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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国有企业工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基于天航档案中天津与上海数据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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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天航局档案中１９５６年疏浚公司天津队和上海队共计１６５１名船员个人信息、工资及其改革的

详细记录，考察建国初期国企员工工资结构的影响因素与变化历程，并对天津和上海地区的工资情况进行

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在建国初期的工资调整过程中，国企员工的工资差距扩大了，这一次工资调整是“反

平均主义”的；更高的文化程度、更长的工龄 对 工 资 有 正 面 影 响，是 否 参 加 过 反 动 党 派、是 否 是 共 产 党 员 等

政治因素对工资也有较大的影响；由于普遍采 取 分 地 区 定 级 工 资，地 区 因 素 作 为 重 要 变 量，影 响 了 员 工 工

资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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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针对国有企业工资制度的宏观描述和

分析比较丰富，但微观实证分析方面有所不足，
对于建国初期国有企业工资结构的微观分析就更

为少见，① 同一 行 业 或 企 业 在 不 同 地 区 工 资 比 较

的成果则一直是空白。作者从天津航道局永久档

案中发现了１９５５年疏浚公司天津队和上海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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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学者认为，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是根据国家工资制度制定的，其中职工的职称级别是工资的最主要决定因素，

而职工的生产特征如受教育程度和技能得到的经济回报较低（夏庆杰，李实，宋丽娜，Ｓｉｍｏｎ　Ａｐｐｌｅｔｏｎ：《国有单位工资结构及其就业规模

变化的收入分配效应：１９８８－２００７》，《经济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６期）。还有学者从历史角度回顾了国企工资制度的建立过程，回顾了建国初

期工资改革的过程，详细介绍了１９５６年工资改革完成后的工资制度，认为这次改革是寻求社会发展的效率性与公正性的统一（温振英，

许金华：《从１９５６年工资改革管窥建国初期的分配思想》，《企业经济》２００６年第７期）。对于国有企业微观工资数据的分析很少，有学者

对武汉市内１３家国有企业１１６３名员工评估各薪酬结构要素不同水平的薪酬值的实证调查，发现决定程序公平的薪酬结构的主因子分

别为级差工资、学习工资、起点工资，职位等级、学历等是决定级差工资的重要因素，而工龄相对次要（颜克权、王韬：《基于程序公平的国

有企业薪酬结构的主因子分析》，《中国管理科学》２００８年第Ａ１期）。



计１６５１名船员信息与工资记录，这一宝 贵 史 料

有望填补研究空白，值得深入挖掘。通过简单的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建国初国企员工工资的

