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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史研究·

“同工同酬”与妇女解放:

以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和顺县为例

贺文乐，牛苑苑

( 山西师范大学，山西 临汾 041004)

摘 要:“同工同酬”是农业合作化时期中国共产党激励妇女参加生产的一项重要政策。以山西省和顺县为

研究个案，可以阐释以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生产技术、简化家务劳动、开展劳动竞赛、完善工分制度等为主要内容

的“同工同酬”政策实施策略。“同工同酬”政策在提高妇女生产积极性、保证农业生产计划按时完成、推进男女

平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其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局限。“同工不同酬”现象始终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

等”无法在短期内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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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是妇女解放的一

个重要历史时期。中共中央为解决劳力不足问

题，积极发动妇女参与生产，改变传统农村的性

别分工，“同工同酬”政策的出台与实施即是最有

力的体现。对这一政策的研究，有学者以时间为

线索，重点探讨“同工同酬”政策在集体化时期不

同阶段的发展历程，强调性别差异与“同工同酬”

的关系［1］; 也有学者指出“同工同酬”政策的实施

并未实现妇女解放，其在实践中仍然体现为实行

同一性别内的按劳取酬和两性之间按男女性别

取酬两个不同的工分标准［2］; 还有学者认为农业

合作化时期“同工同酬”政策在经济领域产生的

实际效果逊于政治领域的宣传效应，社会性别在

实践中依然是评定工分的重要标准［3］。这些研

究成果均论及“同工同酬”政策的实践效能，鲜有

对其实施策略进行详细的探讨。与此不同，本文

综合运用未刊档案、已刊文献以及口述资料，从

实施情况、实施策略及实际效果等方面对太行山

区和顺县“同工同酬”政策进行较为全面的解读，

以期呈现革命话语建构的基本路径，进而为妇女

解放史研究提供些许借鉴。

一、“同工同酬”政策的提出与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经济凋敝，工业

发展滞后。为尽快实现建设工业化强国的战略

目标，中共中央采取以农促工的方式，实行农业

合作化，要求广泛地发动农村全部劳力参与农业

生产，尤其是提高妇女劳力的生产积极性。

早在互助组阶段，不少农村就已产生通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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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工分计算劳动报酬的工分制度，出现妇女记工

的雏形。1953 年 1 月 25 日，《人民日报》刊登《劳

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李顺达农林畜牧

生产合作社妇女争取同工同酬的经过》一文。文

章对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妇女劳动模范申纪兰

倡导“同工同酬”的经验进行详细报道，引起了强

烈的社会反响。同年 12 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

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对“同工同酬”

的概念进行了明确的阐释，即“男女劳动力应该

按照 工 作 的 质 量 和 数 量，实 行 同 样 的 报

酬”［4］( P174)。1954 年 9 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第 48 条第 2 款规定: “国家保护妇女的

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1955 年毛泽东

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给《邢台县

民主妇女联合会关于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妇

女工作的规划》《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发动妇

女投入生产，解决了劳力不足的困难》《在合作社

内实现男女同工同酬》4 篇文章作的按语均对

“同工同酬”政策进行了充分的肯定，认为该政策

是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动员妇女参加劳动必

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实现男女平等的重要准则，

并“建议各乡各社普遍照办”［5］。毋庸置疑，毛泽

东的按语有力地促进了“同工同酬”政策在全国

范围内的普遍推行。同年 11 月，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 24 次会议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

草案》，其中第 50 条明确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

对于社员劳动的报酬，应该根据‘按劳计酬、多劳

多得’的原则，逐步地实行按件计酬制，并且无条

件地实行男女同工同酬”［4］( P330)。1956 年 6 月，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高

