劳务并领受工资

之人%)

*#+)C!

社会部另一位官员谢征孚则阐述了国民

政府所谋的劳工福利,'借工厂法(矿场法限制劳动

年龄(工作时间及工资给付等/以劳工制度预防并救

济劳工之疾病(伤害(失业与老年之贫穷等/以团体

协约法及劳动契约法保障其工作权)/'改善他们的

生活#如组设生产(消费(运输(信用等合作社#改良

农业或手工业技艺#办理农工补习教育(卫生(体育(

娱乐(食堂(宿舍(家庭住宅(子弟学校(托儿所及职

业介绍所等)

*#+F

% 那么#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劳工

福利问题上到底有哪些认识和作为呢2 我们对此该

如何评价呢2

一?国民政府对战时劳工福利的认识

国民党及其政府自称历来非常重视劳工福利问

题%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 #+F! 年曾宣称,'吾国政

府基于本党社会政策#对于劳工福利之推行#向极重

视)% '自社会部改隶后#因职责所在#对于劳工福

利之推进更趋积极#在立法与行政上#均竭其最大之

努力)

*)+!) U!!

% 为何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劳工福利

'更趋积极)并'竭其最大之努力)2 原因在于劳工

福利与抗战有着紧密的关系%

首先#改善劳工福利#能够调和劳资矛盾#避免

工人斗争#既能巩固国民党统治#又能为抗战创造稳

定的社会环境%

#+!E 年 F 月 # 日通过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

代表大会宣言.声明,'抗战期间#同仇敌忾#阶级斗

争更不容许其发生%)

*!+FD#

'避免)阶级斗争是国民

党巩固其统治的必然内容% #+F) 年 ## 月#国民党

五届十中全会阐述了政府劳工福利政策的本质,

'一方面本民族重于个人#国家高于阶级#全体先于

个体之旨#使全国劳工发挥效能#完成民族革命/一

方面则主张阶级协调#鼓励劳资合作#弭阶级斗争于

无形#其寓意之深远#与眼光之宏大#洵非其它国家

所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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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通过改善劳工福利来避免工人

阶级的斗争#巩固国民党统治#是国民政府劳工政策

的根本出发点%

")#



国民党必须正视工人阶级对其统治的影响#原

因是工人阶级队伍愈来愈强大% 据统计#至抗战后

期#扣除军工工人#国统区至少有 !*$F* 万产业工

人#另外还有 ##*$#)* 万左右的手工业工人和其他

非工厂工人
*F+)C!#)CF

% 面对如此强大的工人阶级队

伍#国民党如果处理不好与之的关系#工人阶级就必

然起来斗争% 工人阶级的斗争不仅会对抗战产生影

响#更重要的是威胁国民党的统治% 对此#国民党认

识到,'我国现正走入工业化途径#劳工数目日渐增

多#劳工之意识日渐增强#倘对其福利不特加注意#

使劳资关系保持协调#则将来恐难免重蹈欧美之覆

辙33招致社会之重大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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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政府看

来#改善劳工福利#'可以敦睦劳资间之情感#因劳

资之协调#而使社会秩序得以安定)

*#+)CC

% 换言之#

改善劳工福利#不仅能够为抗战创造稳定的社会环

境#还能巩固国民党政权%

其次#改善劳工福利#能够增加生产#适应战时

大量物资生产和消耗的需要%

一方面#增加生产需要大量的工人#改善福利(

适当保护劳动力是增加生产的前提% 特别是随着大

量企业的内迁以及大后方工业的迅猛发展#技术员

工严重不足#出现了 '常有高价挖雇技术员工或任

意开工停工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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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情况下#如果不改善劳

工福利#就不足以挽留技术工人% 此外#在抗战中后

期#随着物价的上涨#'员工福利问题#已成为一迫

切的社会问题% 其原因#乃由于物价不断的上涨#一

般依靠薪工为活的员工#生活大都艰苦困难(动荡不

安#以致影响到工作效率#抗战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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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抗战

时期物价上涨#劳工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也使改善劳

工福利变得更为迫切% 通过在物质上改善劳工福

利#可以在精神上坚定人们抗战胜利的信心%

另一方面#为了最大限度发挥劳动力效能#必须

改善劳工福利% #+F) 年 #* 月#立法院院长孙科在

第一次全国社会行政会上对此曾直言,'我们征工

应注意工人的福利#使得他们有所鼓励#心悦诚服替

国家作工%)

*D+#E*

当时的舆论也认为改善福利与生产

效率有直接关系% -新华日报.载文分析#'除了工

时而外#工人生活待遇的好坏#也直接影响生产率的

高下)/-社会服务周报.第 ## 期第 ! 页也载文认

为#'要完成抗战建国的神圣事业#便应该注意到提

高劳工的生产效率和生产技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便要先从办理劳工福利着手)

*E+

% 社会部的官员同

样认识到,'如欲提高生产效率#则增进职工福利#

实为首应采取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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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改善劳工福利#能够适应战时特殊环境与