影响因素，并对天津与上海两个地区的员工工资

展开比较分析，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之上做出了

几点贡献：第一，利用比较罕见的微观层面第一

手资料，还原了国企工资制度建立的过程和建国

初的工资结构，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更加

丰富可靠的证据和资料；第二，一些传统观点认

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工资改革是平均主义的，本

文通过对天津航道局档案资料的发掘，发现建国

初的工资改革总的来说是反平均主义的，扩大了

收入分配差距；第三，由于分析对象是同属一疏

浚公司的天津上海两队，更容易发现地区因素对

国企员工工资水平的重要影响。

一、研究背景

１．１天津航道局与上海航道局

在中国疏浚史上，海河工程局 （今天津航道

局）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其建立初衷，一方面

是为了缓解海河水旱灾害给航运业和沿岸居民造

成的严重损失，另一方面是通过保证航运维护列

强在华利益。［１］１８９７年，在清政府官员、各国领

事、租界洋商及航运公司的共同推动下，海河工

程局成立了。作为在各利益相关方合作博弈下成

立的第一家现代化疏浚专业机构，经费来源于政

府拨款、公债、捐税和自营收入，其性质既不同

于一般的企业，也不属于政府机构，更像是今天

广泛存在的一类 “公益法人”。［２］

海河工程局成立后，先后完成了六次裁弯取

直工作，疏通了海河及大沽沙航道，且常年负责

海河航道的破冰工作，为海河治理和天津港口建

设做出了巨大贡献。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５日，天津解

放。１月１６日，天 津 区 军 事 管 制 委 员 会 派 水 利

接管处副处长赵朴等接管了海河工程局，不久将

其移交给华北人民政府华北水利委员会领导。当

时在册职工总数８５４人。１９４９年７月１９日，海

河工程局改由华北水利工程局领导，更名为海河

工程处。１９５２年３月１５日 交 由 水 利 部 直 接 领

导。由于海河工程处负责的航道疏浚对航运的影

响越来 越 重 要，１９５２年８月８日，中 央 人 民 政

府政务 院 财 经 委 员 会 决 定，将 其 改 属 中 央 交

通部。［３］７６－８５

上海航道局建立稍晚。上海作为东亚远洋航

运中心，疏浚黄浦江航道至关重要。第二次鸦片

战争后，列 强 为 了 维 护 在 华 利 益，在 《辛 丑 条

约》中强行塞入疏浚黄浦江航道问题。光绪三十

一年九月初 六 （１９０５年１０月５日），南 洋 大 臣

将改订修浚黄浦河道条款具奏朝廷，大清光绪皇

帝在奏折上朱批 “知 道 了”，并 由 外 务 部 转 告 上

海道遵照办理。上海道台袁树勋于光绪三十一年

十二月初一 （１９０５年１２月２６日）设 立 浚 浦 工

程总局，会同税务司料理一切。经过二十多年对

黄浦江航道的治理，上海港一跃成为世界第七大

港。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３日，日军进攻上海，浦江两

岸战乱频繁，浚浦局的船舶设备尽遭日军掠夺，
疏浚工程全面停顿。众多浚浦局职工弃业从戎，
奔赴抗战前线，留局职工则以各种方式反抗日军

占领。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７日上海解放，军事管制委

员会在 接 管 江 海 关 的 同 时，一 并 接 管 了 浚 浦

局。［４］１－７３１９５０年１月，浚浦局改由军管会财军委

航运处接管，接管专员为李益民。

１９５２年，天航 局 和 上 航 局 的 历 史 轨 迹 发 生

了重合。１２月２７日，交通部根据国家需要，将

交通部航道工程总局改为航务工程总局，下设筑

港工程、设计、疏浚、打捞四个公司。１９５３年１
月１日，交通部航务工程总局疏浚公司在上海成

立，赵朴任经理，原海河工程处、新港工程局疏

浚船队组成天津区疏浚队，原浚浦局改为上海区

疏浚队。新成立的疏浚公司为国营企业，按建筑

包工企业办理，实行独立经济核算。后由于建筑

包工企 业 核 算 方 法 不 适 用 于 疏 浚 破 冰 工 作，从

１９５５年起，疏 浚 公 司 改 为 交 通 部 附 属 企 业，公

司为独立经济核算单位。直 到１９５８年，天 航 局

和上航局才分别独立出来。

１．２解放初的工资制度变化

解放初期，一个普遍的认识是，旧中国的工

资制度是极其不合理的。首先，工资分级存在不

统一、等级数目多、级差小等问题。在官僚资本

主义企业中，上海第五棉纺厂分七等３４级，工

人分９４级；石景山钢铁厂解放前有１００多 个 工

资等级，极差相当于一斤小米；青岛中国纺织建

设公司月工资分３７个等级。民族资本主义企业

中，私营水 泥 企 业 启 新 洋 灰 职 员 分 为１２９个 等

级，工人 分９２个 等 级。其 次，在 工 资 关 系 上，
又存在地区关系不合理、产业关系不合理、企业

之间和 企 业 内 部 关 系 不 合 理 的 问 题。地 区 关 系

２８４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年第４５卷



上，沿海高于内地；产业关系上，轻工业高于重

工业；企业间关系上，外资企业高于民族资本主

义企业；企业内部工资关系上，简单劳动高于复

杂劳动，外籍职工高于中国职工。［５］

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内部的供给制就已经

开始向工资制转化，但基本上实行的还是供给制

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形式，经济情况好的时候就采

用工资 制 多 一 些，差 的 时 候 就 采 取 供 给 制 多 一

点。解放初期，被接管企业大多数职工实行 “原
薪原职”政策，基本不动，个别调整，适当提高

部分职工工资，以实物为基础，实行货 币 支 付。
另一方面，因为相信苏联的分配制度才是最合理

的、真正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分配制度，中央各

级领导人认为只有扩大不同等级的极差系数才能

符合苏联模 式。１９４９年 中 原 临 时 人 民 政 府 在 武

汉对旧工资制的调查就提出，国民党统治时期的

工资制度 “存在平均主义工资率”。［６］

１９５０年始，在 恢 复 国 民 经 济 的 同 时，开 始

着手建 立 社 会 主 义 的 工 资 制 度。１９５０年９月，
中央召开全国工资准备会议，会议确定了工资调

整的三 项 原 则：要 在 可 能 范 围 内 调 整 得 比 较 合

理，打下全国统一的合理工资制度的初步基础；
一定要照顾现实，尽可能得到大多数工人职员拥

护；要照顾 国 家 财 政 经 济 能 力。１９５１年５月 全

国第一次 工 业 会 议 进 一 步 提 出 了 工 资 调 整 的 方

针：“工资问题，只能采取由地区到全国逐步清

理，逐步调整，逐步统一的方针，适当解决某些

急需解决的问题，并为全国统一准备条件。”［７］

１９５０年，政 务 院 通 过 《工 资 条 例 （草

案）》，提出工资改革的四点 意 见：第 一，规 定

工资分所含实物种类数量；第二，建立新的工人

和职员的工资等级 制 度 （八 级 工 资 制），确 定 产

业工资顺序，企业按产业类别和企业类别区分，
企业职员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一职数级，上下

交叉；第三，取消小额奖励，并入标准工资，保

留考勤奖金和年终双薪，但适当降低，实行超额

奖、质量奖、节约奖、安全奖；第四，制定工人

技术等级标准。由于各地采用的实物计价货币工

资标准不同，不利于劳动力资源统一管理与交流

互动。１９５２年，全 国 统 一 以 “工 资 分”为 工 资

计算单 位 （一 工 资 分 等 于 粮０．８斤，白 布０．２
尺，油０．０５斤，盐０．０２斤，煤２斤），全 国 的

工资发放从 供 给 制 过 渡 到 工 资 制，１９５２年３月

将伙食服装津贴合并标准折发货币。

１９５５年８月３１日，国务院颁布了 《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

命令》，同时还制定了物价政策。１９５６年６月１６
日，国务院颁布 《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内容

