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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企业超长工作时间已为经济学界普遍关注
。

超长工作时间在一维性的时间中
,

以其

强大的冲击波把包括闲暇时间在内的其它时间板块挤压到极低的限度
。

然而
,

它所带来的经

济收入使职工饮食
、

衣着
、

住宅等基本生活需要得以满足
,

激发了职工对社会交往
、

文化娱乐

和才能发挥的需要
。

这样
,

在冲击波中的闲暇时间产生 了反冲击系数
,

从而改变了我国农民传

统的单向时链
,

正在出现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双向反馈的用时结构
。

1 9 8 5年 5 月
,

我们采取问卷与个案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

随机抽样调查了乡镇企业发展较

快
、

经济效益较好的绍兴市双梅乡 (绍兴县 )
、

柯岩乡 (绍兴县 )
、

樟塘乡 (上于县 )三乡六

个乡镇企业 已婚青年生活方式
。

实发表格 3 50 份
,

收回 2 83 份
,

回收率达 81 %
。

在样 本 的 选 定

中
,

我们以性别
、

年龄
、

文化程度
、

政治面貌和职业结构为综合指数
,

照顾到企业队伍的各

个层次
,

力窥乡镇企业已婚青年职工用时的结构
、

生活时效的全貌
。

家庭的建立使得乡镇企业青年职工的用时结构比较完善
,

它囊括了生产劳动
、

业余劳动
、

家务劳动
、

物质消费
、

恋爱婚姻
、

闲暇娱乐
、

文化生活
、

社会交往
、

孩子教育等社会生活的

的各个方面
,

他们的用时结构充分反映出他们生活方式现状在整体上的特点
,

而且与这种独

特的用时结构相适应
,

形成了新的时间观念
,

从而导致人们思想意识方面的变化
。

这就基本

上体现了乡镇企业 已婚职工生活方式的总面目
。

一
、

劳动时间

和城市居民
、

传统农村居民一样
,

乡镇企业职工生产的劳动时间在他们的用时结构中占

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

劳动时间在用时结构中的地位实际上是生产方式对生活方式作用的表现
。

农村生产力的

构成
,

由于三十多年的变迁
,

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

解放前后出生的农民 已经成为农业产业

的主力
,

而且也普遍进入了婚龄
、

育龄
。

这一代农民所受的文化教育比老一代强
。

六十年代文

盲
、

半文盲占大比重的塔字形文化构成转变为菱形状
,

初中 (含高中 ) 的比例开始上升
,

初

等文化 (小学 )的比重很大
。

这说明八十年代农民队伍主力的文化素质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

这

一因素直接与乡镇企业的发展有关
。

乡镇企业虽然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
,

但它与传统 农 业

相对比
,

毕竟对文化有了一定程度的要求
,

这种状况决定了乡镇企业的职工只能是具有一定文

化的农民
。

93 %的职工具有小学及小学以上的文化程度与乡镇企业职工的用时结构直接相关
。

但与乡镇企业劳动时间有直接影响的还是生产力
。

乡镇企业是在夹缝中生长出来的
,

与

资金
、

设备
、

技术雄厚
,

地处信息中心的国营企业相比
,

乡镇企业的长处在于
“
船 小 调 头

快
” ,

市场应变力强及劳动力廉价
。

这样保持乡镇企业立足
、

发展的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重

视生产力外延
,

延长劳动时间
。



在我们的调查中
,

乡镇企业的职工平均劳动时间为 8
.

4小时
,

而城市职工平均上 班 时间

为 7 小时
, ① 差值竟达 1

.

