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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型劳动关系的形成 *

———“郝建秀工作法”的总结与推广过程及其意义

游 正 林

〔摘要〕总结与推广郝建秀工作法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发生在我国纺织行业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本

文将其置于在国营企业中贯彻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这个宏大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解读。总结与推广郝建

秀工作法的过程，不仅是在技术层面上总结与推广一种工作方法的过程，而且是在国营纺织企业中贯

彻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的过程，也即是一个破旧立新的思想改造过程。这种思想改造既有助于把工人

改造成为像郝建秀那样的自觉劳动者，也有助于重建工会与企业行政、工会与党组织以及工会与工人

等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因而促进了合作型劳动关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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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king of Cooperative Labor Ｒelations: The Process of Summarizing and
Promoting the“Hao Jianxiu Working Style”and Its Significance

You Zhenglin
Abstract: Summarizing and promoting the Hao Jianxiu Working Style wa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 in our

country＇s textile industry during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This paper tries to interpret the event by putting it in

a special era，which implements the idea of relying on the working clas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process

of summarizing and promoting the Hao Jianxiu Working Style was not only the process of summarizing and promo-

ting a working style at a technical level，but also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idea of relying on the working

class in state-owned textile enterprises． It was a process of an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that destroyed old ideolo-

gies and established new ones． The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contributed to a transition of workers to active ones

like Hao Jianxiu． It was also conducive to rebuild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 between labor unions and enterprise ad-

ministrations，labor unions and Party organizations，and labor unions and workers，which facilitated the making of

cooperative labor relations．

“郝建秀工作法”是以纺织女工郝建秀的名字命名的一种细纱工作方法。1949 年 11 月，郝建秀

考入国营青岛第六棉纺织厂① ( 下文简称国棉六厂) 当细纱养成工，学习三个月之后正式从事挡

车②工作。在 1950 年 “红五月”生产竞赛和第四季度的总结评比中，郝建秀因为出的白花③特别少

等优秀事迹而两次被评为国棉六厂的二等劳动模范。1951 年 2 月，山东省工矿检查队建议国棉六厂

研究、总结郝建秀少出白花的工作经验和方法并加以宣传报道。经过三次总结，郝建秀的细纱工作

方法最终于 1951 年 6 月上旬被正式总结出来，并被命名为 “郝建秀工作法”。此后，在中国纺织工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郝建秀小组’研究” ( 18BSH103 ) 的阶段性成果。
① 该厂的前身是日商在青岛开设的纺织厂，1945 年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接收，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国营企业。
② 挡车，指看管一定数量的纺织机器并负责机器上的产品产量和质量。
③ 在把粗纱线纺成细纱线的过程中，纱线经过由皮辊 ( 上罗拉) 与下罗拉组成的牵伸钳口后一旦断头，从牵伸钳口继续

送出的纱线就会松开而产生须条，这些须条叫皮辊花，通常也叫白花。本文除特别引用外，一般用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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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全国委员会和纺织工业部等共同推动下，被誉为 “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①的郝建秀工作法被大

力推广至全国各个纺织企业。这种全国性的推广工作大致持续到 1954 年上半年才基本结束。

总结与推广郝建秀工作法是发生在我国纺织行业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本文将把这个事件放回

到在国营企业中贯彻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这个宏大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解读，并试图论证: 总结与推

广郝建秀工作法的过程，不但是一个在技术层面上总结与推广一种工作方法的过程，而且是一个破

旧立新的思想改造过程。这种思想改造既有助于把工人改造成为像郝建秀那样的自觉劳动者，也有

助于重建工会与企业行政、工会与党组织以及工会与工人等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因而促进了合作

型劳动关系在国营纺织企业内部的形成。
1949 年 3 月，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并提出必须全

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来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②。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被赋予了国家

领导阶级和国营企业主人翁的地位。“依靠工人阶级是我党管理工业、办好工厂的基本思想，在企

业中一切工作都必须贯彻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③ 在国营企业中贯彻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是总结

与推广郝建秀工作法这个事件得以发生的基本社会背景。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接收了大量原国民党政府企业 ( 也称官僚资本企业) 。新中国成立后，

这类企业被改为国营企业。郝建秀工作法产生于这类企业，对它的推广也主要是在这类企业。本文

所说的国营企业也是指这类企业。这类企业中的工作人员大致由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人和以从

事非体力劳动为主的职员 ( 主要是行政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组成。在国营企业中贯彻依靠工人阶

级的思想，不但意味着对全体职员和工人进行相应的思想改造，而且意味着在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

指导下重建包括职员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在内的劳动关系。所谓劳动关系，通常是指雇主及其代理者

( 经营管理者) 与雇员及其代表 ( 如工会) 之间的关系。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企业的具体情

况以及工会工作的特殊重要性，本文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 “劳动关系”一词，除了指企业的经

营 ( 或行政) 管理者与工人及其代表 ( 工会) 之间的关系以外，还包括工会与党组织、工会与工

人、工会与技术人员以及工人与技术人员等彼此之间的关系。因此，具体来讲，本文将把总结与推

广郝建秀工作法这个历史事件放置在思想改造与劳动关系重建的历史进程中来解读，也即解读的重

点在思想改造与劳动关系重建层面，而不在生产技术或工作方法层面。

本文接下来首先论述党和政府在国营企业中贯彻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时所遇到的亟待解决的两

个主要问题，并提出判断合作型劳动关系形成与否的主要标准; 然后分别论述郝建秀工作法的总结

与推广过程及其对改造职工思想、重建劳动关系的重要意义; 最后小结全文并进一步探讨合作型劳

动关系的基本内涵。

一、贯彻“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所需解决的两个主要问题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来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那么，

工人阶级是否可靠呢? 刘少奇认为: “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是最可靠的。这是一般说的。具

体地说，则还有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工作，使工人阶级完全可靠。”刘少奇还提出了 “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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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纺织工会一届三次全委会议关于推广郝建秀先进工作法向纺织工业部的建议》 ( 1951 年 8 月 28 日) ，《中国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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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中国纺织出版社，1999 年，第 642 页。
参见《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 ( 1949 年 3 月 13 日)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 1921—1949 ) 》第 26 册，中央文献出

版社，2011 年，第 203—204 页。
《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党对国营企业领导的决议》 ( 1951 年 5 月) ，《大众日报》1951 年 9 月 17 日。



工人工作，使工人成为完全可靠的”三种主要办法: “尽可能保障工人的生活水平勿使之过低; 深

入广泛地教育工人; 组织工人。”①在这三种办法或工作中，不仅第三项工作 ( 组织工人) 需要依靠

工会去做，而且第二项工作 ( 教育工人) 当时也主要是交给工会去做的。因此，七届二中全会 “将

工会工作的重要性提 高 了”②。相 应 地，七 届 二 中 全 会 闭 幕 之 后 仅 仅 过 了 三 个 多 月，中 共 中 央 就

“要求全国总工会于七月二十日召集全国工会工作会议，讨论目前工人运动中若干重要问题，特别

是组织问题”③; 新中国成立后不足 9 个月，就于 1950 年 6 月 29 日起公布施行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工会法》 ( 下文简称 《工会法》) 。
《工会法》第九条规定: “工会为保护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根据其章程及决议进行下列工作:

一、教育并组织工人、职员群众，维护人民政府法令，推行人民政府政策，以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

人民政权; 二、教育并组织工人、职员群众，树立新的劳动态度，遵守劳动纪律，组织生产竞赛及

其他生产运动，以保证生产计划之完成; 三、在国营及合作社经营的企业中，在机关、学校中，保

护公共财产，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并与破坏分子作斗争; 四、在私营企业中，推行发展生