主要包括：取消工资分制度，实行货币 工 资 制；
调整产业部门地区企业之间的工资关系；改革工

人的工资等级制度，减少工资标准数目，提高技

术工人工资；改革企业职员工资等级制度。对于

全体企业职工的职务工资标准，一般划分为十三

类，每类职务又划分为若干等级，分别规定不同

的工资 标 准。以 东 北、华 北 地 区 二 类 产 业 为 例

（包括了铁道、交通等行业，是天航局和上航局

所处的类别），一类企业正副厂长的工资为２２９－
１４４元不等，最低一级的设计、工资专责助理技

术员的工资为５７－４３元不等。在此基础上，对产

业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和各类

人员之间的工资关系进行了调整。产业方面，重

工业的标准工资高于轻工业；各部门之间，直接

生产部门工资增长较多；同类企业在不同地区采

用不同的工资标准，对于物价和生活水平较高的

地区工资标准定的较高，内地重点发展地区的工

资也比 较 高。当 时 全 国 分 为 七 类 地 区，七 类 地

区：四川、贵州为一类；华东、中南地区及云南

省为二 类；东 北、华 北、内 蒙 地 区 为 三 类；上

海、西安为四类；广州、兰州市为五类；新疆地

区为六类；青海为七类。在各类人员的 关 系 上，
规定企业干部的工资高于相应的国家机关干部的

工资，以鼓励干部到企业工作；同时规定工程技

术人员的工资高于同级管理人员，以鼓励人们钻

研科学技术。［８］

１９５６年 的 工 资 改 革 是 在 我 国 社 会 主 义 改 造

即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全面进行的背景下

开展的一次全国范围的行动，改革既反对平均主

义，坚持按劳取酬原则，又力求工资分配的公平

公正，从而寻求社会发展的效率性与公正性的统

一。然而，由于借鉴苏联的工资改革在级差方面

造成差距过大，引起中央关注。１９５６年１１月的

八届二 中 全 会 上，毛 泽 东 对 工 资 标 准 进 行 了 批

评，他表示：“现在高级干部拿的薪金和人民生

活水平相比，悬殊是太大了，将来可以考虑也减

少一些薪金。”因此１９５６年工资 改 革 完 成 之 后，
国务 院 迅 速 拟 定 行 政１０级 以 上 干 部 全 面 降 薪。
中央在工资改革上指导思想的转变，使工资调整

从扩大级差向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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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津航道局的工资制度沿革

１９４９年被 接 管 后，天 津 航 道 局 （即 当 时 的

海河工程处）从一家中外合资的公益法人机构先

转变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事业单位，再急剧转型为

国营企业，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工资改革

的每一个 步 骤 都 与 相 应 的 国 家 工 资 政 策 紧 密 相

关，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６年的短短七年间，天津航

道局的工资制度几经调整，工资等级安排、工资

发放形式、各类福利安排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１９４９年海 河 工 程 处 的 职 工 工 资 共 分 为３２
级，发放货币工资，基本符合解放初期被接管企

业实行 “原薪原职”的政策。后来，为了保障工

人在物价波动情况下收入的稳定，海河工程处将

货币工资改为实物计价发放。需要注意的是，当

时中共管辖下的大量的企业、机关和学校仍然采

用战时供给制，华北水利委员会的一份文件就体

现了接管初期供给制与工资制的冲突：“根据各

地反映，为加强机关学校之领导，不少供给制待

遇之干部派往薪金制企业机关学校工作，仍按供

给制待遇，致因人数较少、起伙困难，工作生活

感到诸多不方便。为照顾工作便利，凡供给制待

遇之干部派往薪金制企业机关学校工作者，根据

其工作历史及工作态度，审慎评等，一律按薪金

制待遇……”①。

　　从１９４９年浚挖船员工资等级表可以看到改

革前的工资状况 （如图１所示），工资最高的船

长、轮机长、高级驾长根据评议分数不同，工资

等级 从１到１２级 不 等，工 资 从 小 米３８０斤 到

６６０斤不等；工资较低的水手等岗位，根据评分

不同，工资等级从３１级到１２级不等，工资从小

米２００斤到３８０斤不等。各级之间的级差最小仅

为５斤小米，最大为３０斤小米。一般来 说 级 别

越高，级差越大。有趣的是，工 资 最 高 的 水 手，
甚至可 以 达 到 高 级 驾 长 的 底 薪 的 水 平。可 以 看

出，建国初 期 被 接 管 企 业 的 工 资 分 配 是 倾 向 于

“平均主义”的，不利于激发员工的积极性。此

时的工资改革中针对工资等级过多、级差过小的

问题，将等级缩减为２８级，这是第一次 工 资 等

级数的削减。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海河工程处进行了

一次全面的工资调整，技术人员最高工资为小米

９２０斤，最低工 资 小 米３１０斤，平 均 工 资４７７．３
斤；管理人员工资最高８２０斤，最低２２０斤，平

均３６５．８斤；技 工 工 资 最 高５７０斤，最 低１８０
斤，平均２６７．３斤。主要是增加了技术和工人的

工资，降低了管理人员的工资，同时保留了年底

双薪、伙食补助和津贴等福利。

图１　１９４９年浚挖船员工资等级表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海河工程处又进行了一次大

规模的调资。经过多次排级测算，最后经调资委

员会研究，将工资标准调整为８等２４级 （即八

级工资制），平均增资４７．６％，这是第二次工资

等级数的削减。此次调资还响应国家的规定，将

按照实物计价发放工资的办法改为按 “工资分”
计发工资，分值按当日 《天津日报》公布的市场

价格计算。薪资评定后第一次发工资，每一 “工
资分”折合人民券２２９７元，当时海河工 程 处 职

工的平均 工 资 折 合 人 民 券１０６．６万 元。在１９５１
年１０月下发的一份文件中，华北水利工程局再

次要求海河工程处加大级差以克服平均主义，主

要策略包括抑制科员、办事员工资增长，对副工

程师以上技术干部升级等②。

１９５５年１月，当 时 的 疏 浚 公 司 颁 布 了 所 属

船舶修理厂关于工时、津贴、工资支付暂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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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办法规定了八小时工作日、月平均二十五

