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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竞赛是中国共产党开创的动员民众参与生产的重要方式，源头可追溯到中央苏区时期。

1932 年至 1934 年间，苏区政府广泛动员群众开展劳动竞赛，开创了苏区活跃的生产新局面，有力

地巩固与发展了红色政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发起了以赵占魁运动为典型

的劳动竞赛，有效克服了战时供给困难并支援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革命形势发生了根本

性变化，劳动竞赛亦出现了新的转变。特别是在东北解放区，中国共产党结合革命形势需要，广

泛组织与动员工人，将军事领域的“立功运动”运用到解放区工业恢复中。这一独特的运动形式

开辟了新时期解放区工业领域劳动竞赛新篇章，不仅支援了东北以及全国解放战争，而且为后来

的劳动竞赛提供了丰富经验。关于东北地区劳动竞赛的研究多聚焦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如增产节

约运动 [1]、创造新纪录运动 [2] 等，而针对解放战争时期劳动竞赛的研究成果较少。此外，学界关

于立功运动的研究多着眼于军事领域，其中军事立功运动的兴起 [3]、运动中的俘虏改造 [4] 及战斗

精神 [5] 等研究较为深入，而关于工业领域的论述主要散见于工业史 [6]、工运史 [7] 等史志著作中，

多为事实概述，其运行机理的动态性分析与研究有待加强。正如黄道炫所言，“革命史研究要取

得新的进展，必须更多地从史料的发掘、分析、研究中建立历史真实” [8]15-24 。本研究突破立功运

动的军事研究范畴，以尚未深入挖掘的相关历史资料及档案文献为考察依据，从新型劳动竞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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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解放区成为中国共产党实现全国解放与发展工业化的战略要地，  但东北

解放区深陷多重困境。  为尽快恢复东北解放区工业，党加强对工人的组织领导，并运用“权力—技术”全面动

员工人积极投身生产劳动竞赛。通过制定运动程序与标准、加强技术创新、发起挑战投标，掀起了 群众性的工

人立功运动，开辟了解放区工业领域劳动竞赛新篇章。这一新型劳动竞赛不仅促进工业生产快速恢复，有力地

支援了东北以及全国解放，而且为新中国工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提高了工人的阶级觉悟，夯实了党的执

政基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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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探究东北解放区工业领域立功运动的缘起、组织与动员及开展过程，深入探寻其历史意义，

这不仅能够丰富中国共产党劳动竞赛史的研究，而且对当前东北工业振兴亦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立功运动的缘起：重任与困境下的抉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经统筹考量，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作战方针，并希

望东北地区承担起解放全国与发展工业化的重任，然而东北解放区工业深陷困境，组织与动员工

人展开群众性的劳动竞赛成为党的重要决择。

（一）战后东北局势：肩负重任并深陷困境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立即电报东北局，指出党在东北解放区的重要工作任务是“在东满、

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9]。中共中央之所以如此重视东北地区，首先缘于其较

发达的近代工业，这是赢得战争的重要支撑。东北地区虽多年遭受殖民统治，但在当时的中国，

其工业实力最为雄厚。其次，东北地区拥有发展近代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工农业资源丰富，其中

矿产的埋藏量和产能均为全国之首。再次，东北地区地缘条件优越，北衔亚欧，毗邻苏联、蒙古，

海陆交通发达，内外贸易畅通。最后，东北地区南与山东解放区相望，西与冀热辽解放区相邻，

战略性位置突出。掌握这一战略区位是共产党牵制国民党反动派，打破长期被包围局面的重要立

足点。

然而，在发挥东北地区优势方面，共产党面临多重困境。一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美军支援

下迅速占领了东北重要工业城市及交通要道，而共产党辖区分散于远离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地区，