条件的需要%

受日机不断空袭的影响#工人的安全(工作时

间(工资给付(空袭损害救济等赔付问题相应出现%

因此#国民政府必须应对这些抗战前不曾出现的问

题#适时制订出 -空袭时间工厂停工复工及核给工

资暂行办法.(-工厂矿场工人遭受空袭损害暂行办

法.等战时劳工福利规定% 换言之#针对新情况#

'以工厂法关于工人津贴及抚恤之各项规定#现多

不适用#故亦力求改善#以期保障工厂工人之合法利

益)

*E+F#D

%

由于时间(地点(环境(条件发生变化#劳工福利

措施也必须发生相应变化% 如随着抗战的深入#到

#+F) 年#国家物资紧缺#'后方各地粮物价格#渐趋

上涨#一般劳工食用所需#日形昂贵)

*E+F#D

% 此种情

况要求制定针对物价上涨的劳工福利政策% 因此#

社会部为减轻一般劳工负担#并稳定工资力价起见#

'经于三十年十二月咨请各省市政府#就工人众多

之区#合办劳工食堂#以应需要% 又及渝市及云南个

旧等地#工人麇集#贫苦工人#大多居无定所#工人居

住问题之解决#实不容缓/亦经于三十年十二月#分

别咨请重庆市及云南省政府#酌量筹办劳工新村#或

劳工宿舍#以便工人居住)

*E+F#D UF#E

% 战争引起的情

况变化#使国民政府的劳工福利政策不能不作相应

调整#此一时期的劳工福利政策因而显现出临时性(

救急性的特点%

上述三条主要原因#促使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

采取关注劳工福利的措施%

二?劳工福利专管机构的设立和法规制订

首先#设立专门行政机构#管理劳工福利事务%

成立劳工福利专管机构#是国民政府关注劳工

福利的具体体现% 抗战之前#国民政府涉及劳工福

利的管理机构有多个部门#最早为南京国民政府时

期的劳工局% 很快#劳工局被取消#在工商部!工商

部与农矿部 #+!# 年合并为实业部"设劳工司#专管

劳工事务%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进行了改组#

取消了实业部#改设经济部#'劳工司取消#改在工

业司内设专科管劳工事宜#原有之中央工厂检查处

亦经撤销)

*)+!!

% 虽然上述机构管理劳工福利事务#

但这只是其众多职能的一项#在其众多职能中并不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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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突出的位置% 此外#政府各职能机构#如铁道

部(交通部(经济部也管理部门内劳工福利问题%

把劳工福利放在突出位置进行专管#始于 #+F*

年 ## 月'社会部改隶行政院#对于劳工福利事业特

设置专科主持#积极推进#日趋发展)

*)+!!

% #+F* 年

#* 月 ## 日国民政府公布(#+F# 年 ## 月 )F 日修正

的-社会部组织法.规定#社会部专设社会福利司#

下辖六个科及工矿检查室#其中第一(二(四科和工

矿检查室的职能都涉及到劳工福利% 如第一科的职

能中#有'关于职工储蓄之倡导推行事项)#第二科

则专司劳工福利% 根据 #+F# 年 C 月公布的-社会部

各司分科规则.#第二科分管九项内容,!#"劳动者

福利设施之计划推行事项#!)"劳动者福利设施之

指导监督事项#!!"劳动者生活之改良及保障事项#

!F"劳动者教育卫生之促进事项#!C"劳动者失业及

伤害之救济抚恤事项#!""劳动者移殖事项#!D"国

际劳工会议之参加事项#!E"劳动者生活状况及各

国劳动者福利设施之调查研究事项#!+"其他有关

劳动者之福利事项% 第四科分管的业务也涉及到劳

工福利的内容#包括职业介绍(职业技能培养(失业

救济(就业指导等% 工矿检查室则专门负责 '工厂

矿场安全卫生及工厂检查法与矿场法所规定应行检

查事项)#其中包括,!#"关于工厂矿场安全卫生及

工厂检查法与矿场法所规定应行检查事项#!)"关

于厂矿检查员之养成选用及考核奖惩事项#!!"关

于厂矿检查工作之指导监督及推进事项#!F"关于

厂矿检查之设计研究及报告丛书之编译事项#!C"

其他有关厂矿检查事项等
*D+)F U)E

% 社会部社会福利

司及其下属机构的设立#使劳工福利事务的管理从

此有了专门机构% 这一机构的成立#更加突出了劳

工福利问题的重要性%

与中央机构设立相对应#地方的劳工福利机构

也相应设立% 各省设社会处#直辖市设社会局#未设

社会处局之地在民政厅设社会科#管理劳工福利事

务是上述机构的职责之一%

除上述常设机构外#政府设置的一些临时性或

非正式编制的机构也管理着劳工福利事务% 如

#+F! 年 F 月 ) 日#国民政府在颁布-修正劳工卫生

委员会规程.后#成立'劳工卫生委员会)#宣称'卫

生部(社会部为增劳工健康#提高生产效能起见#合

组劳工卫生委员会)

*++第#*期,#E

% 在社会部内部#为研

究劳工问题#也专门成立了劳工政策研究委员会%

据社会部 #+F# 年 #* 月至 #+F) 年 E 月的工作报告#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该委员会拟定了 -劳工政策

纲领.(-健全劳工组织.(-加强劳工管制.(-厘定

劳动条件.( -增进劳工福利.( -试办劳工保险 .(

-举办厂矿检查.(-提高劳动效能.(-扩大劳动服

务. 及 - 处 理 劳 资 争 议 . 等 实 施 方 案 草 案 十

种)

*E+!"C U!""

