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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饻”是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华北解放

区计算职工工资的计算单位。通常一个“饻”等于小

米两市斤、麦子一市斤、土布一方尺、煤一斤半、油五

钱、盐五钱的总和。把这些东西，根据当时当地的市

价折成钱或米，按月支发，以保障工人工资不受物价

波动的影响。①这种工资计算办法在华北很多地方

一直实行到1950年才被“工资分”取代。迄今为止，

除了少数著作和文章有一些对“饻”的简单介绍外，

尚未发现有关于“饻”的专题性研究。②在特殊的战

争与革命时期，“饻”作为解放区工资的计算单位，与

其说是一个计算方法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问题，

它不仅关系到工人的生活水平，也影响到工人的阶

级意识。“饻”的历史充分体现了战争与革命年代，中

国共产党在处理工人的生产与生活、眼前利益与长

远利益、个人命运与阶级解放之间关系时所面临的

矛盾和张力。本文把“饻”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来理

解，由字及史，探讨“饻”的起源与应用及其对华北解

放区工人生活和思想的影响，以及在战争与革命时

期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饻”来组织和教育工人。

一、“饻”的起源与应用

“饻”作为一种特殊的工资计算单位，起源于抗

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的军工企业，是解放区军

事工业由军事管理转变为企业化管理、军工企业由

供给制改为工资制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为

应对经济困难而采取的一种战时财政管理措施。随

着军事工业企业化管理的推进，“饻”也在华北解放

区得到普遍推行，其应用范围也由军工企业扩展到

其他公私企业。

华北解放区的军事工业，兴起于抗战进入相持

阶段之后。由于当时日军加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经

济封锁与军事破坏，而国民党政府为限制八路军、新

四军的发展，少发甚至停发原有的经费和军火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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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华北抗日根据地不但财政经济十分困难，弹药

