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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论工会要捍卫工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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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建立的“农民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中国农地制度，对农村经济社

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也暴露出固有的矛

盾和缺陷。 从农地行政纠纷审理的视野分析，在于认识不清和主体不明，需要完善地把握马克思主

义的地租理论和中国农村现阶段的实际，立足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根本予以重构，以促进城乡一体

发展和人民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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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的工会问题争论

1920年底到 1921 年初，俄共高层就工会问题展

开激烈争论。争论是由于十月革命胜利，无产阶级掌

握了政权之后，工会的定位问题引起的：工会到底应

当干什么？

1920 年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国内运输业处于瘫

痪状态，托洛茨基被派去抓交通运输工作。他运用军

事管理的办法迅速整顿了铁路交通， 使全国的交通

运输业在短期内有了很大的起色，他由此起意，要把

军事办法推广到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 把工会变成

可以实施强制的国家机关。 用军事办法整顿工业企

业，自然要同工会发生冲突。 为排除工会的阻力，托

洛茨基就提出整顿工会，“整刷”（抖落）干部的口号，
要求改组工会。 另一方面，进入恢复国民经济时期，
工会也面临自身工作性质的转换和定位问题， 在经

济建设中， 工会到底应当扮演什么角色呢？ 任务不

明，就引发了工会作用问题的争论。那时就有一种说

法，党管政治，工会管经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管文

化。 因此，在转变时期，工会作用问题的争论在一定

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争论得很激烈， 但是各方的观点差别实际上并

不很大。 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主张工会国家化，由

工会来管理生产；一种认为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
革命前工会的任务是非常清楚的， 这就是组织

领导工人开展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 保卫工人的政

治和经济利益。 共产党也利用工会这个公开的群众

组织进行合法斗争。 革命胜利后，剥夺了资本家，对

工厂企业实行国有化， 工会反对资本家的任务不再

存在。革命前很有影响的工会该干些什么呢？这就成

了问题。在一段时间里，给工会规定的任务是领导和

组织生产，使工会国家化，成为一个国家机关。 十月

革命刚刚胜利之后， 工会几乎是当时能够并且应当

担负组织生产和管理企业的工作的唯一机关。
但是不久成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统一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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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全国的经济和生产建设，这就挤占了工会的工作，
不过在一段时间里，工会同国家的经济管理机关平

行地共同管生产和经济。
托洛茨基坚持工会国家化，但这不是他的发明

创造，而是此前俄共的一贯主张，是写进了有关决议

的。 1918 年 1 月初全俄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写道：

“目前， 工会工作的重点应当转到组织经济方

面。 工会……应当担负起参加组织生产和恢复我国

被破坏了的生产力的主要工作。 ”

1919 年通过的俄共纲领认为：工会已经成为一

切地方的和中央的工业管理机关的参加者，同时，工

会应当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

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的手中。
俄共九大决议写道：工会“应当作为共产党领导

下的苏维埃国家的基本机构之一来完成这些任务”，

“工会应当逐步变成无产阶级国家的辅助机关”。
俄共十大肯定了上述提法，以上“这些规定现在

仍旧是完全适用的。 ”当前整个局势迫切要求工会

更直接地参加组织生产。 “现在工会已经在执行某

些完全属于国家机关的职能（规定工资等级，分配工

作服，等等）。 在苏维埃国家里，工会的这些国家性

质的职能还会逐渐扩大。 ”[1-1]

俄共十大反对的不是工会国家化本身，而是反

对“人为地加快工会国家化速度的做法”，认为“迅速

使工会国家化将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 [1-2]

列宁主张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工人学习

管理的学校。 这似乎与工会国家化无关，实际上其

目的也是要通过工会这个学校学会管理，最终去管

理生产和经济。
在激烈的争论中，布哈林想缓和一下，提出工会

一方面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另一方面又是经济机关。
这种说法被批判为折中主义，布哈林被斥为“缓冲

派”。 实际上他的说法反映的是当时的现实情况。 以

后的实践表明，苏联的工会始终是国家机关的一部

分，而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的提法，在苏联的实践

中并没有得到落实。

工会的重要任务是保护工人的利益

争论中有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反而没有引起各

方的重视， 这就是工会像过去一样应当保护工人的

利益。
著名理论家梁赞诺夫提出， 工会应当仍然作为

联合工人以保护或捍卫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

的组织。 有人质问，既然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既然

国家是工人国家，为什么还要保护工人阶级呢？保护

工人阶级免受谁的侵犯呢？托洛茨基认为这是“苏维

埃工联主义”。
列宁反对扣这种帽子， 认为托洛茨基的看法是

错误的， 他说：“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

工人国家……试问，在实际形成的这样的国家里，难

道工会没有什么可以保护的吗？没有工会，能够保护

组织起来的全体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

吗？ ”[2-1]