%

劳工福利专管机构的设立#无疑是国民政府推

行劳工福利政策的一项基础工作%

其次#制定一系列法规#作为劳工福利的保障%

劳工福利法规的制订#是国民政府推行劳工福

利前提条件政策的另一项% 抗战以前#国民政府已

颁布了不少劳工福利法规#如 #+)+ 年公布的-工会

法.(-工厂法.##+!* 年颁布的-劳资争议处理法.#

#+!# 年 ) 月颁布的 -工厂检查法.##+!" 年公布的

-矿场法.(-最低工资法.等% 台湾 '教育部)主编

的-中华民国建国史.一书认为#'以上诸法#只是稍

稍触及劳工福利的观念#多规定在可能范围内办理#

太过弹性#毫无强制规定#事业主没有劳工福利的观

念去费钱办这些事#遂使法的规定一直成为具

文)

*#*++)*

% 为了使劳工福利有所改善#国民政府一

方面继续执行原有的(其认为仍适宜的法规#另一方

面又制定出一系列劳工福利法规% 抗战前后国民政

府实施和颁布的重要劳工福利法规#如表 # 所示%

表 #Z抗战前后实施和颁布的重要劳工福利法规
"

公布时间 公布机构 法规名称 备注

#+)+ 年 #* 月 )# 日国民政府工会法
#+F! 年 ## 月
)+ 日修正

#+)+ 年 #) 月 !* 日国民政府工厂法

#+!* 年 ! 月 #D 日国民政府劳资争议处理法
#+F! 年 C 月 !#

日修正

#+!* 年 #) 月 #" 日国民政府工厂法施行条例

#+!# 年 ) 月 #* 日国民政府工厂检查法

#+!" 年 " 月 )C 日国民政府矿场法

#+!" 年 #) 月 )! 日国民政府最低工资法

#+!" 年 #) 月 )C 日国民政府劳动契约法

#+F# 年 " 月 )# 日 社会部
示范工会实施办

法

#+FF 年 ) 月 )E

日修正

#+F# 年 + 月 ! 日
社会部(

经济部

空袭时间工厂停

工复工及核给工

资暂行办法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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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年 #* 月 + 日
社会部(

经济部

工厂矿场工人遭

受空袭损害暂行

救济办法

#+F# 年 ## 月 )" 日 行政院

推进国营公路职

工组训福利工作

计划大纲

#+F) 年 # 月 #! 日 行政院

云南个旧县矿区

劳工福利委员会

组织规则

#+F! 年 # 月 )" 日国民政府职工福利金条例

#+F! 年 D 月 #" 日 社会部
职工福利金条例

实施细则

#+F! 年 + 月 ## 日 行政院

公私营工厂矿场

推行职业补习教

育并利用设备供

给职业学校学生

实习办法

#+F! 年 #* 月 )! 日 社会部
职工福利委员会

组织规程

#+F! 年 #* 月 )! 日 社会部
职工福利社设立

办法

#+F! 年 ## 月 )E 日 社会部

各省市推进劳工

福利事业计划要

点

#+FF 年 ! 月 D 日 社会部
职工福利委员会

组织简章准则

#+FF 年 F 月 #! 日 行政院
普设工厂托儿所

办法

#+FF 年 F 月 )" 日 行政院
工厂工人储蓄办

法

#+FF 年 F 月 )E 日 行政院 工会法施行细则

#+FF 年 F 月 )E 日 行政院
工会会员代表大

会代表选举办法

??表 # 所列法规大体分为两方面内容%

一为劳工自身所需的最基本的劳动保护% 如

-工会法.(-工厂法.及其相关子法#主要涉及工作

时间及休假的规定#对工资和奖金的规定#对津贴及

抚恤的规定#对保护童工女工的规定#对工人安全保

障的规定#对卫生条件的规定%

二为基于最基本劳动保护外的福利提供% 如

-工会法.(-职工福利金条例.等法规#强调采取强

制办法改善劳工福利% 如-示范工会实施办法.颁

布的目的之一就是'发展福利事业)#具体的操作途

径是'设立工人福利社)

*##+!*F

% -职工福利金条例.

