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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1937 年间满铁土建工程中使用
华北打工民夫的基本状况

张声振

内容提要　打工民夫是日本帝国主义针对中国的——主要来自华北农

村的土建工人的称谓。本文分析了 1931—1937 年间, 满铁对中国土建工人的

奴役、压迫。文中介绍了中国土建工人受满铁奴役的一般状况, 分析了日帝和

满铁企图限制而又不得不募用中国华北土建工人的原因; 侧重分析了满铁对

中国土建工人的奴役、招募、管理方式和残酷剥削等状况。

关键词　1931—1937 年　满铁土建工程　华北打工民夫

打工民夫在日语中叫作“出稼ぎ苦力”①, 是当时日本侵略者

对来自华北到东北打工从事体力劳动的民工的鄙称。“出稼ぎ苦

力”是一个政治术语, 它具有主权被剥夺、政治上受歧视、不享有从

事自由劳动权利的体力劳动者的含义。本文即从这一视角, 去揭示

华北打工民夫在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中国土地上, 从事体力劳

动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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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苦力一词非汉语固有名词, 为英语Coo lie 或 Coo ly 的音译, 是自 1840 年后殖民者

对被迫向他们出卖体力劳动以维持生计的中国下层劳动者的专称, 含有鄙视之意。

在日本侵略时期, 苦力一词主要指汉族非熟练工体力劳动者, 对有技术的熟练工不

称作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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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一八事变前华北打工民夫赴东北劳动的概况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华北劳动人民,“闯关东”进入

东北谋生的基本原因之一, 是受日本侵略中国的影响。这点可从

1927—1932 年华北难民入、离东北的数字中得到说明 (见表 1)。

表 1. 1927—1932 年华北打工民夫入、离东北的数字①

1927 年 1928 年 1929 年 1930 年 1931 年 1932 年

进入东北数1159747 人1074467 人1046291 人748211 人 467402 人 414304 人

离东北数 316549 人 381087 人 601392 人 488504 人 461339 人 498738 人

未归数 843198 人 693380 人 444899 人 259707 人 6063 人 - 84704 人

对回归数比 27. 3% 35. 5% 57. 5% 65. 2% 98. 7% 120. 4%

对未归数比 72. 7% 64. 5% 42. 5% 34. 8% 1. 3% - 20. 4%

从上表可知, 自 1927 年起连续 3 年进入东北的人数超过百万, 而

这期间正是日本出兵山东之际。山东人民在天灾战祸的袭击下被

迫逃难, 其中一部分难民自行或在当地政权鼓励资助下进入东北

谋生。在上述期间山东难民进入东北的数目有多少, 未有确切数字

表明, 但从打工民夫进入东北的主要港口青岛、芝罘、龙口 3 处的

统计资料 (不包括其他港口及陆路) , 上述时期山东打工民夫进入

东北的人数如表 2。

·35·

1931—1937 年间满铁土建工程中使用华北打工民夫的基本状况

① 〔日〕武居乡一:《满洲の苦力》, 满洲调查部出版, 昭和 14 年 (1939) 3 月第 3 版, 第

18、20 页。统计数字各本略有区别, 武居为该问题的主要调查人, 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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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1927—1930 年青岛、芝罘、龙口 3 港打工民夫进入东北数①

1927 年 1928 年 1929 年 1930 年

3 港共入东北数 583786 人 528673 人 522868 人 409477 人

与表 1 进入数比 50. 3% 49. 2% 49. 9% 54. 7%

上述 4 年平均年进入东北人数中, 山东难民约占 50% 强。

另方面, 当时东北当局、民族资本等兴建的各项工程、工业部

门、以及帝国主义为掠夺中国而修建的各项工程, 都需要大量民夫

提供劳务。因此, 进入东北的华北打工民夫以其各自所长和志愿,

分投到诸如: 制造业、农业、土木建筑业、商业、运交业、矿业、杂役、

渔业、林业等劳动部门, 从事劳动。其中以农业、土木建筑业、矿业

(包括煤矿)、装卸业、杂役等部门中的力工为多数。

自东清铁路修建开始, 中国华北打工民夫即成为修筑该路力

工的主力, 随后各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东北, 利用中国缺乏资金无力

修筑铁路之机会, 以借款、出资合资等形式, 大肆修筑铁路。到

1931 年九一八事变止, 在东北区境内已修成铁路总长计 6223 公

里, 其中: 俄资东清路计 1788 公里, 英资沈山线 889 公里, 东北当

局借款 (日资最多)修筑的沈海、吉海、打通、齐克、呼海等各铁路总

长计 1186 公里, 在满铁名义下修筑的铁路总长计 2360 公里 (中长

路 1129 公里)。修筑这些铁路中所需力工, 几乎全是华北打工民

夫。加上前述各部门所需力工数量, 这即是 1927 年以来华北难民

大量涌入东北并被吸收消化的客观条件。

尽管这时帝国主义已侵入东北, 中国主权遭受侵犯, 但打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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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吉田美之:《山东河北出稼移民の发航地事情》,《劳务时报》, 通 61 卷, 据第