供给也异常紧张。为此，1939年 5月，朱德、彭德怀

要求八路军在“晋东南、五台山、山东有计划地建设

军事工业，收集弹壳，自造子弹、手榴弹及注意收集

购买上述机器、铜铁及其他原料，求得仿造轻机关

枪”。③随后八路军总部成立了军工部，并在1939年
间建起了4个步枪制造所、1个复装枪弹厂、1个造地

雷和手榴弹的炸弹厂、1个试验所。到抗日战争胜利

时，军工部已发展成有矿山、铁厂、机械厂、化学厂、

枪厂、枪弹厂、炮弹厂，以及工业学校等10多个单位、

职工 3000多人的一支比较完整的军工队伍。④各兵

工厂成立之初，完全实行军事化管理，工人和军队战

士一样实行供给制。1940年4月彭德怀在视察兵工

厂之后指出，工厂不是军队，工人不是战士，不能用

管理部队的一套来管工厂，工厂要建立适合自己特

点的一套生产管理制度。按照彭德怀的指示，时任

八路军前方总部后勤部部长的杨立三带领军工部制

订了一系列新的管理办法、条例和制度，同时颁布了

新的工人待遇规定，除服装供给外，伙食、津贴改为

工资。⑤这实际上是从供给制变成了半供给半工

资制。

1940年至 1942年是抗日根据地经济极端困难

的时期。陕甘宁边区“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

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

天没有被盖”。而“华北华中各根据地的困难，比陕

甘宁边区要大得多”。⑥由于日军的“封锁”“蚕食”和

“清剿”，加上连年遭受水灾、旱灾等严重自然灾害，

晋冀鲁豫根据地在 1942年和 1943年发生全区性大

灾荒。“平原最严重的地方死亡达百分之十五，逃亡

达百分之六十，敌占区有许多无人区，物资缺乏，人

民贫困，财政经济非常困难”。⑦由于物资缺乏，物价

快速上涨，因而军工工人生活水平下降。为保证工

人及其家属的生活，杨立三通过调查研究，决定以小

米、食油、食盐、土布等几种生活必需品作为工资的

计算基础。杨立三把这个工资计算单位命名为

“饻”，含有解决衣食问题之意。⑧从 1942年 8月开

始，太行区的一些兵工厂开始实行混合实物工资制，

也就是按生活需要，逐一计算实物，支付形态则为货

币。⑨这是饻工资的最初形态，也是解放区工资制度

的一个重大转变，虽然后来在应用过程中多有反复

和变通，但根据生活需要以混合实物为工资计算基

础的做法则延续下来。

抗战胜利后，解放区接收了一批日伪厂矿，职工

队伍扩大，生产能力也有了提高。为了解决旧体制

和兵工生产发展的矛盾，适应当时新的政治军事形

势的需要，从1946年6月开始，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兵

工厂开始全面实行企业化管理，职工工资制度也随

之由部队供给制半供给制改变为全面工资制。全面

工资制就是将吃、穿、用和零用津贴，统一以工资的

形式，按月发给职工本人。⑩然而，1946年上半年，边

区物价极不稳定，“在半年之内，物价涨了四倍到五

倍”。特别是粮食、棉花、布匹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上

涨幅度较大，有时候甚至是一天几价。为避免因生

活必需品价格波动影响工人生活，边区决定实行实

物工资制。实物以小米、白面、土布三者为依据。开

支工资时即按当时当地三种物品之价格折钱发

给。这样，从1946年下半年开始，晋冀鲁豫边区军

工企业开始普遍采用“饻”作为工资计算单位。当

然，“饻”所包含的实物种类及数量在各厂中存在差

异。如太行实业公司，一个“饻”有包括小米2斤、麦

子1斤、土布1方尺的；也有包括小米1斤、麦子1斤、

土布1方尺，再加上1～2斤炭的。冀南银行印钞厂

一个“饻”包括小米2斤、小麦1斤、白布1尺、油盐各

5钱、煤1斤半。

由于解放区长期实行供给制，加之一些干部把

工资制等同于雇佣制，认为实行工资制后干部成了

雇佣干部，工人变成了雇佣工人，政治地位变低，因

此华北解放区军火工业推行企业化管理的努力遇到

了阻力，一些原本已经实行工资制的工厂又恢复了

供给制。如晋冀鲁豫边区运输处各经营单位从1947
年 8月 1日起恢复供给制，这实际上是一种倒退的

做法。随着战争规模扩大，军火生产任务也随之增

加，而供给制极大制约了军火生产的能力。有鉴于

此，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于 1947 年 12 月 21 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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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月12日在西柏坡召开了华北各解放区兵工

会议，朱德、刘少奇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指示。朱德

充分肯定了太行、晋察冀边区兵工企业实行企业化

管理和工资制度的做法。他强调“炸药、炮弹、手榴

弹成为决定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兵工厂要大量生

产弹药，还是“变为企业化为好”。刘少奇指出，供

给制曾在历史上起了革命作用，但供给制是一种“小

范围的军事共产主义”，“是在没有办法的条件下进

行的，是落后的”，“供给制是做得好坏均是一样待

遇，不能刺激生产还要降低”。因此，为了提高生产，

必须实行企业制和工资制。考虑到物价不稳定，“可

以米面油盐柴价的指数，以当地平均数来规定工

资”。根据刘少奇的意见，杨立三在兵工会议上的

总结发言中表示，军火工业必须扩大与发展，兵工企

业必须实行企业化管理和工资制度，工人的工资“以

几种日用必需品如米、麦、布、油、盐、燃料为标准，按

每月平均价发给”。这一意见最终写入了兵工会议

的“结论”中。至此，“饻”作为工资计算单位及其所

包括的实物种类基本确定。

1948年 5月，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

并，组成了统一的华北解放区。华北解放区的任务，

除了继续进行军事斗争和扩大解放区以实现完全解

放华北的乡村和城市外，“在一切基本地区，则是要

迅速地进行恢复和建设，以便更有力地支援全国的

解放战争和改善华北人民生活”。随着两大解放区

的合并，华北解放区的工资政策也开始走向统一。

1948年6月，华北解放区工商业会议通过了《公营工

厂战时工资制度草案》，规定在全区公营企业中推行

“饻”工资制，以2市斤米，1市斤麦子，1.5市斤煤末，5
钱油，5钱盐，1市方尺土布，为工资的一个计算单位

“饻”。同年8月，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正式通过决

议，规定全国各解放区职工工资计算都要以几种必

需品实物为工资计算基础，例如华北之“饻”，东北之

“分”，以保证职工的实际工资。此后，饻工资制在

华北解放区公营工厂中得到普遍推行。

以“饻”作为职工工资计算单位，其本意是要避

免物价波动给职工收入带来损失。但是，由于工资

是以实物按市价折货币发给职工，职工又以货币到

市场上购买生活必需品，因而导致每发一次工资，大

量通货在同一时间侵入市场，刺激物价上涨。加上

商人的投机操纵，市场物价即起波动，使职工遭受不

少损失，得不到应有的实际工资。有鉴于此，中华全

国总工会决定在推行饻工资制的同时，实行新的配

给制度。其具体做法是：由国家办供给商店，或由国

家将职工所需要的各种物资，如米、面、煤、布及其他

工业品等供给合作社，职工可以按国家规定的低廉

价格去购买其所需要的各种物品，以免受市场物价

波动的影响。1949年5月，华北第一届职工代表会

议通过了关于建立供给商店与消费合作社的决议，

并建议华北人民政府定价定量配售各国营公营企业

职工及其家属主要生活必需品(如粮、布、油、盐、煤

等)，规定价格时，应低于发工资的生活指数若干，在

一定期间不予变动。此前太行实业公司已经试办

供给商店、合作社，同时试行每“饻”内之粮食部分发

给实物。冀中地区实行“职工生活必需品统筹配

售”，凡各公营工厂的工人和薪金待遇的职员及其家

属均可享受配售待遇。此后这种职工消费合作社

在解放区推广开来，几乎所有大工厂都建立了职工

消费合作社。

然而，饻工资制在推行中还是遇到了问题，特别

是在新解放的大城市，阻力较大。一种情况是，工人

的意见不统一，有人主张用“饻”计算，有人反对。

1949年 3月 17日，石家庄市召开解放后首届职工代

表大会，征集工人对工资计算单位的意见。有人主

张工资应以小米发；有人主张工资要以米、面、煤、布

四种实物混合来计算，或以“饻”来计算；还有人主张

工资应以多种实物来计算，但不是“饻”。另一种情

况是，由于城市与乡村、城市与城市之间在消费水平

和消费习惯上存在差异，以“饻”为工资计算单位并

不适用所有地区。饻工资原本是建立在战争与农村

环境基础上，且“饻”所包含的物品种类绝大部分为

农业品，因此，在城市中实行饻工资制不一定合适。

比如，解放军在入天津之前曾决定技术工人和职员

可按原薪留用，工资折“饻”后发放。每“饻”所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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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暂定为：白面1市斤，玉米面2市斤，煤2市斤，五