南北满解放区被国民党阻隔。二是解放区工业遭遇多重破坏，据不完全统计“南北满各矿区，除

了鹤岗矿务局因创立较早无大损坏外，其他各矿损失严重，据估计最轻者是百分之六十，较为严

重的竟达百分之九十五”[10]233。三是厂矿工人群众身份复杂，包括之前在旧社会劳作的工人以及

农民，甚至有部分敌对势力、反动派混于其中。在日寇统治十四年下，部分工人对两党认知模糊，

认为国民党“牌子正”，获得了美国支援，综合力量强大，是“正统”[11]。四是共产党刚刚入驻东北，

时局混乱，“群众尚未完全发动起来，领导上分散，各自为政，对干部、器材的使用与调整上发

生困难”[10]14。在这种形势下，对于长期在农村工作、城市工作经验不足且专业技术干部缺乏的共

产党来说，尽快发挥东北优势以实现党中央的战略成为一大挑战。

（二）决策与行动：重振经济并发起立功运动

针对战后解放区的经济形势，1946 年 4 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现阶段解放区职工运动的中

心任务，就是与解放区的民主政府和私人资本家合作，共同用最大的努力来恢复与发展解放区的

经济建设，包括工业、矿业和交通事业。”[12] 东北局以此为指导，迅速展开工人运动。其中，西

满铁路工会为加速恢复解放区铁路运输召开主任联席会议，决定“以开展立功运动为今后中心任务，

更广泛地开展争当英雄及模范工作者活动”，并提出英模条件“向职工发出立功运动号召”[13]138。

这一举措拉开了东北解放区工业领域“立功运动”的序幕，谱写了劳动竞赛新篇章。

经过一年多的奋勇作战，1947 年春，东北地区敌我战局发生反转。为保证解放军的物资供给，

进一步支援战争，中共中央要求各解放区加紧生产、开展竞赛，“加强各方面的力量而立功”[14]。

在党的指导下，东北局将工运与战争紧密结合，作出“领导生产是目前领导群众运动中最中心的

工作”[15]49 的决议。与此同时，李富春在财经会议上指出，东北解放区“必须承担两种任务：第一

是要支援东北日益扩大的解放战争；第二是要支援全国日益扩大的解放战争”[8]57。这一思想得到

了东北局的高度肯定。为尽快扭转所处困局，支援战争，东北局作出《关于加强经济工作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要求各部门制定生产计划，将经济工作作为“一等重要的任务”，并“组

织千百万人民及后方一切人员提高劳动热忱，进行革命竞赛，开展立功运动” [8]73，发展新民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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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经济，支援战争。《决定》的发布标志着东北解放区工人立功运动的全面展开。

二、立功运动的开展：组织工人与发起动员

“只有当工人通过组织联合起来并获得知识的指导时，人数才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16] 为

充分调动与发挥工人参与劳动竞赛的积极性，保障立功运动顺利开展，党加强对解放区工人的组

织与领导，并展开深入的动员工作。

（一）运动前的重要任务：组织并领导工人

近代东北工业发达，人民群众中工人占比较大，将其加以组织与领导，便能够汇集成一支强

大的革命力量。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1946 年 5 月 1 日《东北日报》

发文：“工人阶级不仅要为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而斗争，而且要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的现代

化而斗争。”[17] 为此，组织并领导工人成为共产党开展解放区经济恢复工作的重要任务。

1. 加强党组织对工人的直接领导

为了加强党对东北工人及工业的领导，党中央直接派遣政治局委员以及由“陕甘宁边区的工

运工作干部”组成的“职工大队”到东北解放区指导工作。彭真、陈云、张闻天等同志先后领导

东北解放区工人运动，在工人立功运动的组织与开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针对解放区革命形势需