183、207、228 页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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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进入东北虽然受到日本出兵山东的影响, 其性质仍属中国人口

自发的国内转移, 是中华民族自身的客观调节运动。而从 1931 年

九一八事变后, 情况发生明显变化。

这种变化首先反映在华北打工民夫的入、离东北的数字上。虽

然在 1930 年以前, 因华北已渡过天灾, 日军在山东的军事行动已

停止, 华北已无大规模的内战形势, 东北军虽尚在关内, 但军事行

动暂停, 从而涌入东北的百万难民纷纷转回家园, 回乡者已达

65% 以上。但该年仍有近 75 万名打工民夫进入东北 (见表 1)。然

而到 1931 年末进入东北的打工民夫虽尚有 46 万余名, 但回乡者

的数字亦达 46 万余名, 为进入数的 98. 7% , 只有 6000 余名未归

乡, 这个数字是前此从未出现过的。到 1932 年, 仍有 41 万名进入,

但回乡者超过 49. 8 万名, 为进入者的 120. 4%。这超出的 8. 8 万

名即是前此留在东北未归乡者。这种变化是日本侵占东北后中日

民族矛盾加深的反应, 同时预示着中华民族在本国土地上因丰欠

而自行调节的人口流动被迫中断。

二　1931 年后满铁系统在土建工程中

使役华北打工民夫的概况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 为了巩固统治和加强掠夺, 开始大

规模地兴建各项工程。由于东北当地人手不足, 急需华北打工民夫

予以补充, 因而华北打工民夫进入东北的形势逐渐恢复, 到

1933—1934 年分别达到 60 万和 70 万名以上。由于华北打工民夫

从事土建的力工较多, 其中又以满铁系统所需力工最多, 约占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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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建业力工的半数①, 并具有典型性。所以本文以满铁系统的土建

业力工作为重点, 进行剖析。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殖民统治者立即以伪政权名义,

统一管理东北各地铁路 (东清路除外)并以委托管理名义交满铁经

营。满铁经手后, 自 1932 年至 1937 年间具有政治经济意义的铁路

修筑, 几乎年年有新线开工和竣工。概括地说, 1932 年修筑泰克线

46. 4 公里, 1933 年修筑海克、敦图等线 564. 5 公里, 1934 年修筑

拉滨、北辰等线 640. 3 公里, 1935 年修筑图宁、辰黑等线 1454. 1

公里, 1936 年修筑索兴线等 389. 1 公里, 1937 年修筑图佳线等

588. 9 公里, 共计 3126. 3 公里, 再加上 1938—1939 年所筑长度,

到 1939 年底已超过 1 万公里 (10047. 7 公里)。②勿庸置疑, 修筑铁

路所使役的力工中, 华北打工民夫是主力。

在上述工程内, 每年使用的华北打工民夫的数字无确切资料

可查。但从实施劳动统制法的 1935 年资料中, 其数额可约略地推

算出来。该年土建业所需人工计 225938 人, 其中满铁使役 132340

人③, 而华北打工民夫为 68104 人, 占 51. 4%。该年所建铁路长度

为 1454. 1 公里, 是较多的一年。其分布状况可见表 3。

表 3 力工人数中需要减去约 20% 的休业人员, 所余数字即为

工程现场实际劳动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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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东军参谋部第三课:《昭和 10 年度主要官厅及会社所要支那人劳工数》,《满省劳

动统制方策》, 立案调查书类第 30 编卷 1 续, 第 307—308 页。

满铁:《满洲铁道建设志》, 后篇, 第 58—60 页。

关东军参谋部第三课:《昭和 10 年度主要官厅及会社所要支那人劳工数》, 昭和 10

年 1 月, 立案调查书类第 30 编第 1 卷续, 第 306—3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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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1935 年度满铁关系工程所需人工计划数①

工程名 预算金 (日元) 日人 鲜人 华人 计

锦州

建设事务所

凌源—承德间 6791000 210 人 115 人 9225 人9550 人

叶柏寿—赤峰间 2283000 42 人 23 人 1715 人1780 人

新立屯—新邱间 964000 125 人 70 人 5465 人5660 人

白城子

建设事务所

洮安—大赉间 1319000 40 人 20 人 1620 人1680 人

怀远—索伦间 587000

索伦—温泉间 2725000
210 人 115 人 9155 人9480 人

讷河—诺敏间 1827000 195 人 110 人 8645 人8950 人

建设局

新京支所

新京—大赉间 1368000 27 人 15 人 1108 人1150 人

四平街—西安间 2594000 110 人 60 人 4770 人4940 人

哈尔滨

建设事务所
辰清—大黑间 2681000 40 人 25 人 1435 人1500 人

图们

建设事务所

图们—宁北间 757000

宁北—佳木斯间 3267000
250 人 450 人

18700

人3
20400

人

林口—密山间 2321000 70 人 125 人 5445 人5640 人

密山—虎林间 1970000 85 人 160 人 6895 人7140 人

计 31454000 1404 人1288 人
75178

人

77870

人

% 1. 8% 1. 7% 96. 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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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前揭《满洲劳动统制方策》, 卷一续, 第 3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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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原数—1000 人