福布0.5市尺。进城后经实际调查了解到，天津职工

生活消费与华北其他地方不同，硬性规定以“饻”为

计算单位并不合适，并且用“饻”计算出的工资较过

去高，故决定不采用“饻”为计算单位。

华北解放区出现的这种情况引起了党内关于是

否要在解放区统一工资计算单位的讨论。一种意见

认为，“饻”的计算法，在城市未解放前，是切合实际

的办法。但因饻值的计算极为复杂，且不能固定，因

此“北平及华北其他地区所实行的小米计算工资的

单位，目前并无再加变动的必要”。另一种意见认

为，工资计算还是采用“饻”好，因为“按米计算方法，

虽然保证了食品，但如粮食与其他日用品比值变动

时，也会受影响”。而且，“采用‘饻’来计算，里面包

括了一部分工业品(布)，这在农业产品与工业产品不

平衡发展的情况下，是合理的”。关于解放区是否

要统一以“饻”为工资计算单位的讨论，实质上是要

不要在全国解放前在所有解放区实行财政经济的统

一。中共中央认为，由于中国地方广大，经济落后，

加之革命发展不平衡，战区与非战区，新区与老区，

解放区与国民党统治区有很大区别，因此在全中国

解放之前，中央领导下的区域制仍是必要的。与之

相应，财政经济工作及后方勤务工作“应该是在分区

经营的基础之上，在可能与必需的条件下，有重点

地、有步骤地走向统一。对于新区的领导机关，应该

给予较大的机动权”。根据这一原则，华北人民政

府规定，华北解放区职工的工资，可以以小米一市斤

为单位，也可采用混合实物薪资制，以“饻”为单位。

每“饻”包括小米 2斤，小麦 1斤，油盐各 5钱，木柴 3
斤，土布1方尺。这样，在华北解放区，工资计算单

位并没有实现统一，小米工资和饻工资始终并存，甚

至在同一工厂也存在多种工资计算方法。这种状

况直到1950年全国统一实行“工资分”制度后才彻底

改变。

从上述“饻”的产生与应用过程看，“饻”是抗日

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困难、

缺衣少食的情况下，为保障职工的基本生活而采用

的一种工资计算单位。“饻”的产生和应用受到战争

环境、经济困难、物价波动、军火需求、财政统一等因

素的影响。实行饻工资的目的是要调动工人的生产

积极性，解决解放区面临的经济困难和军火供给问

题，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二、“饻”与工人生活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提高工人的工资待遇，改善

工人生活，这既是赢得战争与革命胜利的需要，也是

其政党属性的必然要求。然而，在抗战后期和解放

战争时期，改善工人生活遇到了诸多困难和问题。

一些工厂实行过“左”的劳动政策，盲目提高工人工

资，导致工厂成本大增，极大影响了工商业发展，最

终反过来影响到工人生活。当中国共产党试图对工

人工资进行调整时，又导致了工人不满。如何制定

合理的工资政策，既能满足工人的生活需求，又能促

进生产发展，就成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要问题。

“饻”作为工资计算单位，在当时物资极度匮乏、物价

极不稳定的情况下，虽然没有达到直接提高工人生

活水平的目的，但却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工人的基本

生活需要。

战争时期工人的生活应该维持一个什么样的标

准?中国共产党对此经历了一个反复探索的过程。

为保证工人的基本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解放区

推行工人最低工资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雇

佣劳动制度下，工人的最低工资就是“工人为维持其

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额。因此，雇佣

工人靠自己的劳动所占有的东西，只够勉强维持他

的生命的再生产”。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的最

低工资制度，不只考虑工人自身的生存，也考虑到工

人家庭成员的生活。即使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解

放区工人的最低工资也是“以实际养活一个人至一

个半人为标准”。因此在抗日战争时期，尽管解放

区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也很

低，但比较而言，工人的生活水平比农民还是要高出

许多。据 1944年统计，太行区农民每人全年平均总

收入仅 6.2石谷，而在此总收入中要开支生活消耗、

支前负担、再生产投资等，因此农民的生活水平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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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下。冀西、豫北一带农民生活水平更低，基本上是