4小时
。

为了保证交货及时
、

信守合同
,

在营业旺季
,

乡镇企业职工的加班经常化
,
以此来加强

市场应变能力
。

(有 6 %的人经常加班 1 小时
,

36 %的人加班 2小时
, 6 % 的 人 加 班 3小

时
,

16 %的人加班在 3 小时 以上 )
。

乡镇企业供销人员的时间很难用一个平均值来计算
,

信息和行情使他们的用时结构向板

块组合
、

多功能性的方向发展
。

职业要求他们无论在看 电影
、

看戏
、

逛马路这些形似闲暇时

间中注意观察人们的需求
,

这样
,

他们的闲暇时间不再是纯正的闲暇
,

而带有信息时间的功

能
。

1 9 8 2年 5 月
,

双梅丝织厂厂长 (在乡镇企业
,

许多厂长兼任供销员 ) 去西安 参 加 展 销

会
,

就在晚上看电影 《西安事变 》 时获得将军黄哗叽布市场需求量大的信息
,

从而使该厂用

汽车直送
、

飞机托运来的将军黄哗叽布获得空前的销售量
。

这种板块重组
、

多功能的用时结构是现代生活方式在时间上的表现
,

它冲破 了传统的单

向
、

封闭时链体系
,

它的进一步发展可以在现代生活中掀起时间浪潮
。

长时高效的劳动时间给职工带来了比较高的经济收入
。

在职职工年平均收入达 8 8 4
.

5 0元
。

其中男职工为 1 , 2 80
.

1元
,

女职工为 8 5 7
.

9 9元
。

男女职工的收入相差不大
。

由于妇女经济收入

的增加
,

对于妇女地位的改变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

经济收入的增加改变了传统农民的吃

穿住用
。

以吃为例
,

平均每户用 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支出是 57 4
.

7 5元 /年
,

而油
、

肉
、

禽
、

鱼

的费用占吃的总开支的6 0
.

6%
,

已经改变了绍兴地区传统农民
“
白米饭加霉干菜

”
的饮食方

式
。

这样
,

提供了恢复由于长时间劳动所引起的疲劳的物质条件
。

不仅如此
,

职工每户年平

均 1 ,

88 0
.

40 元的纯收入和平均用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支出额的差值
,

还说明一个很重要的

间题
。

国外社会学界普遍认为
,

每户用于家庭成员基本生活需要的费用占消费总额的 50 %以

上为贫困线
,

占必一 50 %为小康水平
,

占40 %以下为富裕水平
。

有人曾对我国城乡居 民的这

一比例作过预测
,

认为 目前我国吃的花费约占消费总量的50 %左右
,

正在从贫困线向小康水平

过渡
。

乡镇企业 已婚职工家庭 1 , 8 8 0
.

4 0元与 5 7 4
。

7 5元的差值
,

为他们从传统农民的生活方式

向现代化生活方式的转化提供了物质基础
,

为现代用时结构提供了经济保证
。

超长劳动时间

不仅在时间本身
,

而且在生活方式的诸多方面都改变了他们的用时结构
。

二
、

上下班时间

虽然时间在现代生活中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
,

然而时间重组
、

信息时间的出现也不能改变

时间的一维性
。

时间的一维性决定时间单元从年
、

月
、

日
、

时
、

分
、

秒的下缩成为一种自然

的趋势
。

对于乡镇企业职工来说
,

占35 %的劳动时间给他们的传统消费方式
、

休息方式
、

娱

乐方式
、

社交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波
,

而首当其冲的是劳动辅助时间— 上下班时间
。

乡镇企业的职工终于首先改变了绍兴水乡地区传统的交通工具
,

自行车替代了小船
、

徒

步行走的习惯
,

摩托车也崭露头角
。

自行车的普及和乡镇简易公路网的形成
,

使得他们上下

班时间大大减少了
。

乡镇企业职工平均用于上下班时间是 0
.

6小时
,

而城市职工平均工作往返时间 则 为 0
.

85

小时
。

乡镇企业职工劳动辅助时间的缩短
,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超长时间劳动的缺陷
,

从而

使得工作 (辅助 ) 时间在一天
.

单位时间中所占的比重下降
。

① 引自 《劳动社会学概论》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 4年版
。



三
、

家务劳动

在现有的生产力条件下
,

人们的家务劳动还是一种私人劳动
,

依靠家庭成员来实现
。

因

此
,

与家务劳动密切相关的是家庭结构
。

从调查资料来看
,

调查对象的平均结婚年龄为 2 4
.