产、劳资两利政策，反对违背政府法令及妨害生产的行为。”④这些规定大致界定了工会与人民政府、
工会与企业行政、工会与职工等之间的关系，这对重建国营企业内部的劳动关系具有十分重大的意

义。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的李立三认为， 《工会法》第九条 “规定着工会的责

任”⑤。那么，具体到国营企业内部，如何具体地实施 《工会法》尤其是工会如何具体地履行这种

责任? 这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难题，中共中央对此极为重视。
在 《工会法》公布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 《彻底实施工会法》的社论，强调: “我们

国家全部工作的努力目标，是使国家逐步走向工业化。工人阶级正是国家工业化的主力……人民政

府必须首先依靠工人阶级推行自己的工作，而依靠工人阶级的具体内容则是依靠工会。”⑥ 6 月 30
日，中共中央出台了 《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开展四项相关工作。
其中第二项工作是: “通知各企业管理机关及各工厂企业中的党委或支部召集有党和行政及工会负

责同志参加的会议，讨论执行 《工会法》的具体计划并检讨过去工作。切实研究行政与工会如何配

合工作，搞好生产，而不是各自为政，互相抵消; 研究党如何领导工会而不是代替工会，如何通过

工会去进行群众工作，而不是抛开工会去直接进行群众工作的具体办法。”这表明在企业中执行

《工会法》不是一项孤立的活动，还涉及如何重建企业行政与工会、企业党组织与工会以及工会与

群众等之间的关系，或者说，还涉及如何重建企业的劳动关系。其中第四项工作是: “各中央局、
分局与省委市委负责同志应将此次讨论经过及所拟定的执行 《工会法》的具体办法，过去工会工作

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及今后纠正的方法，以及在讨论中提出的各种重要意见和在执行中所遇到的或

估计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作一综合报告于 7 月底以前电告中央。”⑦

相应地，中南局于 1950 年 7 月中旬召开了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议，讨论了 《工会法》，并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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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检查了一年来的工会工作，其检查结果集中体现在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

会上所作的报告之中。邓子恢首先简明扼要地肯定了中南各省市的工会工作取得的四点成绩，然后

指出工会工作中的缺点 “主要表现在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这应该引起同志们极大的警惕”①。7 月

29 日，邓子恢把这次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议的情况，包括他在会上所作报告的基本观点，给毛泽

东写了一份报告。8 月 4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其批语说: “工会工作是目前我们党的主要

工作之一，但各地党委对于工会工作显然注意不够。望各中央局、分局及省委、区党委和市委照邓

子恢同志的做法在最近三个月内认真地检讨一次工会工作并向中央作一次报告，以便加强各级党委

对于工会工作的注意，改善工会工作，是为至要。”②

在各中央局、分局等写给中央的相关报告中，西北局的报告反映了工会工作中存在的三个方面

的问题，并认为: “直到今天工人运动中存在的问题还这样严重，工会工作还这样薄弱的基本原因

是: 各地党委重视不够，对工人的问题研究得太少，对工运干部具体帮助和指导太少。”③ 1950 年

12 月 30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西北局的报告，并加了毛泽东起草的如下批语: “在一九五一年春季党

的四中全会开会以前，请你们负责认真地检查一次工会工作，准备向四中全会作报告。各地工会工

作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而各级党委一般地说来注意得很不够，或者完全没有注意，这是不对的。必

须改变这种情况。”④ 从这则批语的语气尤其是从提出向党的四中全会作相关的报告来看，此时的毛

泽东已经进一步意识到了工会工作方面问题的严重性。
1951 年 1 月 24 日，毛泽东批转邓小平 1 月 8 日的报告给各中央局负责人，指出: 在邓小平的

报告中，“提到西南已开了一次城市工作会议，着重地批判了党内较为普遍的看不起工人的思想，

明确依靠工人阶级应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应把它贯彻到各项工作各个部门中去等语……许多同志当

然很忙，但请你们考虑，腾出一段时间，在五月一日以前，召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着重地研究和

解决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问题，工厂管理问题，工会工作问题，为四中全会讨论这个问题准备意

见。四中全会拟在五月召开⑤，请你们按照这个时间部署工作”⑥。

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讨论 “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问题、工厂管理问题、工

会工作问题”。这表明: 在毛泽东看来，这三个问题是城市工作中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笔者认

为，具体到国营企业内部，所谓 “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问题”应该是如何在企业的一切工作中贯彻

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的问题。这包含了以下两个较为具体的问题。一是如何让全体职工 ( 尤其是行

政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接受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 因为 “目前还有不少企业行政管理干部，对于

依靠工人群众的帮助来管好工厂企业的基本思想还没有搞通”⑦。二是在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的指导

下，如何尽快重建生产秩序以便快速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 这就涉及前面所说的 “工厂管理问题”

和 “工会工作问题”。“工会工作问题”主要是如何在企业内部具体地执行 《工会法》的问题，尤

其是工会如何具体地履行 《工会法》第九条所规定的四项责任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涉及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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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第 4 册，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450 页。
参见《毛泽东年谱 ( 1949—1976 ) 》第 1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271 页; 《中共中央批转西北局关于工会工

作会议情况的报告》 ( 1950 年 12 月 30 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 1949 年 10 月—1966 年 5 月) 》第 4 册，第 448 页。
这里所说的四中全会指中共七届四中全会，该全会并未在 1951 年 5 月召开，而是被推迟至 1954 年 2 月召开。
《毛泽东年谱 ( 1949—1976 ) 》第 1 卷，第 289 页。
《学会管理企业》，《人民日报》1950 年 2 月 6 日。



重建工会与企业行政、工会与党组织以及工会与工人等之间的互动关系。对 “工厂管理问题”的理

解，有必要提及 1950 年 2 月 6 日 《人民日报》社论 《学会管理企业》一文。根据该文的观点，“工

厂管理问题”主要是如何把原先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改造成为新民主主义企业的问题。这种 “改

造”需要达成相互关联的两个主要目标。一是把工人群众改造成为自觉的劳动者。该文认为，新民

主主义的经济与官僚资本主义、一般资本主义经济有两个根本区别，其中之一 “就在于一切旧的资

本主义企业是依靠压迫方法来强制工人劳动生产……新民主主义的人民企业的管理，则必须启发和

依靠工人群众主人翁的感觉①，发挥工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以便工人群众能够自觉地进

行劳动”。二是实现企业管理体制上的破旧立新。该文认为，“在一切国营公营的工厂企业中，必须

坚决地改变旧的官僚主义的管理体制，实行管理民主化，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吸收工人参加生产

管理，以启发工人的主人翁的觉悟，发扬工人的自觉的劳动热情”②。如果这么理解成立的话，那

么，我们可以把毛泽东所说的上述三个问题概括为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在依靠工人阶级的思

想的指导下，如何尽快把工人改造成为具有主人翁责任感的自觉劳动者? 二是在依靠工人阶级的思

想的指导下，如何尽快重建工会与企业行政、工会与党组织以及工会与工人等之间的互动关系以便

形成一种和谐而高效的生产秩序? 这也是当时党和政府在国营企业中贯彻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时所

遇到的亟待解决的两个主要问题。如果这两个主要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我们就可以认为，依靠工

人阶级的思想在国营企业中得到了有效贯彻，相应地，“合作型劳动关系”也就基本上形成了。

几天以后，1951 年 1 月 29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工会工作。毛泽东

说: “各级党委应当专门地经常讨论工会工作。五月间将召开的四中全会，即以工会工作为中心，

同时应涉及到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工厂管理、工厂支部工作问题。”③ 毛泽东在会上还说: “工会