要，毛泽东再次指示东北局，“最重要的是充分发动群众，使我党与人民密切结合起来”[18]。于是，

在 1947 年夏季攻势后，东北局便要求解放区各省必须配备大量干部来加强城市与经济工作 [15]146。

其中，煤矿局在 1948 年即培养出新干部 1630 人，金矿局培养出新干部 106 人 [10]147。而安东市结

合公开建党，在立功运动中从各生产单位优秀工人中提拔干部，并发展工人党员，要求将工人党

员比重提高到 5%—10%。将优秀工人纳入党的队伍，不仅加强了党对工人的组织领导，而且巩

固了工农联盟，夯实了党的组织基础。

2. 成立工会组织领导工人

1945 年 10 月中共中央再次指示东北局“城市群众运动决不可忽视”，要在解放区各大城市成

立总工会等筹备会，并通过“提出纲领、会章、召集各种会议”等方式发动和组织群众 [7]165。遵循

党中央的指示，中共哈尔滨市委于 1946 年 10 月召开首届工人代表大会，成立哈尔滨市职工总会、

北满铁路总工会，同时根据地其他城市工会也相继建立，为将北满建设为全东北的大后方和最巩固

的根据地奠定了重要组织基础。此外，1946 年 11 月 24 日沈阳总工会发起东北各地区工会代表座谈

会，经讨论决定建立东北职工总会筹委会和辽宁省总工会筹委会。在筹委会的组织下，辽宁省以“团

结全省工人力量、增进工人知识技能、发达生产、维持劳工生活、改善劳动条件”为宗旨成立总工

会 。随着各地工会的建立，特别是东北解放区职工总会的成立，各地工会和各产业工会走向统一，

实现了解放区工人大团结，这既为立功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也壮大了新民主主义政权力量。

（二）开展政治动员：“权力—技术”下的思想“革命”

政治动员作为共产党的革命历史传统，是推进群众运动的重要方式。而掌握“意味着在一定社

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19] 的权力，是党能够推行政治动员的前提。

此外，巧用技术又是党能够提高政治动员成效的工具。为了有效推进东北解放区工人立功运动，共

产党通过党团组织、工会、企业管理机构等权力系统，充分发挥情绪调动、典型示范、物质激励、

宣传口号等技术工具优势，对工人展开全面性政治动员，这对工人而言无疑是一场思想“革命”。

1. 修正“功”观开展思想教育动员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讲，情感是增强动员效能的催化剂 [20]。运动伊始，工人的参与积极性并不高，

参见：丹东市档案馆藏《市企业局工作方针要求和具体的工作步骤（1948-12-02）》。

参见：辽宁省档案馆藏《辽宁省总工会成立（1947-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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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一些工人持怀疑与观望态度，如“干一天工挣一天工资，立功干什么”“反正叫咱们多干活”[21]

等不理解甚至错误思想普遍存在，部分企业干部亦对立功运动缺乏正确认识。为此，解放区后勤

第四办事处被服厂首先召集干部会议，自上而下地传达党的意志，打通干部思想，然后深入班组

了解工人的想法，启发他们如何立功，并帮助落后分子，纠正了从厂领导到基层工人对生产立功

的不正确看法，最终 100 多人都投入立功运动的浪潮 [22] 。此外，哈铁路工厂结合工人不同的思想

状况，制定针对性的教育内容，将全厂工人划分为若干组，从厂、科、股长到基层工人开设 7 个课堂，

相应开设不同的教育课程 [23]。通过政治训练班改造思想落后工人，通过技术训练班传播技术和会

计等管理知识，不仅改进了工人思想，而且推进了企业改造与管理科学化。同时，针对部分工人

的“正统”思想，开展诉苦活动，在对比敌伪统治、蒋管区与解放区不同的政治经济生活中构建“苦难”

回忆，使工人认识到解放区是工人的幸福园地。哈尔滨市在总结职工运动时指出，“在诉苦坦白中，

改正了工人的宿命思想，逐渐打破了封建迷信，清出了不少蒋匪特务”[24]。

2. 立“功”誉“名”开展精神激励动员

人是对象性的和感性的，“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25]。对于遭

受多年奴役的工人来讲，激起他们情感的力量能够释放出强大的社会效力，而“在群众中划分

新的社会政治结构，对社会阶层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严格限定和区别，这正是共产党动员