7

岁
,

已有 5
.

03 年的结婚史
,

家庭结构和成员趋向稳定
。

职工家庭成员平均为 4 人
,

而家庭结构中
“
夫妇一个孩子

”
家庭类型占 32 %

。

婚姻史不

长
,

如果假定结婚后 10 个月生小孩
,

那么他们的下一代的平均年龄为 4
.

36 岁
。

因此
,

家务劳

动的主力还是职工本人 ( 当然在合计占35 %的
“
夫妇孩子公婆

” 、 “
夫妇孩子岳母

”
和

“
男

方几兄弟不分家
” 的家庭中

,

家庭其它成员承担了一定的家务劳动 )
。

家务劳动的主力是夫妇
,

而夫妇双方均在乡镇企业工作的种类又占很大比重 (占55 % )
。

这样
,

超长劳动时间虽经劳动辅助时间的缓冲
,

但还是直接冲击了家务劳动
。

乡镇企业职工用于缝补
、

洗涤
、

买菜烧饭等家务劳动平均时间是 2
.

35 小时
,

其 中 男 为

1
.

66 小时
,

女为 2
.

61 小时
。

而城市职工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是 4
.

55 小时
。

乡镇企业职工的家务劳动时间低于城市职工家务劳动时间固然与超长劳动时间的冲击有

关
,

另一方面也与农村传统生活习惯有关
。

农村在烹饪上所费的时间很少
,

一般职工还保持

着绍兴地区传统的
“
蒸

”
菜习俗 (绍兴农村习惯把一些小菜放在饭架上蒸熟而不用炒

,

故有

绍兴人吃菜不需油的嬉称 ) , 在打扫卫生中
,

所使用的大多是扫帚而非拖把
。

这些习俗都在

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家务劳动量
,

特别是传统小农经济式的
“
自留地

”
提供了部分蔬菜

,

不必

为此天天花费一定时间去市场上买菜
,

所以实际上乡镇企业职工的一部分家务劳动时间转移

到农业劳动上了

四
、

农业劳动时间
。

这是乡镇企业职工与城市职工在用时结构上的显著差别之处
。

乡镇企业发达的双梅
、

柯岩
、

樟塘乡
,

农业内部以种植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变化不大
。

职

工基本上是在自留地上种植青菜
、

萝 卜
、

黄豆之类的蔬菜
,

在责任田上种植水稻
、

大小麦
。

在农业劳动时间上
,

不仅存在着工业劳动时间与农业劳动时间的矛盾
,

还存在传统农民

心理与现代时间价值的矛盾
。

在一定意义上
,

前一矛盾还是后一矛盾在用时结构上的表现
。

平均 0
.