天班工作日、加班工资支付 办 法 等。从１９４９年

到１９５５年，经过几次工资调整，天 航 局 基 本 完

成了工资 改 革 的 初 步 工 作。１９５５年 和１９５６年，
在国家工资改革的大背景下，疏浚公司进行了两

次大规模的工资测标和调整，普通工人和技术人

员的工资水平普遍提高。根据１９５６年 《疏 浚 公

司各类人员工资方案汇总表》（天津航道局１９５６
年永久档案１４，１９５６），改革后疏浚公司全体员

工 （包 括 天 津 队 和 上 海 队）工 资 总 额 从

１６５０４９．６元上 涨 到１８９１４６．３１元，人 均 工 资 涨

幅 １５．１％，其 中 涨 幅 最 高 的 是 高 级 船 员

（２７．８％）和 技 术 员 （１８．７％）。与 调 资 前 相 比，
不同类型员工之间工资的方差与极差都扩大了。

表１　疏浚公司各类人员工资方案总表

人员类别
人数 工资 年均工资

总计 增加人数 不动人数 现行标准工资数 新拟标准工资总数 现行 新拟 增长％

总计 ２７１６　 ２６４５　 ７１　 １６５０４９．６　 １８９１４６．３１　 ６０．８　 ７０　 １５．１

船员 １６７８　 １６５９　 １９　 １０７３０３．３　 １２４７２３．２　 ６３．９　 ７４．５　 １６．６

　　　　　高级 ４６７　 ４６１　 ６　 ３８０８８　 ４８５７２　 ８１．６　 １０４．３　 ２７．８

　　　　　普通 １２１１　 １１９８　 １３　 ６９２１５．３　 ７６１５１．２　 ５７．２　 ６２．９　 １０

工人 ２４５　 ２４３　 ２　 １３９０８．３　 １５４６１　 ５６．８　 ６３．１　 １１．１

学徒 ８２　 ２８２　 ０　 ８５８８．８　 ９３６６　 ３０．５　 ３３．２　 ８．９

工程技术人员 １１３　 １０６　 ７　 ９４０２．３　 １０８２６．５　 ８３．２　 ９６．２　 １５．６

　　工程师以上 ２　 ３０　 ２　 ４３４１．８　 ４８２５　 １３５．７　 １５１．９　 １１．９

　　技术员以下 １　 ７６　 ５　 ５０６０．５　 ６００１．５　 ６２．５　 ７４．２　 １８．７

职员 ６４　 ２３５　 ２９　 １８８３５．５　 ２１３０１　 ７１．３　 ８２．２　 １５．３

勤杂 １　 ３２　 ９　 １９７６．９　 ２０３９．６１　 ４８．２　 ５０．９　 ５．６

警卫 １　 ６１　 ０　 ２９４０．５　 ３３２２　 ４８．２　 ５４．５　 １３．１

医务 ９　 １４　 ５　 １４６１．９　 １４２３　 ７６．９　 ８２．３　 ７

福利 ３　 １３　 ０　 ６３２．１　 ６８４　 ４８．６　 ５２．６　 ８．２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４日，天 津 市 工 资 委 员 会 下

发通知，认为工资改革中企业领导干部的工资增

长幅度过大，没有严格执行中央规定，造成领导

干部和工人之间工资差距过大，脱离群众，导致

工人不满进而影响生产。因此要求领导干部工资

只能适当地增加。进一步地，《天津市国营及地

方国营工业系统非生产人员工资标准草案说明》
要求，非生产人员工资增长率不高于工人工资增

长率。可 以 看 出，１９５６年 工 资 改 革 之 后，随 着

中央对于工资差距态度的转变，地方国营企业的

工资政策也发生了调整，从原先的克服平均主义

向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转变。天津航道局的工资制

度也随之调整。

１９５６年工 资 改 革 后，船 员 的 工 资 制 度 作 了

很多改进，同时在水平上也有了相当的提高，对

船员生产起了一定的鼓励作用。经过两年多的时

间，工程局决定将简化工资支付形式，统一将船

岸关系及短期航海与施工的关系考虑在内，不再

单独拟定工资加成和航海津贴等制度。并将原有

十个船组，合并为四个船组。从每一职务内增多

了等级标准，在高低职务间互相有了交叉关系，

缩短了级差，这样改变了高低相差悬殊的现象，

从而便于船员因生产变化而进行必要的流动，同

时有利于职工团结。由于高级船员原水平偏高，

这次高级船员工资下调较多。在每一职务内也适

当增多了一些等级，这样也解决了高低职务间、

船岸之间的工资相差过大，及普通船员中的新老

船员工资相差过少的问题①。

三、数据与分析

３．１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数据来自天津航道局１９５５年 永 久 档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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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中 的 《１９５６年 本 公 司 天 津 队 船 员 登 记 表》①

和永久档案２９中的 《１９５６年本公司上海队船员

登记表》②。这 两 份 表 记 载 了 天 津 队 和 上 海 队 全

体员工的年龄、工资、教育水平、政治背景、家

庭出身、工龄、籍贯等信息。表２展示了本文部

分相关变量的定义及简单统计指标：

表２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代码 个案数 平均值 变量定义

Ｗａｇｅ　 ｙ　 １６５０　 ２３９．３４ 工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ｘ１　 １５７６　 ４．３５６ 文化程度＊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ｘ２　 １６５１　 ０．７
反 动 党 团 （是＝０，
否＝１）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ｘ３　 １６５１　 １．１７９
政治 面 貌 （群 众＝
１，团 员＝２，党 员
＝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ｘ４　 １５３６　 １７．４４７ 工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ｘ５　 １６５１　 ０．４４７
地区 （天津＝０，上
海＝１）