因此“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而我

们则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

家的侵犯， 同时也利用这些组织来组织工人保护我

们的国家。实现这两种保护，都必须通过一种特殊的

办法， 即把我们的国家措施和我们同我们的工会的

协商、‘结合’这两方面配合起来”。 [2-2]

在苏维埃国家，“工会虽然失去了阶级的经济斗

争这样的基础， 但是从反对苏维埃机关的官僚主义

弊病来说， 从采取苏维埃机关所办不到的办法和手

段去保护劳动群众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来说，以

及从其他等等方面来说， 工会却永远没有失去———
而且，很遗憾，在很多年之内都不会失去———非阶级

的‘经济斗争’这样的基础。 [2-3]

由于这时候处于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前夕， 国内

只存在国营企业，没有资本家，所以列宁说的是“非

阶级”的经济斗争。 但是由于实行粮食税，农民有余

粮进行交易买卖，国内出现私商，承认并开始利用商

品市场关系， 同时在工业领域实行了小企业的非国

有化，实行租赁制出现私营企业，实行租让制引进了

外资。不久国内开始出现劳资关系的多样化，由过去

的国有企业单一的工人对行政管理人员， 变成工人

对国营企业、私人企业、外资企业等等业主的劳资关

系。 在这种情况下，不仅需要保护工人，防止国家的

侵害，还要防止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侵害，在这里

工会的任务同革命前类似。 所以到 1921 年年底，列

宁已经承认在劳资之间存在阶级利益的对立。
不只是在私人资本主义企业， 列宁认为即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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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营企业也存在劳资间的某种对立。 国营企业在相

当程度上改行商业的即资本主义的原则之后，“由于

迫切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使每个国营企业扭亏为

盈，由于必然会产生本位利益和过于热衷本位利益

的现象，这样做难免造成工人群众同国营企业的经

理即管理人员或同企业主管部门在利益上的某种对

立。 因此，即使在国营企业中，工会也义不容辞应维

护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阶级利益，使之不受雇用

他们的人侵犯。 ”[3-1]

这样，列宁就明确指出无论在私营企业还是在

国营企业，工会最主要的一项任务就是维护工人的

利益，要把这一任务公开地提到一个极重要的地位。
并且列宁特别强调，工会维护劳动群众的利益，指的

是“最直接最切身这种意义上的利益”。

1922 年 3 月， 俄共召开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这

时新经济政策已经实行了一年时间，劳资问题已经

尖锐地摆在共产党和工会面前。 大会关于《工会在

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决议中写道：

“在国家调节（监察、监督、规定形式和手续等

等）私营商业和私人资本的条件下，是可以容许自由

贸易和发展资本主义的……这种调节即使十分有

效，劳资之间的阶级利益的对立无疑还是存在的。因

此，工会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从各个方面尽力

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组织无产阶级同资本主

义作斗争。 ”[1-3]列宁的主张现在变成了党的代表大

会的决定，成为工会工作的指导方针。
罢工历来是工人维护自身利益的有力工具，问

题是在苏维埃国家是否允许罢工。 在俄共十一大上

就有过争论。 当时有人认为，只可在私营企业举行

罢工。 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在大会所

做的关于工会的报告中说：米柳金（最高国民经济

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认为，在私人企

业可以罢工，而在国营企业不允许罢工。 该抛弃这

种对待罢工的官僚主义的态度了。 出现罢工不是因

为允许还是不允许，而是由一系列原因造成。 在罢

工问题上不能双重标准， 而应当是统一的路线，这

条路线就是确定罢工是改善工人经济状况斗争的

方法。
他指出，私人企业中的罢工是经济问题上的冲

突引发的。 资本家企图越出苏维埃政权规定的范

围， 竭力利用苏维埃的行情来恢复旧的劳资关系，

这就与工人阶级发生冲突，事情发展成罢工。 所以

需要坚持一点， 即我们不允许恢复旧的劳资关系。
国营企业中的罢工并不是反对苏维埃政权，而是反

对苏维埃政权的管家，他们没有领会苏维埃政权和

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摆脱了监督，不懂得苏维埃

政权的政策。 在这里无产阶级需要制止自己的管家

并将之纳入无产阶级轨道。 莫斯科每月有 30-40 起

罢工。 99%的罢工与政治无关，只涉及可以解决的

具体的问题。
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不禁止罢工本身，没有法

律禁止罢工。 如果工人没有采取罢工这种斗争方

式，那不是因为法律禁止，而是因为出于阶级觉悟。
俄国的工人阶级总体上是关心国家生产力的发展

的。 因为不发展生产就不可能改善工人阶级的经济

状况。
列宁支持罢工这种斗争形式。 他说：“只要工业

和农业的电气化还没有完成 （哪怕是基本完成），只

要小经济和市场统治的一切根子还没有因此而被铲

除，阶级斗争就会存在，而且不可避免。因此，目前我

们还决不能放弃罢工斗争， 不能在原则上同意实行

用强制的国家调解代替罢工的法律。 ”[3-2]