规定#凡公营(私营之工厂(矿场或其他企业组织#均

应提拨职工福利金#办理职工福利事业
*#)+)ED U)EE

%

一些法规还对改善劳工福利的形式与内容做出规

定#如 -推进国营公路职工组训福利工作计划大

纲.(-职工福利社设立办法.(-普设工厂托儿所办

法.等% 社会部制定的 -劳工医院实施办法大纲.(

-劳工新村实施暂行办法.(-劳工食堂实施办法大

纲.(-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等文件#对改善劳工

的医疗(住宅(食堂(教育等条件作出相应的规定%

三?改善劳工福利的重要举措

尽管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有关劳工福利的法规不

少#涉及改善劳工福利的内容也较多#但实施的重点

却主要体现在工矿检查(-职工福利金条例.颁行(

职工福利委员会和职工福利社设置上%

!一"工矿检查

工矿检查是改善劳工福利的一项重要措施% 虽

然-工厂检查法.在 #+!# 年即已诞生#实业部也专

设中央工厂检查处负责工厂检查% 但是#抗战爆发

后#许多地区尤其是沿海工业集中地区沦陷#中央工

厂检查处无法工作#工厂检查工作实际上已经停顿%

随着工矿企业的大量内迁#后方的工业出现蓬勃发

展之势#工厂检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又显现出来%

#+F* 年 D 月至 #+F# 年 ) 月的社会部工作报告#陈述

了'各地工厂因陋就简#对于男女工人年龄(工作种

类(卫生设备(灾变伤害#往往未尽合法)

*E+)#F

#因而

必须实施工矿检查% 社会福利司司长谢征孚也明确

表示#工矿检查 '目的在保证工厂矿场劳工之安全

及卫生等设施#藉以维护生命#减少灾害#促进健康#

增加生产#而以工厂法(矿场法及工矿检查法等为依

据#由政府直接办理)

*#+F

%

工矿检查的内容包括厂名(厂址(业别(历史(组

织(经费(设备(原料(安全(卫生(福利(工资(工时(

童工(女工(学徒等#如男女工人年龄及工作种类#工

人工作(休息及休假时间#女工分娩假期#工厂安全

及卫生设备#工人死亡(伤害#学徒年龄(工作及待遇

等%

#+F) 年#工矿检查从重庆开始#检查的区域和

行业逐渐扩大% 表 ) 可以反映这种状况%

表 )Z检查各地区工厂厂数统计表
*#+)"E

地区!省市"

厂数

#+F) #+F! #+FF #+FC #+F"

总计

四川省 #*E !)D )FE #+* #F" #*#+

重庆市 +D !C+ #+! #DE !## ##!E

陕西省 DF #!+ )#!

西安市 DE #!*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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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 "D #F* )*D

贵州省 "+ #!* #C* !F+

云南省 D! #!C )*E

广西省 EC EC

湖南省 DD DD

南京市 FC FC

总计 )*C "E" +"F #*F) "C) !CF+

??工矿检查对企业改善劳工福利起到了一定的监

督和促进作用% 如 #+FF 年社会部派工矿检查员宋

绍业(林晃前往四川省威远县检查煤矿#发现'威远

县煤矿生产方法不良#工人工作情形甚苦)#'矿工

中以挖煤与拖煤工人工作最苦#工时又无规定#任其

自由延长至每日十二小时以上)#'该区矿工多采包

工制#工人终日辛勤所得须受工头之剥削)/工矿检

查员将所检查的情况上报社会部#社会部据此发出

-威远县各煤矿应行改善各点.#要求对劳工福利进

行改善
#

% 从总体上看#工矿检查的效果并不理想%

据工矿检查处估计#'据检查员之报告#工厂能依照

检查员劝告#而改善其各项设备者#其比例约为百分

之五十)

*#+)D)

% 也就是说#另有一半的工矿企业虽然

接受了检查#但并未对改善工人福利有何作为%

!二"实施-职工福利金条例.

经费的缺乏#是改善劳工福利面临的最大困难%

为了解决经费问题##+F! 年 # 月 )" 日#国民政府颁

布了-职工福利金条例.% 这是国民政府在改善劳

工福利方面的重大举措#其主要目的是解决因资金

缺乏使得福利措施难以落实的困难% 该法规主要规

定了以下内容
*#)+)ED U)EE

%

!#"规定了提拨职工福利金的强制性% 凡公

营(私营之工厂(矿场或其他企业组织#均应提拨职

工福利金#办理职工福利事业% !)"规定了工厂(矿

场或其他企业组织提拨职工福利金的比例及雇主与

雇员的分担比例% 要求,按创立时#就其资本总额提

拨 #[$C[/每月比照职员工人薪津总额#提拨

)[$C[/每 月 于 每 个 职 员 工 人 薪 津 内# 各 扣

*ZC[/营业年度结算有盈余时#就盈余项下提拨

C[$#*[/下脚变价时提拨 )*[$F*[% 同时#该

-条例.还规定,无一定雇主之工人#应由所属工会

就其估费收入总额提拨 !*[为福利金#必要时得呈

请主管官署酌予补助% !!"阐明了政府的鼓励态

度% 办理职工福利事业成绩优异者#得由主管官署

酌予奖助金% !F"规定了职工福利金之保管动用条

件% 即由各工厂(矿场或其他企业组织设置职工福

利委员会负责办理% 为了保证福利金真正用于劳工

福利#工厂矿场或其他企业组织及工会#应于每年年

终分别造具职工福利金收支表册公告之#并呈报主

管官署备查#必要时主管官署得查核其账簿/职工福

利金不得移作别用/职工福利金不得没收/职工福利

金有优先受清偿之权/对提拨福利金不力者#要处

罚% C 月 )C 日#社会部根据-职工福利金条例.#制

订并颁布了-职工福利金条例实施细则.% -细则.

