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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友人与中国
“

工合
”

运动

刘 仕 平

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 �简称
“

工合
”
� 是

抗 日战争初期兴起的经济救亡运动
,

它的领

导机构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
�

如果以 �� � � 年

� 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汉口成立作为这场

运动的开始
,

以 � � � � 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

财产和档案被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接管作为它

的结束
,

这场运动前后共持续了 �� 年
。

在这

期 间
,

它建立的工业 合作社最多时近 � � � �

个
,

遍及我国的 �� 个省
。

对改善人民生活
,

支援抗战
,

巩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出

了重要贡献
。

对
“

工合
”

的研究已持续了几十年
。

在

这期间
,

主要搞清了
“

工合
”

的发展过程
、

“

工合
”

经营 的工业种类
、 “

工合
”

的组织管

理状况
、

以及
“

工合
”

对抗 日战争的贡献等
。

关于世界各国人民对
“

工合
”

的帮助
,

尤其

是大批的国际友人在
“

工合
”

的发起
、

组织
、

成长
、

壮大的过程中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

至今尚未见到明确的表述
。

本文试图在这方

面做初步探讨
。

一
、

国际友人是
“

工合
”

运动的发起者

和主要组织者

国际友人对中国
“

工合
”

运动的贡献
,

主

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
�

利用特殊身份
,

协助组建
“

工合
”

机

构
。

最初在中国创办工业合作社的计划
,

应

归功于在中国生活并关心中国人民福利的三

位外国人
,

他们是新西兰的路易
·

艾黎
、

美

国的埃德加
·

斯诺 及其夫人
” 。 �

旧 中国的工业绝大部分集中于沿海地

区
,

仅上海一地的投资
,

就几乎占全国一半
。

���� 年 � 月
,

日军开始攻打上海
。

国民党政

府为了防备万一
,

决定动员沿海工业迁往内

地
。

由于事前缺少必要的准备
,

又缺少大型

运输设备
,

许多工厂没有及时迁走而被 日军

掠去
。

迁到后方的工厂
,

由于一时找不到合

适的厂址
,

又缺乏动力燃料
,

很难马上开工
。

许多技术工人流浪在后方
,

生计无着落
。

这

样
,

在前方作战物资十分匾乏的情况下
,

后

方却有大量闲置的机器和大批失业的工人
。

艾黎想
,

应尽快把后方工业组织起来
,

恢复

生产
,

支援前方抗战
。

他把 自己的想法告诉

了斯诺夫妇
, 得到了他们的赞赏

。

斯诺夫人

威尔斯提出
,

应该用组织工业合作社的方法

恢复后方工业
,

她的这个建议得到艾黎和斯

诺的肯定
。

��  � 年 � 月
,

在沦陷后的上海
,

中外人

士共同成立了一个抗 日组织
,

名叫
“

星期一

聚餐会
” ,

由胡愈之任主席
。

大家约定
,

每星

期一晚上聚一次
,

研究上海地区的抗 日工作
。

由于斯诺夫妇为人正直
,

在中国享有较高信

誉
,

也被邀参加
“

星期一聚餐会
” 。

在一次会

上
,

‘

斯诺夫妇提出了在后方建立工业合作社

的设想获得了大家一致的赞同
。

在 ��  � 年 �

月 �� 日和 � 月 � 日的两次会上
,

大家议定
,

将
“

星期一聚餐会
”

改组为
“

中国工业合作

社设计委员会
” ,

负责筹划
、

发起工业合作社

运动
,

由浙江兴业银行经理徐新六任主席
、

艾

黎为会议召集人
。

“

工合
”

设计委员会认为
,

在大后方兴办

� �



工业合作社
,

应尽量争得国民党政府同意
。

但

与国民党要员商议此事
,

必须有合适的人选
。

参加
“

工合
”

设计委员会的人中
,

有位年青

人是英国驻华大使馆的秘书
,

名叫约翰
·

亚

历山大
。

通过他
,

斯诺了解到英国驻华大使

克拉克
·

克尔是一位坚定的反法西斯人士
。

斯诺 认为
,

说服国民党要员支持
“

工合
” ,

这

位大使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

在约翰
·

亚历山

大的帮助下
,

克拉克
·

克尔接见了斯诺
,

并

同意去武汉会见国民党要员
。

不久
,

克拉克
·

克尔在武汉会见了蒋介石和孔祥熙
,

提出

了创办
“

工合
”