工作有成绩，但问题甚多，必须全党注意……领导方法上应注意多介绍经验，好的坏的经常通报，

使之交流，工作就会推进的! 总工会过去对此做得不够，应经常通报。”④ 李立三也参加了这次政治

局会议。毛泽东的这番话难免令李立三感到一定压力。2 月 1 日晚，李立三在全总党组扩大会议上

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他说: “最近主席特别关心和注意工人运动……会上主席曾三次提出 ‘为什

么不通报’……主席这种利用下面创造出来的经验，推广全国的领导方法是很好的，是一种很重要

的领导方法。”⑤ 可以推知，此后，全总会更加重视总结和推广 “下面创造出来的经验”，各级地方

党委则会更加忙于为党的四中全会讨论工会工作问题等而 “准备意见”。

在上述政治氛围下，1950 年 11 月，山东省决定从省级领导机关抽调 90 余名干部联合组成 4 个

工矿检查队，分赴青岛、济南、淄博、徐州等地对 “工矿工作进行一次认真的与全面的检查”⑥。
1951 年 2 月 19 日，山东分局又作出了加强和改进工会工作的四项决定，其中，第三项决定是针对

工矿检查队的，它要求 “上述各市、地委继续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指定几个负责同志亲自参加

与领导这一工作”。第四项决定是于本年三月底召开城市工作会议，要求各市、地委 “搜集有关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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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该文没有界定“主人翁的感觉”的含义。一般来讲，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职工对自己作为企业的主人翁所应享有的权

利与应承担的责任的一种意识，但从此处语境来看，它主要指对责任的意识，即主要指主人翁的责任感。
《学会管理企业》，《人民日报》1950 年 2 月 6 日。1950 年 2 月 12 日，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切实执行〈人民日报〉学

会管理企业社论的指示》，由此足见该社论的重要性。参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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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0 页。
《毛泽东年谱 ( 1949—1976 ) 》第 1 卷，第 295 页。
《杨尚昆日记》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 76 页。
《李立三在全总党组扩大会议上传达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中有关工会工作的指示》 ( 1951 年 2 月 1 日) ，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总编辑部编: 《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综合卷电子版，中国职工音像出版

社，新出音管〔1997〕51 号。
参见《巩固整风成果密切领导与实际联系，省派出工矿检查队土改工作队》，《大众日报》1950 年 11 月 30 日。



料，研究和总结各项工作的经验教训，并在城工会议以前送来分局”。① 在贯彻执行这些决定的过程

当中，山东省工矿检查队获知了郝建秀少出白花的模范事迹: “今年二月里，省工矿检查团来厂检

查工作，听到我们报告郝建秀少出白花的数字，即很惊讶，认为出 0． 25% 的白花数字②是全国所没

有的，应很好地研究，并推广出去，同时马上在大众日报上报道。”③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郝建秀少出白花的工作经验是在各地为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研究和解

决贯彻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所面临的几个主要问题而搜集 “下面创造出来的经验”的过程当中才被

有关部门和人士高度重视的。后面的论述将表明: 总结和推广郝建秀工作法也是在纺织企业贯彻依

靠工人阶级的思想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二、郝建秀工作法的总结过程及其意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郝建秀刚成为正式挡车工人，就立即投身于紧张的生产竞赛运动之

中。1950 年 3 月初，青岛市总工会决定从 4 月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红五月”生产竞赛运动，各

产业工会纷纷响应。郝建秀从这次生产竞赛中脱颖而出，当竞赛结束评选模范时，她被评为二等模

范④。国棉六厂参加此次生产竞赛的共有 3400 人，厂评判委员会最终评出一等模范 36 人、二等模

范 57 人、三等模范 106 人⑤。郝建秀被评为二等模范，表明她在工作上的表现确实相当优秀。1950

年秋，为了抑制华北、华中地区的纱价，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决定在 1950 年 10 月至 11 月期间

加紧生产 20 支纱，并把生产任务主要交给上海、青岛、天津三地的纺织企业去完成。经过两个月

的突击生产，三地都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⑥。郝建秀在这次突击生产中又有十分优秀的表现，因此，

1950 年第四季度她又被评为国棉六厂的二等模范⑦。据当时记载，郝建秀的模范事迹有以下六点:

( 1) 工作很负责，不离车档，白花在全班细纱是第一名的少，看一台 23'最多没超过 11 盎司。
( 2) 不旷工，不迟到和早退，常是提前上班来整理机台的一切。
( 3) 在十、十一、十二月份中，没请过一天假。
( 4) 交接班时，接班的不来她不走。
( 5) 工作积极，遵守纪律，工作有三勤 ( 手勤、脚勤、眼勤) ，车底清洁。
( 6) 她的产量在纺二工场是最好榜样。⑧

这些模范事迹可以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是关于郝建秀工作态度的事迹; 另一类是关于郝建秀工

作成绩的事迹。从这些事迹来看，此时的郝建秀已率先成为了具有主人翁责任感的自觉劳动者。
1951 年 2 月，前来国棉六厂检查工作的山东省工矿检查队听到郝建秀少出白花的事迹后，要求

国棉六厂研究并推广郝建秀的工作经验。可是，国棉六厂有关人员 “没有围绕着少出白花的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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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山东分局关于加强和改进工会工作的几项决定的电报》 ( 1951 年 2 月 19 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 1949 年 10
月—1966 年 5 月) 》第 5 册，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191—194 页。
“0． 25% 的白花数字”是指白花重量与产纱重量之比即白花率为 0． 25%。
曹春耕: 《我们怎样发现和培养了郝建秀》，《青岛日报》1951 年 8 月 31 日。按: 曹春耕时任国棉六厂军事代表。
《郝建秀的讲话》，《青岛日报》1951 年 8 月 18 日。
参见《倾听群众意见认真评比，纺六评模工作胜利结束，评出模范一九九人暨八个模范组》，《青岛日报》1950 年 8 月

4 日。
参见《全国总工会通报表扬全国铁路工人提前完成全年运输任务和全国纺织工人超额完成突击任务》， 《工人日报》
1951 年 1 月 1 日。
此次国棉六厂共评出一等模范 20 人，二等模范 41 人，三等模范 118 人。参见《国棉六厂 1950 年第四季度评模总结》，

青岛纺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档案中心藏，档案号: 国棉六厂文书档案 30 年类第 13 卷。
参见《国棉青岛第六棉纺织厂模范事迹表》之郝建秀的模范事迹表 ( 1951 年 1 月填写) ，青岛纺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档案中心藏，档案号: 国棉六厂文书档案 30 年类第 12 卷。



工作去做深入详细的研究”，而是找郝建秀谈话之后，只 “根据她的话总结了 ‘三勤三快’”，认为

郝建秀之所以少出白花，只是她干活比其他工人勤快而已。提高工人干活的勤快程度，在一定程度

上对减少白花数量等当然是有效果的，当时在国棉六厂推广 “三勤三快”经验所产生的良好效果也

说明了这一点: “根据我们的总结，( 三勤三快) 在全细纱间就推行开了，那时正值三八节，即号召

全细纱间女工学习郝建秀的工作法，以纪念妇女自己的节日。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竟收到很好的

效果，使整个细纱间的白花减低三分之一。”①推广 “三勤三快”经验产生了这么明显的效果，于

是，1951 年 3 月 13 日 《青岛日报》便公开报道了郝建秀少出白花的经验:

( 郝建秀) 接着介绍她的经验: “少出皮辊花并没有特别的办法，只是我天天心里想: 多亏毛主

席解放了我们，我们才得到了幸福，再不好好地干，对不起毛主席。我就下决心想办法，看车时不

离车档，时常把自己看的车子上的花毛扫好，把大小木棍上的花及时撕掉，使其不能沾在线上，这

样就少断头，少出白花，少出节纱，又匀又多出线。”最后她说: “我的办法是三勤三快，眼要勤看

快看，看车子上是否有花毛和断头，或有坏了的等事情发生，若看见车子上有断头或车子坏了，要

腿勤跑得快，若发现有断头有花毛，要手勤接得快，扫得快。”②

从中可知，郝建秀少出白花的经验可以分为思想和操作两方面，思想上的积极变化与操作上的

“三勤三快”相辅而行。两天之后，这篇报道又发表在 《大众日报》上③。此时，中共中央出台了

相关指示，要求 “各党报和工人报纸负责有计划地组织关于工厂管理和工会工作的典型报道”④。

于是，没过多久，《大众日报》再次报道了郝建秀的 “三勤三快”经验及其效果: “郝建秀已成为

全厂细纱工的榜样和努力的目标，许多小组在学习了郝建秀的经验后，亦迭创惊人纪录。郝建秀所

在的生产小组，由于采纳了她的三勤三快的经验，据 3 月 24 日至 28 日五天的统计: 白花数已由每

台车平均 1 磅以上降低到 0． 53 磅。”⑤十天后，《青岛日报》也刊发了这篇报道。

时任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陈少敏⑥看到这些报道之后，却对 “三勤三快”的结论并

不满意，认为 “纯粹是官僚主义的胡编”，于是，“亲自打长途电话给青岛纺织工会主席王伯泉，让

他派人再去总结郝建秀的经验”⑦。王伯泉回忆说: “‘三勤三快’的经验在报纸上发表以后，不少

的先进小组在学习，但学习的结果是腿痛腰酸，皮辊花并未减少。陈大姐 ( 指陈少敏) 知道了 ‘三

勤三快’的工作法以后，给我们指出 ‘三勤三快’是增加劳动强度，没有推广的必要，指示我们进

一步地总结。”⑧ 遵照陈少敏的指示，国棉六厂对郝建秀的工作经验进行了第二次总结，可是，陈少

敏认为: “第二次总结的结果，仍旧是 ‘三勤三快’，不过着重指出了清洁工作。这一次总结还是未

能把郝建秀少出皮辊花的经验正确地总结出来。”⑨ 于是，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 “于五月间提

议与中央纺织工业部共同组织工作组帮助青岛总结”，只是 “当时纺织部派不出人来”，“便单独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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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曹春耕: 《我们怎样发现和培养了郝建秀》，《青岛日报》1951 年 8 月 31 日。
姜昭明: 《国棉六厂细纱工郝建秀创少出白花新纪录》，《青岛日报》1951 年 3 月 13 日。
参见姜昭明: 《国棉六厂十七岁女工郝建秀创造少出白花新纪录》，《大众日报》1951 年 3 月 15 日。按: 这篇报道内容

与前述《青岛日报》上那篇报道几乎一样，只有个别文字差别。
《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对工厂管理和工会工作典型报道的指示》 ( 1951 年 3 月 17 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 1949 年 10 月—
1966 年 5 月) 》第 5 册，第 292 页。
姜昭明: 《国棉青岛六厂细纱工郝建秀再创少出白花新纪录》，《大众日报》1951 年 4 月 5 日。
陈少敏 1902 年出生于山东省寿光县，1921 年冬天进入日本人在青岛开办的内外棉纱厂当纺织女工，在此工作了大约四

年。因此，陈少敏应该十分了解纺织工厂的生产过程以及少出白花的重要意义。参见呙玉临: 《陈少敏》，《中国工人运

动的先驱》第 4 集，工人出版社，1985 年，第 3—5 页。
张李文、陈承模: 《杰出女性陈少敏》，纺织工业出版社，1993 年，第 333 页。
王伯泉: 《从发现总结推广郝建秀工作法过程中我们应得到的几点体会》，《青岛日报》1951 年 8 月 13 日。
陈少敏: 《大力推广郝建秀工作法———在青岛市棉纺细纱职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青岛日报》1951 年 8 月 20 日。



出工作组”①。

工作组来到青岛后，协助青岛纺织行政和工会组建了包括 4 位工程师、20 多位优秀细纱工人并

有党、团、工会干部参加的郝建秀工作法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于 1951 年 6 月 4 日开始工作，第一

天上午大概地观察了郝建秀的工作情形，下午即确定将研究委员会的全部人员分成接头动作、接头

时间、清洁时间、清洁动作和动作顺序等五个组，对郝建秀的操作进行具体测定，并用同样的方法

测定其他工人的操作。然后，根据测定的结果反复比较、研究和讨论。这样，经过五天的努力，郝

建秀少出白花的先进经验即 “郝建秀工作法”就被科学地总结出来了。②

郝建秀工作法的基本特点被概括为以下四点: 一是工作主动，有规律; 二是善于分配时间，工

作有轻重缓急; 三是善于组织自己的力量，把几件工作结合起来做; 四是抓住了细纱工作的主要环

节———清洁工作③。这些特点，与其说是少出白花的具体方法，不如说是郝建秀对待劳动的基本态

度以及她在劳动过程中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因此，有观点认为: “郝建秀工作法的基本精神不仅

适用于细纱工作，也适用于其他生产部门。”④

从前文可知，在郝建秀的工作经验中，最被看重的是少出白花的经验，因此，总结郝建秀的工

作经验，其显而易见的意义就体现在减少白花上。不过，从更深层面来看，其更重要的意义体现在

对职工的思想改造上。总结郝建秀的工作经验，其实产生了两个主要成果: 一是总结出来了郝建秀

工作法; 二是发现了郝建秀这样的模范工人。因此，总结郝建秀工作法对思想改造的意义可以分为

两个主要方面。

一方面在于郝建秀本人的思想变化及其相应的模范行为对其他工人的示范意义。郝建秀工作法

被正式总结出来以后，《大众日报》率先刊发郝建秀工作法研究委员会撰写的介绍郝建秀少出白花

经验的文章。在谈及郝建秀的工作表现时，该文描述了她的思想变化: “1950 年红五月轰轰烈烈的

生产竞赛展开后，车间内各种检查、记录制度相继建立起来，细纱间也建立了个人白花过磅记录制

度。这时，郝建秀的白花就出得最少，得到表扬。这使她想起往日半饥半饱的生活，想起了只有在

共产党领导下，才能有今天的好日子，于是，对工作的积极性更加提高了，决心干出个好样来。”⑤

接着，《中国纺织工人》发表了 《为什么郝建秀能创造少出皮辊花的新纪录》，该文认为: “郝建秀

同志的新纪录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这是新中国解放了千千万万的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主

人翁姿态，发挥自己创造才能的一个突出的表现。”该文也描述了郝建秀的思想变化: “郝建秀同志

一家八口人，解放前全家生活靠她父亲赶大车维持，非常贫困。解放后，物价稳定了，她自己又找

到了工作，生活逐渐好转起来。17 岁的郝建秀心里老是这么想: ‘要不是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

使我们获得了解放，今天哪能进厂干活? 哪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呢? 再不好好地学，好好地干，怎

对得起毛主席和共产党?’”⑥上述报道表明: 进入国棉六厂工作后，郝建秀在思想上发生了积极变

化，进而在劳动过程中成为了具有主人翁责任感的自觉劳动者。中共当然希望其他工人以郝建秀为

榜样，也成为像郝建秀那样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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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于总结活动本身及其产生的两个主要成果对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会工作者等的