使-条例.变得更具体(可操作#并就一些实际问题

作出解释%

提拨职工福利金的规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F! 年 F 月#仅在-职工福利金条例.施行不到三个

月后#社会部即发现了实施该条例的典型企业#并欲

在全国加以推广,'现渝市四纱厂#既各已由盈余项

下提拨劳工福利金#似可树立风范(推广及于全国#

使各地工厂普遍仿行#爰拟倡导全国%)

*++第#*期,#CF

!三"设置职工福利委员会和职工福利社

职工福利金有了来源#如何管理和使用福利金

以改善职工福利#又是国民政府面临的另一问题%

为此#社会部又制定了 -职工福利委员会组织规

程.% 该规程规定#设立职工福利委员会#审议(推

进(督导职工福利事业/筹划(保管(动用职工福利

金/分配(稽核及收支(报告职工福利金事业经费以

及其他有关职工福利事项%

在设置职工福利委员会的过程中#社会部特别

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厂矿作为示范#以推动和推广职

工福利委员会的建立% 如云南个旧县#有劳工 #* 余

万#社会部认为# '关于工人之组织训练及福利事

业#亟应设法推进)

*++第C期,#*#

#并专门制定-云南个旧

县矿区劳工福利委员会组织规则.#规定劳工福利

委员会的职责#'调查矿工组织与生活状况/指导矿

工组织工会/训练矿工工会干部及会员/改善与保障

矿工生活/建议战时适用于个旧矿区之劳工立法/协

助处理矿工相互间及矿工与矿商争议/筹办及指导

矿工 福 利 事 业/ 筹 措 矿 区 劳 工 福 利 事 业 经

费%)

*++第C期,D

职工福利社是职工福利委员会的下属执行机

构#具体支配职工福利金的使用#实施职工福利委员

会的决策% -职工福利社设立办法.规定#工厂矿场

或其他企业组织雇用职工在 )** 人以上者#应附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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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福利社#其不足 )** 人者#得联合设立/福利社

的业务主要有食堂(宿舍与家庭住宅(医院或诊疗

所(补习学校或补习班及子弟学校(浴室(理发室(托

儿所(洗衣补衣室(图书室(俱乐部(体育场(询问代

笔室(其他有关职工福利之事业 !例如工人储蓄会

等"/职工福利社业务经营以免费为原则#除物品消

耗允许依成本收费外#其他费用都从福利金中支

取
*#+)"*

% #+FF 年 ! 月#社会部又在其颁发的 -职工

福利委员会组织简章准则.中将福利社具体分为四

种形式,!#"工厂(矿场(公司职工福利社#!)"工会

福利社#!!"由工厂(矿场或其他企业组织联合设立

的'合办职工福利社)#!F"由工会联合设立的'合办

福利社)#其主要任务是改善生活(补习教育(康乐(

人事服务(其他有关福利事项
*#!++E

%

在社会部督促下#一些职工福利委员会和职工

福利社建立起来% 据社会部不完全统计#到 #+FC 年

#* 月#社会部有案可据的职工福利社有 CC 个#职工

福利委员会 +) 个#工人福利社 D# 个#工人福利委员

会 F 个
*#F+#"F

% 虽然设立了一些职工福利委员会和

职工福利社#但相对于庞大的劳工队伍而言#这一成

绩显然不足% 在大多数劳工数量少(劳工分散(工业

不发达地区#福利金的筹措却仍然是一个难以解决

的问题#这必然对设立职工福利社造成影响#如

#+FF 年 # 月 D 日#距-职工福利金条例.颁布已一年

时间#四川郫县政府仍呈文省政府称,'短期内尚无

设立组织之可能)/+ 月#四川省盐亭县也在呈文中

叫苦#称'职工福利会社因之难于设置)

$

% 能够成

立职工福利社的企业#基本上是规模较大的企业%

而已设立的职工福利委员会和职工福利社#控制权

实际上主要掌握在资方手中#这是 -职工福利委员

会组织简章准则.对于职工福利委员会委员构成规

定所决定的%

!四"其他一些相关措施

上述工矿检查(-职工福利金条例.的制订和实

施(职工福利委员会和职工福利社的设立等#均是抗

战期间国民政府在劳工福利方面的重要举措% 除此

之外#政府还有其他一些阶段性的(临时性的或针对

性较强的措施#这在社会部的工作报告中有较为充

分的反映% 其中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倡导兴办劳工教育% 社会部在其 #+F* 年 D 月

至 #+F# 年 #) 月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劳工教育在各

国通行之三八制中#已有八小时教育之办法#我国工

厂法亦曾经规定工人应使受补习教育#本部鉴于是

项设施至为重要#曾与交通部在各铁路合组职工教

育委员会#办理各本路职工教育事宜% 其他各地工

厂#亦有自行举办劳工教育者#尚未普及#尤待推

展%)