的方案
。

蒋孔二人表示同意
。

经过反复磋商
,

最后决定成立
“

中国工业合

作协会
” ,

作为在全国开展工业合作社运动的

领导机构
,

由孔祥熙任理事长
,

艾黎任总技

术顾问
。

总技术顾问负责筹备组织工作
。

� � � �

年 � 月
,

艾黎来到当时的国民政府所在地武

汉
,

着手筹备组织中国工业合作协会
。

� 月 �

日
,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牌子在汉口正式挂

出
。

但事隔不到一个 月
,

日军就逼近武汉
,

“

工合
”

协会不得不随政府迁往重庆
。

“

工合
”

协会的人选是到重庆后才定下来

的
。 “

工合
”

的领导机构分四层
�

理事会
、

总

会
、

办事处
、

事务所
。

理事会共有 �� 人
,

国

民党方面有王世杰
、

邵力子
、

翁文濒
、

蒋廷

献
、

杭立武
、

张治中
、

俞鸿钧
。

共产党方面

有林祖涵
、

董必武
、

邓颖超
。

其他各界人士

有沈钧儒
、

黄炎培
、

莫德惠
、

于斌等
。

根据

理事长孔祥熙提议
,

推举宋美龄为名誉理事

长
。

总会人员由艾黎提供人选
,

以孔祥熙的

名义聘请
。

总干事由原甘肃省民政厅长刘广

沛担任
,

副总干事由原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

梁士纯担任
。

总会内设业务
、

推进
、

技术
、

组

织
、

财务
、

总务等六个组
。

总会在全国设立

四个办事处
。

东南办事处设在江西赣县
,

西

南办事处设在湖南邵阳
,

西北办事处设在陕

西宝鸡
,

川康办事处设在四川成都
。

办事处

之下设事务所
,

负责组织工业合作社的具体

� �

事宜
。 “

工合
”

办的第一个合作社是宝鸡的打

铁合作社
,

成立于 � � � � 年 � 月中旬
。

从此
,

工 业合作社发展很快
,

数 目日益增 多
。

据

� � � � 年 � 月统计的材料
, “

各 区工合办事处

共设立了 �� 个工合事务所
,

组织的工业合作

社最多时近 � � � � 个
,

社员 � 万多人
,

每月产

值达 � � � � 万元
” 。� 这表明

, “

工合
”

运动在很

短时间内取得了很大成就
。

�
�

在海外建立
“

工合
”

推进会
,

筹集捐

款
。 “

工合
”

运动的 目标是在大后方广泛组织

工业合作社
。

在当时正处于战争的条件下
,

政

府和民间的财力都很紧张
,

完成这项任务困

难极大
。 “

工合
”

运动的发起者看到了这一点
,

他们决定在海外建立
“

工合
”

推进会
,

广泛

筹集捐款
。

菲律宾 是一个声援中国
“

工合
”

的国家
。

中国
“

工合
”

菲律宾推进会成立于 ��  � 年 �

月 �� 日
。

美国驻菲律宾 高级专员保罗
·

麦

克纳特的夫人任名誉主席
,

布鲁克
·

佛雷博

士任主席
。

这个时期
,

菲律宾属于美国的殖

民地
,

由于美国驻菲律宾高级专员的夫人出

任
“

工合
”

推进会名誉主席
,

这就表明美驻

菲当局是支持中国
“

工合
”

的
。

由于当局表

了态
,

菲律宾 全国上下对
“

工合
”

的捐助是

十分踊跃的
,

出现了许多感人的事迹
。

菲律

宾基督教青年党的加丝利小姐把在美国旅游

时节省下来的 �� � � 美元存入银行
,

然后定期

取出利息寄给中国
“

工合
” 。

菲律宾 青年杜汉

高由于为
“

工合
”

募捐有功
,

得到了一辆 自

行车的奖励
,

他把 自行车出租
,

将得到的租

金再捐给
“

工合
” 。

由于他积极援助
“

工合
” ,

日军占领菲律宾后将他杀害
。

“

从工 合的外国捐款来说
,

美国占第一

位
。 ’, � 从 ��  � 年底开始

,

援助中国
“

工合
”

的

组织陆续在美国的纽约
、

费城
、

波士顿等大

城市出现
。

在这种情况下
,

组建一个全国性

的
“

工合
”