思想教育意义，这从当时的相关新闻报道等材料中可见一斑。1951 年 7 月 31 日，中共青岛市委召

开了推广郝建秀工作法会议。王伯泉在会上报告了发现、总结与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的经过，并谈了

三点体会: ( 1 ) 发现一个先进工作法，必须明确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观念，必须树立深入实际

的工作作风，必须是虚心的，打破成见和保守观点，这样，才会把新生的东西发现出来，否则便什

么也看不到; ( 2 ) 总结一个先进的工作法，必须踏踏实实，把这个先进工作法的每一个动作都加以

注意和科学地测定、分析与研究，必须反对一切粗枝大叶不动脑筋的作风; ( 3 ) 总结先进工作法，

必须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郝建秀工作法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刘祚民①也在会上

谈了此次总结郝建秀工作法的体会，他说: “解放后，工人的才能和智慧也从长期的被压抑之下解

放出来，随着政治觉悟的提高，工人阶级涌现出多少劳动英雄，创造了多少先进工作方法，但由于

许多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没有明确树立，所以，就忽视了工人日常工作中

的一些平凡动作，使得许多先进的工作法未能得到表扬而被埋没……通过此次总结郝建秀工作法，

提醒了我们: 要搞好生产，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必须加强技术人员与工人的团结。”中

共青岛市委书记赖可可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他说: “郝建秀工作法的产生只有在今天的环境与条

件下才有可能，过去工人中的任何创造是不会被重视的，只有在今天为国家为人民的自由劳动中，

在民主管理制度下，工人的智慧才能充分发挥，工人的创造才会被重视。”② 郝建秀工作法研究委员

会后来对郝建秀工作法的价值等进行了总结，认为: “郝建秀工作法的创造，表现了工人阶级无穷

的智慧和创造性，表现了工人阶级对国家建设事业的无限忠诚，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际中更说

明了我们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③ 1951 年 9 月 9 日，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分党组给中

共中央写了关于郝建秀工作法的报告。该报告说: “总结郝建秀工作法时，有些技术人员认为 ‘少

出点皮辊花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是 ‘小题大做’，‘再总结也不过如此’。可是经过总结工作，他

们的保守思想被打破了……工人的实际经验教育了技术人员，同时技术人员把工人的实际经验提高

到理论原则上来，这次总结做到了技术人员的理论与工人的实际经验相结合。”④国棉六厂技术员王

尔镶亲自参与了这次总结活动，后来，他就当初把郝建秀的工作经验总结为 “三勤三快”一事作了

如下检讨:

“三勤三快”这四个字庸俗了郝建秀的工作法，使大家错误地认识了郝建秀工作法，因此在推

进工作当中起了极大的阻碍作用，使工作遭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回忆起来真是痛心得很，为什么

会这样呢? 今天严格地来批判一下，这首先是由于没有群众观点，没有树立起依靠工人群众搞好生

产的思想……其次我还存在着不相信工人群众的思想……这些事实教育了我，要是还存着保守思

想，不去团结群众依靠工人，要想来搞好生产，那是不可能的。⑤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企业基本上都是原国民党政府企业，这类企业中的职员几乎都是原国

民党政府企业中的职员，也被称为旧职员或旧人员。李立三认为，虽然旧人员一般都有 “懂得生

产、有管理经验”的长处，但他们通常具有四个弱点: 一是缺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二是官僚主义

作风，不懂得依靠群众; 三是看不起工人，看不起体力劳动，视他们为低人一等; 四是广大工人群

·86· 中共党史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刘祚民时任中国纺织工会青岛市委员会副主席、国营青岛第二棉纺织厂工程师。
《进一步研究推广郝建秀工作法，市委召开专门会议，市委书记赖可可同志作总结发言》，《青岛日报》1951 年 8 月 4 日。
《郝建秀工作法研究委员会工作总结》，《青岛日报》1951 年 8 月 19 日。
《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分党组关于郝建秀工作法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 1951 年 9 月 9 日) ，《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

书: 纺织卷》上册，第 644 页。
王尔镶: 《我对郝建秀工作法的体会》，武汉市总工会办公室编: 《大力推广郝建秀工作法》，武汉工人出版社，1951
年，第 46—47 页。



众对他们不满意，有反感，他们在工人面前没有威信。因此，需要对旧人员进行教育、改造。怎样

教育、改造他们呢? 李立三认为: “这些同志在旧社会数十年，要改变对于他们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旧东西根深蒂固，不是听一次讲话、上一次训练班就可以改变的，必须要依靠群众，首先是群众的

模范作用，其次是群众的教育作用。”“模范作用是指群众都不敷衍塞责，积极工作，使他们感到现

在天下变了……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空气，自自然然地他们就会改变了。”“群众的教育作用是指，讲

几次话和开训练班是需要的，但单是这些还不够，还需要有社会舆论的制裁。”①综上所述，我们可

以把这次总结活动本身及其产生的两个主要成果对旧职员 ( 主要是管理人员、技术人员) 的教育作

用概括为四点。第一，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以郝建秀为代表的工人阶级具有两个主要优点: 一是具

有无穷的智慧和创造性; 二是对毛主席和共产党充满了感激之情，在党和政府的进一步培养和教育

下，能够忠于国家建设事业，能够表现出高度的政治积极性与劳动积极性，能够以主人翁的姿态自

觉地努力工作，也能够创造出许多先进工作经验。第二，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以郝建秀为代表的工

人阶级是值得依靠的，要想搞好生产，必须明确树立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第三，使他们进一步认

识到发现、研究和总结工人的先进工作经验的重要性。第四，使他们进一步意识到以往在发现、研

究和总结工人的先进经验的工作方法和态度上所存在的问题。因此，一而再、再而三地总结郝建秀

的工作经验，其意义不仅在于最终总结出来了科学的郝建秀工作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在

工人和职员中贯彻依靠工人阶级思想的作用。

三、郝建秀工作法的推广过程及其意义

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等一再总结郝建秀的工作经验，其直接目的是为了推广它。然而，当

时推广郝建秀工作法至少面临以下三个主要难题。第一，郝建秀工作法看上去很平凡。由于由粗纱

纺成细纱是利用纺织机器自动完成的，挡车工人的工作主要是换粗纱、接头和做清洁等，这些工作

看起来都很平凡，即使是郝建秀，她的操作看上去也是如此。“郝建秀工作法的可贵，就在于她平

凡到大家都懂，都很容易学会。”② 那么，如何让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挡车工人充分认识到 “平

凡到大家都懂”的郝建秀工作法所具有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这无疑是一个难题。第二，在早已入厂

工作的挡车工人中推广郝建秀工作法，意味着要她们放弃自己熟悉的操作方法，再去学习一种新的

操作方法。要她们在较短的时间之内完成这个破旧立新的过程无疑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何况使

用这种新的操作方法还可能会增加劳动强度，因此，推广郝建秀工作法难免会遭到一些工人的抵

制。第三，在工厂里推广郝建秀工作法，不是只涉及挡车工人的独立行动，而是需要党组织、行政

和工会等各方高度配合与积极合作，这一合作推广的局面能否顺利形成也充满了不确定性。由于存

在以上难题，在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的过程中，以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为首的推广者不得不想方

设法扫清各种障碍，尤其是思想障碍，因此，这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改造。这个过程大致分为三个

阶段: 首先在青岛进行试验性推广，然后为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做一些准备工作，最后在全国范围内

大力推广。
1951 年 6 月上旬，郝建秀工作法被正式总结出来后，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即派生产部副部