*E+)#F

倡导改善劳工医疗卫生和生活条件% 社会部将

#+F# 年改善劳工福利设施的重点放在改善劳工医

疗卫生和生活条件上#并创办了劳工新村及劳工医

院% 具体做法是#'先就渝市及自流井两市工厂区

域筹建劳工新村#以资倡导/并奖励厂方广为筹建#

其事业范围暂定为村户教育(村户卫生(村户自治(

村户娱乐(村户管理各项/并在该两地各建劳工医院

一所#与卫生署及当地各工厂会同筹办#其国营工

厂(矿厂(铁路(公路各重要产业工厂尤应积极推行

以谋工人福利)

*E+)#F

% 社会部除了在重庆推广上述

做法外#还在云南个旧地区推广上述作法%

救济失业工人% 社会部成立后#与赈济委员会

一道#在失业工人救济上采取过一些具体措施% 如

#+F* 年前后#救济海员工友#'沿长江一带#因欧局

变动后#海员失业者尤多)#为防止敌伪诱惑(救济

流亡起见#社会部 '曾经订定中华海员失业救济办

法八条#规定临时救济收容所及遣送回籍三项救济

办法#并向赈济委员会商洽核拨二十万元充救济经

费#责令海员工会办理)/次为宜昌沦陷后#撤退之

工人#连同眷属不下 #ZC 万人#'麋集雾渡站(三斗

坪(长阳一带#生活均失凭依)#社会部也是会商赈

济委员会#同时联络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决定将撤

退之技术工人及半铁机器四百余架#迁运奉节一带#

组织生产合作社#以资救济)

*E+)#C

%

成立示范工会#为改善劳工福利起示范和督导

作用% -示范工会实施办法.规定#示范工会除依工

会法规定各种任务外#其 #) 项主要工作之一便是

'设立工人福利社)% -职工福利金条例.及其相关

法规的执行#都是通过示范工会的典型作用而扩展

开的%

实施工厂工人储蓄% #+FF 年 F 月 )" 日#行政

院公布了-工厂工人储蓄办法.#并从即日起施行#

原于 #+!" 年 ) 月 #E 日颁布的-工人储蓄暂行规程.

废止% -工厂工人储蓄办法.规定,'凡工厂之工人

均应加入工会储蓄会/工厂依工厂法应给予工人之

津贴及抚恤不得从工人储蓄金内扣除/工人亦不得

借口储蓄#要求工厂增加工资)/'强制储蓄#分工资

#!#

江红英?国民政府与抗战时期的劳工福利



为若干等级#依其等级#在不妨害最低生活之范围内

酌定储金数额% 凡入会之工人均应如数储蓄/自由

储蓄由工人自动储蓄% 凡满一元者均得存储并得自

行指定用途)

*#!+++ U#*)

%

上述各项措施基本上由政府出面制订#由资方

贯彻实施% 因此#在资方不积极(又缺乏经费保证的

情况下#如设立工人补习学校(建立劳工医院等举措

就很难见成效%

四?战时国民政府劳工福利政策评估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制定了各种劳工福利政策#

采取了前述各项劳工福利措施#收到了一些成效%

第一#稳定了社会秩序#支撑了抗战%

改善劳工福利既是国民党及其政府的统治目

标#又是国民党及其政府的统治手段% 通过这一手

段#最大限度地缓和社会矛盾#巩固自身统治% 从这

个角度说#战时劳工福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达到了

其目的% 抗战期间#尽管劳资冲突不断发生#但大规

模的工人运动却很少#'除重庆地区和四川省的少

数行业以外#国统区的工人运动一般没有多少发

展)

*F+)C+

#直到 #+FC 年 ) 月才发生了规模较大的胡

世合运动% 同时#在已发生的工人运动中#几乎全部

是工人的经济斗争#目标直指改善福利(增加收入%

工人运动重在经济斗争而非政治斗争#这对国民党

巩固自身统治而言无疑极为有利%

此外#劳工福利政策的实施#对支撑抗战也起到

了重要作用% 据曾任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吴兆洪

回忆#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采取了较多的福利措施#

'所有这些措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使资源委员会

的职工牢牢缚在资源委员会这个机构上#为它的事

业服务
*#C+#*E

% 另据学者谢放教授研究#资源委员会

'在 #+!E 年后加快了投资和建设的速度#至 #+F) 年

底#资源委员会投资已达 E 亿元)

*#"+""+

% 造成如此

发展速度的原因#无疑离不开劳工的职业培训(教

育(娱乐等各种福利的改善% 通过生产更多的物资#

国民政府则达到了支撑抗战的目的%

第二#劳工福利有部分改善#但改善程度不均

衡%

通过政府督导#抗战时期的一些企业确实采取

了不少改善劳工福利的措施#提高了劳工福利水平%

据当时的工人肖宇柱回忆#天府煤矿在抗战前#'工

人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十二小时#而所得工资包工

头要提百分之四十#租客更甚#要提百分之七十#工

人所得极其低微#每人每天不过法币二(三角钱% 用

工人自己的话来说#只不过是0把嘴混出去了1)/抗

战期间#这种状况得到了改善#'逐步建立了职工医

院(宿舍(浴室(理发室(洗衣房(运动场(消费合作社

和露天电影33等% 对包工制的工人福利亦有所改

进#其食(宿与里工一致% 并订定了职工因公伤(残(

死亡的抚恤办法 )