　　＊文化程 度：文 盲、私 塾、初 小、速 成、高 小、初 中、高
中、专科、大 学 教 育 年 限 分 别 计 为１、３、４、６、６、９、１２、
１２、１６年。

《１９５６年本公司天津队船员登记表》详细记

载了９１３名船员的工资信息，反映了建国初期一

系列工资调整的结果。船员平均工资为约２２７工

资分，最高为轮机长郭曙堂，工 资 为１０１３工 资

分；最低为两位统计工，工资 仅 为１２０工 资 分。

各个职位的平均工资如表３所示：

表３　１９５６年疏浚公司天津队各职位平均工资

职位 平均工资 职位 平均工资

二管轮 ６２８．３ 电工长 ２８０

轮机长 ５７９．５ 司炉长 ２７４．７

大副 ５６６ 副司机 ２７２

二副 ５４５．８ 水手长 ２７１．５

船长 ４３０ 报务员 ２６７

大管轮 ４２９．８ 木工 ２５６．６

三管轮 ４２２ 驾长 ２５５．６

三副 ４２０ 舵工 ２４６

浚工二副 ３８３ 服务员 ２４３

副浚工长 ３７５ 锻工 ２２６

机匠 ３６６．２ 一级水手 ２２１

浚工船长 ３６４．２ 电工 ２０８．６

浚工三副 ３４５ 擦车员 ２０６．７

正驾驶 ３３８．９ 司炉 ２００

正司机 ３３３ 学徒 １９１．８

车工 ３３０ 炊事员 １８９．７

浚工大副 ３１６．３ 二级水手 １８５

材料工 ３００ 统计工 １５６．８

副驾驶 ２８６

　　数据来源：天津航道局１９５５年永久档案２８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４：

表４　天津队变量描述性统计表

Ｗａｇ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个案数 ９１２　 ９１３　 ８５５　 ９１３　 ８２９

平均值 ２２６．０６０　 ０．６９２　 ４．４０７　 １．２２　 １９．７５

中位数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０　 １．００　 １７．８８

众数 １８０．０　 １．０　 ４．０　 １．０　 １８．０

标准差 ８５．８１３２　 ０．４６２　 ２．０１０６　 ０．５６４６　 １２．３４１

方差 ７３６３．９０６　 ０．２１３　 ４．０４３　 ０．３１９　 １５２．２９７

最小值 １２０．０　 ０　 １．０　 １．０　 ０

最大值 １０１３．０　 １．０　 １６．０　 ３．０　 ５７．０

　　由表４可以看到，天津队平均工资为２２６工

资分，中位 数 为２００工 资 分；平 均 受 教 育 年 限

４．４０７年，大 致 相 当 于 初 小 毕 业；平 均 工 龄 为

１９．７５年。在统计中还可以发现，船员中曾经加

入过 “反 动 党 派”的 比 例 约 为３０．８％，有２８１
人；船员中共产党员的比例为７．３％，共青团员

的比例也 为７．３％，人 数 都 是６７人。工 资 和 工

龄分布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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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天津航道局１９５５年永久档案２８，天津航道局档案馆藏，１９５５年。

天津航道局１９５５年永久档案２９，天津航道局档案馆藏，１９５５年。



　
图２　天津队船员工资工龄分布图

　　 《１９５６年 本 公 司 上 海 队 船 员 登 记 表》详 细

记载了７３８名船员的工资信息。船员平均工资约

为２５３工 资 分，最 高 为 快 利 船 船 长，工 资 为

１１３０工资分；最低为一位生火工，工资仅为１４０
工资分。各个职位的平均工资如表５所示：

表５　１９５６年疏浚公司上海队各职位平均工资

职位 平均工资 职位 平均工资

船长 ４０１．４ 机匠 ３００

浚工船长 ３９３．９ 二管轮 ２９６．７

三副 ３７１ 水盘长 ２７０

轮机长 ３５０．８ 驾长 ２６８．２

三管轮 ３４０ 副驾驶 ２６２．７

浚工大副 ３３７．６ 舵工 ２６０

正司机 ３３３．９ 加油 ２３６．５

大管轮 ３２４．６ 生火 ２２５．９

正驾驶 ３２４．６ 水手 ２２５

大副 ３０９．３ 电工 ２２０

二副 ３０３．５ 扛工 ２０９．４

副司机 ３０２．７ 炊事员 １８１．９

　　数据来源：天津航道局１９５５年永久档案２９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６：

表６　上海队变量描述性统计表

Ｗａｇ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
ｎａｒｉｅ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个案数 ７３８　 ７３８　 ７２１　 ７３８

平均值 ２５３．２７９　 ０．７１０　 ４．２９５　 １．１２７

中位数 ２３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１．０００

众数 ２１５．０　 １．０　 ４．０　 １．０

标准差 ６４．７７９　 ０．４５４　 １．６９４　 ０．４４８

方差 ４１９６．２７７　 ０．２０６　 ２．８７０　 ０．２０１

最小值 １４０．０　 ０　 １．０　 １．０

最大值 １１３０．０　 １．０　 １６．０　 ３．０

可以看到，上海队 平 均 工 资 为２５３工 资 分，
中位 数 为２３５工 资 分；平 均 受 教 育 年 限４．２９５
年，大致相 当 于 初 小 毕 业；平 均 工 龄 为１４．７５１
年。在统 计 中 还 可 以 发 现，船 员 中 曾 经 加 入 过