推进会已十分必要
。

罗斯福总统

夫人同意做中国
“

工合
”

全美推进会的发起



人
。

经过紧张筹备
, “

工合
”

全美推进会于

�� � � 年 � 月正式成立
。

它由 �� 。名顾问和 ��

名执行委员组成
。

罗斯福总统夫人受推举担

任名誉主席
,

美国太平洋舰队前司令颜录尔

上将任执行委员会主席
。

颜录尔上将给几百

位有影响的美国人写信
,

要求他们支持
“

工

合
” 。

信中说
� “

在这个遭受严重破坏的世界

上
,

存在着中国工合这样一支建设力量
,

对

我们争取最后胜利是个极大鼓舞
。

工合正在

自由中国的土地上
,

以小工业的形式
,

生产

日用品
,

并为被战争夺去了生计的人们提供

工作
。

,,� 由于进行了充分的动员
,

捐款不断

从美国各地寄往中国
“

工合
” 。

比较多的捐款

有
�

中国贩灾委员会美国顾问团捐助的 �� 万

法币
,

阿克博尔德夫人捐助的
‘

� � � � 美元
,

夏

威夷饭碗委员会捐助的 �� � 美元
,

等等
。

� � �。

年 � 月
,

斯诺 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情真意

切的信
,

请求美国政府给予中国
“

工合
”

五

千万美元贷款
。

在这封信上签名的有
“

工

合
”

美国推进会主席颜录尔上将
、

著名作家

赛珍珠
、

著名哲学家杜威等二十余人
。

由于

当时复杂的国际关系
,

美国没有给中国
“

工

合
”

这笔贷款
,

但罗斯福总统表示将把美国

政府支持
“

工合
”

的态度转达给蒋介石
。

� � � �

年 � 月的开罗会议上
,

罗斯福总统实现了 自

己的承诺
。

� � � � 年
,

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

时
,

还专门参观了部分
“

工合
”

工厂
。

除了

菲律宾
、

美国之外
,

印度尼西亚
、

缅甸
、

澳

大利亚
、

印度
、

英国
、

法国
、

端士等也开展

了支持
“

工合
”

活动
。

国际社会的支持
,

为
“

工合
”

筹集资金
、

摆脱困境提供了帮助
。

�
�

帮助
“

工合
”

排除阻力和破坏
,

维持

其健康发展
。

由于
“

工合
”

是为抗日而发起

的
,

因此
,

法西斯分子千方百计予以破坏
。

卢

沟桥事变爆发后
,

日军迅速占领了中国大片

领土
,

这给菲律宾亲 日分子以很大鼓舞
,

他

们活动很猖撅
。

就在
“

工合
”

菲律宾推进会

成立大会召开的前夕
,

死心蹋地的亲日分子
、

菲律 宾 总统奎松的秘书 乔斯
·

瓦 尔加斯
,

按 日本驻马尼拉总领事的旨意
,

令警察当局

吊 销
“

工合
”

推进会成立大会的许可证
。

美

国驻菲律宾 高级专员麦克纳特对此十分气

愤
。

他在约见总统奎松时说
� “

只要美国国旗

还在菲律宾上空飘扬
,

新闻自由
、

集会
、

结

社的权利就要受到保护
。 ”� 由于菲律宾 是美

国的殖民地
,

美国高级专员在菲握有很大权

力
,

奎松只好让警察局收回成命
,

允许
“

工

合
”

推进会成立大会如期召开
。

“

工合
”

遇到的最大阻力来自国民党中的

一部分极右分子
。

国民党对
“

工合
”

的态度

是极为矛盾的
。 “

工合
”

初创时
,

前方战事紧

急
,

作战物资十分匣乏
,

这时组建工业合作

社
,

可以生产物资
,

满足前 方需要
。

加之
“

工合
”

从一创立就深得人心
,

得到 了海内外

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

国民党不愿公开违背民

意使自己陷于被动
,

因此
,

从一开始
,

国民

党就表示支持
“

工合
” ,

行政院长孔祥熙还亲

自当上了
“

工合
”
的理事长

。

但国民党毕竟

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权
,

对任何危

及 它社会基础的变革都不能容忍
, “

工合
”

当

然也不例外
。

第一
, “

工合
”

宣传经济民主
,

主张调解经济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

这

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万万不能容忍的
。

第二
,

“

工合
”