工作方法的独特之处”[26]。劳模与先进典型产生于普通工人，又超出了一般工人群众的水平，

在党的动员工作中具有直接、现实、形象的说服力和较强的动员力。东北解放区工矿企业结合

历史传统与现实需要，在政治动员工作中充分发挥劳模与先进典型的示范激励作用。其中，沈

阳、锦州铁路局在总结“三献”“三立”竞赛时，“召开劳模大会，表奖了在立功竞赛中涌现

出的 135 名英雄模范”，之后上千名工人积极分子与英雄模范不断涌现，激发了整个产业的生

产活力 [27]120。

3.“功”“利”结合开展福利保障动员

毛泽东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28]，这是任何动员

工作都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其中，工资是工人维持和改善生活的主要来源。共产党接管企业后

废除封建把头制，改革工资制度，如哈尔滨市新东建筑公司改用计件工资制后，工人的生产热情

高涨，生产效率提高 [29]。旅大粮食贸易公司实行超额累进工资制，一般工人收入比原有工资平均

增加 80%，极大地鼓舞了工人生产的热情 。同时，解放区企业普遍设立福利部门。据不完全统

计，东北全境解放后城市主要合作社增加到 872 个，参与人数达 816,539 人 [10]233。其中哈铁福利

部与东总福利部合办的职工合作社，仅半年间在哈市三区“共卖给员工 2,493,842,803 元，平均每

人 28,500 元，卖价与报纸上的周末情况比较，共替员工节省 384,434,887 元，平均每月每人 4393
元”[30]。此外，共产党在救济互助、卫生、就业等方面开展了诸多工作，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

工人所需的利益需求和物质资源。为进一步保障工人身体健康，保障其战时生活，东北行政委员

会制定并颁布《东北公营企业战时暂行劳动保险条例》，同时要求东北解放区企业迅速推行，充

分体现了在党领导下工人地位的根本性变化以及党执政的人民性宗旨。

4. 全力助“功”开展宣传网络动员

作为“改变或形成民众特殊态度、意见和舆论的重要工具”，宣传能够有意识地控制民众的

社会心理 [31]。在立功运动中，共产党借用多样化的传播介体构建了一个全面的宣传动员网络。一

是具体、简洁且有力地浓缩运动要求的标语口号是最基本的动员要素。东北解放区许多企业以“生

产立功、支援战争”为指导，结合自身特点与生产要求，制定出相应的动员口号，如西铁工厂口

参见：大连市档案馆藏《赤儿沟区立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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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为“使自己变成一条有本事的铁牛”[32]，哈尔滨市电业局在决心台动员活动中的口号是“保证

安全送电支援前线”[33]，纺织厂则以“提高质量，减低成本”[34] 为口号。二是党报是党开展宣传

工作的重要舆论阵地。仅在 1948 年，《东北日报》以立功运动为主要内容的报道就多达百余篇，

充分发挥了报刊在宣传时事、营造舆情、开展工人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共产党“有意