7 8小时的农业劳动时间乃是
“ 以农为本

、

无农不稳
” 和 “

无工不富
”
两种心理冲突的

折衷
。

而且
“
无工不富

”
的意识大有增长趋势

,

58 %的职工不从事农业劳动
,

仅 n %的职工

农业劳动在 3 小时以上
。

无疑
,

考虑到单位时间劳动的经济效益的时间价值观
,

在现代生活

中具有进步作用
,

但具体落实到农村居民在工业与农业时间的分配问题上
,

又会有什么结果

有待进一步探讨
。

但时间价值观的出现毕竟说明职工生活时效观念的进步
。

五
、

教育孩子时间

望子成龙是中国的传统
,

而保证这一 目的实现的条件
,

一是多子
,

以数量来保证质量
,

二是教育
,

我国历来重视家教
,

按照 自己的模式培养子女成
“
龙

” 。

然而现今的计划生育政

策与第一个条件产生强烈的冲突
。

尽管有51 % 的被调查者希望是
“
最好生两个

” ,

然而这 已成为一种不可能的事实
。

为了

保证成龙
,

唯一的方法是重视教育
。

职工在超长时间劳动的刺激下
,

生活富裕起来了
,

但很多职工并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还



是主要依靠体力为生的农民
,

他们深知在乡镇企业工作的辛劳
,

企业的命运也压迫着他们的

心理
。

尽管 74 % 的职工 “
热爱企业

,

为企业的生存发展而工作
” ,

但在对下一代的希望上
,

出现了新的观点
。

他们对子女的希望可以从恋爱标准上得到曲折的反映
。

从结婚史推算 5 年前
,

男职工的标准主要是
“
身体健康

” ( 占61 % )
,

而 “
有文化

”
仅

占 l % ,
女职工的标准主要是

“
性格上合得来

” (占38 % )
。

而现在
,

61 %的男职工和 40 %的

女职工认为
“
有文化知识

”
才是最主要的

。

男职工在这一间题上的转化尤为明显
。

要使仅有的一个子女成为
“
有文化知识

”
的

“
龙

” ,

必须有一定的教育时间来保证
。

乡

镇企业已婚青年职工用于教育 ( 照顾 ) 孩子的平均时间为 1 小时
,

大大地高于城市职工在这

方面所花费的时间 (城市男职工为 0
.

3小时
,

女职工为 0
.

2小时 )
。

说明他们在这方面还保留

了我国优秀传统
,

这一传统强有力地抵挡着超长劳动时间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波
。

而且令人注

意的是
,

女职工这方面所花费的时间高于男职工 (差值为 0
.

49 小时 )
。

这既继承了我国
“ 家

教
”
传统

,

也符合现代科学精神
。

现代科学认为女性在记忆能力
、

艺术及音乐的 感 知表 达

力
、

情感的亲和力
、

反应敏感性等方面具有优势
,

有助于教育
。

六
、

闲暇时间

在一维性的时间中
,

一昼夜通常被认为一个单位时间
,

因而乡镇企业职工闲暇时间虽有

上下班时间
、

家务劳动时间板块的缓冲
,

但并没能躲避长劳动时间的冲击
。

而睡觉
、

吃饭以

满足生理需要
、

恢复体力的必要时间受到职工的本能保护
。

职工睡觉时间为 7
.

6 小时
,

吃饭

时间为 1
.

03 小时
。

这样
,

处于夹缝之中的职工闲暇时间只有 O
。

79 小时
,

和城市职工的闲暇时间

相差悬殊 (城市职工平均闲暇时间为 2
。

1小时 )
。

超长劳动时间的强大冲击波
,

迫使闲暇板块时间仅占职工一天用时的 3
.

3%
,

这对 于 已

经满足 了生理需要
,

渴望有足够时间进行社会交往
、

文化娱乐
、

丰富知识的职工来讲
,

简直

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超限度 的冲击力
。

在间卷最后一项
“

谈谈看法
”
一栏里

,

双梅乡 x 厂的一男

职工写道
: “ 我厂只顾利润

,

上班时间太长
,

对职工生活
、

文艺
、

娱乐关心不够
” ,

这种心

理在职工中有普遍性
。

矛盾冲突的结果是
,

闲暇时间在现代时链中产生逆反功能
,

向各板块

时间内部渗透
。

如职工平均用于收听收看广播电视的时间高达 1
。

lJ/
、
时

,

而闲暇板块时 间 仅

为 0
.

79 小时
, 0

.

31 小时渗透到非劳动板块时间内
。

职工在进行家务劳动
、

吃饭时
,

收 听 音

乐
、

新 闻
,

收看电视节目 , 在照顾教育子女的同时
,

提高自己的知识
,

并且得到情感上的满足
。

另外
,

对星期 日的职工用时结构分析
,

对 于充分认识闲暇时间对劳动时间的反冲击也有

一定作用
。

乡镇企业职工星期日的休息时间受到了劳动时间的冲击
,

平均加班时间为 4
.

28 小

时
,

占 1 7
.

8%
。

闲暇时间达到 8
.

43 小时
。

这样
,

以一周为单元来看
,

职工每天平均纯闲暇板

块时间是 1
.