*#D+#CD##D"

% 四川省档案馆藏的

#+FF 年 " 月 C 日省社会处给犍为县政府指令的附

件!表 !"#也反映了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在改善职工

福利方面的成效%

表 !Z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办理员工福利事业表
%

#Z食堂$$$# 大所#可容 C** 人同时用餐% 厨工用具由厂

供给%

)Z宿舍及家庭住宅$$$宿舍共 #* 所#可容员工 #*** 余

人% 家庭住宅大小共 E* 所#或容职工家庭百余家#并各供

给水(电(煤等%

!Z医院$$$# 所#聘用专任医师 ) 人#护士(助产士(药剂

员等数人#为员工及眷属等免费治病(接生(注射(防疫

苗#并供给药品%

FZ子弟学校$$$设完全小学 # 所#聘校长(教员共 + 人#

均专任职教育员工子弟%

CZ工人补习班$$$分设技术补习及普通补习班#灌输急

需常识及改*减+少文盲%

"Z艺徒补习班$$$经考试入厂#除随同工作实习外#另开

班补习#授以机械常识#绘图(算术(国语(英文等科目%

DZ体育场$$$设有篮球(排球(足球等#定期比赛#并开运

动会%

EZ图书室$$$# 所#购置中外书籍千数百册#杂志报纸书

报等随时订阅%

+Z娱乐$$$组织歌咏(平剧(话剧等团#业余练习#并及时

公演%

#*Z合作社$$$由员工加入为社员#并经工厂巨额借款#

举办合作社#凡员工及眷属等日用必需品#俱可购得%

##Z农场$$$供给员工及眷属食用一部分蔬菜%

#)Z浴室(理发室(缝纫室俱全%

??据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对抗战期间重庆 "E 家工

厂的统计#除 ) 家没有战时津贴外#其余 "" 家均有

战时津贴#包括生活津贴(工作津贴(年资津贴(福利

津贴% 其中#FF 家工厂有生活津贴#涉及米贴(伙

食(家属(煤炭(特别费(旅费等/#! 家工厂有工作津

贴#涉及技术津贴(加工津贴(夜工津贴(升工津贴(

竞赛津贴(考勤津贴等/E 家工厂有年资津贴#即为

企业工作年限长久者所享有的津贴/! 家企业有福

利津贴#涉及医药津贴(房租水电等津贴% 在 "E 家

企业中#有 CF 家有奖金##F 家没有奖金/!C 家有红

利
*#E+C+#"F#"+#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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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部曾就劳工福利状况进行过调查% 从

#+FF 年呈报到社会部社会福利司的 CCE 个工厂矿

场及其他企业组织职工福利事业概况调查表中反映

出#共有职工福利设施数 )E#!#其中食堂 F!!(宿舍

F!#(家庭住宅 #E+(医院 C"(诊疗所 )E"(补习学校

!+(补习班 D!(子弟学校 +F(浴室 #+*(理发室 #!E(

托儿所 #)(职业介绍所 )(洗衣补衣室 E#(图书室

#+F(俱乐部 #+E(体育场 #FE(询问代笔室 !"(合作社

#!D(保险 F+(其他 )D#每一厂矿平均福利设施单位

数为 C

*#+F+D#C*##C*C

%

当然#并非所有企业的劳工福利都有改善% 如

果把企业劳工福利做一横向比较#大企业的劳工福

利普遍高于中小企业% 以陈达先生的调查为例#他

选样的重庆 "E 家工厂#包括工人 !#DFD 人#平均每

家工厂约有工人 F"D 人
*#E+)F

#均属规模较大的企业%

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一家兵工企业#其劳工福利状况

也最为突出#工人不仅能免费吃住#还有工人补习教

育和工人子弟学校#其工人子弟学校竟然有 F 所完

全小学和 # 所初中
*#E+#!!##!F##!"

/在医药卫生方面#这

家兵工厂 '有西医 #D 人#护士 !C 人#病床 #)*

张)

*#E+#)"

% 另外#国营企业的劳工福利又普遍较民

营企业为好% 陈达先生对战时昆明 F) 家工厂调查

后发现#在工人住宿方面#'工厂无不力求省俭的#

所以自不免有住宿拥挤的情形#尤以民营工厂为

然)/在工人的生病求医方面#'民营工业中的小厂#

病假不能工作者即完全无工资33更无医药的免费

待遇)

*#E+)FF#)CC

%

但对更多的工人来说#政府政策所规定的劳工

福利则与之无缘% 如-职工福利金条例实施细则.