“半年糠菜半年粮”，而且这种情况占相当大的比

例。对于解放区工人工资相对过高的问题，毛泽

东、朱德等人曾明确指示要加以改变。毛泽东指出，

工人的生活必须得到改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

工人的抗日积极性。“但是切忌过左，加薪减时，均不

应过多。”“至于乡村工人的生活和待遇的改良，更不

应提得过高，否则就会引起农民的反对、工人的失业

和生产的缩小。”朱德也强调，一切改善工人生活和

提高工资的要求，“一定要首先以不妨碍工厂的维持

与发展为前提。工资的标准，一般以能维持生活，保

证温饱为限度”。

尽管中共中央一再强调战时工人的工资不宜过

高，但工人工资偏高的状况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在抗

战胜利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日本投降后，晋冀鲁

豫边区公营工厂通过提高工资来吸引工人。“工资规

定按小米计，军工、机械、化工厂工人的工资，三等一

级者月三百斤，二等一级者月四百五十斤，一等一级

者月六百斤，学徒月一百五十斤，另有工服(年各一

套)、奖工(一年不请假者加一月工资，一月不请假者

加三天工资)、家属救济费等待遇。公营煤矿工人日

工资有高至二十四斤小米者”。一些新解放的城市

也大幅提高工资。张家口在解放后工人工资有大幅

度的提高。解放前，张家口大机器房的成年工人，每

月最高工资合小米115斤，最低工资合小米68.11斤；

解放后大机器房的成年工人最高工资合每月350斤
小米，最低工资合每月200斤小米。导致工人工资

偏高的原因，主要是当时的部分干部在思想上对工

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政策没

有正确的认识。他们简单地把提高工人工资、改善

工人待遇当作是群众观点，而把与厂方或资方合作，

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为目的的做法当作是“不革

命”，因而一面不断提高工人的工资待遇，满足工人

眼前的片面利益；一面搬用农村反对封建地主的方

式来反对城市资本家，借以显示其革命性。这样做

的结果，就是资方付不起工资，工厂商店关门停业，

工人失业。因为工人提出过高工资要求，加之对资

方进行“清算”，导致晋冀鲁豫边区“不少城镇(地区)
的工商业萧条或濒于毁灭。城市资金外流，如邯郸

外流资金占全市资金的半数，邢台占四分之三。失

业贫民增多，如邢台四千人、武安三千人、邯郸一千

五百人”。

解放区工商业出现萎缩甚至停顿，显然不符合

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基本精神，也

不符合工人自身的利益，这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

重视。1947年11月，朱德召集冀中地区经济部门负

责人谈话，指出他们的工人运动“走错了路”，只知道

发动工人改善生活，而不知道教育工人好好生产。

他强调，“工资要实行战时工资制”，“工资过高，对发

展工业是自杀政策”。12月10日，朱德又致函中共

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他到晋察冀野战军、冀中、石家

庄等地的经过及所见，认为“我军解放张家口后，工

人运动走错了路，工人发双薪，工人工资以养活四口

人为准，因此遗祸于现在”。毛泽东随后将朱德的

信转发给各中央局、野战军，并强调工厂、商店中工

人店员职员的生活条件，不可过高。“我党工商业政

策的任务，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

利。如果我党不善于领导工人阶级执行这一任务，

提出了过高的劳动条件，重复过去历史上犯过的错

误，致使生产降低，经济衰落，公私不能兼顾，劳资不

能两利，就是极大的失败。这件事，必须引起全党注

意，决不可只看见眼前的片面的所谓劳动者福利，而

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1948年 2月，中共

中央发布了关于保护工商业问题的指示，严厉批评

了晋绥解放区在领导方针上“未将发展生产、繁荣经

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与片面的、狭隘

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妨碍工人与人民革命事业

持久的、所谓拥护工人福利的救济方针严格区别”，

“反而是引导工人追求片面的眼前利益，盲目的将工

人及自己一同引入绝路”等错误做法。

晋绥边区出现的问题在其他解放区同样存在。

1948年 6月，合并后统一的华北解放区召开工商业

会议，讨论保护发展工商业的各项具体办法。会议

批评了过去有些地区未能深刻体会“发展生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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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方针，以近视的片面

的所谓劳动者福利为目标和规定过高的劳动条件等

错误，提出要纠正实行过高工资、过高的劳力分红与

过高的劳动条件的错误做法，纠正规定过多的假日、

工人店员开会侵占生产时间等耽误生产与营业的现

象。会议通过的《公营工厂战时工资制度草案》要

求各地政府要根据战时工资原则及各地具体情况对

工人工资加以合理的调整，使解放区内社会工资水

平适当降低，以免相互影响，阻碍生产发展。根据这

一草案，华北解放区公营工厂工人工资标准如下：军

火工业工人、重工业工人及轻工业之机电修理等工

人之工资待遇最低级别工匠为每月40～45个饻。轻

工业工人的工资待遇，最低级别工匠为每月 35～40
个饻。各业中最低级别学徒的工资待遇为每月22个
饻。支付工资以货币发给，按照工厂附近市场中等

价格(过高过低均不采用)计算。支付前1日工会、工

厂共同向附近市场调查，或采取支付日以前3日之市

场平均价格。这一标准较之前所执行的工资标准

明显降低，工人的生活水平也相应下降。以冀鲁豫

边区为例，根据河北张秋、筑先、濮阳、井店、王庄、昆

吾、仙庄、丁栾的 8个市场平均价计算，1948年 12月
上旬冀鲁豫边区饻价如下。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

东省分行金融研究所编：《冀鲁豫边区金融史料选编》下册，

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版，第360页。

注：一个饻价2000.9元。

品名

小米(斤)
小麦(斤)

土布(方尺)
盐(斤)
油(斤)

煤炭(斤)