1935 年满铁工程所需华北打工民夫数字, 是据 1934 年实际

使用民夫数量制订的, 由此可知该二年使用的华北打工民夫数大

致相等。由此可大致推出 1931—1937 年土建业中所使用的华北打

工民夫的约略数字, 见表 4。
表 4 满铁土建业中华北打工民夫数与全体数之比①

年　　　份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进入东北的华工

打工民夫总数
467402414034631962750817494723423445362171

土建业中打工民夫数

与总数比
17. 5% 19. 7% 12. 9% 10. 9% 16. 5% 19. 3% 22. 5%

1934 年土建业民夫数 81849

上表土建业中华北打工民夫数与总数比的 7 年平均比为

17% , 而上述统计数是大东公司在进入东北的港口、关口处统计

的, 但进入东北后的打工民夫尚有变动劳动工种的实际情况, 因此

该数字只能是个约略数。

三　日本制订劳动统制法的用意与结果

鉴于华北打工民夫进入东北的数量巨大, 日本占领东北后, 即

设想制订一项限制以至完全禁止华北打工民夫进入东北劳动, 而

以日本和朝鲜人代替之的方案。因为这一时期, 日本国内包括其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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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民夫总数据前揭武居乡一《满洲の苦力》, 第 13 页; 土建业民工数比, 据大东公司

1934 年《业务年报》, 油印, 第 10 页中 1934 年数字推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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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地朝鲜等地, 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 劳动力大批失业,

政治危机续出。与此同时, 每年平均以 50 万人的数字进入东北的

华北打工民夫, 其每年人均带回 (包括汇款) 工资 40—50 元计①,

约在 2000 万日元以上。日本占领者不愿看到如此巨额钱币流失,

故此在占领形势及各项工作粗定后, 立即着手制订针对华北打工

民夫的劳动统制法。

1934 年, 在关东军特务部内, 成立以该部长小矶国昭为委员

长的劳动统制委员会, 以实现用日、鲜人劳动者代替华北打工民

夫, 不足额由东北当地人补充, 从而杜绝华北打工民夫进入东北的

企图。同时将前此作为招募打工民夫的机构大东公司, 改组作为依

日本商法而设的民办会社 (公司) , 负责查证、发放身分证明书、劳

动许可票、“入国”许可票。为期此项控制政策彻底实现, 同时设立

指纹总局, 下设分局于各港口关口, 凡进入东北的华北打工民夫必

须捺十指印纹, 防止改名偷入等。劳动统制法于 1935 年 3 月公布

实行, 同时改组后的大东公司与指纹总局系统在海陆关口开始工

作。凡欲进入东北的华北打工民夫必须首先向所在地的港口、关口

的大东公司申请, 经检查、登记、捺指纹等手续, 发给各种证件, 如

能进入东北寻找工作。未取得上述证件者, 东北各地所有企业工程

皆不得雇用。

按照日本侵略者的原设计方案, 在控制华北打工民夫进入东

北的同时, 就从日本及朝鲜运进失业劳动者以代替之。为此, 日本

占领者组成各种招募机构, 诸如“日满劳动协会”、“满洲土建协会”

等, 到日本各地招募游说, 介绍工作地点、劳动条件、工资待遇等情

况, 以期日本劳动者大批进入东北, 从而解决日本人口自然增长率

和庞大失业队伍的压力。但是, 由于各种原因, 这一设想并未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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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数字为日人的统计, 与实际情况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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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就土建业说, 尽管当时东京的失业队伍庞大, 而东北土建业

工程的劳动环境过于恶劣, 却使失业者不愿应募。据承包洮索线工

程的日本企业主高山组代表说, 洮南王爷庙一带,“住宅设备, 其他

一般生活相当严酷, 日本人实在难以忍受”。① 另方面, 朝鲜劳动者

的应募问题, 由于日本朝鲜总督府出面干预, 规定最低工资额和各

项优于华北打工民夫的待遇②, 从而使日人承包业主因劳动成本

高而不愿招募。

因此, 尽管日本占领者积极组织各种机关团体数次赴日招募,

应募却甚少。例如日满劳务协会 6 次赴日招募, 应募者仅 135 人,

其中除 47 名到吉林省东宁地方参加筑路外, 其余皆留在城市劳

动。见表 5。

从表 5 可知, 日承包业主大林组所募 47 名去东宁僻地参加土

建劳动, 大仓组去大黑河、神井组去北安镇等部分瓦工而且力工只

17 名外, 其余熟练工皆分布在城市。再据表 3 可知, 1935 年全部筑

路工程中, 日本人仅 1404 人占 1. 8% , 朝鲜人仅 1288 人占 1. 7% ,

二者合计只占 3. 5% , 中国民夫占 96. 5% , 其中绝大多数是华北打

工民夫。该年度筑铁路拨款为 1. 3 亿日元, 土木建筑拨款约 1 亿日

元③, 在如此巨额拨款中, 除承包业主赚取极大利润外, 在劳动者

方面不得不依靠华北打工民夫 (其中包括部分东北当地中国民夫)