对划拨福利金专款的企业规模要求是#平时雇用职

工 C* 人以上的工厂(矿场(银行(公司(行号(农渔牧

场% 据统计#抗战时期#'全部民营工厂中#雇用工

人不到 !* 人的占 F#'FD[#!*$C* 人的占 #+'E#[#

平均不过 C* 余人)

*F+)FF

% 这就意味着#在工业化程

度极低(大量小企业以及手工业者和自谋职业者存

在的前提下#能够享受福利金的劳工大多集中在官

办的(较大规模的企业中% 而 -职工福利社设立办

法.更扩大了对企业规模的规定,'工厂矿场或其他

企业组织雇用职工在二百人以上及无一定雇主工人

之工会#有会员二百人以上者#应分别附设职工福利

社或工人福利社#其不足二百人者得联合设立

之%)

*++第#)期,""

这样#福利社开办的食堂(宿舍(医院

或诊疗所(补习学校或子弟学校(浴室(理发室(托儿

所(图书室(俱乐部(体育场等福利设施#对小企业劳

工以及无固定雇主的工人来说#只能是空中楼阁%

第三#劳工福利政策措施总体上贯彻乏力%

一方面#法规缺乏真正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如

-工厂法.虽对工人劳动保护有较为严格的规定#但

因战争的原因#这些规定在执行中则打了折扣%

#+F! 年 ## 月#桂林市政府曾就印刷社局工人工作

时间不符合-工厂法.规定的问题请示广西省政府#

广西省政府再请示社会部#最终社会部在 #+FF 年 #

月给予答复,'查该社局等#既不符工厂法规定#自

难强制实施#惟该社局等如为融洽劳资感情#提高生

产效率#自可参照工厂法规定#给予工人休假/倘因

业务关系#难以休假者#应照工厂法第二十三条之规

定加给工资33)

*++第#!期,C)

另一方面#已经颁行的法规存在漏洞#并不能较

好的得到实施% 如-职工福利金条例.规定了工厂(

矿场或其他企业组织提拨职工福利金的比例#但规

定的比例却有很大弹性#如规定企业创立时#就其资

本总额提拨 #[$C[#每月比照职员工人薪津总额

提拨 )[$C[等#这种弹性为敷衍-职工福利金条

例.开了方便之门% 又如-工厂工人储蓄办法.企图

让储蓄金起到福利金的作用#但到抗战中后期物价

飞涨#储蓄失去了基本的物价稳定前提#这个法规当

然变得毫无意义%

此外#各种规定也以各种方式进行变通% 如推

行工矿检查#不仅会遇到来自资方的压力#甚至还有

行政官员的压力% 社会部行政计划委员会委员黄卓

就认为,'实行工厂检查一项#如需严格执行#责令

工厂注重工人福利等等#则于无形中增加厂方负

担%)

*D++#

同时#在实施检查的过程中#所规定的检查

内容也大打折扣#甚至连社会部长谷正纲也无可奈

何地说,'现当抗战时期#后方各工厂的设备#事实

上又多不能按照工厂法的规定办理% 我们要办工厂

检查#只可就事实可能的范围以内#提出若干检查要

目来实行%)

*D+E"

第四#劳工福利水平总体上依然低下%

从当时的客观条件看#战争的艰难困苦环境和

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当时的社会不可能有很

高的福利水平% 战争需要消耗大量资源#导致当时

物资十分缺乏% 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料作支撑#国民

政府即使制定再多的政策(实施再多的措施也无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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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劳工福利真正改观%

虽然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通过各种政策和措施督

导企业改善劳工福利#但劳工福利改善的程度并不

均衡#甚至很有限#绝大部分劳工仍然生活在困境之

中% 尤其在物价高涨之时#工人所享受的福利基本

上被物价抵消#甚至形成了每况愈下态势% 据陈达

先生统计##+F! 年#昆明 #)D 家工厂工人每家每月

的平均支出是 ""!C')) 元#但每家每月的平均收入

仅 CF!"'DE 元#收入不抵支出/在支出成分中#食品

支出 在 总 支 出 中 高 达 "F[# 衣 服 支 出 仅 占

F[

*#E+)!+

% 此外#工人普遍感到工作时间太长(工作

环境太不卫生(饭食太坏(医药太缺乏(娱乐太

少
*#E+)D*

% 许多劳工甚至连政策所规定的福利也难

以得到保障#如资本家普遍随意延长工作时间#大多

数企业的日工时超过 #* 小时#少数企业甚至达到

#C 小时/一些企业工作条件和环境非常恶劣#缺乏

必要的劳动安全措施
*#F+)"* U)")

% 据上海社科院经济

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统计#'#+F! 年底#申四宝

鸡厂共有工人 !!"# 人#其中童工有 #)+* 人#童工占

了全厂工人总数的 !E'F[)

*#++!"+

% 所以#政府规定

的八小时工作制(保护童工等政策法规#在许多企业

成了空文%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高调的改善劳工福

利之举#犹如震耳雷声#仅收获了雨点少许%

注释!

!本文所指的抗战时期为 #+!D 年泸沟桥事变后的全面抗战时期%

"根据秦孝仪主编的-革命文献.第 +D 辑以及国民政府社会部编印的-社会工作通讯月刊.(-社会法规汇编.(-社会部公报.

等资料汇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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