识的把发动群众和运用党报推动工作结合起来”[35] 的办报思想。三是歌曲、戏曲等文娱活动对于

在殖民统治时期毫无这方面生活体验的工人来说新颖、活泼、富有吸引力，能引发较大的心理反

应及社会效应。其中，佳木斯印刷厂将文化娱乐与生产竞赛相结合，将生产事实与生产技术编成

快板，表扬模范，讲解技术，使工人在娱乐中掌握了生产知识，保持了工作的经常性 [36]。此外，

东北工人学校成立工人学校文工团，出演《白毛女》，自编《矿山泪》《血泪仇》等承载着国家

政治与经济目标的话剧，使工人在娱乐活动中提高了阶级觉悟 [13]147-148。

三、立功运动的主要内容：生产战线上的变革

结合广泛组织与深入动员，东北解放区企业以“恢复生产、支援战争”的职工运动方针为总指导，

深入展开工人立功运动，通过开创性的运动形式与多样化的运动内容推动了解放区工业生产变革。

（一）规范运动开展秩序：制定程序与标准

东北解放区工人立功运动具有一般的程序。首先，经工人集体讨论确定立功标准，自上而下

制订单位、小组、个人的立功计划。由于立功标准经民主评议，深得工人关心，有的工人反映“这

样订才真正合理”“工人不怕使力气，就怕有力气没处使”。由于企业性质不同、工种多样，立

功标准和重点不同，如旅大寺儿沟区工厂在记功上多以产量为主，规定“有产量定数的职场或班，

使用机器的以超过 20% 为一小功；没有产量的部门按钟头计算，据以往时间再由职员具体规定时

间，按计划能省 10% 时间为小功或有的部门 20% 为一小功”。而旅大麻袋厂“以提高质量为主”，

玻璃器厂“以减少破损和提高质量为主”，电气工厂“以提高工数为主” 。
为系统地推进立功运动，安东市以“群众性立功”为原则，结合上级要求，对度量衡厂立功

条件与应记“红点”数量作了统一标准：

（1）全体人员做到十要者，点六十个红点（记大功一次），并为市企业之模范工厂，赠模范

奖旗一面。

（2）每个人做到十要者，记大功两次（一百二十个红点）。

（3）完成任务及超过任务，根据个人的工作能力（包括集体）——红点五个。

（4）在工作岗位上积极工作，能团结工友，并能虚心的推动，教给别人工作——红点十五个。

……

（10）学习技术之练习生，提前满徒四分之一时间，技术有量者——十个。

附：制造超过一台，追加五个点；修理五台按制造一台计算；二十点为一小功，六十点为一大功，

三大功为一特功；小功由厂方发给实物奖品或金钱，在厂务大会、工人日报上表扬；大功以上及特功、

集体立功，由局或市开会表扬，发给光荣模范旗、奖章、奖品等 。

详细的记功、评功及奖励标准，为其他企业提供了较好的借鉴，保障了立功运动顺利开展。

其次，按照民主原则，各企业自上而下成立各级立功委员会与评功小组，制订立功簿，然后

自下而上记功、评功。如旅大玻璃厂组织经理、工会主任、生产委员及工人代表等九人成立立功

参见：大连市档案馆藏《西岗区 1949 年四月份工作报告》。

参见：大连市档案馆藏《旅大区寺儿沟区职工会 开展立功竞赛月报》。

参见：丹东市档案馆藏《度量衡工厂立功条件及评功标准（1949-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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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旅大度量衡厂组织行政、工会、工人三方等五人成立立功委员会 。在立功委员会领导下，

设评功小组，每天负责记录工人的生产成绩，检查产品质量，定期上报给评功委员会，评功委员

据此进行记功、评功。同时，评功小组定期召开检讨会，检讨工人生产任务完成情况，对未完成

任务的展开调查与批评，起到了保证生产的作用。

最后，奖励、宣传立功者，总结并推广经验。只有肯定并表彰工人的功绩，才能丰富立功运

动内容，保障工人立功热情的持续性。其中安东市从开展立功运动的厂矿中选出一个模范工厂，

在庆祝会上颁发模范旗，以之为核心作为各工厂竞赛的目标和今后努力的方向 。这种争夺“模范

旗”的鼓动方式有效地激发了广大工人的立功积极性。

此外，吉林省要求生产立功竞赛计划必须以“统一的，全国的、省市县的生产计划与要求”

为根本依据，结合自身的“生产能力，成品标准，产量水平”，并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展开对工人

