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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
“
新政

”
时期劳王立法的实质

刘达永

人们研究罗斯福的 “
新政

”,常称 “全

国工业复兴法”和 “农业凋整法”是
“
新政

”

的 “两根支柱
”。倘从立法角度看,当 时民

主党控制的国会和罗斯福政府,显然把有关

劳工的立法视为
“
新政

”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 “新政
”时期,涉 及劳 工的 立法不

少,在 “新政
”第一阶段,有 1933年 5月 的

“联邦紧急救济法”,1933年 6月 的 “全国

工业复兴法”
;在

“新政
”第二阶段 ,有 1935

年 犭月的 “工赈法案”,1935年 6月 的 “全

国劳工关系法” (一般简称 “瓦格纳法
”
),

1g35年 8月 的
“
社会保险法”,以及

“
格菲

一斯奈德煤矿法”、“铁路员工退休法令
”

;

在 “新政
”末期,有 1938年 6月 的 “公平劳

动标准法” (又称 “工资工时法”,此法被

认为是 “
新政

”
的最后一个立法)。 短短不

足六年的历史一瞬间,就有这么多的劳工立

法,这在美国历史上至为少见。

所有关于劳工的立法,立法者的意图主

要有二o一是旨在解决眼前的失业工人和未

来的失业工人的问题, “
是为了在当前的紧

急情况下 采取切 实可 行的 手段 来援 救失

业者。”①二是为了 “
调整”在业工人与资本

家之间的关系。本文仅就后者,谈谈它的实

质。

(--)

涉及
“调整”

劳资关系的立法,首先触

目者乃 “
全国工业复兴法”

第七条。该条甲

款称:亻根据本章规定所批准、制定或颁布的

一切公平竞争法规、协议和执照均
I须

包括下

列条件:(1)雇 员应有组织起来和通过自行

选出的代表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在选派此

项代表或自行组织起来或为进行集体谈判或

其他互相互卫目的而采取其他协同-致行动

时,不应受到劳工雇主及其代理人的千涉、

约束和压迫;(2)对任何雇员或要求受雇人

员均不得以必须加入任何公司工会或禁止参

加、组织或协助其自行选定的工人组织作为

雇用条件 ;(3)雇主应遵守经总统批准或规定

的最高工时、最低工资和其他雇用条件。”②

第七条之乙、丙、丁等款,就甲款的实施作

了补充规定。

在1g35年 5月 27日 最高法院宣布
“
全国

工业复兴法”违宪之后,6月 27日 国会通过

了 “瓦格纳法”,7月 5日经罗斯福签署生

效。③该法之第七条,重申了 “
全国工业复

兴法”
第七条甲款 (1)、 (2)两 项内容,而且措

词更为明确o在该法第八条中,又作了五条

规定,凡有下列行为者,均应视雇主之 “
不

公正
”
。(1)干预、约束或压制雇员行使第七

条所保证的权利者;(2)对任何劳工组织提

供财政援助或其他援助者,(3)为了鼓励或

阻止工人参加任何劳工组织而在雇用、雇用

期限、或任何条款及条件方面实行歧视者;

(4)因雇员提出控诉,或根据本法案作证而

予以辞退或施力口其他歧视者;(5)拒绝与雇

员代表就有关报酬率、工资、工时或其他雇

用条 件 进 行 集体 谈 判者。④该法第3-6
条,还就

“
全国劳工关系局”

的设立、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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杈限作了规定,具体负责
“凋整”

或
“
l周 解

”

劳资关系。

1938年通过的 “工资工叫法”,对每小

时最低工资和每周最高工时作了规定。按照

该法之条文,法律生效后的第一年,每小时

最低工资为25美分,在七年之内增加到逐0美

分,每周工作时数,第一年每周最多为驵小

时,第二年为珏2小 时,四年以后为压0小 时。③

这项法令适用于所有从事州际贸易或为此项

贸易生产货物的工人,估计当时这类工人为

12∞-1300万人o在此法令之前,经罗斯福

批准的557个工业法规中,约有50个法 规明

文规定每小时最低工资为40美分9每周最高

时数为们小时。

以上就是三项法令的主要内容。它表明

工人有权组织和参加Ⅰ会,工人的代表有权

与资本家进行涉及工人利益的集体谈判,表

明资产阶级政府
“
给了

”工人以冖定的政治权

利;而关于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规定,则

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工人的经济利添和劳

动极限。在艾冂历史上,由 冂会辶过此种内

容的法案,并经总统签罟生效,段高法院亦

不得不承认,实属罕见。

为什么在 “新政
”

时期出现了上述劳工

立法呢?一些学者曾正确地指出,这是由于

美国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结果。这种看法虽

是正确的,但倘停留于此,并不全面。我们

还需要着重叭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和阶级地位

来寻找原因。

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早已指出过,资产

阶级有两种统治方式, “这两种方法时而相

互交替,时而错综复杂地结合起来。第一种

方法就是暴力的方法,拒绝对工人运动作任

何让步的方法,维护一切陈旧腐败制度的方

法,根本反对改良的方法。⋯⋯第二种方法

就是
‘
自由主义的

’方法,就是趋向于扩大

政治权利 ,实行改良、让步等等的方法。”⑥罗

斯福政府实行的正是第二种方法。

列宁还指出: “资产阶级从一种方法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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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采用男一种艿法,并不是由于个别人的恶

