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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梳理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的一百零九年里，中国近代劳动安全
卫生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工业的发展，大量的伤亡事故和职业疾病产生，为遏制和减少伤亡，中国劳动
安全卫生事业不断发展起业，安全规章制度法律法规也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不断完善的过程。
作者在阅读和收集了大量文献史料的基础上，详细描述了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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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1840——1894年鸦片战争前后的产业及安全状况　　当中国还处在封建社会后期，而已经
完成产业革命、成了称霸世界的资本主义头等强国的英国，为保护它对中国的鸦片走私和把中国变成
它倾销产品、掠夺原料的殖民地市场，于1840年6月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
由于当时清政府的昏庸无能和投降派的卖国活动，破坏了中国人民的抗英斗争，英国侵略者迫使清王
朝政府在1842年8月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通过这个条约及其补充条款，英国侵略者割占了香港，并将它作为继续侵略中国的基地；勒索了两千
一百万两白银的赔款；强迫中国开放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个通商口岸；取得了协定
关税、领事裁判、在通商口岸设立租界和一国得利、他国“一体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特
权。
接着，美国和法国也乘机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浦条约》，除取得了与英帝
国主义同样的特权外，还增加了允许外商在各口岸间经营航运和转口贸易等新的特权。
随后，欧洲的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也按例取得了同样的特权。
　　1840年的鸦片战争及其以后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使中国开始由
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转化。
中国不仅敞开了外国商品输入的大门，还向列强提供了种种优惠条件。
从此，外国商品输入激增。
开始是以鸦片为主，后来是以工业品为主。
中国从外国入口的货物中主要是生活中用的棉、纱、谷类、金属类、矿产及其他物资，除了一小部分
在通商口岸市场销售，绝大部分都通过通商口岸转到内地市场，通过贩运而到达消费者手中。
同时，中国内地的农产品也通过国内各级市场的汇集和转输，最后集中到通商口岸，再出口到海外。
这些进口工业产品和出口农产品，都促进了内地市场的扩大，一些中小城镇因此而繁荣起来。
但同时这对当时的中国手工业形成很大的冲击。
　　第一节鸦片战争前后的手工业　　在1840年前后，中国处于封建社会的后期，自然经济占统治地
位。
自然经济以自给自足为目的，是落后经济形态的表现。
生产力的低下，技术上的墨守成规，生产规模在以前基础上的重复，社会分工不发达，地区问经济联
系薄弱等等，都反映出自然经济的落后性。
但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也是有商业往来和商品生产的。
我国地大物博，各地区间有不同物产的交流，商品经济逐渐发展起来。
棉、桑、麻、烟、甘蔗等经济作物，有赖于手工业的商品生产及其分工的发展，其他大量的手工业也
有不少处于资本主义萌芽状态。
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出现了三种不同性质的手工业者。
第一种是不脱离农业生产的手工业者，如广大农村进行纺纱、织布、养蚕、络丝、绩麻的妇女等。
这一种生产者只是在一部分时间或某一季节投入劳动，虽然技术落后，生产力很低，但人数众多，在
手工业者总量中占绝对多数。
第二种是表面上脱离了农业的独立手工业者，如木匠、铁匠、补锅、补碗匠、裁缝等。
他们有自己简单的生产工具，有时在各临时雇主家流动生产或修理；有的按消费者订购需求定做某些
物品；同时也自购原料，出售产品。
但在农忙时，他们还是会歇业回乡从事田间劳动。
第三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生产者，如染坊的染匠、机纺的织工、矿场的矿工等，一般他们没有
自己的生产工具，只是出卖劳动力，听从雇主的安排。
他们都在一定的集中场所工作，少的只有三人至五人（小作坊的雇工），多的达数十百人，乃至千人
、万人（如大矿场）。
这三种手工业生产者中，第一种和第二种是分散的小生产者，即使有些少量的零卖，由于没有足够的
资金，又急于将产品脱手，以一面维持生存，一面再买进原料以继续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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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安全都是由自己负责，或者只是由家庭承担所有安全责任。