群众的动员，以“做到事事立功，人人立功，形成热潮”[37]。在解放区各企业工人立功运动全面

开展之际，东北职工总会发布《东北公营企业生产立功运动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立

功的目的与对象、立功的标准与种类、生产计划与标准、评功组织的建立与职权、评功方式与原则、

功劳表扬与奖励等事项作了详细规定。《条例》的颁布不仅为全区工人立功运动的规范有序开展

提供了统一参考，进一步推进了运动，而且激发了工人群众发展生产、支援战争的革命英雄主义

精神。

（二）提高运动生产效益：注重生产技术创新

日本投降后，东北地区“各产业部门的技术人员、技术工人、熟练工人，及管理人员等除部

分个别人员没有外，余大部逃散或转业”[10]79，技术人员的缺失加重了工业恢复的难度。为此，共

产党在开展立功运动中加强技术创新，如安东度量衡厂将技术创新列为立功的重要标准，规定“在

困难条件下，完成任务，并能超过任务，有发明创造新的技术（包括集体），经奖惩委员会批准

追加点数二十—六十”。中共鞍山市委在《发动全体职工开展立功竞赛运动的决定》中指出“凡

是克服困难，改进技术和工具，团结职工，爱护工厂等方面有显著成绩的都可立功”[27]120。为此，

工人普遍树立了提高生产技术的意识与自觉。再者，铁路工具厂等为加速提高工人技术水平，建

立师徒联系，以“新老互助传授经验”形式，展开以“改进技术提高生产”为核心的立功竞赛，

在推动产业创新发展基础上逐步克服了工人对技术人员的偏见，加强了技术工人与普通工人间的

团结与互助，发挥了集体创造精神，提高了整体生产效益 [38]。

（三）推进运动深入发展：发起立功挑战投标

为深入动员工人参与立功运动，共产党不断开创立功运动新形式。比如，在接管企业初期，

工人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破损设备，铁路工厂火车站修车厂为了提高工人的积极性与修复效率，对

“破损大、最难修的车”展开投标竞赛，“哪组投的工少哪组做，完成了就记功”[39]。一段时间后，

各组投工数越来越与实际工数接近，这一形式不仅激发了工人研究工作的兴趣，而且提升了整体

生产水平。另外，有的企业在竞赛基础上发出挑战。如军需处胶鞋一厂在运动中订立了六项具体

劳动英雄条件，向胶鞋二厂三厂发出挑战，使各厂在加快生产中提高了产品质量 [40]。而哈铁佳木

斯工务段在接到海伦工务段的挑战书后，讨论出应战条件：“向全哈铁管内各工务段挑战，除完

成对方所提出的挑战条件外，提出展开长期性的立功运动，保证安全完成运输任务。”[41] 有的企

业在解放区展开区域性挑战，如双鸭山煤矿以 5 月 25 日为“劳动支前比功竞赛运动日”，向合江

省公营企业提出挑战，当日“全矿出煤 1500 吨，超产 140%，超过全省挑战的指标”[13]166。不断

参见：大连市档案馆藏《西岗区 1949 年四月份工作报告》。

参见：丹东市档案馆藏《为制模范旗以推动工作由（1949-04-22）》。

参见：丹东市档案馆藏《度量衡工厂立功条件及评功标准（1949-03-28）》。



马德洁，荆蕙兰：中国共产党领导新型劳动竞赛探析

· 33 ·

涌现的多样化竞赛促使解放区工矿企业生产活力竞相迸发，推进运动向深处发展。

四、立功运动的历史意义：经济与政治上的胜利

在党的广泛组织与深入动员下，东北解放区工人立功运动在物质生产与精神激励等方面都取

得了突出的成效，具有重要的经济与政治意义，开辟了东北解放区工业领域劳动竞赛新篇章。

（一）促进工业生产快速恢复，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在工人立功运动推动下，东北解放区企业生产迅速恢复，其中基础性产业与交通运输方面的

成效最为突出（详见表 1），这不仅满足了解放区民用需要，而且支援了其他产业恢复与战争需

要。同时，军需生产成效亦较为显著，如哈尔滨铁路总工厂在组织工人修复机车之余修造枪炮，

从 1946 年底到 1948 年 10 月，全厂“制造‘二八’迫击炮 2500 多门、炮弹 2 万多发、‘六〇’