平均单价

(元)
417.9
462.7
400.8
427.8
1618
158.4

饻中本项

数量

2斤
1斤

1平方尺

5钱
5钱
1.5斤

饻中本项

价值(元)
835.8
462.7
400.8
13.4
50.6
237.6

根据战时工资标准，按不变价格计算，若一个重

工业工人每月工资 40个饻，折货币 80036元(冀钞)，
可购得小米 80斤、小麦 40斤、土布 40方尺、盐油各

1.25斤、煤炭60斤；若一个学徒每月工资22个饻，折

货币 44019.8元，可购得小米 44斤、小麦 22斤、土布

22方尺、盐油各 0.6875斤、煤炭 33斤。然而当时的

物价并不稳定。据统计，1948年 12月 10日，冀鲁豫

河北地区物价总平均指数为314.4，货币购买力总平

均为 0.3181。因此工人的实际所得只有 1947年同

期的三成左右。另据石家庄、邯郸、辛集、伍仁桥、长

治、临清、泊镇、和川、濮阳、翼城、聊城、阜平12个城

市的统计，若以 1947年 12月的物价指数为 100，到
1948年12月，小米、小麦、杂粮、棉花、土布、盐、植物

油、燃料等 8种主要物资的物价总指数为 398.9。同

期货币购买力，1元只相当于 1947年 12月的 0.279
元。公布的这 8 种主要物资指数分别是：小米为

445.4，小麦为 400.7，杂粮为 455.5，棉花为 427.2，土
布为 353.2，盐为 216.9，植物油为 279.2，燃料为

267.9。可见粮食价格涨幅最大，这意味着工人的工

资收入大部分用于购买食物，这样低工资收入工人

的基本生活就难以得到保证。有工人反映，当时学

徒每月的工资是 22个饻，但伙食费就得花去 20个

饻，在穿用上就有了困难。因此他们的情绪很低落，

甚至认为“工人没有前途，还是回家种地去好”。

根据战时工资制度，华北解放区对工人的工资

普遍进行了调整。有些地方调整幅度较大，导致工

人的实际生活水平明显下降。如1948年5月邢台调

整工资时，当地干部把调整工资简单理解为降低工

资，调整后的工资比1947年降低了一半多。“这些干

部的主要思想，是怕工商业发展不起来，就不看实际

的去降低工资”。一些新解放的城市，工人生活虽

然有改善，但工人对工资标准也不满意。以焦作为

例。国民党统治时，政府先预借给工人每天最低工

资是金圆券3毛3，最高的1元3毛5，每元折合“中央

票”300万元。而当时每斗粮食卖 800万元，实际上

一天的工资买不到半斗粮食。加上不能按期发给及

半路的克扣，工人更加吃亏，连肚子都吃不饱。1948
年10月焦作解放后，政府先预借给工人每人玉茭45
斤，大洋5000元。政府并规定了暂时的工资制度：按

敌在时工资底薪 1元以下者加百分之百，1元 3毛 5
者加百分之九十五，1元 5毛者加百分之七十五，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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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金圆券折合 1个饻，最高工资 72个饻，最低 18个

饻，每人每月发煤三百斤，工人生活都得到保证。

但工人反映“工资还很低”，“要求赶快再增加”。为

了增加工资，工人在工作中还产生了“磨洋工，产煤

数少，他还报多，暗里捣鬼”以及“在销售上不负责

任”“煤托数很大”等现象。还有些地方解放后工人

的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有所下降。据华北局

调查，解放前 1948年开滦煤矿挖煤工人每人每月平

均可得 200斤面粉，每两天可吃一顿白面，能养 3口
人。解放后吃玉茭面与豆渣可养3口人。平津唐地

区私营小型工厂，工人的生活水平更低。因此，工人

要求保障职业(停工者复工)、保障工资、增加工资、付

清欠资。“以上四点，是不论公营、私营，大型小型工

厂中工人的一致迫切要求”。

工人对工资标准不满，要求增加工资，既是因为生

活的需要，也与其思想认识有关。解放前，中国共产党

发动工人成立工会，工人的要求主要局限于福利、工资

等范围之内。解放后，工人认为自己的党——中国共

产党来了，成立工会后，工资可以马上提高，福利可

以如想象的那么好，因而要求立即改善生活，提高工

资。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召开工人座谈会，

听取工人意见，同时向工人说明，不能希望在解放以

后，工人物质生活一下就会提高，因为目前还是处在

战时，工人们还要努力生产，供应战争。工人增资

与生活改善，应服从于现在的经济条件，否则对工

人、对革命都是不利的。对于党内存在的不顾实际

情况一味强调照顾工人利益的所谓“群众观点”，也

从思想上给予了纠正。在1947年党中央委托晋冀鲁

豫中央召开的华北各解放区财政经济会议上，这种

“群众观点”被认为是“单纯仁政观点、怜恤观点，是

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是迁就群众落后”。会议强调战

争观念和群众观念是一致的，“必须使干部认识，为

了战争胜利，就要适当增加群众负担”。中共中央

批准了华北财经会议决议，并要求新解放区人民担

负战争供给，反对“仁政”观点。当然，这并不意味

着可以忽视工人生活的改善。刘少奇指出：“工人过

高的要求，片面追求福利，那是错误的，我们已经批

驳过了。但因此而疏忽对工人生活的保障，对工人

生活漠不关心，那更是错误。”“共产党要为工人阶级

生活的改善而斗争，这个原则并没有改变”。“我们必

须宣传，将来工人生活是要改善的，现在生活苦是为

了战争，为了建设，为了将来”。

解放区工人的生活能否得到改善，关系到革命

事业的成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

如果在占领一个城市几个月后，“生产建设的工作还

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

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

全不能容许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

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

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

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

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

败”。然而，整体而言，华北解放区工人的工资经历

了一个由高而低的转变，解放并没有马上给工人的

生活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工人虽然当家作主了，但

工人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明显提高，有些地方还有所

降低。不过由于饻工资的推行，工人的基本生活得

到保障，党对工人工资的调整还是得到了工人的理

解和支持。显然，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从战争和革命

的全局来处理工人的工资问题和工人的生活问题，

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既要支援战争，又要恢复

和发展生产，同时也要尽可能地改善工人生活。“饻”