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则进一步明确规定

农业社“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不分男女老

少，同工同酬”［4］( P351)。至此，“同工同酬”已然成

为动员妇女参加生产进而实现男女平等、妇女解

放的革命话语。

太行山区农村是“同工同酬”政策的发源地，

而和 顺 县 地 处 太 行 襟 腰，具 有 一 定 的 典 型 性。

1952 年和顺县委在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工作计划

中就曾提及: “三区今年组织起来的男劳力要达

到百分之九十五，女劳力要达到百分之六十五”，

并且要求在互助组内“建立简而易行的记工、清

工制度，评分合理、等价及时公道。”［6］这说明在

互助组阶段，和顺县农村已经发动部分妇女参与

生产，并给予一定工分。1953 年夏锄，七里滩李

招羊农业社贯彻“同工同酬”政策，32 个妇女劳

力共挣取工分 2056 分，节省男劳力工 205 个，保

证了锄苗等工作的适时完成［7］。由于普遍宣传

“同工同酬”政策，1954 年夏锄和顺县共有 9154

个妇女 参 加 了 农 业 生 产，占 妇 女 劳 力 总 数 的

75%［8］。1955 年和顺县委再次明确指出: “全县

妇女到一九五七年要有百分之八十的劳力参加

农业生产劳动”，“农业社的女社员所作的劳动

日，平均达到每社劳动日的百分之三十。”［9］

综上可知，农业合作化时期，“同工同酬”政

策在和顺县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施，妇女开

始摆脱封建束缚参与生产劳作，其政治、经济地

位都有所提高。但是，该政策实施过程中障碍重

重，为此各个农业社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

二、“同工同酬”政策的实施策略

为了确保“同工同酬”政策的有效实施，中共

和顺县委、县政府以及党员干部在农业生产合作

社内部先后诉诸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生产技

术、简化家务劳动、开展劳动竞赛、完善工分制度

等多种举措，兹分而述之。

( 一)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自封建社会以来形成的男尊女卑、“三从四

德”等观念深刻地影响着农民的价值观。有的妇

女不愿上地劳动，认为劳动是羞耻的［10］。还有的

妇女“怕劳动不给打分，终( 纵) 然打分也给了男

人，看不出自己的成绩来”［11］。而且，在男社员

中普遍存在着轻视甚至蔑视妇女的夫权思想。

如岩庄田富堂农业社有的男社员说: “妇女参加

生产和男人一样赚劳动日，她还能比得上男人

吗? 缝衣做饭是她们的材( 事) ，出头露面的上地

劳动生产那可不行。”有的男社员说: “妇女上地

不行，体身轻( 体质差) ，没技术，还能作好活计?

尽是给咱找麻烦。”有的男社员说: “男人少休息

一会也能做下妇女一天的活”。还有的男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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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累坏自己的女人”，“怕妇女参加生产经济独

立后，造成和自己离婚”，而单身汉则“怕妇女赚

走他们的劳动日”［10］。又如下石勒农业社最初

发动妇女参加劳动时遭到男社员们的反对，如杜

爱常说:“男人能做过来，何必用妇女做，她们做

不好，尽是白挣分哩。”［11］这些思想严重阻碍了

妇女参加生产，更使“同工同酬”政策的实施步履

维艰。

针对上述各种思想顾虑，基层党组织和社

务委员分 别 对 其 加 以 研 究，并 召 开 社 内 会 议，

以妇女参加生产的实际成绩进行总结教育，提

出“劳动光荣，参加生产就是彻底解放自己”等

口号。如科 举 村 用 本 村 妇 女 杨 某 每 年 上 地 劳

动生活过 得 好 而 王 某 不 上 地 劳 动 粮 食 不 够 吃

的实例，启 发 妇 女 积 极 参 与 生 产［12］。而 下 石

勒农业社 社 长 侯 俊 成 采 用 具 体 算 账 方 式 打 通

男社员思想，他说: “妇女搭了茬，腾出男 人 多

积一担肥，多 增 半 升 粮。妇 女 能 搭 茬 八 十 亩，

省出男人工三十个就能积肥四千石担，即能增

产粮食二十石。”［11］又如七里滩李招羊农业社

发动社内 17 个妇女参与各种农活，全社 92 亩

玉茭地的 追 肥 全 部 由 妇 女 完 成。由 此 激 发 了

男女社员参加劳动的积极性，土地投工数明显

增多，随之耕作、施肥、追肥数量亦增加，进而

提高了粮食产量。经过算账对比的方式，使男

社员认识到妇女参与生产的重要作用，并使女

社员摒弃自身落后思想，明白要想实现男女真

正平等必须参与劳动生产，并树立“劳动光荣”