长朱次复去青岛作推广试验，于是，青岛纺织管理分局、纺织工会和市总工会等抽调干部组成了郝

建秀工作法推广组。推广组首先在国棉一厂进行试验性推广，“吸取经验后即至三、六、七厂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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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五、八及私营华新等厂都派了技术人员和细纱工人随着推广组学习。这批学员回去后，各

厂都组织了郝建秀工作法推广委员会，自己进行推广工作”①。在青岛推广期间，纺织工会青岛市委

员会和青岛纺织管理分局、中共青岛纺织管理分局党委会、共青团青岛纺织管理分局委员会于 1951

年 7 月 20 日联合召开了郝建秀工作法座谈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厂党、政、工、团负责干部，

先进工作者以及郝建秀工作法推广组等 300 余人。陈少敏出席会议并作报告。接着，中共青岛市委

于 7 月 31 日召开了推广郝建秀工作法专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郝建秀工作法研究委员会委员，郝

建秀工作法推广组组员，市总工会、纺织工会、各产业工会及市妇联、团市委等团体的主要干部，

各企业工厂党委会或总支书记或厂长等。赖可可出席会议并作了总结发言。② 在青岛推广期间，不

但在全市层面召开了上述两个会议，而且 “各厂分别召开大会小会向职工群众进行教育，宣传郝建

秀工作法的精神及价值。经过这许多工作以后，郝建秀工作法终于被广大职工接受了。八月中旬郝

建秀工作法已在全市细纱工人中普遍推广”③。推广组认为，在青岛的推广工作取得了三个方面的成

绩。第一，降低了白花率，以厂为单位计算，一般的都降低了 30% 至 51% 左右。第二，推动形成

了青岛纺织工人前所未有的技术学习高潮。第三，进一步发展了郝建秀工作法。推广组分析了取得

这些成绩的六个原因，其中第四个原因是 “掌握思想情况，及时纠正偏向”，认为推广过程是一个

新与旧之间的思想斗争过程: 在推广初期，工人中产生了认为郝建秀工作法还是 “三勤三快”等不

正确的思想认识，“在了解了以上几种思想情况后，就应用了各种方式来扫清这些思想障碍和解除

这些思想顾虑”。④ 由此可见，在青岛的试验性推广，不但在降低白花率、提高工人学习技术的热情

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而且在扫清思想障碍工作方面积累了经验。

在青岛进行试验性推广获得成功后，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推广之前，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等

又主要做了以下准备工作。第一，在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倡议下，中国纺织工会青岛市委员会

和华东纺织管理局青岛分局于 1951 年 8 月 17 日至 19 日联合召开了青岛市棉纺细纱职工代表会议，

各地的优秀细纱工人代表和技术人员、一些地区省市纺织工会委员会的生产部长等参加。陈少敏在

会上作了题为 《大力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的报告，强调: “纺织工会各级组织应有计划地把郝建秀

工作法在全国迅速推广。”⑤ 会后，又在青岛举办了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119 人参加的郝建秀工作法学

习班⑥。第二，进一步宣传报道郝建秀工作法的优越性及其推广的必要性。比如: 1951 年 8 月 7 日

《工人日报》发表社论 《重视和推广郝建秀工作法》; 《中国纺织》1951 年第 3 期刊登关于推广郝建

秀工作法的三篇文章，并发表短评 《把郝建秀工作法推广到每个纺织工厂去!》。第三，争取纺织工

业部的配合与支持。1951 年 8 月下旬，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在青岛召开第一届第三次全体会

议，出台 《关于推广郝建秀先进工作法向纺织工业部的建议》，认为 “要使这一工作法能在全国顺

利推广，行政与工会必须通力合作”，“建议中央纺织工业部确定郝建秀工作法为细纱工作法，切实

配合工会大力推广郝建秀工作法，发展郝建秀工作法，把纺织生产水平提高一步”⑦。第四，报请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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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郝建秀工作法推广组工作总结》，《青岛日报》1951 年 8 月 20 日。
参见《进一步研究推广郝建秀工作法，市委召开专门会议，市委书记赖可可同志作总结发言》，《青岛日报》1951 年

8 月 4 日。
《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分党组关于郝建秀工作法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 1951 年 9 月 9 日) ，《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

书: 纺织卷》上册，第 644 页。
《郝建秀工作法推广组工作总结》，《青岛日报》1951 年 8 月 20 日。
陈少敏: 《大力推广郝建秀工作法———在青岛市棉纺细纱职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青岛日报》1951 年 8 月 20 日。
参见《郝建秀工作法学习班结业》，《青岛日报》1951 年 9 月 3 日。
《中国纺织工会一届三次全委会议关于推广郝建秀先进工作法向纺织工业部的建议》 ( 1951 年 8 月 28 日) ，《中国工会

运动史料全书: 纺织卷》上册，第 642 页。



中央通知各地党委领导这一推广工作。1951 年 9 月 9 日，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分党组出台 《关

于郝建秀工作法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介绍了郝建秀工作法的主要特点和价值、总结郝建秀工作法

的经过和在青岛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的经过。该报告最后说: “郝建秀工作法已在各地开始推广，并

收到初步成绩，但各地党委、总工会尚未能像青岛一样大力支持，工会干部有顾虑。纺织工会各地

干部一再要求由党中央通知各地党委领导这一推广工作，把纺织生产再提高一步。”①

经过上述准备，由纺织工会各级组织牵头开展的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的运动就

开始了。1951 年 9 月 13 日，纺织工业部出台相关文件，要求各地大力推广郝建秀工作法，并会同

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组织工作组推动这一工作。1951 年 10 月 15 日，纺织工业部又出台 《关于

普遍开展郝建秀工作法的指示》，强调 “郝建秀工作法是中国纺织生产工作上一个重大的事件”，指

出: “推广时，首先碰到的困难是职工的思想顾虑和因受旧工作法的束缚以致对郝建秀工作法抱着

怀疑的态度。为此，必须及时揭发保守思想与对抗情绪，才能使推广工作顺利进行，但同时亦必须

耐心地以先进理论和实际资料说服他们，采取学习和研究的态度，让他们充分发表意见，以便真正

解决思想问题。”② 在实际推广过程中，推广者主要采取了以下六种措施来 “解决思想问题”。第

一，对职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把这项推广活动与新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建设、抗美援朝等伟大目

标联系起来，使职工进一步认识到该活动的重大政治意义与经济意义③。第二，评选、表彰相关的

模范先进人物。纺织工业部出台的 《关于普遍开展郝建秀工作法的指示》强调 “推广郝建秀工作法

应和奖励工作相结合”，据此，1953 年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出 106 名 “纺织工业劳动模范”，其中就

包括郝建秀和 5 名 “郝建秀工作法优秀执行者”④。第三，建立检查制度。1951 年 11 月 24 日，中

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指出，在郝建秀工作法推广工作中存在许多严重问题，个别单位的领导干部

仍对郝建秀工作法的优越性认识不足，存在着保守思想和自满情绪，因而助长了某些技术人员和工

人对郝建秀工作法的对抗态度，甚至打击了郝建秀工作法优秀执行者，因此要求各级纺织企业的工

会组织普遍检查郝建秀工作法的推广工作⑤。第四，让某些领导干部公开检讨。在此仅举一例。青

岛国棉六厂在推广郝建秀工作法取得一定成绩后，有些领导干部就骄傲自满起来，逐渐放松了对推

广工作的领导，导致推广工作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混乱现象。1952 年 7 月底，陈少敏来到国棉六厂，

对这种混乱现象提出严厉批评，并指示国棉六厂对执行郝建秀工作法的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整