“反动党派”的比例约为２９％，有２１４人；船员

中共产党 员 的 比 例 为４．５％，共３３人，共 青 团

员的比例 为３．８％，共２８人。工 资 和 工 龄 分 布

如图３所示：

　
图３　上海队船员工资工龄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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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两队各职位平均工资表可以看出，总体来

说１９５６年疏浚公司船员工资的等级与岗位等级

对应，但是由于工作表现评分和其他各种因素的

差异，所评定的等级不同，个别岗位也会出现工

资倒挂的现象。比如二管轮的平均工资高于船长

和大管轮。至 于 这 一 阶 段 政 治 面 貌、学 历、出

身、工龄对工资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的回归分析

才能得出更加准确的结论。

３．２不附加地区变量的模型

以工资为因变量，建立简单的多元线性回归

模型，公式如下：

ｙ＝ａ＋ｂ１ｘ１＋ｂ２ｘ２＋ｂ３ｘ３＋ｂ４ｘ４ （１）
使用ＳＰＳＳ软件对天津队和上海队的工资数

据分别建模并进行估计和检验，结果见表７：

表７　不附加地区变量的模型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天津队 上海队

回归系数 显著性 回归系数 显著性

ｘ１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１２．６２９　 ０．０００　 １．８７１　 ０．０４２

ｘ２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１５．３０３　 ０．０１０ －５．２４８　 ０．１２４

ｘ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１５．２９４　 ０．００１　 １５．６３４　 ０．０００

ｘ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３．０８１　 ０．０００　 ３．２６　 ０．０００

截距 １０２．７２２　 ０．０００　 １８０．６１　 ０．００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　 ０．２２４　 ０．４４

Ａｄｊ　Ｒ－Ｓｑｕａｒｅ　 ０．２２１　 ０．４３６

Ｆ检验值 ５８．８５３　 １３５．９０７

　　天津队模型调整Ｒ方为０．２２４，模型总体显

著，各变量 中 都 在１％水 平 上 显 著。可 以 看 出，
教育对 工 资 水 平 具 有 正 面 影 响，控 制 其 他 变 量

时，教育水平每增加一年，所得到的工资平均增

加１２．６２９工资分；参加过反动党 派 的 船 员 比 不

参加的船员工资平均低了１５．３０３工 资 分；工 龄

越长可以拿到的工资就越高；相比普通群众，共

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可以拿到更高的工资。可以看

出，在建国初期的工资调整过程中，通过对技术

人员的加薪，天航局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员工可以

拿到相对较高的工资；从另一方面来看，政治面

貌和出身 已 经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影 响 了 船 员 的 经 济

收入。
上海队模型调整Ｒ方为０．４３７，模型总体显

著，各变量中，教育、工龄和政治面貌在５％水

平上显著。可以看出，教育对工资水平具有正面

影响，控制其他变量时，教育水平每增 加 一 年，
所得到的工资平均增加１．８６９工资分；参加过反

动党派的船员有可能获得较低的工资；工龄越长

可以拿到的工资就越高，且影响水平与天津队非

常接近；从描述统计的结果来看，党员的平均工

资为２９５．５工 资 分，普 通 群 众 的 平 均 工 资 为

２５２．５工资分，党员工资略高。
从两队员工工资的影响因素来看，尽管对于

两队来说教育水平对工资都具有正面影响，但上

海队的工资分配中，教育程度对工资的影响相较

于天津队更弱。控制其他变量时，教育水平每增

加一年，所得到的工资平均 增 加１．８６９工 资 分，
相比之下 天 津 队 每 增 加 一 年 教 育 平 均 工 资 增 加

１２．６２９工资分，这 可 能 是 由 于 天 津 队 高 级 别 船

员的学历普遍较高，而且有机会接受速成和专科

教育。对于两队来说，参加过反动党派的船员都

会获得较低的工资，而党员和共青团员会得到较

高的工资。最后，工龄越长可以拿到的工资就越

高，工龄对两队员工工资的影响程度差别不大，
工龄每增加一年，平均工资增加约３工资分。

３．３附加地区变量的模型

将员工所 在 地 区 作 为 虚 拟 变 量，天 津 为０，
上海为１，建 立 包 含１６５６名 船 员 信 息 的 模 型。
将船员工资作为因变量，文化程度、工 作 年 限、
政治面貌、是否参加过反动党团、所在地区作为

自变量。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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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变量描述性统计表