的观念［13］。岩 庄 田 富 堂 农 业 社 社 员 王 会 登

说: “不是妇女不顶事，是咱们看不起来。咱社

妇女都要参加了生产，这批力量可是大哩。”女

社员王改鱼说: “我自从参加了生产劳动，当了

生产劳动 模 范 后，家 庭 地 位 也 提 高 了，男 人 也

不小看啦。其他群众也说我好，我感到参加劳

动真是一举两得。”［10］在认真批判和清算了各

种错误思想之后，妇女参与劳动生产的自觉性

得到极大 提 高，开 始 走 出 家 门，成 为 社 会 的 重

要力量; 而男人们逐渐有了“妇女能顶大事”的

思想，这就为“同工同酬”政策的深入贯彻奠定

了思想基础。

( 二) 提高生产技术

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后，实现“同工同酬”亟需

解决的一个问题即是如何提高妇女的生产技术。

提高生产技术是稳定妇女劳动情绪的重要措施，

也是实现“同工同酬”政策的前提。因为农活做

不好，不仅会引起男人不满，而且地锄不匀、苗留

不好，增产就要受到影响。同时妇女参加生产也

顾虑自身技术低，怕做不好营生，达不到“三定”

( 定质、定工、定时) 包工标准。岩庄田富堂农业

社发现这个问题后，社务干部立即在妇女中间讲

解技术对于增产的重要性，向妇女讲明要想农活

做得又快又好就必须认真学习技术的道理。同

时在男社员中专门抽出一个有经验有技术的老

农指导妇女生产，一边指导做活，一边传授技术。

与此同时，社务干部还提出“边做边学，互教互

学，锄到眼到留好苗，地要锄匀，不留草，学习技

术最重要”的口号［10］。如此一来，不仅提高了妇

女的技术，而且极大地激发了妇女田间劳动的热

情。又如合山红星农业社重视技术指导，开设技

术训练班，在每做一件农活之前事先组织妇女们

学习技术。如在春季生产时学习撒籽、间作等方

法。因此，全社 1864 亩土地就有 1500 余亩由妇

女们撒籽，而且株距均匀、苗齐垅足［14］。随着妇

女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以及社会地位的提升，她

们就拥有了争取“同工同酬”的资本。而且，妇女

生产技术的提高直接关涉其劳动效率，在某些农

业活动中，妇女劳动效率甚至超过男劳力，这就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社会中男人轻视妇女

的思想，有些男人甚至提出给妇女增加劳动底分

的建议。

( 三) 简化家务劳动

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深入，妇女自身条件

如体质、生理、家务、看孩子等问题均直接影响其

参加生产以及“同工同酬”的实施。为此，社务干

部针对妇女劳力的特殊性，做了以下工作。

首先，合理使用妇女劳力，适当安排农活，采

取“远地重活男人做、近地轻活妇女做”的办法，

适当照顾妇女体力。如岩庄田富堂农业社秋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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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给男人分配上山割荞麦、担庄稼、割玉茭、耕地