88 小时
。

闲暇时间的利用
,

不仅是一个数量问题
,

也有一个质量问题
。

闲暇时间之所以被称为人

类的宝贵财富
,

就在于它是个人 自由支配的时间
。

经济收入的提高
,

为闲暇时间的充分利用

提供了充分条件
。

样本调查得到
:

黑 白电视机拥有率为 47 %
,

彩电拥有率为 10 %
,

录音机

28 %
,

收音机 61 %
。

平均每户拥有 1
.

46 台电视机或收 (录 ) 音机
,

改变了职工闲暇 时 间 的利

用
,

用于这方面的时间占一天的 4
。

5%
,

成为职工闲暇时间的主要内容
。

而分析电视收看内容
,

我们可以看出新的观念和传统思想交织在一起指
一

导闲暇时间的利

用
。

融电视与戏剧为一炉的电视剧为 29 % 的职工所接受
,

成为他们收看的主要节 目
,

9 % 的

.



职工将欣赏音乐放在第一位
,

可 以预料
,

这些为他们接受的电视剧
、

音乐会所输送的现代生

活方式的信息将对他们的用时结构产生影响
。

然而 30 %的职工把越剧作为主要观看内容的资

料向我们表明了传统的精神生活与新的精神生活的错杂
。

在星期日的闲暇时间内
,

用于走亲

戚的平均时间达 1
.

62 小时
,

与同事闲聊为 0
.

85 小时
,

也说明了这一问题
。

现代生活观念与传

统 习惯平分秋色
,

这是乡镇企业职工闲暇时间利用的一大特色
。

令人欣喜的是
, 6 %的职工竟把科技讲座作为主要观看的节 目

。

而且职工在星期日平均

自学时间达。
.

9 3小时
。

78 %的被调查者都在用不同的时间阅读
,

阅读的内容也使人鼓舞
:
阅读

报纸的为 35 %
,

文学作品的为 30 %
,

学习社会科学
、

管理知识的为 12 %
,

学习 自然科学技术知识

的为 7 %
,

补习初
、

高中文化的为 13 %
,

学习外语的为 3 %
。

自学丰富了职工的精神生活
。

补习初高中文化和学习 自然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乡镇企业职工教育的不足
,

对于劳动

者素质的提高将起到一定的作用
,

从而加强 了职工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
。

要实现以技术改

造为主的劳动方式
,

还需要一批有管理知识和能力的管理干部
。

调查表明
,

学习以管理知识为

主的社会科学的 27 名人员
,

绝大部分为行政干部
。

12 %
、

20 %和 3 % 的社会科学
、

自然科学

(补习初高中文化 ) 和外语自学者正在对企业进行挖潜改造方面聚集起巨大的知识力量
,

蕴

藏着巨大的冲击超长劳动时间的潜在能量
。

职工的劳动时间与闲暇时间的冲击波反冲击也在时间观念上得到反映
。

企业的发展
,

单位劳动时间价值的提高
,

使得 65 %的职工认为
“ 时间就是金钱

” ,

然而

也有 18 %的职工对闲暇时间更为关注
,

把它作为丰富精神生活的宝贵财富
。

不仅如此
,

52 %

的职工认为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要
“
赢得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

,
使人全面发展

” ,

时间的

意义最终不能用
“
金钱

”
来衡量

,

而在于它是
“
现代精神文明的基础

” 。

基于这种认识的职

工是不会满足 目前乡镇企业超长劳动时间现状的
。

只要乡镇企业的主管部门
、

行政管理机构改变主要依靠职工的超长时间劳动获得产值
、

利润的经营管理方法
,

重视企业内部技术的改造
,

让知识
、

科技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

转化为

利润
,

同时树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前进的管理意识
,

这样
,

职工对闲暇时间数量
、

质

量的要求和管理部门在企业发展基础上改变以往经营方式的可能相结合
,

就会掀起一场时间

波浪
,

冲垮劳动时间对闲暇时间冲击系数过大的用时结构
,

建立新型的双向反馈 的 用 时 结

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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