的应用，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战时工人的生活需求，从

而也推动了解放区工业的恢复和发展。

三、“饻”与工人的阶级意识

工人通常是指伴随工业革命而诞生的产业工

人，他们“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除了自己的

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所以只能受雇于资本家，依

靠工资维持生活。抗日战争后期，解放区的工业建

设，特别是军事工业和纺织工业建设促成了一部分

产业工人的产生，但人数不多，解放区的工人主要还

是农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据 1942年统计，晋察冀

边区工人中，农村雇工占 41％，手工业工人占 48％，

产业工人占11％；山东解放区农业工人占50％，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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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占 15％，手工业工人占 25％，渔盐工人占

10％。解放战争时期，随着一些大城市的解放，产

业工人所占的比例上升，但总体而言农业工人仍占

多数。不同阶层工人的工资标准和生活水平是有差

异的，这种差异引起了解放区不同阶层工人之间的

矛盾，也影响到各自的身份认同和政治认同。如何

让这些不同阶层的工人既接受彼此之间的差异，又

能形成一个共同的阶级意识?列宁指出：“阶级政治

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

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

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

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

识。”中国共产党在调整工人的工资待遇的同时，围

绕工人与国家，工人与工厂，工人与农民，工人的历

史使命等，对工人进行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塑造工

人的阶级意识。工人工资饻数的变化既是中国共

产党处理不同阶层工人的工资待遇和工人运动政策

调整的具体体现，也是解放区劳资之间、工人与工人

之间、工人与农民之间利益关系变化的反映。

解放区有公营和私营两种类型的工厂，这两种

类型工厂的工人在思想上面临的问题是不同的。在

私营工厂，工人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劳资关系

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根源

在资本主义制度，工人阶级要想真正获得解放，只有

“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因此，共产党要教育工人“明

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

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工人运动也基本上是根据这

一理论实施的。然而，解放区的政权是新民主主义

政权，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解放区的经济是新民主

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还是不可缺少的部

分。这样，在解放区的私营企业中，工人具有双重地

位，一是被剥削者的地位，即“劳方”的地位；二是主

人翁的地位，即国家政权的领导者地位。因为是被

剥削者，工人自然与私人资本家之间有矛盾，有斗

争，但这种斗争与国统区的劳资斗争是截然不同

的。工人不能再用罢工、怠工的方式来争取自己的

权益，而是应该承认私营企业存在的必要性，承认利

润的合理性，以主人翁的劳动态度，积极生产。这意

味着工人还必须忍受私人资本家一定程度的剥削。

然而，对于这种转变，许多工人并不理解。为此，

1949年 4月，刘少奇、彭真分别与天津、北平的工人

谈话，宣传中国共产党劳资两利的政策。刘少奇在

对天津职工代表讲话时指出，工人的解放，还只是政

治上解放。工人阶级的最后解放，只有把中国变为

工业国，从而过渡到社会主义之后，才能办到，因此

现阶段还要忍受资本家一定程度以内的剥削。私营

工厂工人的斗争要严格按照劳资两利的原则，坚决

改正要求过高的工资、过多的分红等错误。彭真在

与北平私营工厂工人代表座谈时也强调，应根据劳

资两利、发展生产的原则来解决劳资之间的问题。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但在私营工厂

中，工人在生产上应受厂方的指挥。彭真还表示，在

和工人代表达成一致意见后，拟召集私人资本家座

谈会。要定出工厂法、劳动法，让资方遵守。座谈会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工人很同意这些意见，并认为

召集资方开会之前先和工人商量是重视工人，共产

党与工人是一家，现在国家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把

生产搞好”。

如果说在私营工厂主要是要让工人理解和接受

“劳资两利”的原则，在公营工厂则主要是反对平均

主义。由于华北解放区公营工厂曾经实行过供给制

或半供给制，工人的待遇大体一致，因此工人内部盛

行平均主义思想。“都是个工人，要怎样，都怎样，平

等待遇”。这种观点，在工人思想上长期存在。解

放区推行全面工资制后，同业工人之间，新工人与老

工人之间收入出现差距，引起低收入工人的不满。

另一方面，新解放区实行原职原薪政策，敌伪留下的

工厂被接收后，原来的工人得以留用并保留原来的

职务和待遇，这又引起了其他工人的普遍不满。如

平津铁路局工人反映，“龙是龙，凤是凤、耗子总是倒

洞，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一句话说完，还是

人家行”。工人与职员之间也存在矛盾。解放前许

多工厂职员工资定得很高，职员与工人之间待遇差

距过大。如解放前开滦煤矿最高级别职员一人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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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低级别职员的71倍，是普通工人的114倍，导致