对抗 日根据地也提供了帮助
,

这使国

民党顽固分子极为不满
。

国民党政府的这种

矛盾态度不仅表现在政府中始终有一部分人

支持
“

工合
” ,

而另一部分人反对它
� 同时 也

表现在某些人或派别此时支持它
,

彼时又反

对它
。

国民党内部以陈果夫
、

陈立夫为首的一

伙人始终是
“

工合
”

的破坏者
。

早在
“

工

合
”

筹备时
,

周恩来就嘱咐艾黎
, “

对参加工

会运动的领导人员
,

最好能吸收在群众中有

一定威望的爱国民主人士
。

这样
,

可以使工

合不致发展成一个官僚机构
” 。

凡周恩来的这

些想法
,

对艾黎有很大启发
。 “

工合
”

的各级

��



组织成立时
,

许多民主人士被吸收进来
。

陈

氏一伙对此十分恼火
。

国民党政府实业部中

有一个合作社管理局
,

成立于战前
。

陈氏一

伙认为
,

可以利用它将
“

工合
”

吃掉
。

他们

以两套合作机构并行
、

互相干扰为由
,

提出

对
“

工合
”

进行改组
,

借机将
“

工合
”

取消
。

斯诺等人看穿了陈氏一伙的险恶用心
,

进行

了坚决的抵制
。

一个时期内
, “

工合
”

与合作

社管理局之间的矛盾极为紧张
。

斯诺等人认

识到
,

陈氏一伙是国民党中的当权派
,

强行

与之斗下去
,

对
“

工合
”

不利
。

斯诺采取给

在美国的宋子文写信的办法
,

要宋出面帮助
“

工合
” 。

接到斯诺的信后
,

宋立即给蒋介石

和宋美龄发了电报
,

向他们详细陈述了改组
“

工合
”

将会造成的损失
,

要他们加以制止
。

蒋介石和宋美龄答应了宋子文的要求
。

由于

有蒋介石出面
,

一时顶住了陈氏一伙对
“

工

合
”

的破坏
。

大量事实表明
,

国际友人是
“

工合
”

运

动的发起者
,

重要的组织者
。

在国难当头
,

民

生凋敝的历史条件下
, “

工合
”

运动能迅速崛

起
,

并在短时期内取得巨大成就
,

与国际友

人的积极努力是分不开的
。

二
、

国际友人对
“

工合
”

运动的重大影

响和贡献

�
�

国际友人的参加
,

加快了
“

工合
”

运

动的崛起
。

援助
“

工合
”

的国际友人大致可

分为两类
。

一类是劳动人民的真正同情者
,

对

劳动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
,

当他们看到
“

工

合
”

这个可以改善民生的运动崛起
,

理所当

然地就成了它的支持者
。

中国人民的忠实朋

友艾黎是这部分国际友人的最典型的代表
。

艾黎的父亲弗里德里克
·

艾黎是英格兰血统

的新西兰人
。

由于是英国移民的后代
,

在新

西兰享有许多特权
。

但他对英国殖民者残酷

杀戮新西兰土著人十分不满
,

他十分钦佩土

著人首领路易
·

马尼波托
,

这位首领曾率领

土著人同英国殖民者进行过长斯的艰苦卓绝

� �

的斗争
,

给英国殖民者以很大打击
。

当 自己

的儿子降生后
,

他就给这个孩子取名为路易
·

艾黎
。

正是在这种家庭环境熏陶下
,

形成

了艾黎同情劳动人 民的崇高品质
。

艾黎于

� � � � 年 � 月来到中国
。

由于工作关系
,

他走

访过中国的许多工厂和农村
,

对劳动人 民的

苦难有亲身的体验
�

� � � � 年华北大旱
, � �  �

年长江发大水
,

他都参加了救灾工作
。

在这

两次救灾中
,

他先后领养了两个无人照顾的

孤儿
,

一直将他们培养到大学毕业
。

由此可

以看到他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是何等的真挚 �

另一类国际友人是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
,

他

们支持
“

工合
” ,

是由于
“

工合
”

是一支重要

的反法西斯力量
。

各国
“

工合
”

推进会的领

导人大多属于这一类
。

这些人一般地位较高
,

经常从事重要的政治活动
。

也正因为如此
,

他

们才认识到
,

帮助中国
“

工合
” ,

同时也就是

在帮助他们自己
,

因为
“

工合
”