等农活，给妇女则分配割谷、挽小豆、撒玉茭等农

活。由于合理分配男女劳力，充分发挥了妇女作

用，秋收秋耕计划得以提前完成［10］。又如合山红

星农业社为了确保妇女一年四季按照体力做适

当的农活，按季节具体规定妇女参加农活的种

类，春季是积肥、搭茬、撒粪、处理种籽( 麦芽实验

以及翻晒、浸拌种籽等) 、移苗、补苗、保苗等; 夏

季是拔草、锄苗( 小锄) 、奶苗( 给禾苗追肥) 、割

麦、玉米人工授粉、拨除病株等; 秋季是割蒿、沤

肥、割谷、剥玉茭、收杂田，以及参与其他副业如

养猪喂鸡等［14］。

其次，集中管理儿童，解决妇女照看小孩问

题，如开办幼儿托管所或者亲邻互帮等。如合山

红星农业社 71 个妇女，其中 43 个因有小孩而不

能参加生产。王成花说: “不上地是想去哩，上地

哇是孩哭哩。”社内为解决这个问题，采取自对象

的方式，利用亲戚、邻居关系在不能上地的老年

妇女中挑选 16 人为保姆，分为 3 组照看 42 个小

孩。同时规定工分报酬，2 岁以下孩子每天 1 ～ 2

分; 2～3 岁孩子每天 1～1．5 分; 4 岁以上的孩子每

天 0．5 分［14］。又如岩庄田富堂农业社宋贵香妯

娌 4 个有 4 个小孩，过去由于婆媳关系不好，婆婆

不照看小孩，结果导致她们都不能上地。建立合

作社后，妇联主席王改鱼多次亲自劝说并最终解

决了婆媳关系，老人同意看管孩子，妯娌 4 个全

部上地参加生产劳动［10］。再如高邱社组织看孩

小组 11 个，有的是变工看，有的是组织老人看，1

个小孩 1 天记 1 分工［12］。

此外，各社普遍注意照顾妇女体力，有计划

地组织妇女在一定时间内完成缝衣、做鞋等家务

零碎工作，并且对妇女怀孕和生小孩前后都规定

了合理的劳作制度，避免因劳动竞赛累垮妇女身

体现象的发生。如合山红星农业社除了重活男

人干之外，也适当安排体力强的妇女上远地、体

力弱的到近地; 为了照顾有小孩的妇女，把近地

包给她们，并采取饭后、上地回来生母接送小孩

以及按时喂奶等方法以解决妇女上地生产的后

顾之忧［14］。

( 四) 开展劳动竞赛

劳动工分是男女“同工同酬”政策的核心，也

是衡量男女是否平等的一个重要指标。尽管建

社之初就进行了有关男女“同工同酬”的教育，但

是对妇女评分记工不合理的现象仍时有发生。

岩庄田富堂农业社在 1953 年春季生产中即发生

了此类现象，如妇女耙茬一天只记 3 ～ 5 分工，结

果严重挫伤了其生产积极性。妇女王撮小说:

“紧紧劳动一天，受死受活才给评四分，不如在家

做针线。”男社员王堂小说:“妇女耙茬是义务，体

力弱，技术又低，做活不好本事小，打四分还少

哩。”此时由于部分妇女觉悟提高，树立了“劳动

光荣”观念，于是提出与男人进行劳动竞赛以争

取“同工同酬”。社务干部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

题，支持妇女正当要求，消除男人不服气的思想，

在耙茬时专门组织社员进行了比赛。结果 1 个

男劳力一天耙茬 1 亩记了 9 分，7 个妇女一天耙

茬 6．5 亩，每人记了 8 分。经过竞赛，不仅克服了

“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提高了妇女的生产积极

性: 在此之后，又有 4 个妇女主动参与了耙茬，而

且扭转了男社员中轻视妇女的思想。同时社内

还实行男女社员分别计算劳动日的方法。此举

极大地改善了夫妻和婆媳关系，提高了妇女在经

济上和家庭中的地位。男社员王会登说: “妇女

们真顶大事，不然咱今年还能吃上这荞面条吗

( 妇女参加生产后腾出男劳力开荒种荞麦) ?”男

社员冯良小说:“我原来不愿叫我女人上地，认为

不行，结果今年我女人赚下四十八个劳动日，多

分 了 六 百 斤 粮 食。今 后 可 不 能 再 小 看 妇

女啦。”［10］

从上述得知，开展劳动竞赛、支持妇女挣取

应得工分，极大地提高了妇女的生产积极性，改

变了男人对于妇女的传统看法，有利于发挥“同

工同酬”政策的效力。

( 五) 完善工分制度

由于性别上的差异，男社员经常以“不同工

如何同酬”的借口克扣妇女工分。而且男劳力因

技术上和体力上的优势认为自己的劳作更有价

值。这种观点甚至得到部分妇女的认同。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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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规定男劳力每天的工分不低于 6 分，而女劳力

则不超过 5．5 分。在这种情况下，妇女得到的工

分普遍较低，挫伤了部分精壮妇女劳力的生产积

极性。

为了调动妇女的生产积极性，各社先后采取

“死分活评”和“定额记工”的方式。所谓“死分活

评”，即“按照每个社员劳动力的强弱和技术的高

低评定一定的工分，再根据他每天劳动的实际状况

进行评议，好的加分，不好的减分，作为他当天所得

的劳动日”。“定额记工”亦称“按件记工”，即指各

社员最后所得工分是“根据每一种工作所需要的

技术程度、劳动过程中的辛苦程度和这种工作在整

个生产中的重要性来评定”［4］( P330)。据载，1953 年

和顺全县 31 个农业社除温源 1 个社实行“四定”

