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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 

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

刘少奇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去年春季，我接触了一些学生，也接触了一些工人。在那些学生中有这么两个思想是特别突出的：一个是轻视体力劳

动和体力劳动者。那个问题，去年写了一篇文章把它批判了。那是要批判的。还有一个思想，就是学生中间，青年中间，

强烈地要求升学，要求多读书。我看，这个要求是正当的，国家应该想法子，创造条件，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升学要求。

我们国家不怕知识分子多，不怕学校多，而怕学校太少了。当然，有个经费问题，办那么多学校，国家拿不出那么多钱。

此外，还有不少的家庭不能供给所有的子女都读完中学和大学。所以，去年还写了一篇关于勤工俭学的文章，在《中国青

年报》上发表。搞勤工俭学，就是说要学生和青年不依靠国家和家庭，而依靠自己，设法读书和升学。还有民办学校，即

组织群众集体办学，也是那个时候提出来的。不只是民办小学，而且民办中学。 

    这个问题，我最近又想了一下，又有所发展，就是搞半工半读。我想，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

厂农村的劳动制度。一种是现在的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和现在工厂里面、机关里面八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这是主要

的。此外，是不是还可以采用一种制度，跟这种制度相并行，也成为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

半读的劳动制度。就是说，不论在学校中、工厂中、机关中、农村中，都比较广泛地采用半工半读的办法。我青年时在保

定育德中学上过一年半工半读，有一个技师、两个技术工人教我们。作坊就是三个小房子，一个五马力的发动机，三部车

床。我们一班六十个人，上午上四小时课，下午做四小时工，书也读了，身体也很好，还能赚钱。现在清华大学的刘仙洲

副校长，那个时候教我们机械学。一年的半工半读，我们就学了打铁、翻砂、钳工、车床工、模样，五样都学了，还学了

一门法文，准备到法国去勤工俭学，后来我没去。现在是不是可以办这样的学校呢？比如新设的中学，可以盖几个作坊，

配几件机器和一些工具，使那些家庭无法供给上学的青年搞半工半读。中等技术学校更可以半工半读，某些大学也可以半

工半读。可以有全部半工半读的大学，也可以在现有的大学里面办几个半工半读的班。要把这也当成一种正规的学校制

度。当然，学习的年限以及课程、待遇等等，需要加以相应的调整。这样，就可以多办学校，国家经费不至于增加很多，

但要盖些房子，并且提供教员。 

  学校可以这样办，工厂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办呢？我参观过一些工厂，青年工人很多，都是高小和初中毕业的，但是他

们的劳动操作大都很简单，就只会那一门。他们现在情绪很高，但是工作七八年上十年以后，还是做那一门，我看会要闹

情绪的，既然有这么多青年工人，他们的家庭负担又没有或者很少，他们强烈要求学习，有些工厂人又多，社会上还有些

青年需要就业，因此，是不是可以在这些青年工人中间搞半工半读，四小时工作，四小时上学，给一半工资。愿意干的就

干，不愿意干的还是八小时工作制。在这些工厂附近设一些教室，教员也在工厂中请，另外再请一些专职教师。可以办中

学，也可以办中等技术学校，一直到办大学。这样工作七八年，上十年，他们就大学毕业了，那个时候他们就有条件转业

了，不会闹情绪了。训练这么一些技术工人、技师、工程师，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各个地方都需要。这样，我们就可以

多办学校，比较充分地满足青年人的升学要求。 

  现在农村已经大搞半工半读，农业中学就是半工半谁学校。农业中学可以半日读书，半日种地，也可以一日读书，一

日种地，还可以考虑半年种地，半年读书。现在是办农业初中，那末初中毕业之后势必要办农业高中，高中毕业之后势必

办半工半读的农业大学。 

  如此看来，乡村里面，城市里面，都可以搞半工半读。就是说，势必会有这么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同时并行：一

种是现在全日制的学校制度，一种是半工半读的，学校制度。在工厂中，也是两种主要的劳动制度同时并有：一种是八小

时工作的劳动制度，一种是四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其他还有夜校、业余学校、函授学校等等，那些也是需要的。几年的

经验证明，业余教育有成绩，但有相当多的困难。此外，国家为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还把优秀的工人、干部调到工农

中学或者大学学习，发给百分之七十五的工资。这只适用于特别优秀的少数工人或老干部，不能有很多。如果半工半读的

制度能够普遍实行起来，那就可能解决很多问题，可以比较充分地满足许多人的升学要求，工厂里人多的问题也可以解

决，劳动就业的人可以多些。这是采用群众路线，多快好省地培养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一种方法。这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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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训练大量有文化的技术工人、技术员、大学毕业生。这样两种主要的学校制度和劳动制度是不是

可以在一些单位中试办，请各位同志考虑。当然，办起来还有很多具体问题要解决，我在这里不讲了。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集中力量组织生产运动，城市里面、农村里面都是这样，这是完全正确的。除此以外，是不

是还可以把城市和农村人民生活上的一些服务事业也组织起来，以与生产运动相配合？我曾看过几处职工宿舍，那里有很

大一批劳动力闲着。这些宿舍住了很多家属，都是比较年轻的，天天做饭，洗衣服，带小孩子。他们也很烦恼，要求找职

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总要使妇女从家务劳动里解放出来。商店、小学校、文化娱乐事业和理发、洗澡、做衣服等等服

务性事业，都可以组织起来，由那些职工家属和农村妇女办。有多少劳动力就组织多少，劳动力少的少组织，劳动力多的

多组织。有些地方，例如鞍山那样的钢铁厂、唐山那样的矿山，以及其他重工业基地，都有很多家属。怎么办呢？有同志

提出应当在那里办纱厂，我看很对。应当好好地组织这些剩余劳动力，不只是做饭、洗衣、办托儿所、办小学，而且办加

工工业，一直到办纱厂、办面粉厂。还有喂猪、种菜，都可以搞。当然，国家要帮助。农村里面也可以这样。我的意见，

应当看得远一些，逐步地、系统地、全面地在自愿原则下，把这些为生活服务的事业组织成为集体的大经济事业。这样可

以节省劳动力，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间解放出来，这是一个方向。 

  根据《刘少奇选集》下卷刊印 

  * 这是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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