职员鄙视工人，工人仇视职员。解放后由于该矿工

作中发生偏差更加重了这种不合理现象。该矿 245
名高级职员的薪资，等于 5365个普通工人的全部开

支，有的职员一人月薪合 59000多斤小米，等于 136
个矿工的收入。

对于工资制度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中国共产

党曾经试图加以改变，提高普通工人工资，降低职员

工资。但在纠偏的过程中，又出现了另一种偏向。

有些地方的干部在对待群众要求的问题上缺乏清醒

的分析，笼统地提出了“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的

口号。其结果就是工人工资偏高，用农村土改的办

法在工厂中对职员搞“清算斗争”，因此影响到工商

业的发展。有些地方主张技术人员与普通工人“生

活平等”，对于技术人员和职员的薪水压得过低。在

评定工资的时候，不是从生产的观点出发，而是把被

养人口、家庭出身、政治积极性等等作为评定工资的

依据。如安阳辛庄煤矿在评定工资时，重体力劳动，

轻视智力劳动和技术，把政治表现、劳动态度都作为

确定工资等级的条件，结果有技术的工人工资不高，

无技术的工人只要劳动态度好，工资就高一些，导致

技术工人不满，进而助长了新老工人、无技术与有技

术工人的对立。这种工资过高或过低的偏向，本质

上是一种平均主义。平均主义违背了马克思主义

“按劳分配”的原则，抹杀了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

之间的差别，也抹杀了勤惰之间的差别，因而降低了

劳动积极性，影响生产的发展。1942年毛泽东就批

评过平均主义的工资制，并要求在企业中实行计件

累进工资制，以鼓励工人的劳动积极性。然而，受

供给制和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这种工资上的

平均主义现象不但没有得到纠正，反而在解放战争

时期有进一步的发展。

针对华北解放区公营工厂中普遍存在的平均主

义现象，中共中央于1948年6月1日发布关于工资政

策的指示，要求各解放区根据当时当地及企业的具

体情况，制定工资标准，坚决反对盲目的无限制的过

分提高工资或无原则的过分压低工资，反对抹杀工

程师、技师及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之间待遇上的差

别。根据中央的指示，1948年六七月间召开的华北

工商业会议批评了公营企业工资制度中的平均主义

倾向，指出平均主义是与发展生产的原则相违背的，

是降低生产毁灭生产力的办法，是救济观点，不是生

产观点，是人道主义，不是革命主义，必须坚决改

正。会议通过的公营工厂战时工资制度草案强调，

工资待遇应按“按劳计值”“同劳同酬”的原则确定；

必须在军火工业、重工业生产与轻工业生产之间，复

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之间，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

间有所区别，标准不应一致。根据这一原则，草案

规定：技术人员及工人中具有专门技术、经验丰富、

在工厂中贡献很大者，可给以特等工人待遇，特等

工资由 110个饻到 120个饻。具有高等技术之工程

师、技师对生产建设贡献极大者，其工资待遇无最

高限额。

华北工商会议后，平均主义思想并没有得到彻

底纠正，公营企业中工资上的平均主义“尚未普遍改

正”，“对技术工人的歧视(因为他们多出身中农以

上，过去有些当过工头)仍未消除”。1948年 8月召

开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继续对平均主义思想进行

了批判。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的决

议》指出，平均主义的实质，在于不了解工资制度的

原则和等级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它严重地妨害

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尤其是努力提高技术的积极

性，必须迅速纠正。会议要求解放区较大规模的工

厂企业，实行交叉累进的等级工资制度。所谓交叉

累进的等级工资制，就是说等级排列是交叉的，等级

间的差额是累进的。也就是根据多劳多得的原则和

职工在生产过程中的分工与技术程度来确定工资等

级，这样就使具有各种技术与生产管理经验能力的

职工得到合理的待遇，避免过去工资中的平均主义

现象，从而鼓励职工学习，促进生产发展。此后，华

北解放区各工厂开始实行交叉累进工资制。以1949
年华北兵工局所属兵工企业为例，职工按管理人员、

技术人员、军火工人三类分成五等四十五级，具体薪

资范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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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管理人员：甲等厂长 160.6～255.2个饻，加

薪进级后可到 299.2 个饻；乙等厂长、科长 96.8～
195.8个饻，加薪进级后可到 222.2个饻；丙等厂长、

科员股长79.2～129.8个饻，加薪进级后可到149.6个
饻；办事员 52.8～83.6个饻，加薪进级后可到 96.8个
饻；见习办事员 44～52.8个饻；勤杂人员 33～66个