从事该项劳动。这表明日本制订劳动统制法以减少国内失业压力

和资金流失的目的并未达到。一位积极从事招募日本劳动者的日

本人慨叹地说: 如不改变这种状况,“岂不导致以一部分企业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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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和救济山东移入之苦力的最后结果? 从而将使牺牲二十亿之

国帑和十数万之英灵, 方始得到的我国民今日进入满洲之机会丧

失殆尽”。①

表 5　 日满劳务协会所募日本人劳动者分布地一览表②

承包雇主团长 木工 瓦工 石工
消防

工

铁筋

工

机械

工

制图

工
人夫 计 备　注

大林组 宁 1 宁 16 宁 3 宁 3 宁 2 宁 2 宁 3 宁 17 47 宁: 东宁

高冈组 甘 1
鞍 1

甘 13
鞍 2

奉 2

鞍 5
283

奉: 奉天

鞍: 鞍山

大仓组
新

黑
11 11

甘: 甘井子

新: 新京

大同组 哈 3 连 2 5
黑: 大黑河

哈: 哈尔滨

神井组
奉

北
34 34

连: 大连

北: 北安镇

合　计 2 37
新 10

55
3 7 9 2 3 17

10

35

　　3 原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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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华北打工民夫的招募

日本统治东北期间, 对华北打工民夫的招募, 在长期反复招募

过程中, 形成了一整套办法, 其实施情况分述于下。

(一)招募数量

劳动统制法公布以前, 华北打工民夫自由应募, 土建业所需数

额是各招募雇主自行确定, 未有统一数字和规定。自 1935 年 3 月

公布劳动统制法后, 土建业所需打工民夫人数必须事先呈报劳动

统制委员会, 由该委员会同各方协商后再确定数额。土建业所需数

字在统制法公布前无确切资料可查, 而 1935 年该委员会对土建业

所需华北打工民夫数字, 决定控制在 8. 8 万人。因代表承包业主的

土建协会提出意见, 最后增至 11 万人。此项数字只是满铁系统的

铁道建设局、铁路总局所需华北打工民夫数字, 如加上地方部、铁

道部、抚顺煤矿等, 其数字总计为 13. 2 万人。其中不包括东北当地

民夫 10 万余名, 两项合计土建业该年度使用民夫 23 万余名。① 此

控制数字是该委会据 1934 年土建业使用华北打工民夫数量, 参考

1935 年土建项目制定的。数量确定后, 该委员会将指数下达于大

东公司, 令其按计划数字发放各种证明书。

据 1936 年大东公司《业务年报》, 1935 年该委员会下达招募

华北打工民夫各行各业总数为 44 万人, 而该年提出申请进入东北

打工者为 51 万余人, 有 7 万余人因大东公司未发给各种证书而未

能进入东北劳动。1936 年的控制数为 36 万人, 其中土建业为 8. 1

万人, 然而该年的申请者达 61 万余人, 有 25 万余名未能按愿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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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东北劳动。即使已发给身分证明书等证件的打工民夫, 因关卡盘

查人员的刁难等情, 该年 (1936) 尚有 1. 8 万人未能最后进入东

北。①

由此可知, 劳动统制法公布后, 华北打工民夫进入东北的形势

受到阻挠, 呈逐年减少趋势。但 1937—1938 年度情况例外, 该募集

年度由于爆发七七事变, 华北地区因战火燃烧, 难民大量涌进东

北, 使该年度的招募额骤增。从大连火车站运送民夫的数字看,

1938 年 3—4 月运送额竞超过 1937 年的 3. 5 倍。②然而到 1940 年

时, 由于华北已被日军占领, 军事行动已向中原延伸, 难民开始返

回家园, 从而使 1940—1941 年度的募集发生困难。以致关东军不

得不派代表携土建协会人员至日本驻华北派遣军处救援, 由华北

派遣军派出部队, 向沧州、盐山、济南、青岛等打工民夫集中地区进

行“讨伐”, 土建协会等募集人员随日军进入上述地区募集, 实即拉

夫。③即使如此募集, 也未能完成原定募集目标。其后, 华北民夫大

规模进入东北的形势, 已基本上趋于消失。

(二)招募方法

招募华北打工民夫数字确定后, 土建业及其他行业即派员按

数量赴华北各地统一或自行招募。其招募方法如下:

1. 直接招募。即由业主赴招募地招募。

2. 委托招募。雇主委托经营招募业务的客栈代为招募。由于

这种方式间接性大, 打工民夫未到达招募单位以前, 往往逸散, 自

行寻找职业。因之, 这种方式雇佣者常在小规模招募时使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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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亲故招募。依靠已雇佣的民夫相互介绍, 至招募单位就劳。