第三种生产者，一切生产活动都听命于雇主；在产业不发达的情况下，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几乎不能
分开，商活动在生产领域中起着支配的作用。
由于这类产业是几十到几千人的产活动，人员除自身安全外，还有相互安全以及群体安全。
在封建社会，匠人的生死被说成听天由命，发生死亡，如有丧葬费，那是雇主开恩，如给抚恤，算是
雇主做善事；有些丧葬费和抚恤金，都是靠匠人中有威望者领头，通过分摊或捐款，帮助死难者家属
度过难关。
　　一、鸦片战争前的手工业生产类型　　（一）城市小手工业　　在19世纪初叶的中国的社会里，
占支配地位的是封建经济，社会生产的绝大多数是农业生产，此外就是农民从事的家庭手工业。
但是城市小手工业已相当发达，这表现在行业众多、分工细致、某些手工业的技术已达到很高的程度
。
随着商业的繁荣和市场的逐渐扩大，某些行业和产品已有地域集中的现象，供应着国内外市场。
但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城市小手工业始终是以个体的独立小手工业者和小手工作坊为单位，进行
商品的简单再生产。
手工业行会也在各地建立起来，这种封建性的经济组织。
对手工业的发展起着束缚作用。
由于商业资本已颇发达，在国内外和城乡中都很活跃，这使某些经济发达地区——江苏、浙江、广东
的富商们，能对某些重要的小手工业行业进行控制，一般通过发放原料和收购成品的办法，例如纺织
业中发放棉花或纱以及收购纱或布，形成包买主制度。
　　（二）工场手工业　　在城市中，除小手工业外，还分散着手工业工场。
在19世纪初，中国的纺织、制毡、漂染、制茶、造纸、印刷、陶瓷、砖瓦、酿酒、榨油、制糖、皮革
、锻冶、木材加工等行业，都有手工业工场存在。
工场规模大小不等，从几到数百人。
在制盐和采矿业中，有些竟多达数万人，例如，四川井盐业。
工业工场的存在，标志着在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早已萌芽。
这对已发展到末期的中国封建社会起着一定的分解作用。
　　（三）官府手工业　　在19世纪初叶的中国，除了城市小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外，还有清政府经
营的一些大的手工业工场。
这种官府手工业，在封建社会中，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主要有江宁、苏州、杭州的织造，北京和江、浙等处的织染局。
这些局都属于工部广储司，该司本身还有银、铜、染、衣、绣、花等七作；还有造办处管辖的12个作
坊，集中了各种工艺美术人才。
此外，还有在景德镇等地的“官窑”，为宫廷烧制建筑材料的各“窑厂”，船厂十多处，各地制造军
器的“军械所”和制造火药的“火药局”，以及铸造制钱的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和隶属于户部的
各省铸钱局所设的工场等。
　　这些官府的手工业工场，规模大，工匠多，分工细。
但这些工场并不从事商品生产，而主要为封建统治者和官府、军队的需求而生产物品。
它所需的庞大经费，则基本从清政府的财政中拨款；也有些是向地方摊派，例如各省修造漕船、战船
的费用。
　　官府手工业中的工匠，实质上是一种领取工价的不自由的劳动者。
他们通过招募而来，并成为“世业相传”的工匠——工匠不仅成为本人的终身职业，而且子孙可以“
世业相传”。
当时的手工业，除官府手工业和采矿业等规模较大，其余均为分散，有的还依附于家庭，大多作坊的
规模亦不大。
所用的动力，主要是人力，多为手推拉或手摇、脚踏；其次是畜力：以牛、马、骡等为主；少数用水
力：提水、推磨、捣冲等；风力：航运、提水等。
由于人力、畜力、水力、风力转速慢，力量小，产生伤害的机率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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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家庭手工业系“子承父业”或“女承母业”，对操作技能要求和伤害防备能仔细教诲传承，所以
从现有资料很难查阅到其系统伤亡的状况统计，手工业中劳动条件最差的要数手工采矿业，如煤矿、
银矿、铜铅矿等，最穷苦者和外来客民下井挖煤、采矿，生命无保障，或被水淹毙，或被煤烟熏死，
或被压死等。
手工煤矿、铜矿、银矿等矿业的劳动条件恶劣，透水、瓦斯爆炸、坍塌、火灾等伤亡事故严重。
　　陕西白水县煤矿业——农力嫁穑，最贫者为人下井挖煤，终年处渠科中，唐突面目，漆黑难辨。
　　马先登等：《光绪同州府续志》卷九，页三一四　　白水县西南两乡有煤井四十眼，挖煤揽煤人
工，约计三、五百人。
其中下井之人，有被水淹毙者，有被煤烟熏死者，不一而足。
控官之词，连年不休。
　　卢坤：《秦疆治略》，页三。
　　陕西宾州直隶州煤矿业一1823年查明有男女大小共一十一万四百余名口，为甘肃新疆往来孔道⋯
⋯拜家河地方，向产煤炭，该处有炭井数眼，所雇人夫，多系外来客民，五方杂处，情形较为刁野，
并有诱逼幼童下井挖炭之事，毙者甚多。
　　卢坤：《秦疆治略》，页三七　　河南巩县煤矿业——巩邑产煤，开窑凿井，千百为群，受雇者
皆四方贫瘠，深挖浅掏，日无宁咎。
其间病死压死者，闻有之。
　　张紫蚬等：《乾隆巩县志》卷之七，页五八　　浙江长兴县煤矿业——长邑煤窑在合溪南北两山
，宕户出资，呈报开采⋯⋯煤井深有百余丈，远至二、三里。
开挖者数十人、百余人不等。
往往有掘向深邃处，忽水泉涌出；抑或之木不坚，从上坍下；又有工人不谨，燃油失火延烧等弊。
在下者呼吁奔窜无路，在上者披发援手罔济。
人命轻如草菅，莫此为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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