迫击炮 5000 多门、炮弹 5 万多发，修理和制造了各种枪近万支，锻造马刀 6000 多把，修复炮 50 门，

还制造了手榴弹、地雷、各种子弹、掷弹筒、小土坦克等武器”[13]167。其中大连建新公司将立功

运动中生产的大批武器和弹药不断运往国内其他战场，为全国解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援。栗裕在

总结淮海战役时，指出“华东地区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民工的小推车和

大连生产的大炮弹”[42]。

表 1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国营工业及交通恢复情况

　　类别 1946 年 1947 年 1948 年 1949 年第一期

工业

　　

 　　煤炭（万吨） 74 235 546

　　发电（万 kWh） 17,522 41,408

　　造纸（吨） 1450（不全） 2101 4053

　　橡胶（鞋 / 万双） 8 55 202

交通

　　工务（铁路修复 / 公里） 1115 1741 2640 5700

　　机务（汽、货车修理 / 辆） 591 496

　　电务（电线延长） 100%（基数） 135% 161%

资料来源：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 . 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 2 辑 [M]. 哈尔滨 : 黑龙江人民出版
社 ,1988: 190+490-493.

（二）推动了生产变革，奠定了后期工业化发展基础

立功运动中的技术创新与制度改革，有效地促进了企业生产变革与现代化发展。如解放区企

业普遍组织召开工代会，成立工厂管委会作为工厂会议与执行机关，同时立功委员会的组建、计

划的制订等工作皆经工人民主讨论决定，激励了工人积极参与工厂管理，推进了企业管理民主化。

据不完全统计，哈尔滨市工人立功运动中“有 881 人参加了政权的各部门工作，500 余人参加了工

厂行政管理”[43]386。此外，为了及时发现企业生产及立功运动中的问题，吉林省工矿局要求各厂矿“建

立健全各项管理检查制度”[44]，行政检查小组与工会评功小组密切联系，克服了小手工业作风，

加强了企业管理科学化。李富春在首届军工大会上提出加强“定货制度”以解决“浪费问题”[45]，

注意生产节约与资金积累，为后期实施经济核算制度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开辟了道路。再者，松

江省为发动工人生产立功，进一步规定了生产中的请假、俸给等具体制度 [46]。这些决策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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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现代化的企业制度是党在解放区推进企业生产变革的积极探索，充分彰显了工人的主人翁地

位以及党在提高工业生产方面的真抓实干与治理水平，为后期城市工业大规模建设奠定了基础。

（三）提高了工人的阶级觉悟，增强了工人对党的政治认同

在既讲“主义”又讲“利益”的“权力技术”动员策略下，工人在为企业创造价值中能够获

得多方面的物质保障，实现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继而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改变，阶级

意识觉醒，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如在全国六次劳大“献工 21 天”的号召下，吉林省“全省职工捐

献 11 亿多元”，旅大地区全体党员和职工义务劳动 1 天，将该日所得报酬以“职工运动互济基金”

名义资助国统区民主工会，作为反美抗蒋工人运动的斗争基金 [47]。此外，“人人能立功，事事能

立功”的群众性立功原则，突破了前期劳模运动“有很多条件才能选上劳模”的局限性，广泛地

调动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仅辽宁省“军工系统在生产立功竞赛中涌现出 4897 名劳动模范，铁路

系统有 3149 个单位立集体功，有 13,133 人立个人功”[27]121。在阶级意识逐渐强化的情况下，工人

对党领导的企业的认识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如关东实业公司在《1948 年立功运动总结》中指出的，

经过生产立功运动，“厂方和工人的关系，本质上有了变化，职工已成为工厂的主人翁……改变

了我们的工作面目，对工厂的生产任务起了很大的作用”[48]，充分体现了工人对共产党执政的认同。

（四）壮大了工会“劳动共同体”，夯实了党的执政基础

在党的组织与动员下，工人队伍不断壮大，其中国营工业“职工人数 1946 年约为 1.3 万人，

1947 年为 5 万人，1948 年则为 12 万人”[10]179，整个公营企业工人在 1948 年上半年约有 30 万人 [15]76，

这不仅为工业发展储备了雄厚的人力基础，而且扩大了党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在此基础上，