当然，列宁也并不是一味鼓励工人进行罢工斗

争，罢工是因存在官僚主义机关、存在劳资冲突而

不得不采取的斗争形式，按照他的设想正常的方式

应当是“直接投诉国家机关”。 他说：“无论共产党、
苏维埃政权或工会都决不能忘记，而且也不应当向

个人和劳动群众隐瞒：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

国家里采取罢工斗争，其原因只能是无产阶级国家

中还存在着官僚主义弊病，在它的机构中还存在着

各种资本主义旧残余，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由

于劳动群众政治上不开展和文化上落后……解决

劳资之间、受雇者和雇用者之间的冲突，应当愈来

愈多地采取由劳动者直接投诉国家机关这种正常

的方式。 ”[3-3]令人遗憾的是，投诉国家机关往往遭遇

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问题得不到解决，从而使斗

争转向罢工。
保护工人利益， 归根到底也是保护无产阶级国

家，维护国家的稳定，保障生产的稳定发展。 所以列

宁说， 要利用工人组织 “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

家”。在一个劳资冲突尖锐、罢工频发的国家或地区，
是不可能进行正常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建设的。 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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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生产是国家建设经济发展的最起码条件。 后来

的历史证明了列宁的主张。

历史的实际———1920 年代苏联的

劳资冲突

列宁在市场机制恢复之初，私人企业刚刚恢复

的时候，就敏感地提出保护个人的利益的问题，充分

表现出他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远见卓识。 在以后

的几年里，果然出现大量的劳资冲突。
解密的联共中央情报部的材料“关于工人群众

的情绪及其对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揭示了新经

济政策时期劳资冲突的情况。
当时普遍存在的劳资冲突中，工人不满的原因

处首位的是没有及时发放工资、提高工作定额、降低

单位工资、裁员、劳动条件恶劣、行政命令行为，等

等。工人对工资和工作定额的不满有一个共同点，不

仅是因经济管理中存在缺点，而且还因不断开展提

高劳动生产率的运动，因为工人的工资并没有随劳

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 未见罢工者提出政治性的

要求。
工 人 闹 事 的 地 方 相 当 多 ， 整 个 苏 联 到 处 都

有———远东、民族地区（卡尔梅克、布里亚特、中亚）、
俄中部和乌克兰工业省份都有工人罢工。 罢工人数

夏天比冬天增加了 1-2 倍， 因为有季节工人参加。

1924-1927 年罢工有增长的趋势。 1926 年 6 月 15
日至 7 月 6 日有 43 起罢工，1927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15 日有 63 起罢工，其中 22 起在企业，41 起在季

节工工种———建筑业、泥炭采掘、林木采伐，装卸工

等。 在冬季，1924 年 12 月有 21 起罢工，而 1926 年

1 月有 41 起，1926 年 6 月有 139 起。 罢工在中部经

济区（莫斯科和伊万诺沃-沃斯涅先斯克省）以及大

工业中心列宁格勒、下诺夫哥罗德省较集中，夏季月

均 10 次罢工。 罢工经常同沉重的劳动条件有关，如

冶金、矿山、纺织、林木采伐等等。千人以上的整个工

厂停工不多见，但也存在，一般都是个别车间闹事。
形式有“磨洋工”数小时，故意迟到或者托病请假，

“意大利式罢工”———工人上岗，但不工作。多数罢工

不超过一天，通常都和平解决。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答

应要求，如重新签订集体合同，或者退回到原先的定

额。也出现最坏的情况，这就是解雇工人和接着实行

清党和清洗工会。
不及时支付工资是激烈冲突的一个原因。 工人

同行政管理人员关系不和常常导致工人闹事， 变成

罢工或者发出威胁。 1920 年代的工潮说明，工会的

首要的迫切任务是保护工人的利益。 尽管在无产阶

级专政国家里，名义上是工人当家作主，但工人作为

个人， 或者作为一个单位的群体， 无论面对国营企

业，还是私营企业、外国企业，都是弱势群体。需要有

一个组织来保护他们的利益，替他们说话，代表他们

同资方谈判， 还需要有一种有效的手段来对抗资方

的压制，这就是列宁肯定的罢工，在工会领导下的有

组织的罢工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斗争手段， 既可以对

资方施加压力，又可以防止工潮失度，保障社会的整

体稳定。 在劳资冲突中，工会如果无所事事，甚至替

资方说话办事，工会就会失去存在的理由。在这种情

况下，工人就会被迫自己组织起来，不可避免地自发

形成“山寨”工会。如果说，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的

话， 那么其首要的任务就应当是教会工人如何进行

斗争，合法合理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苏联在 20
年代有工潮，但没有出现社会的动乱，这同工会和党

组织积极介入，合理解决矛盾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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