工资 年龄 文化程度 政治面目 反动党团 工作年限 地区

个案数 １６５０　 １５９２　 １５７６　 １６５１　 １６５１　 １５３６　 １６５１

平均值 ２３９．３４０　 ３７．０１６　 ４．３５６　 １．１７９　 ０．７００　 １７．４４７　 ０．４４７

中位数 ２２０．０００　 ３５．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　 １４．８９５　 ０

众数 ２１５．０　 ２８．０　 ４．０　 １．０　 ０　 １０．０００　 ０

标准差 ７８．１０９　 １１．０９９　 １．８７３　 ０．５１８　 ０．４５８　 １２．００１　 ０．４９７

方差 ６１０１．０３９　 １２３．１８１　 ３．５０７　 ０．２６８　 ０．２１０　 １４４．０２７　 ０．２４７

最小值 １２０．０　 １９．０　 １．０　 １．０　 ０　 ０．２９９　 ０

最大值 １１３０．０　 ７０．０　 １６．０　 ３．０　 １．０　 ５７．０００　 １．０

　　可以看到，全体员工平 均 工 资 为２３９．３４工

资分，中位 数 为２２０工 资 分；平 均 受 教 育 年 限

４．３５６年，平 均 工 龄 为１７．４４７年。在 统 计 中 还

可以发现，船员中曾经加入过 “反动党派”的比

例约为３０％。工资和工龄分布如图４所示。

　
图４　总体船员工资工龄分布图

　　 相关性检验则显示，工资与工龄之间存在

显著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０．４，在５％水 平 上

显著。但工资与教育、工资与政治地位之间不存

在明显的相关关系，需要通过回归进一步检验。
以工资 为 因 变 量，建 立 简 单 的 多 元 线 性 回 归 模

型，公式如下：

ｙ＝ａ＋ｂ１ｘ１＋ｂ２ｘ２＋ｂ３ｘ３＋ｂ４ｘ４＋ｂ５ｘ５ （２）
其中，变量ｘ５是新增加的虚 拟 变 量，即 员

工所在地。使用ＳＰＳＳ软件对此模型进行估计和

检验，计算结果见表９。

表９　附加地区变量的模型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差 ｔ检验值 显著性 容差

ｘ１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８．５２４　 ０．８７８　 ９．７０８　 ０．０００　 ０．９４７

ｘ２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９．９０３　 ３．５５７　 ２．７８４　 ０．００５　 ０．９６０

ｘ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１５．１４３　 ３．１２９　 ４．８４　 ０．０００　 ０．９７１

ｘ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３．０９９　 ０．１４４　 ２１．４４９　 ０．０００　 ０．８６７

ｘ５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４１．１５２　 ３．３４６　 １２．２９８　 ０．０００　 ０．９３３

截距 １０７．０３７　 ７．１０１　 １５．０７４　 ０．００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　 ０．２７８

Ａｄｊ　Ｒ－Ｓｑｕａｒｅ　 ０．２７５

Ｆ检验值 １１６．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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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调整Ｒ方为０．２７５，模型总体显著，所