工会组织不断壮大和完善。如哈尔滨市三百余家公营工厂，由运动前“大部均无工会组织”发展为“工

会组织大大扩大，十七个系统的公营工厂均和总工会取得联系”[43]386。东北第一煤矿在立功运动

开展一年间，由“过去职工总会领导不强”到“分会支会逐步建立”，且“参加职工会的占全体

职工百分之八十”[49]，合江省职工总会基层工会增至 218 个，“会员总数 2.3 万人，占职工总数的

50%”[13]170。同时，工会开展了诸多惠及工人生产生活的全面性福利保障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是

共产党对工人积极生产的“恩情”回报。换言之，工会成为涵盖工人生产与生活的互助合作“劳

动共同体”，密切了党与工人的联系，增强了党的威信力，夯实了党的执政基础。

在企业组织与管理不断健全的基础上，东北解放区工业逐步由分散走向统一，由盲目走向有

规划、有计算，尤其是 1947 年 8 月东北财政会议召开之后，各省市及部队分散的大工业逐步收归

国有，并不断克服本本主义、地方主义与分散主义，专业性产业系统相继建立，为后期集中统一、

有组织的大规模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1949 年 5 月 5 日，《人民日报》发表《为全国工业化打下

巩固基础 东北国营工业大规模发展》一文，充分肯定了这一时期东北工业发展之成效及对全国的

贡献，这离不开工人立功运动的有效推进。随后，这一运动在全国广为宣传，其中东北文化教育

队所编的歌剧《立功》在东北解放区各地演出，后于北平等多地上演，观众达 20 万，赢得了广大

工人的热烈欢迎 [50]。这亦将东北工人在立功运动中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的无产阶级劳动精神以及

生产竞赛经验传播到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五、结语

东北解放区工人立功运动是共产党在战时条件下创新传统劳动竞赛形式、领导工人从斗争转

向建设的成功探索。这一运动在支援解放战争、变革企业管理制度、启蒙工人思想及巩固政权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后期劳动竞赛的开展提供了经验。特别是在政治动员方面，共产党利用“权

力”，运用“技术”，使工人不仅获得战时物质保证，而且在精神上体验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翻

身幸福感。在这种身心状态发生了结构性转变的前提下，工人对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及其政权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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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认同进一步增强。换言之，在这一“权力—技术”动员机制中，党政机关主导的“权力”组织

形式是动员工人的制度支撑，多元化的“技术”工具是动员工人的路径依赖。新中国成立后，全

国掀起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仍然延续这种劳动竞赛的逻辑理路，继续加强工人的组织领导与建设，并

不断强化党的动员策略，以此为着力点牢牢地将工人团结起来，产生了巨大的生产效力。总而观之，

东北解放区工人立功运动亦为当前国内外风云变化的不利情况下，推进东北工业改革、增强职工对

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动员其发挥新时代工人阶级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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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oration of the New Type of Labor Contests Led by the CPC
— A Study Centered on the Workers' Merit Movement in the Northeast Liberated 

Area

Abstract: After the victory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e Northeast Liberated Area (NLA) became a strategic location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to achieve national liberation and develop industrialization. However, the NLA was also faced with multiple challenges. To quickly restore its industry, 

the Party strengthened the organization and leadership of workers, fully mobilizing them to engage in production labor contests through a "power-technology" 

approach. By establishing movement procedures and standards, enhanc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itiating challenge bids, a mass workers' merit movement 

was launched, marking a new chapter in labor contests within the industrial fi eld of the NLA. This new type of labor contests not only expedited the rapid recovery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providing strong support for the Northeast and the entire nation's liberation but also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the 

new China and elevated workers' class consciousness, solidifying the Party's governing foundation and possessing signifi cant historical impor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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