此种招募方法主要适用于场所固定的工矿企业, 对流动性大, 招募

人数多的筑路工程等不适用。

在铁路敷设工程中, 诸如 谷、大仓、福井、高梨、西本等承包

业主皆采取第一种方式, 直接招募。招募开始后, 业主派员携带大

把头赴天津、青岛等地港口、关口进行直接招募。到招募地后, 雇主

派员的工作是同当地官宪、轮船公司进行交涉, 监督供给把头的募

集资金, 调查了解现地情况等。与此同时, 大把头则进行具体招募

工作。招募华北打工民夫的大把头, 其原籍皆为山东、河北省人, 并

在其故里打工民夫中享有极高威信, 从而保有巩固可靠的招募地

盘, 其他招募者很难在其影响所及的范围内插手招募。在把头与打

工民夫家庭之间一般维系着乡里故旧关系。打工民夫启程时又可

预支部分现金, 作为安家维持费用; 把头则负责监督或直接管理打

工民夫的工资收入。把头无形中变成打工民夫的监护人, 而处于这

种关系中的打工民夫很少逸逃。 谷组承包企业主 谷仙次郎的

大把头崔清林、崔福庭兄弟就是这种把头之一。崔氏兄弟系河北省

人, 在天津开设义合祥专柜, 一面经商一面作为 谷组的大把头在

天津招募河北省民夫。在招募时, 他事先与保持联系的打工民夫家

庭打招呼, 了解家庭情况, 代为垫付旅费和支付预借款。打工民夫

到工地后, 还代为向家中汇款。劳动中打工民夫如有旷工现象亦严

加管束, 为防止浪费, 工资不发本人代为保存, 工程结束时一总发

给, 尽量使民夫多带余钱回家。这样, 他既易于完成招募任务, 又使

打工民夫不散逃, 在 谷组与民夫乡里之间都颇受信赖。

(三)招募地点、时间及旅程

从大东公司 1935 年统计资料看, 打工民夫的大部分来自山

东、河北二省, 约占该年总数的 97. 7%。该年大东公司共发给36. 4

万身分证明书, 其中山东省为 223870 人, 占 61. 47% , 河北省为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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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16 人, 占 36. 25%。其中土木业 (42203)、建筑 (39646)业共计

81849 人, 占 22. 5% , 见表 6。
表 6　 土建业打工民夫的招募地①

山海关 天津 青岛 芝罘 龙口 塘沽 威海卫喜峰口古北口 冷口

土木

业
4892 30591 2738 2130 187 980 5 6 584

建筑

业
10098 7030 4064 9566 4730 1797 2177 40 123 21

从上表大体可知, 山海关、天津之一部、塘沽、喜峰口、古北口、冷口

等地主要为河北省人, 天津之另一部 (因山东省北部民夫集中此

地)、青岛、芝罘、龙口、威海卫等地, 主要为山东省人。

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过后, 招募开始, 打工民夫开始向上表所

列的港口、关口集中, 3—5 月为民夫集中高峰时期, 6 月以后逐月

减少。10 月下旬开始, 到翌年 1—2 月, 因冬季一般野外工程不施

工, 形成民工返乡高潮, 至农历正月十五以后再次形成应募高峰,

如此返复, 已成规律。

募期一到, 回乡民夫携带新民夫同到原把头处报名应募, 由把

头以集体形式办理各种手续, 集体乘船或乘火车向目的地进发。以

谷组大把头崔福庭为例, 他在天津以义合祥名义出面招募, 然后

率民夫去索伦 (怀温线工地) , 每人沿途食宿旅费: 从天津至大连船

费 3. 2 元, 大连至怀远镇火车费 13. 82 元 (原价 18. 45 元, 经 谷

组交涉车票降低 2. 5 成) , 加上途中食费共计约在 20 元以上。工程

结束或冬休的回程旅费亦复如此, 每名民夫的往返旅宿费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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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0 元左右。①这笔经费名义上由承包雇主或大把头负担, 实际

上仍转嫁到民夫身上。

五　中国打工民夫与日、朝劳动者的工资差别

日本在东北实行的劳动工资政策, 从殖民主义观念出发, 力图

拉大日本劳动者与中国劳动者间工资额的差距。为使这种歧视中

国人的政策得以顺利推行, 他们还制造出各种理论来配合。日本一

些所谓的学者从人种学、生理学上, 对日、鲜、中三国人的头部及智

商进行测量与论证。其结论诡称, 从测量数值看, 日本人最优秀, 朝

鲜人次之, 中国人最劣。② 这点反映在劳动上就是劳动效率高, 反

映在生活上就应高工资待遇。如果全面综合考虑, 则日本人的高工

资, 在某种程度上已被日本人的优秀技术及高效率所抵消。③ 因之

使日本人向中国东北移民, 如同使水从低处向高处流一样, 不讲求

一些方法是不行的。④ 这些典型的殖民主义理论已付诸实行, 它表

现在对赴东北的日本劳动者在旅费、生活食宿、医疗保健等方面享

受优厚待遇, 给以高工资。

来东北的日本劳动者的工资, 以日本国内一般工资标准为最

低起点, 按地区及劳动条件不同而增加。长春 (新京)为工资递增的

起点, 从此往北逐步增长。关于日本劳动者在东北的最低工资标

准, 见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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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日本劳动者在东北的最低工资标准①