饻。(乙)技术人员：工程师 195.8～321.2个饻；副工

程师 151.8～255.2个饻；会计师 151.8～255.2个饻；

技师123.2～204.6个饻；技术员、工务员、工长、会计

83.6～149.6 个饻；助理技术员、助理工长会计

68.4～83.6 个饻；实习生 61.6～83.6 个饻；练习生

44～61.6个饻。 (丙)军火工人：重技术工人 46.2～
132个饻；轻技术工人 44～125.4个饻；重熟练工人

44～90.2个饻；轻熟练工人 41.8～85.8个饻；普通工

人 39.6～70.4个饻；技术学徒 26.4～39.6个饻；养成

工 26.4～37.4个饻。每饻为中等小米 2市斤，中等

小麦1市斤，中等白土布1方尺，煤1市斤半，油盐各

5钱的总和。

按照交叉累进的原则来评定工资，一部分工人

的工资会得到提高，而另一部分工人的工资则可能

会减少。为了让不同阶层工人都能接受，各工厂采

用了民主考评的方式。如辛庄煤矿在评定工资的时

候，充分发挥民主。由工人自己提意见、定标准，经

工厂管理委员会最后审查决定。机务工人(包括机

工、钳工、模样、翻砂、开车、烧火、开泵、铁工、木工

等)经过严格考工，评定了各种工人的等级，确定了

工资数目。最高的105个饻，最低的30个饻。邯郸

电灯公司由全体职工选出代表协同工厂管委会组成

了工资评委会，根据劳动态度、技术高低、职位和能

力大小评定等级标准后，由大会通过，然后对照研究

每一职工等级、饻数，评议的次序为先职工、干部后

工人、学徒。在评议中，采纳了工人代表杨仁学的意

见：先将订出草案口头传达，经小组讨论、修正，通过

后再正式确定，因此获得全体职工的拥护。这种民

主评定工资的方式使工人感受到自己已是工厂的主

人。另一方面，在工资评定过程中，加强对工人的思

想教育。邯郸复昌面粉公司在评议工资时组成评议

突击小组，根据工人的技术高低，分成四等，再评出

饻数和等级。但由于工人对重评工资的意义不了

解，所以突击小组进行工作非常困难。后经公司负

责人和市职工会代表出面解释，工人情绪才稳定下

来，由对抗慢慢转向考虑、同意。有些工人自动要求

把工资降低等级。如修理部拉丝工人米殿魁初评为

一等三级，挣85个饻，后又评为二等一级。最后他声

明自己技术不高，宁愿在二等二级，挣72个饻。《人民

日报》就此发表评论认为，复昌公司这次评议工资，

虽然最后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的说来是不够成

功的。其原因就在于在评资过程中缺乏对工人进行

深入的思想教育，没有根据工人自己的经验来提高

其阶级觉悟，只是采用了“突击小组”之类的变相强

制办法。针对评资过程中出现的这种现象，中共中

央要求各工厂通过开短期训练班、工人夜校、座谈会

等方式加强 对工人的教育。在对工人进行教育时，

特别注意“加强工人的阶级教育，提高工人的阶级觉

悟”。课程“着重讲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唯物史观，

劳动创造世界，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及中国革命基

本问题”。对工人的阶级教育就是要让工人意识

到，解放后工人阶级已从被压迫阶级变为领导阶级，

工人已成为工厂的主人，因此工人的斗争也应由罢

工怠工转变为为巩固自己的政权而努力生产，支援

前线。邯郸铁工业工人经过十几天的夜校学习，“不

但懂得了劳资两利的政策，同时也懂得了打胜仗的

道理，明白了自己是解放区的主人翁”。北平市的

工人们在学习了共产党与工人阶级、中共党史及工

商业政策、劳大决议等文件后，阶级觉悟也有了进一

步的提高。

一方面保障工人的基本生活水平，一方面对工

人进行政治教育，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动工

人的重要方式。然而，在战争和革命时期，由于中国

共产党长期在农村从事革命斗争，导致一些党员干

部存在轻视工人的思想。例如，阳泉不少干部，“只

愿接近农民”。有些干部进城之后，把工人阶级当

作城市贫民一样看待，采取恩赐救济的办法去安置

他们，没有把他们当作一个先进阶级来看待。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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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干部认为工人比农民生活好，没有农民痛苦大，

“单纯的以生活水平的高低，来衡量工人阶级的革命

性”。这表明一些党员干部在“依靠谁”的问题上是

不清楚的，这导致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容易忽视工人

的切身利益，从而影响到党与工人的关系。毛泽东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批评了党内存在的那种在城市工

作中依靠资产阶级和依靠贫民群众的“糊涂思想”，

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

因此，中国共产党加强对工人教育的同时，也要进行

党内的教育，把思想统一到“依靠工人阶级”上来。

要依靠工人阶级，就必须从生活上、政治上关心工

人，解决工人的实际困难。石家庄在树立了依靠工

人阶级的思想后，及时地适当地满足工人切身的要

求。在公营工厂中确立了保障工人生活的工资制，

建立供销合作社使工人免受物价波动影响和中间剥

削；在私营工厂，则支持工人协同资方取消了各种不

合理制度，使之达到劳资两利。这样就使工人从亲

身体验中提高了觉悟，体会到主人翁的社会地位，体

会到党和工人阶级的关系，认识到只有接受党的正

确领导，工人阶级才能真正成为政治上和社会上的

领导阶级。

列宁曾经说过：“工人的自觉就是工人认识到，

本国所有工人的利益是相同的，一致的，他们全体组

成了一个不同于社会上所有其他任何阶级的独立的

阶级。”然而，华北解放区的工人，无论是公营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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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增加工资改善生活。中国共产党意识到这一

点，因此从工人的切身利益出发，在华北解放区推动

工资制度改革，实行交叉累进的工资制，以饻为工资

计算单位保证工人的基本生活，同时向工人灌输阶

级意识。通过这些举措，使工人在体会到当家作主

的同时，也意识到了作为一个统一阶级所承担的历

史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

恢复和财政经济的统一，“饻”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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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A

中国现代史

History of "Xi"(饻): The Living Conditions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of the Workers in the
Liberated Areas of North Chin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Revolution of Liberation
Ouyang Junxi

Abstract：As a unit of wage calculation,"Xi"(饻)is the product of military industry changing from military man⁃
agement to enterprise management, and also the outcome of military enterprises changing from supply system to wage
system in the North China liberated area. It is a wartime financial management measure adopted to cope with econom⁃
ic difficulties as well. The implementation of "Xi" as wages maximally met the basic living needs of wartime workers
and promoted the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in the liberated area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culcat⁃
ed class consciousness among workers while promoting the use of "Xi" as the unit of wage calculation. The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Xi" are not only the concrete embodiment of the CPC's handling of the wage treatment of workers of
different classes and the adjustment of labor movement policies, but also the reflection of the changes in the interest
relations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workers and workers, and workers and farmers in the liberated areas.

Key words：Xi(饻); worker; wage; living condition; class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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