有变量都在５％水平上显著。经检验，各变量特

征值都不为零，容差远大于０．１，说明不存在共

线性问题。从结果可以看出，教育对工资水平具

有正面影响，控制其他变量时，教育水平每增加

一年，所得到的工资平均增加８．５２４工资分；工

龄越长可以拿到的工资就越高，平均每增加一年

工龄，工 资 平 均 会 提 高３．０９９工 资 分。显 而 易

见，教育水平和经验的提升相应地提高了员工的

人力资本水平，进而能为企业创造更高的效益。
建国后针对技术人员的全面加薪，有利于激发有

技术、有经验的人才投入到生产中去，促进了生

产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建国初的工资调整起

到了应有的作用。
然而，政治因素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工资的

制订。参与过反动党团的员工比不参加的员工平

均工资低了９．９０３工资分；相比起普通群众，共

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可以拿到更高的工资。尽管员

工的政治面貌一定程度上与其工作表现相关，但

针对员工是否参加过反动党派的历史因素产生的

工资差别本质上是一种歧视，而这一类歧视必然

会产生成本，特别是不利于 “政治背景不佳”的

员工提高劳动积极性，进而对其绩效产生负面影

响。此外，船员所在地区的不同也会导致其工资

水平的差异，这与建国初工资分区域定级的政策

有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水

平的差异。在其他因素一致的情况下，如果船员

所在地是上海，那么他的工资比在天津平均会高

出约４１工资分。

３．４天津队与上海队的比较分析

对１９５６年天津队和上海队船 员 的 人 数 和 构

成进行对比，可以得到表１０。

表１０　天津队、上海队人数构成对比表

天津队 上海队

船员总数 ９１３　 ７４３

平均年龄 ３６．４　 ３７．６

平均工龄 １９．７５　 １４．７５１

初小以下文化比例 ６４．３０％ ７９．５０％

党员团员占比 １４．６０％ ８．３０％

本地区船员占比＊ ７３．１０％ ６４．２０％

参加反动组织占比 ３０．８０％ ２９％

　　＊本地区，对于天 津 队 来 说 包 括 天 津 市 与 河 北 省，对 于 上

海队来说包括上海市与江苏省。

从员工的工龄分布来看，在平均年龄差距不

大的情况下，天津队员工平均工龄比上海队平均

工龄长了约５年，一方面天航局的前身海河工程

局的成立比上航局的前身浚浦局早了８年；另一

方面上航局在抗战中遭到了较大的破坏，大量老

员工流失。从图５可以看出，天津队船员的工龄

集中 在２０年 左 右，而 上 海 队 则 集 中 在１０年

左右。

　
图５　天津队、上海队船员工龄分布对比图

　　教育水平是决定员工工资的重要因素。从初

小文化 程 度 以 下 的 员 工 比 例 来 看，天 津 队 占 到

６４．３％，上海队占到７９．５％，从具体数据来看，

主要是因为天津队有相当一部分船员参加了速成

班 （相当于高小水平）和专科学校，使得高级船

员受教育水平较高，而上海队从资料来看没有船

０９４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年第４５卷



员参与速成班或专科学校。那么对于其他员工而

言，他们的教育水平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呢？下表

统计了没有进入计量模型的家庭成分因素与教育

水平、工资的关系：

表１１　１９５６年天津队船员成分表

家庭出身
平均文化程度

天津队 上海队

农民 ４．０１　 ４．２１

商人 ５．０２　 ５．２５

地主 １０．８　 ６．７１

工人 ４．４　 ４．３

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天津队还是上海队，地主

出身队员拥有最高的文化程度，与其他出身队员

相比有着明显的优势，商人出身的队员文化程度

也较高，工资相对较高；农民出身队员的平均文

化程度最低，工资也最低；工人出身的队员占比

最高，文化程度比农民出身的队员略高。这一结

果也符 合 常 识，农 民 出 身 队 员 家 庭 条 件 普 遍 不

好，经济实力较差，无力供养子女上学，导致农

民队员文化程度偏低。
另一组 有 趣 的 数 据 是 “本 地 区 船 员 占 比”，

在天津队，来自天津和河北地区的船员比重占到

７３％；而上海队来自上海和江苏地区的船员仅占

６４％。可见上海队船员的分布更为广泛，特别是

有１２．５％的 员 工 来 自 浙 江 地 区，这 可 能 说 明 上

海与周边地区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程度更高。由

于同属疏浚公司，天津和上海两地的员工有较强

的交流和联系，天津队有６．４％的员工来自上海

和江苏地区，上海队则有８．５％的员工来自天津

与河北地区。最后，山东作为两地的 “中点”也

是劳动力输出大省，分别向天津、上海两队输送

了７．７％和７．０％的员工。
接下来对天津队和上海队船员的工资数据进

行对比，可以得到表１２：
表１２　天津队、上海队工资对比表

天津队 上海队 上海队超出百分比

平均工资 ２２６　 ２５３　 １１．００％

中位工资 ２００　 ２３５　 １７．５０％

最高工资 １０１３　 １１３０　 １１．６０％

最低工资 １２０　 １４０　 １６．７０％

方差 ７３６３．９０６　 ４１９６．２７７

　　通过对上海队和天津队的比较分析，可以发

现，在１９５６年的工资制度下，上 海 队 无 论 是 平

均工资还是中位工资，都高于天津队，其中平均

工资高出了１１％，中 位 工 资 高 出 了１７．５％。就

工资差距来说，天津队船员的工资差距较大。通

过包含地区虚拟变量的模型可以看出，如果船员

所在地是上海，在其他因素一致的情况下，他的

工资比在天津平均高出约４１工资分。１９５６年工

资改革后对同类产业在不同地区采用不同的工资

标准，要照顾到各地区的物价和生活水平，对工

资标准较高的地区会作适当的增加。根据当时的

职务工资标准，全国分七类地区，其中天津所属

的东北、华北、内蒙地区为三类，上海、西安为

四类，从定级上看上海就高于天津。当年的统计

数据也充分 说 明 了 这 一 点：１９５６年 上 海 国 内 生

产总值６３．６１亿 元，人 均 国 内 生 产 总 值１００１．８
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１００．４；天津国内生产总

值２０．７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４０８．３６元，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９９．８①。天津队和上海队的总体

工资水平差距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地的经济发展

水平和物价水平差异。

四、结语

通过对天津航道局和上海航道局建国初期工

资史料的挖掘，可以发现作为国营企业，当时的

疏浚公司 （天津队、上海队）每一步工资改革都

紧扣国家在工资改革的文件和意见，形成了八等

二十四级的工资制度，工资发放形式也从解放战

争时期的货币工资，变为接管后的实物制，再转

向工资分，为执行全国统一的工资货币化打下了

基础。由于建国初期的工资改革主要是借鉴苏联

的工资等级制度，认为解放前的工资制度是 “平
均主义”，主要通过削减级数、扩大级差来调动

工人的积极性，高级技术人员的工资得到了较大

幅度的提高。
从工资的影响因素来看，天津队和上海队船

员的工资都受到教育水平、工龄和政治因素的影

响。建国初期的工资改革倾向于扩大不同工资等

级之间 的 差 距，特 别 是 提 高 技 术 人 员 的 工 资 水

平，这在天津队和上海队的工资分配中都有所体

现，其中天津队在工资分配上更倾向于高学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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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员。同时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家庭成分往

往对受教育程度具有直接的影响，地主、商人家

庭出身的员工往往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他们在

技术人员中占有较高比例，也会获得相比更高的

工资。在计划经济时期，工龄是决定工资分配最

为重要的因素之一，从历史资料中可以看出，工

龄对两队船员工资的影响是非常一致的，一般来

说，每多一年工龄，工资平均提高约３工 资 分。
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政治因素，它已经成

为影响船员工资的重要变量，参加过反动党派的

员工可 能 得 到 更 低 的 工 资。建 国 初 期 两 队 均 有

３０％左右的船员曾经参加过国民党、安清帮、供

济社、天地门等 “反动党派”。与之相对应的是，
在控制了教育水平和经验之后，共产党员和共青

团员的工资仍然更高。政治上的歧视带来的工资

差异，与实际的劳动生产率是不挂钩的，这也就

不利于充分发挥工资制度对员工的激励作用，进

而不利于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
最后，建国 初 期 的 工 资 改 革 是 “反 平 均 主

义”的，这与今天人们的普遍认识恰恰相反。然

而，从有关工资的历史资料中可以看出，扩大收

入差距的工资改革从根本上是与中共的传统相背

离的，随着中央在工资改革上指导思想的转变和

中苏分歧加大，国有企业更为关注将领导干部和

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加上缺

少合理的增资机制，国有企业工资制度逐渐走向

了平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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