的发展
,

可

以增强中国的抗战力量
,

减轻法西斯努力对

世界其他地区的压力
,

尤其是对他们自己国

家的压力
。

不论是从同情劳苦大众出发
,

还

是从抗击法西斯侵略出发
,

这些国际友人支

持
“

工合
”

是 自觉的
、

主动的
、

真诚的
,

因

此
,

他们在工作中勤勤恳恳
、

任劳任怨
。

正

因为有这样一批国际友人参加
, “

工合
”

运动
·

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

若没有这批国际友人的大力帮助
, “

工合
”

要

在短时间内发展起来是不可能的
。

�
�

国际友人为
“工合

”

引进了新的经营

思想和管理方法
。

�� 年代的中国
, “

只存在具

有中世纪特点
、

按行业组织起来的手工业
,

只

在个 别 的几个 城市才具 有 现代工 业的 萌

芽
。 ’

心在这些落后的工矿企业中
,

工人地位

很低
,

不合理现象到处可见
。

许多国际友人

在中国生活了多年
,

对企业 中这些弊端有深

刻的了解
。

他们在协助组织工业合作社的过

程中
,

引进了许多新的管理方法
,

以克服旧

企业 中的缺陷
。 “

工合
”

运动中一句十分诱人



的口号是
“

人人为我
,

我为人人
” 。 “

工合
”

的

章程规定
, “

股东应在社工作
,

工人应为股

东
。 ’, � “

工合
”

工厂带头提高了工人工资
,

改

善了工人的劳动条件
,

使这些工厂在社会上

产生了很大的吸 引力
,

许 多人 争着到
“

工

合
”

工厂去做工
。 “

工合
”

工厂能够较平等地

对待工人
,

基本上克服了旧的工矿企业中的

野蛮手段
。

《工合三字经》生动地描述了这种

情况
� “

用群力
,

来生产
�
大家事

,

大家管
�

没老板
,

没小工
,

社职员
,

都相同
�
无压迫

,

无剥削
,

一条心
,

为合作
�
论组织

,

最平等
�

是社员
,

皆股东
�
开会时

,

能发言
�
表决时

,

均有权⋯ ⋯
” 。�这些是对

“

工合
”

民主管理的

生动概括
。

为了保证所有社员都享有权利
,

同

时又避免经济实力强大的个人垄断合作社事

务
,

合作社的组织章程规定
,

每个社员至少

持有一张股票
,

但任何社员拥有的股票不能

超过全部股票的 �� � �
在任何情况下

,

每个

社员只能有一票投票权
�
合作社例会需全体

社员参加
,

开除社员社籍需要半数以上的人

同意
�

这样
,

极大地调动了社员参与合作社

管理的积极性
,

也保证了合作社事务的民主

性
。 “

工合
”

引进的这些新的管理方法与旧中

国其他工厂的管理措施相比
,

是个很大的进

步
,

在当时受到了海 内外广泛的赞扬
。

著名

学者陈翰笙说
� “

工业合作社
,

是生产者自己

的组织
,

没有包含半点反生产的意义
。 ”。 “

工

合
”

菲律宾推进会的塞尔夫人在一次广播演

说中说
� “

每个 合作社社员都是所有者
,

因而

又是领导
,

各社上下明显地有一种新的社会

觉悟
。 ”。

“

工合
”

民主管理的意义决不只限于经济

方面
。

从近代世界的发展来看
,

公民民主意

识是在他们享有经济自由的条件下逐步形成

的
。

因为只有公 民在享有充分经济自由的条

件下
,

他们才能真正主宰自己的事务
,

民主

意识才真正在他们之中扎下根
。

而民主意识

一旦形成
,

它就决不会只限于经济领域
,

它

将冲破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重重障

碍
,

按自己的意志重新建立一个世界
。

从这

个角度讲
, “

工合
”

的民主管理是对 民主意识

的培养和训练
。

正因为如此
,

宋庆龄说
� “

工

业合作社
,

代表了人类的复兴
、

经济的进步

及民主政治的教育
。 ”�

历史已充分证明
,

任何国家的革命和建

设都离不开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帮助
。

今天
,

对

外开放已成了中国最基本的国策之一
,

回顾

一下历史
,

就可以看到这一政策的正确性是

不容置疑的
。

任何一个国家
,

当它蒸蒸 日上

时
,

胸怀总是向世界敞开的
,

既为世界作贡

献
,

也接受世界给它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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