木　工 瓦　工 消火员 铁筋工 挖土力工

一　级 3. 50 日元 3. 50 日元 3. 00 日元 3. 00 日元

二　级 3. 00 日元 3. 00 日元 2. 50 日元 2. 50 日元 2. 50 日元

三　级 2. 50 日元 2. 50 日元 2. 00 日元 2. 00 日元 1. 50 日元

上表是日本人在东北的日最低工资标准。这是满洲土木建筑

协会赴日招工时与大阪日满劳动协会共同认定的, 同时尚附有各

种福利待遇。以此表的工资标准, 试与东北 5 大城市: 大连、长春

(新京)、沈阳 (奉天)、鞍山、哈尔滨各市中, 日人与中国人同种工劳

动者的平均工资相比较, 见表 8。
表 8　 五大城市日、中同种工劳动者平均工资比较②

木
　
工

瓦
　
工

消
火
工

石
　
工

砖
　
工

炼
铁
工

油
漆
工

锯
木
工

细
木
工

草
垫
工

装
修
工

修
房
工

玻
璃
工

土
　
工

一
般
人
夫

日3. 704. 003. 544. 133. 744. 063. 80 3. 603. 763. 663. 723. 523. 262. 74

中1. 621. 691. 561. 631. 641. 721. 571. 611. 601. 701. 671. 591. 540. 990. 84

上表是在大城市中, 日中两国土建业劳动者日平均工资的比

较, 其中除一般人夫一项为力工外, 其余皆为熟练工。日人熟练工

与同工种中国人熟练工相差 2—3 倍。而一般力工, 日人与中国力

工相差 3—4 倍。如再以更北一些的铁路筑路工程如北黑线、图宁

宁佳线的日中同种工劳动者工资作比较, 其差距更大, 见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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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图宁宁佳线、北黑怀温线日中同工种平均工资比较①

木　　　工

图宁线

宁佳线

北黑线

怀温线

瓦　　　工

图宁线

宁佳线

北黑线

怀温线

消　火　工

图宁线

宁佳线

北黑线

怀温线

铁　筋　工

图宁线

宁佳线

北黑线

怀温线

挖土力工

图宁线

宁佳线

北黑线

怀温线

日 4. 50 5. 50 4. 00 5. 50 6. 00 4. 50 5. 50 2. 80 4. 40

鲜 2. 00 2. 50 3. 20 3. 00 0. 90 1. 50

中 1. 50 2. 30 1. 80 2. 15 2. 30 2. 20 0. 80 1. 10

上表显示, 中、日工人工资差距皆在 3—4 倍。朝鲜人虽被作为

日本国民对待, 但在工资额方面受歧视, 尽管有朝鲜总督府的协议

书, 但仍低于日人工资的 1—2 倍, 只略高于中国工人而已。

土建业中的工种很多, 除上述所举工种外, 尚有线路工、电工、

机械工、测工、坑夫、驾驶工、保安工等, 每个工种的工资额因承包

组、劳动地点、劳动条件不同而各异, 但日本人与中国人工资额差

距, 大体保持在 2—3 倍之间, 朝鲜人同样比中国人略高。对如此巨

大差额, 一位满铁调查课员说: 不能无视劳动者的生活费是确定工

资的这个因素, 使中日劳动者的工资相等或接近的议论,“只能作

为人道主义理论看待, 不屑一顾”。②

但土建作业中在例外情况下, 中国劳动者、华北打工民夫的工

资额可以提高。例如在隧道工程遇险情时, 承包主只得拿出高额赏

金, 以促工程进展。鹿岛组承包主在打通老松岭隧道工程中遇到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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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华北打工民夫不愿冒险作业, 承包主只好每日以 500 元赏金鼓