( 定质、定工、定时、定量) 包产外，其余社均实行

“三定”包工，采取“死分活评”和“定额记工”的方

式［15］。如松烟村范国英互助组不分性别，一律采

取“按件记工”，妇女徐小丑评底分为 6 分，结果能

挣到 8 分［12］。又如七里滩李招羊农业社在夏季生

产中将所锄之地评好底分后分别包给妇女，因此提

高了妇女劳动的积极性。她们除完成规定任务外，

并锄社员自留地玉茭 20 亩、奶苗抓肥 183．7 亩，每

亩包工 6 分，共节省男劳力工 210 个［7］。这说明实

行“定额记工”的包工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调动男

女劳力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尤其是对于

妇女而言，减少了“同工同酬”政策中的评分不合

理现象。

三、“同工同酬”政策的实践效果

深入贯彻“同工同酬”政策后，妇女开始走出

家门，参加各种生产劳作，这对于当时的社会产

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一，提高了妇女生产的积极性。岩庄田富

堂农业社在 1953 年秋收时，26 个妇女不但完成

了收割 136 亩谷、3 亩小豆、113 亩玉茭、59 亩杂

田的任务，还帮助男人挽荞麦 5 天。因此，男社

员们一致认为: “妇女们真能干，劳动赛过男子

汉，要 不 是 妇 女 劳 动 法，今 年 劳 动 进 度 可 赶 不

前”［10］。又如合山红星农业社 1955 年使用“定

额记工”办法贯彻落实了“同工同酬”政策后，全

社 93%的妇女参加了生产，妇女全年记工 3300

余个，占全社工分总数的 15．7%［16］。“同工同酬”

政策的实施无疑在某种程度上调动了妇女参与

劳动的积极性，解决了农村劳力不足的困难，保

证了农业生产计划的按期完成，进而促进了农业

生产的发展。

第二，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基于“同工

同酬”政策实施后妇女对农业生产所作出的重大

贡献，中国共产党开始倡导妇女参政议政，培养

工作积极、思想进步、关注妇女疾苦、能为妇女服

务的积极分子，并吸收其入党。1955 年和顺县委

在《和顺县以农业合作化为中心的农村工作的全

面规划( 草案) 》中指出:“在合作社中培养妇女干

部和各方面的技术人才，要求一九五六年大社培

养三至四个，小社二至三个女社长，每社要培养

一至 三 个 技 术 员”，全 县“培 养 女 会 计 十 五

个。”［17］因此，许多妇女逐渐参与社务工作，甚至

担任一些重要职务。如 1954 年城关乡人民代表

共有 39 人，其中妇女代表有 9 人，占代表总数的

23．1%; 乡人民政府委员会共有 13 个委员，其中

有妇女委员 1 个，占委员总数的 7．7%［18］。由此

可知，妇女参政意识加强，政治地位得到提高。

除此之外，贯彻“同工同酬”政策还提高了妇女的

经济地位和家庭地位。妇女积极参与生产，获得

劳动日，分得粮食，拥有经济权，得到男人尊重，

家庭地位得到极大提高。而且由于青壮年妇女

参与生产、料理家务和看管孩子的任务部分转移

到婆婆身上，这也改变了传统的婆媳关系。如

田富堂农业社春季生产时，妇女发挥了极大作

用，因此许多家庭中都自动给妇女准备穿戴，14

个常年 劳 动 的 妇 女 在 夏 季 生 产 时 都 戴 上 了 新

草帽［10］。

需要指出的是，“同工同酬”政策一直未完全

实现，其在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实践中发生了不少

问题。第一，保守思想仍然很严重。男人轻视妇

女、蔑视妇女的夫权思想根深蒂固，妇女自卑心

理依旧存在，妇女参加劳动积极性不高。而且思

想发动不够深入不够充分，政策贯彻不平衡，大

村发动得好而小村发动得差。从已有资料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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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同工同酬”政策的农业社都是东南西北各

乡的大村，例如合山乡合山村的红星农业社、李

阳镇岩庄村的田富堂农业社等，都是合作化时期

的典型大社。而偏僻山沟的小型农业社并未实

施甚至提及“同工同酬”政策。第二，“同工不同

酬”现象时有发生。如合山红星农业社在 1955

年随着规模的扩大，“实行男女同工同酬是有很

大困难的，男女做一样的营生，妇女总要少一步，

男的做一天最轻的营生也认为是误了一天; 女的

做一天最重的营生，也认为是体力不沾”［16］。需

要特别指出的是，妇女参与生产后，除承担相应

的劳作外还承担着家庭中繁重的家务劳动以及

养猪、鸭、狗等副业生产，而这些活计是无法用工

分来计算的，甚至是男人无法替代的。这些未被

数字计量化反而被隐形化的劳动对于妇女而言

是不公平的。实际上，这些劳动加重了妇女负

担，对其造成生产与生活上的双重束缚。和顺县

部分妇女“亲历者”对此深有感触① :

问题一: 妇女何时开始参与劳动? 为什么?