顿，其措施之一是自上而下地进行一次思想检查，并向群众作出公开检讨。⑥ 国棉六厂厂长、副厂

长合写的 《关于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的检讨》还发表在 《中国纺织工人》1952 年第 17 期上。第五，

纺织工业部出台 《关于巩固先进经验工作的指示》。该指示认为: 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郝建秀工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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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分党组关于郝建秀工作法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 1951 年 9 月 9 日) ，《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

书: 纺织卷》上册，第 643—645 页。
参见《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关于普遍开展郝建秀工作法的指示》 ( 1951 年 10 月 15 日) ，《中国纺织》1951 年第 8 期。
参见《一纱北场细纱支部一九五三年政治工作的基本总结》，中共武汉市委企业部编: 《一纱厂一九五三年推广郝建秀

工作法的基本总结》，1954 年印行，第 20 页。
《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评模委员会关于评选奖励纺织工业劳动模范的报告》，《中国纺织

工人》1953 年第 17 期。
参见《中国纺织工会全委会通知各级纺织企业检查郝建秀工作法的推广工作》，《青岛日报》1951 年 12 月 1 日。
参见《国棉六厂检查郝建秀工作法推广情况，针对混乱现象进行整顿》，《青岛日报》1952 年 9 月 1 日; 《国棉六厂整

顿与推广郝建秀工作法工作，批判自满情绪后取得显著成绩》，《青岛日报》1953 年 1 月 30 日; 《国棉六厂是怎样整顿

与深入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的?》，《青岛日报》1953 年 1 月 30 日。



和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①获得了显著的成绩，但这一可贵的成绩不仅没有巩固起来，相反地，还产

生了自流的现象，“为了迅速扭转这种现象，必须对一切障碍先进经验的推广与巩固的错误思想和

做法展开无情的斗争，坚决有效地加以克服”②。第六，着力宣传、奖励、培养郝建秀，让她成为广

大纺织工人学习的榜样。

这项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的运动大约持续到 1954 年上半年。1954 年 4 月 21 日

至 6 月 5 日，纺织工业部、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工作法检查组去天津、青岛和上海三地调查研

究郝建秀工作法、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的推广情况，得出了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两个工作法推广

以来，绝大部分工人已经掌握工作法的基本精神，绝大部分细纱、织布工人已经基本上执行了郝建

秀工作法、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所不同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别; 第二，细纱、织布挡车工执行工作

法后，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第三，群众的智慧和创造性使工作法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③。可

以说，至 1954 年上半年，推广郝建秀工作法已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

绝大部分细纱工人已基本上认同郝建秀式的工作态度; 推广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思想障碍已基本上

被清除; 围绕总结与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等先进 经 验，一 种 新 的 生 产 秩 序 已 在 纺 织 企 业 内 部 基 本

形成。

关于总结与推广郝建秀工作法对职工思想改造、生产秩序重建、企业管理改进等方面的影响，

从陈少敏于 1953 年 8 月对三年来纺织工会工作所作的基本总结中亦可得见。陈少敏认为，三年来，

纺织工会在党的领导下，贯彻了 “面向生产”的方针，把一切工作都围绕着生产来进行，在工作中

摸索到了几点主要经验，其中之一是 “总结与推广先进经验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改进企业管理的最

好方法”，其意义具体表现为:

纺织工会干部从总结与推广先进经验的过程中，摸到了面向生产的门径。技术人员体会到了工

人群众的智慧，改变了轻视工人的错误观点，从而积极地与工人一道钻研技术，改进技术指导，使

技术与劳动相结合。纺织工人掌握了新的工作法以后，技术水平和熟练程度大大提高，看台能力空

前扩大。郝建秀工作法的推广，掀起了纺织生产的革新运动，各个部门的职工群众都开动脑筋，改

良工作方法，使劳动竞赛由突击走向经常。郝建秀工作法和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推广以后，暴露了

企业管理中一系列的问题……工会协助行政改革工资、改善劳动组织，并组织群众集中力量从各方

面围绕着减少断头做了一系列的工作，使断头率大大降低，因而改进了全面工作，提高了劳动生

产率。④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总结与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的过程，不但是在技术层面

上总结与推广一种工作方法的过程，而且是在国营纺织企业内部贯彻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的过程，

对所有职员和工人而言，这是一个破旧立新的思想改造过程。经过这番工作方法的推广与思想改造

之后，大约到 1953 年下半年或迟至 1954 年上半年，在国营纺织企业内部已发生三方面的明显变

化。一是细纱工人普遍掌握了郝建秀工作法，提高了技术水平。二是对所有职员和工人进行了深刻

的思想改造，使他们 ( 尤其是行政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 普遍树立了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并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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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于 1951 年 11 月被正式总结出来之后，纺织工业部于 1951 年 11 月 29 日出台《关于推行“一九五

一织布工作法”的指示》，认为“这一工作法的推行，将使次布减少，效率提高”。参见《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关

于推行“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的指示》，《中国纺织》1951 年第 11 期。
《中央纺织工业部关于巩固先进经验工作的指示》 ( 1952 年 10 月 17 日) ，《中国纺织》1952 年第 5 期。
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工作法检查组: 《目前国营纺织企业推广郝建秀工作法和一九五一

织布工作法的情况、问题以及今后进一步巩固与提高的意见》，《中国纺织工人》1954 年第 17 期。
陈少敏: 《三年来中国纺织工会工作的基本总结和今后任务———一九五三年八月五日在中国纺织工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中国纺织工人》1953 年第 17 期。



大批工人成为了像郝建秀那样的自觉劳动者。三是重建了工会与企业行政、工会与党组织、工会与

生产工人、工会与技术人员以及工人与技术人员等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因而基本上形成了比较和

谐高效的生产秩序。基于以上变化，再考虑到构建合作型劳动关系的其他举措，根据前文所说的判

断合作型劳动关系形成与否的主要标准，我们可以认为，大约到 1953 年底，合作型劳动关系就在

国营纺织企业内部基本上形成了。

四、余 论

总结与推广郝建秀工作法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发生在我国纺织行业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本文将

其放回到在国营企业中贯彻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这个宏大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解读。郝建秀的工作经

验是在各地为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研究和解决贯彻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而搜集 “下

面创造出来的经验”的过程中才被有关部门和人士高度重视的。总结与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的过程，

不但是在技术层面上总结与推广一种工作方法的过程，而且是在国营纺织企业中贯彻依靠工人阶级

的思想的过程，也即是一个破旧立新的思想改造过程。这种思想改造有助于把工人改造成为具有主

人翁责任感的、像郝建秀那样的自觉劳动者，也有助于重建工会与企业行政、工会与党组织以及工

会与工人等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因而促进了合作型劳动关系在国营纺织企业内部的形成。

当时，类似这种总结与推广工人先进工作经验的做法也发生在其他工业部门，也促进了合作型

劳动关系在其他工业部门的形成。考虑到这种现象的普遍性，我们有必要在此进一步探讨这种合作

型劳动关系的基本内涵。

较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活动需要资方雇用工人进行生产。这样做，资方将面临两个基本的劳动问

题: 一是他在劳动力市场上购买到的只是工人的劳动力，即工人的劳动潜力，他需要在劳动过程中

把工人的劳动潜力充分发挥出来，或者说，他需要在劳动过程中把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充分调动起

来; 二是他需要协调他或他的代理者 ( 企业经营管理者) 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当中共掌握政权并建

