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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而后我们又跟随河北 、 河南多个村的建

筑工人回到他们的家乡, 访问了近百户建筑

工家庭。几乎所有访问过的工人都在近期有

过被拖欠工资的经历 , 他们充满着等待当季

工资的焦虑和手持陈年欠条的无奈。

“干这行的谁没有挨过捞 骗 呢 都

挨过捞……这张欠条已经有 年了 , 我年年

到他家 包工头 去要 , 到现在还都要不到。

你们说说 , 怎么才能把这个钱要回来呢 ”

我们刚到河北一个有 多建筑工人的农

村 , 很多家庭就迫不及待地展示了他们 “珍

藏多年” 的欠条。

事实上 , 年 月份新 《劳动合同法》

的出台已经赋予了工人更多的合法权益。然

而 , 当制造业的工人已经开始据此争取加班

工资时, 在建筑行业的实践中, 却连 年

旧 《劳动法 》的工资按月发放条款都未贯彻 。

建筑行业的潜规则为什么能够凌驾于法律之

上 这种远远滞后于其它行业的状态为何迟

迟不能改善

一般的分析认为 , 建筑业拖欠工资的源
头在于 “黑心” 包工头。有关包工头卷款潜

逃的报道层出不穷。似乎只要从包工头人手 ,

加强对他们的监管 , 建筑业拖欠民工工资的

问题就可以彻底解决。 自 年起 , 建设

部在全行业发展建筑劳务公司的做法就体现

了这一认识和努力。

我们的研究表明 , 更多的情况下 , 包工

头本人也是拖欠工资的受害者。在我们的走

访中 , 不但工人们迫不及待地拿出记工本和

白条向我们诉说 , 许多包工头也纷纷透露了

自己多年被拖欠工资的辛酸经历。因此 , 我

们不禁要问 , 拖欠工资的源头究竟何在 假

使包工头真是万恶之源 , 为什么不取消包工

队 , 实行建筑公司直接对工人进行管理的体

制呢 进一步的 , 我们该怎样理解建筑行业

现行的包工队体制 它从何而来 又为何如

此顽固 让我们回到历史中, 慢慢揭开建筑

业拖欠工人工资的面纱。

诉求与不满。一言以蔽之 , 这种看法的核心

观点在于包工体制是建筑生产的伴生物。

但包工制度既不是中国建筑行业的双胞

兄弟 , 也不是建筑行业特有的现象 。事实上 ,

在新中国 年的历史中 , 包工制度曾经三

起两落 , 其下的工人生活境遇也与今天的截

然不同。

包工制度的第一次兴盛可以追溯到建国

初期。从 年到 年 , 战后修复与重

建工程需要投人大量的劳动力 , 而专业的建

给施工队伍工人工资和管理费。

总之 , 在早期社会主义时期 , 建筑行

业中发展起来的用工形态还是以国有建筑企

业为主的正式用工体制。到 年 , 国有

建筑企业雇佣职工 万, 城市和农村的集

体企业分别雇佣职工 万和 万 , 而私

有建筑企业的职工大概只有 到 万人。

尽管缺乏正规完善的法律体系作保障 , 拖欠

工资的事情却很少发生 。在管理层与劳务层

合为一体的体制下, 劳动力由国家统一安排

筑公司却寥寥无几。 以现

有的组织资源为依托 , 各

种承包用工体制应需而

生 , 主要有四种 一是铁

道部等专业部门组织内部

人员成立了建筑企业 , 以

自营或内包的方式开展建

设 二是国有企业使用自

身的劳工来进行建设 三

是以当年的工程兵为主

力 , 加上小部分私营企业 ,

经改组重建后成立了专业

建筑公司 , 统一划归新成

包工制只不过是资本借来

遮蔽劳动关系 ,掩盖剩余
价值的一种形式 。与西方

年代出现的后福特主

义体制类似 ,现代包工制

是资本灵活积累的一种表

现。但与之不同的是 ,侧 弋
包工在资本面前的议价能
力更弱 ,议价方式也更趋
于暴力。

和分配 , 国家或地方财政

为工人工资的发放提供了

充分的保障。对于大多数

工人而言 , 无论来自军队

专业还是农村招募 , 一旦

被国有企业聘为固定职工 ,

便可与其他国企工人 样

享受同等的社会地位和福

利配给。

当时 , 不但劳动力是

非商品化的 , 劳资关系本

身还带着一种家长制的成

分 , 给劳动者一种受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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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产周期 、产品的地域性 、 生产过

程受气候影响等方面的基本特点 , 建筑行业

无法像制造业一样机械化 , 而保留了大量的

活劳动 也就是劳动者 。在有效管理活劳

动的需求下 包工制度产生孔 这种制度以

传统的社会关系为基础 , 访面可以凭借已

有的乡缘网络来加快劳动力的组织 , 另一方

面可以利用熟人信任来有效约束工人的各种

立的建设部管理 , 负责承包其余一些部委与 的安全感 。一位江苏工人回忆说 , 大集体时

企业的建设项目, 通常我们称之为 “外包 ,' 候干活的累和现在的累也不同 , “那个时候累 ,

四是各地建筑工会组织社会上的未就业人 跟管你的头说 , 他们会帮你 但是现在 人

员 , 成立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城镇建筑合作社 。 们就会说 , 我̀给你钱了 '。”

这一时期中, 建筑从业人员的队伍迅

速壮大 , 截至 年底 , 上述各类国营建 市场化下的包工体制
筑企业职工达到 万人 , 而到 年社 今天包工制度的再次出现可以追溯到

会主义改造高潮时, 合作社组织的职工人数 年代的改革。在现代性话语的主导下,

发展到 万人 。建国初期物资贫乏 , 但是 效率超越保障成为国家的首要关心。循着

这些工人或者可以按月领取到国家的口粮补 邓小平对建筑行业生产潜力的肯定 , 一系列

贴 , 或者可以按时拿到计件工资。 市场改革举措被引人建筑行业中 重组现有

年到 年期间 , 当各类国有建 管理体制 、 开放建筑市场 、 允许国有企业自

筑公司基本建设成熟时 , 上述各类承包体制 主经营 、 建立竞价体制 、 提高管理技术等。

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实践而逐渐被抛弃。这时 , 年 , 国家发布了 《建筑安装工程包工合

建筑项目都纳人每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名下, 同条例 》, 允许建筑企业与建设单位建立承

由政府统一分配。 年 ,包工制度被废除 , 包关系。同时 , 建筑企业开始实行限制劳动

工地甲方乙方被取消 , 同时计件工资制度被 用工的内部承包制度 , 在雇用原单位职工的

取消了, 工人按月领取报酬 , 能够得到国家 条件下 , 允许内部员工进行利润包干。改革

财政的保障。 之风首先在深圳经济特区蔓延开来 , 到

到了 年 , 对大跃进经验的总结迎 年 , 以上的城市工业建设项目重新引人

来包工制度的恢复 , 劳动定额管理制度也同 了承包体制。

步恢复 , 企业内部设立了职工代表大会制。 年 , 承包体制改革的成果得到 七

这一次的包工制度持续了 年 , 在 年 系列正式的官方认可。 月 , 国务院颁发 《关

被再度废除。这时 , 国家撤销了 “一委三部” , 于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若干问题

重建了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 , 实行 “经常费 ” 的暂行规定 》, 强调全面推行建设项目投资

制度 , 由国家按照大体相同的标准直接发放 包干责任制与工程招标承包制 、 建设资金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