励华北打工民夫作业, 在最危险时机又拿出 3000 元赏金。因之该

项工程作业班在此时每个力工赏金高达日额 15 元, 少者亦为

12—13 元。① 高赏金是伴随死亡的危险的, 鹿岛组规定, 中国工人

死亡时补贴家属 100 元, 独身者 50 元, 这客观表明华北打工民夫

的身价只在 50—100 元之间。

上述工资额是华北打工民夫所得的名义工资额, 通过承包主

至大小把头间的层层抽头克扣, 实际所得更少。华北打工民夫的实

际所得很难准确计算, 一方面民夫自己说不清, 另方面又因各承包

主及其实行的工资制度不同而各异。尤其承包主下边还存在包工

头即大小把头的层层剥削, 而且这种中间剥削各承包组亦不完全

相同。试以北黑、怀温线的修筑情况为例, 进行剖析。

上述路线共计 492. 8 延长公里, 满铁以 6682604 日元承包, 然

后又观点日本承包组北黑线的福日、荒井、间、 谷、东亚、大仓和

怀温线的冈、 谷、吉川等组转手承包。在一般情况下各承包组又

转手包给大、小把头, 再由大、小把头率打工民夫劳动完成。各组的

情况、职工、熟练工、打工民夫的人数不同, 不能统一说明。现以北

黑线中辰黑段承包主 谷组为例来说明。

谷组承包北黑线中的辰黑段计 26. 3 公里, 承包额为

594483. 25 日元, 从 1934 年 5 月 7 日至 1935 年 8 月 31 日, 共计

13 个月完工。其中因严冬不施工从 10 月至翌年 3 月约 6 个月, 计

出 27 个月 210 天。该组共用人工: 日人熟练工 112 人占 3% , 鲜人

熟练工 935 人占 25. 8% , 华北打工民夫 2573 人占 71. 1%。② 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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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表 9 中北黑线中华北力工平均工资 1. 10 日元计, 则 2573 人劳

动 210 天共计工资额为 554369 日元, 占全承包额的 93% , 这是一

个不可能出现的数字。即使以出工率为 80% 计, 仍为 475398 日

元, 依然占承包额的 79% , 同样是不能出现的工资额数。因而可知

前表 9 的名义工资额是“推定”的, 而非实际所得数。

为求打工民夫的实际所得, 须从制约打工民夫的劳动组织的

把头制入手。在打工民夫之上存在着四层盘剥者: 承包主、转包主、

大小把头, 有时大小把头之间还有中把头。每一层都对民夫工资进

行提成克扣。克扣方法很多, 其一为按承包单价比例提成, 例如承

包人以一元一立方米单价承包, 以 0. 6 元交给转包人, 转包人再以

0. 4 元交给把头, 把头再以 0. 2 元交给民夫。这样打工民夫在担土

搬运或土方挖掘等作业中, 以体力强弱平均一日工作量为三立方

米, 则一日平均工资不过 0. 60 元。在一个工期 210 天中除去节假

休息日, 以 170 个劳动日计, 则上述 谷组 2573 名打工民夫的实

际所得, 平均每人只 102 元, (这是平均数, 实际有高低)。然而这

102 元也不是打工民夫的纯收入, 尚要扣除以下各项费用: 1. 工具

费 4. 50 元, 2. 宿费 2. 32 元, 3. 食费 52. 56 元 (1 个月为 8. 76 元) ,

4. 衣服及日用品费 16. 32 元。① 扣除上述开支后, 所余 26. 30 元才

是一个华北打工民夫在一个劳动期中的纯收入。如果该民夫在离

家应募时, 借有预支金 (一般在 5—15 元)还要扣除。这样, 该民夫

劳动一年 (一个工期) 所能带回家的现金额, 不过平均 10—20 元。

收入高者可在此数上加 20 元, 达到 40 或 50 元, 收入低者可低于

此平均数, 甚至有劳动一年反而欠债者。

华北打工民夫郭忠善的收支帐单证实了上述计算的科学性与

可靠性, 见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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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佳宁线吉川组打工民夫郭忠善帐单 (收支)

1935 年 4 月 3 日—8 月 15 日①

收入部分 支出部分

一、土工　102 个
一、自 4 月 3 日至 6 月 13 日饭费、

　　　　　　　　　衣服费 30. 688 元

一、洋工 (卯子工) 14 个 一、上期内过节费 1. 70 元

一、火工 (炊事) 3 个 一、上期内杂费 2. 50 元

一、休业 11 回 (内火工 15

个)

一、6 月 14 日至 30 日饭费,

每日 0. 321 元 计 5. 457 元

一、雨天三日 一、7 月一日至 8 月 14 日饭费,

每日 0. 325 元 计 14. 625 元
(共计 119 个工加火工 15

个, 计 134 个工。以略高于平

均劳动日值的 0. 7 元计, 共

收入 93. 8 元)

一、上期内纸烟费 3. 224 元

一、理发费 0. 09 元

一、上期内杂费 9. 00 元

一、上期内其他会费 0. 642 元

计 67. 926 元

上表内所计工数为 119 个工加火工 15 个计 134 个, 每个工值

多少, 原件上未记。据调查者说, 工资分配表上的数字与民夫所得

“相差很大”, 所以他使用了从民夫处听到的实际数字平均为0. 6—

0. 7元。② 所以, 这里以略高于前述之平均数的 0. 70 元计算, 计得

93. 80 元。从中扣除 67. 926 元, 尚余 25. 87 元, 这是华北打工民夫

郭忠善的纯收入。这个帐单从实际上揭穿了日本占领者劳动管理

当局所作的各种有关华北打工民夫工资统计的虚假性, 更显示了

中、日工人实际收入的巨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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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华北打工民夫的劳动组织、管理和生活状况