立公营或国营企业之后，也同样会面临这些劳动问题。

在陕甘宁边区时期，中共主要通过构建新的劳动伦理即 “革命的劳动伦理”来解决当时发展公

营工厂所遇到的劳动问题，其基本做法是: 将工人的日常劳动与中共领导的革命的远大目标联系起

来，并强调革命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的重要性和优先性，强调公营工厂是工人阶级自己也有份的

革命的公有财产，强调工人在公营工厂里劳动是为革命而劳动，努力劳动是工人为革命应尽的义

务，以此来重塑工人对待工厂和劳动的态度，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构建公营工厂内部行政组织、党组

织 ( 党支部) 和工会组织等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①。针对当时公营工厂内部行政、党支部和工会等

彼此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曾提出: “一个工厂内，行政工作、党支部工作与职工会工作，必须统一

于共同目标之下，这个共同目标，就是以尽可能节省的成本 ( 原料、工具及其他开支) ，制造尽可

能多与尽可能好的产品，并在尽可能快与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下推销出去。这个成本少、产品好、推

销快的任务是行政、支部、工会三方面三位一体的共同任务，各顾各地把三方面工作分裂起来的作

法，是完全错误的。”② 本文所说的 “合作型劳动关系”是在毛泽东所提倡的 “行政、支部、工会

三方面三位一体”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形成的。这种合作型劳动关系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其

“合作”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劳方与资方或工会与行政之间的合作，而是 “行政、支部、工会”等

有关各方的全面合作。具体来讲，这种追求全面合作的劳动关系的基本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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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首先，它体现在工人对企业目标的高度认同上。构建这种合作型劳动关系的指导思想是全心全

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依靠工人阶级，就是依靠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来发展工业。”① 这意味着

要让工人阶级承担起发展工业生产的责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把工人 ( 尤其是产业工人) 的

劳动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 李立三认为，在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下，只有

一个方法就是压迫。“假如我们新民主主义的管理方法，照样采取压迫，照样建筑在广大群众的恐

惧心理上，那我们和国民党就没有差别……新民主主义比官僚资本主义进步要表现在生产力大大提

高，如不这样，新民主主义便没有什么进步。”那么，在放弃使用压迫方法的前提下，新民主主义

如何才能做到 “生产力大大提高”? 李立三从苏联的做法中找到了答案: 培育工人的主人翁思想，

使工人产生主人翁的感觉，从而使工人能够自觉地努力劳动。② 因此，这种合作型劳动关系是与一

套关于工人阶级是主人翁的话语联系在一起的。这套主人翁话语的基本内容有二: 一是关于作为主

人翁的工人阶级的权利与责任的一套话语，其核心内容是关于工人阶级的责任的论述; 二是关于如

何使工人阶级具有主人翁的责任感的话语③。可以认为，郝建秀就是具有主人翁责任感、高度认同

企业目标、能够自觉地努力劳动的模范工人。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的过程，其实也是宣传和再生产郝

建秀式模范工人的过程。
其次，它体现在工会与企业行政之间的通力合作上。要想依靠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来发展工业

生产，就必须依靠工会来组织、教育、动员工人阶级从事工业生产。因此，在企业内部，工会必须

与企业行政通力合作，而不能形成对立关系。这与美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形明显不同。④

这种通力合作的理论基础是: “国营厂、矿企业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其财富与生产成果为

国家所有，亦即为工人阶级全体人民所有。因而在国营厂、矿内部没有阶级对抗和剥削存在，只有

公私关系。厂、矿管理者与厂、矿全体人员的利益在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国营厂、矿中党的

组织、行政组织、工会组织、青年团组织均应以提高厂、矿的生产作为自己最高与最基本的任务，

并在这个共同任务下团结一致，相互配合，以便达到不断提高生产的目的。”⑤ 当时，工会与企业行

政通力合作的基本方式 ( 也即工会 “面向生产”的基本方式) 是开展劳动竞赛、总结与推广工人

的先进生产经验。
再次，它体现在党对于工会的领导上。1951 年 12 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扩大会议通过了

《关于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决议》，认为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工作犯了狭隘的经济主义的错误、严重的工
团主义的错误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的错误。该决议提出了工会工作今后应注意改进的
几个方面，其中第一个方面提出: “必须完全明确地在一切实际工作中贯彻以组织劳动发展生产为
工会中心任务的思想。” “工会要真正做到以搞好生产为自己的最重要的任务，那么，从全国总工
会、产业工会全国委员会起，到全国各级工会组织，就必须强调工会与国家企业行政方面的通力合
作。”第二个方面提出: “必须使全体工会工作人员进一步明确认识党对于工会的领导关系，全国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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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党对国营企业领导的决议》 ( 1951 年 5 月) ，《大众日报》1951 年 9 月 17 日。
参见李立三: 《怎样把官僚资本的旧企业改造为新民主主义的新企业》 ( 1949 年 9 月 7 日) ，《李立三赖若愚论工会》，

第 96—99 页。
参见游正林: 《主人翁话语的兴起 ( 1930—1949) 》，《学海》2020 年第 1 期。
Alexander 认为，在美国，企业工会的基 本 任 务 是 约 束、限 制、挑 战 管 理 方 的 权 威。参 见 Alexander，K． O． ( 1975 ) ，

“On Work and Authorit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34 ( 1 ) 。Hildebrand 认为，美国的工会具有两

个始终未变的基本特征: 一是增进雇员的利益，二是与雇主形成对立的关系。参见 Hildebrand，G． H． ( 1979 ) ，Ameri-
can Unionism: An Historical and Analytical Survey，MA: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p． 1。
《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党对国营企业领导的决议》 ( 1951 年 5 月) ，《大众日报》1951 年 9 月 17 日。



工会及各级工会必须在党中央及各同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①这样，进一步解决了与构建
合作型劳动关系有关的两个关键问题: 一是进一步解决了工会与企业行政的关系问题———工会必须
与企业行政通力合作; 二是进一步解决了工会与党的关系问题———工会必须接受党的领导。

最后，它体现在技术人员与工人之间的密切合作上。当时国营企业的技术人员几乎都是原国民
党政府企业的旧人员。李立三认为旧人员通常具有四个弱点，陈云也认为，原来在国民党统治下工
作的技术人员具有对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盲目崇拜和不切实际的幻想、自鸣清高、看不起工人等弱
点①。因此，有必要对这些技术人员进行思想改造，使他们能够克服这些弱点，成为新民主主义的
人才。总结和推广工人的先进生产经验的过程，其实也是教育、改造技术人员的过程。经过教育、
改造之后，技术人员在思想上、感情上、行为上、生活方式上亲近了工人，树立了深入工人群众、
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相信工人群众的力量和 智 慧 是 无 穷 的，因 而 能 够 诚 心 诚 意 地 和 工 人 密 切
合作。

1953 年 12 月底，赖若愚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会基层工作会议上说: “去年开
第一次基层工作会议的时候，大家带来的问题中最多的是党、政、工、团的关系问题，在这次会议
上对这个问题的反映就很少了。党、政、工、团的关系现在可以说是大体解决了，至少不成为严重
的问题了。”②党、政、工、团的关系问题的大体解决，意味着合作型劳动关系此时已在全国范围内
基本形成。这种合作型劳动关系的构建是在中共的极力倡导和直接推动下进行的，它的基本形成不
失为中共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个创举。

( 本文作者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 责任编辑 王婧倩)

① 参见陈云: 《新老干部要团结》 ( 1949 年 11 月 8 日) ， 《陈云文选 ( 1949—1956 ) 》，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26—
27 页。

② 赖若愚: 《加强工会建设，深入劳动竞赛》 ( 1953 年 12 月 31 日) ，《李立三赖若愚论工会》，第 215 页。按: 赖若愚时

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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