赵某: 互助组的时候妇女就开始参加劳动

了，不参加劳动不行啊，部分男人去当义务工了，

村里农活没人做，而且工分直接与家庭收入、口

粮挂钩，妇女不劳动不行。

刘某: 我是 19 岁结婚后才开始劳动的，队长

天天叫去上地劳动，孩也托付给别人，不想上地

也得逼着你上地。

问题二: 男女劳力分别从事哪些农活? 怎样

记工?

赵某: 具体劳动一般是由队长安排，按照季

节、体力强弱等安排劳动。记工原则主要就是死

分活用，在入社之初就规定工分，男劳力一天底

分 10 分，女劳力一天底分 6 分。劳动一天，晚

上开 会，根 据 劳 动 状 态、劳 动 成 果，然 后 评 定

工分。

刘某: 农活又杂又多，队长安排我们干什么

就干什么。不过一般不会安排重体力活。不忙

了中午、晚上还能提前回去做饭、看孩。工分一

般就是六七分，本来也没有男人干得多么，这也

很正常。

问题三: 男 女 劳 力 做 同 一 农 活 时，工 分 一

样吗?

赵某: 重力气活上，男人占优势，女人要是和

男人干的一样多，也记同样的工分，但是这种情

况就没有见过，女人干力气活不行。但是在剥

籽、掰玉茭等技术活上，有的男人可不如女人手

快、手巧，记的工分自然就不如女人。

刘某: 农业劳作一样，但是规定的强度和工

分都不一样。比如锄地，男的一天要锄 2 亩记 10

分，女的一天锄 1 亩记 6 分。让我们锄 2 亩，我们

也锄不了。

从普通民众的话语中可以发现，“同工同酬”

政策在和顺县得到一定程度的实施，妇女社会地

位较之前有所提高。但是妇女工分普遍偏低且

得到其自身的认同亦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多数

妇女认为男人干活要多，挣得较多工分符合情

理，因之“同工不同酬”现象普遍存在。

四、结语

合作化时期太行山区有关“男女同工同酬”

政策的探索实施，对当前“同工同酬”政策的贯彻

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该政策对解放妇女进

而实现男女平等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它使妇

女走出家庭，开始成为一个具有实际价值的社会

群体。但是，在“同工同酬”政策倡导下，农业社

内普遍出现的误区是: “不同工如何同酬?”此种

观点认为“做相同的工作才能领取相同的工分报

酬”，这就导致有些社内过分追求“男女平等”，而

忽视男女劳力性别、体力上的差异，追求一种“变

相平等”。其结果是造成一些妇女身体被搞垮，

甚至形成永久性的伤害。而且，由于男女体质的

客观性差异和家务劳动未被社会化等因素，妇女

实际上承受的是身体和心灵上的双重折磨。因

此，“同工同酬”政策在合作化时期并未完全实

现，其政治诉求远大于现实内涵，“同工不同酬”

现象仍然是现代社会中亟待解决的难题。

注释:

① 受访人: 赵某，男，1934 年生，和顺县石坨坪村人; 受

访时间: 2017 年 4 月 30 日。受访人: 刘某，女，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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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和 顺 县 坪 松 村 人; 受 访 时 间: 2017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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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qual pay for equal work”was an important policy of the CPC to encourage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roduc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Taking Heshun county as a study case，this paper
tries to explain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of“equal pay for equal work”，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idea education，improving production technology，simplifying housework，carrying out labor
competition，improving the system of work unit and so on． Based on this，the paper analys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olicy of“equal pay for equal work”in improving women's production enthusiasm，ensuring agriculture
production plan and promoting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It also points out its limitations in practice．
The phenomenon of“unequal pay for equal work”has always existed，and“gender equality”in the real sense
cannot be achieved in a short term．
Key words: “equal pay for equal work”;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emancipation of women; Heshun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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