满铁土建业的基本工程是铁路敷设, 因而华北打工民夫在土

建业中的主要队伍也在铁路敷设工地。所以打工民夫的劳动组织

形式亦适应这一劳动特点而组成。其组织形式大体可分下述几种。

其一, 直接管理形式。即由承包主直接管理打工民夫, 虽有大

小把头, 但他们是作为雇主的基层领导者, 负责监督、组织打工民

夫劳动, 小把头甚至直接参加劳动。劳动任务由雇主分配, 工资由

雇主直接发给。

其二, 包工制。承包雇主将工程全部或按每道工序承包给大把

头, 大把头以同样方式转包给小把头, 打工民夫再从小把头处承包

劳动工作量。承包主、大小把头、打工民夫之间是承包关系, 工资按

承包量层层计算。土建工程中的土方作业基本上采用此种方式, 是

一种计件劳动形式。

其三, 是上述两种形式的混合形式。一般在工程较复杂条件下

采用。

土建业中一般把头制占优势, 从而承包制亦随之被广泛使用。

前述之北黑线 谷承包组所用的崔福庭大把头, 自该组成立时即

为之效力, 与其兄崔清林在天津以义合祥商号名义为该组招募提

供打工民夫, 成为该组完成承包工程的保证力量。把头制依存于乡

里故旧封建家长制关系, 其在劳动中、生活中处处体现出来。例如

前述之盐山县打工民夫在土方工程中表现明显, 以把头为核心, 紧

密团结、协力合作, 劳动效果显著。山东省打工民夫中的把头制亦

类此。

在把头制中, 大把头是核心, 在承包主与小把头、民夫之间, 起

交涉、领导、监督作用。小把头与民夫生活吃住在一起, 是打工民夫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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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劳动组织者、生活吃住的安排者、私生活方面的管理照顾

者。作为小把头的下属还有掌作 (代理把头)、先生 (书记)、打更 (兼

作保卫)、炊事员等, 辅助小把头工作。

无论采用何种管理形式, 打工民夫的劳动环境与强度都大体

相同。铁路敷设工程皆在野外、山区、草原、沼泽等处, 劳动环境艰

苦。例如北黑线工程主要通过荒无人烟的草地沼泽, 每年的 6—8

月期间, 虻、蟆子 (小咬)围攻人畜, 令打工民夫痛苦不堪, 虻之大者

长达 4 厘米, 牛马时有被咬死者。在此种劳动条件下, 打工民夫每

天劳动长达 16—17 小时, 一般情况亦为 13 小时左右。

劳动环境与劳动强度, 要求工人必须身体强壮, 因此打工民夫

中青壮年较多。以北黑线为例: 大体在 20—40 岁之间, 平均年龄约

30 岁者, 占全体打工民夫的 82%。未满 20 岁者约为 6% , 50 岁未

满者为 9% , 50 岁以上者约为 3%。①他们为打工赚钱而来东北, 目

的在于赚钱养家糊口。因之除生病、雨天、节假日外, 一般皆出工尽

体力之可能而劳动 (指计件工) , 出工率在 80—85%。承包雇主有

鉴于此, 得出结论说:“让他们一年一度回家的办法, 是最有效

的。”② 他们回家后看到家中的窘困, 以及所赚得带回来的 30—40

元在家庭生活中所起的作用, 极有助于回工地后的出工劳动, 而不

思逃散。

打工民夫的生活状况极为恶劣。因主要在野外施工, 住处随工

程进展而移动, 故无永久性居室, 一般住于临时工棚中。工棚一般

用苇 做鱼脊形, 内铺以草, 草上铺苇 。民夫称之为工棚小屋。每

个小屋由小把头 1—2 名管理, 内住 20—30 名打工民夫, 形成一个

劳动组织单位和一个伙食单位。伙房在另一个工棚内, 由先生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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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炊事员组成。先生的工作是为打工民夫记出工、误工, 计算工

资, 代写书信等。米菜费由把头暂借, 分配到每名打工民夫名下, 由

工资中扣除。这是小把头克扣盘剥民夫的一般方式。

此外, 如工程施工期长, 尚附设有小卖店, 为打工民夫提供最

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品, 衣帽毛巾肥皂卷烟等, 以及理发洗澡等服

务, 代办邮信等。一般没有诊所, 只有简单的救急箱, 负伤、重病患

者送往附近城镇医院, 打工民夫几乎没有自动去城镇医院就诊的,

因为付不出高昂的医药费。公伤按轻重程度付给部分工资, 不能劳

动者发给 50 元送归乡里。公伤死亡者发给百元吊慰金给家属, 因

病死亡者一般无任何照顾。由此可见, 打工民夫在殖民占领者的统

治下所进行的劳动, 是无任何劳动保障的。

工程结束或冬季不施工时, 一般由原雇主或大把头承担旅宿

费送回乡里, 到来春开始招募时, 再至原募地找原把头应募, 再按

前述方法返回工地。

上述各节为 1931—1937 年间满铁所属各土建企业招募华北

打工民夫, 及其进入东北地区劳动的基本概况。1937 年七七事变,

日本全面侵华开始, 上述过程亦随日军侵略进程而逐渐停止。本文

只对打工民夫在土建业方面的劳动概况, 作了一般性叙述, 对于一

些重要课题, 诸如劳动统制政策、东北当地民夫打工状况等问题,

将另作专题研究。

(作者张声振, 1924 年生,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资料馆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李仲明)

·47·

《抗日战争研究》2000 年第 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