意,也不是由于们色佃然的原因,而是由于

它本身地位的根本矛盾性。”⑦列宁的这句

话至少包合着两层意思。其一,无论资产阶

级采用何种方法进行统治,皆 由资产阶级的

阶级性决定的。唯利是 图乃资 产阶级 的本

性。资产阶级铰用暴力手段,其 目的在于维

扩其剥削利益,而这种 “目的比那种用来达

到这种目的的手段要
‘
根本得多’”。⑧因

之,当 资产阶级发现 “欲固取之,必 固与之”

的手段同样可以维护其剥削利益时 ,“让步
”
、

“改良”之关的 “
自由主义的”坑治方式,

就会出现,而此时资产阶级手申仍握着暴力。

其二,两种膏起未矛后的统治方式,正是资

产阶级木身地位的根本矛盾性的反映。正如

列宁所拍出的: “正常的资本主义社会要顺

利发展下去,就不能没有稳固的代议制度,

就不能不仗人民礼相当的政治权利,因此人

民在
‘
文化9方

Tfl也不 能不具 有较高 的要

求。”⑨我'竹

、
Ⅰ在歧治、经济柙文化等方面,

部可以⒎到资产阶饣t)t种根 本矛盾 性之反

映。资产阶级本不恧志羚人民某些政治权利 ,

而且必然要掌捉果力以对付被剥削阶级的反

抗,然而仅仅i暴力、芭:∶古代奴隶社会、中

世纪式的统治,又不能完全维护其统治、维

护其剥削,这就正如 “总不能把中世纪的行

会体制⋯¨溶揄于本画的铁路事业和蒸汽机

中”⑩一样。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它总是

为其统治披上一件民主的外衣 9代议制、扩大

人民的选举权等等即是。列宁在谈到资本家

的贪婪时指出,他恨不得从一条牛身上剥出

两张皮来,可为了使工人维持劳动力、延续

劳动力,却又不得不给工人必要的工资o尽

量使被统治者愚昧无知,本是一切剥削阶级

惯用的愚民政策,可是倘若工人没有知识,

就不能适应现代化生产的客观要求。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连同它的高度技术、复杂性、灵

活性、能动性以及全世界竞争发展的迅速性

等等条件,都要求工人有相适应的文化和技



能,资本家X· l· 此不得不加以芷视。这些,就

是资产阶级采用 “自由主义的
”统治方式的

根本原因所在。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

这种统治方式就会出现。这种方式不是由于

个别人的 “善”与 “恶”,不是由于什么偶

然的因素,而是曲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特点和

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所决定的。在评论
“
新政

”

时期劳工立法时,刀阝种把罗斯福的个人因素

说得过头的玩点,恰恰忽视了基本的阶级分

析。

(二 )

无论资产阶级采用何种统治方式,目 的

都在于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维 护 其 资 产

阶级的统沽j⊥ 位。罗丿勺亍福政府在劳工问题上

的 “
自由主义的”政策,确实起到了这种作

用。

罗斯福本人并不 隐、讳共 劳工立 法的目

的。他主JK塔加工人的ェ资,但他实质上关

心的是资木家 :“每周增加几美元的工资,更

好地分配工作”工作日短一些,就会使我们

数百万置资收入最低的ェ人几乎在一夜之问

变成能为工农产品l支付几十亿美元的实际买

主”,⑧ 低工资 “无法购买使我们工厂和农

场保持完仝运 转所必要 的衣、食和 其他用

品。”②在 “新政
”Ⅱ刂^期 ,工丿、的工资确有

增加,1933~1939年 ,二业 工入 周二 资从

16。 73美元,增为 23。 8G美元,实际工资提高

20%。 ⑩ 19压0-19狃年制造业工入平均每小

时工资增加 1o豸余 ,每周增加17%,而生活费

用仅增加 5%Θ 。工人工资增加 ,无疑提高了

购买力,这正是罗斯福所希望的。罗斯福主

张缩短工时,认为此举可减轻失业。⑩ la⒛

年、工人平均每周工作娅。2小时,1933年 38。 1

小时,1939年 37.7小时。有材料说, “
据估

计因工作周减少为钔小时而增雇的工人人数

几乎达1z5万。”⑩工时之缩短,至少是失业

人数下降的原囚之一。1933年 失业人数占劳

动力的24.9%,∞ 34年 占21.7%91O35年占

20。 1多 ,1936年 占16。 9%,1θ 37年 占14.3%,

J938年 占19.0%,1g39年占l/。 2%。 1g硅 0年后

因军需订货而就业增加,另 当别论。@罗斯

福为什么关心就业问题?主要原因在于 :“大

量失业所造成的思想混乱才是我们最沉重的

负担。它是我们社会秩序
`的

最严重的精神威

胁。”⑩这说明罗斯福在实质上关注的是资

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

罗斯福政府还通过 “调解”
罢工,使资

本家减少损失,并有利于维护资产阶级的统

治秩序o “新政”时期美国工人罢工斗争次

数之多(1933年 至 1g39年共1z862次⑩),斗争

之激烈 (仅 1933年 至193压年被杀工人和农民

即达88人⑩),远远超过二十年代。罗斯福政

府一改历届政府的做法,除由全国劳工关系

局 “调停
”

外,罗斯福本人、劳工部长弗朗

西丝 ·帕金斯以及各级部分官吏,都曾多次

出面。例如,1g34年 3月 ,通用汽车公司工

人与资方发生冲突,罗斯福邀请劳资双方代

表到白宫进行 “调解”。1937年 初,通用汽

车公司工人罢工,资本家每 天损失 100万美

元,2月 3日 罗斯福打电活给 “产联”主席

约翰 ·刘易斯9要其制止罢工,这次罢工后

来终于结束。据统计,仝国劳工关系局在其

成立后的五年中,处理了近三万起劳资纠纷

诉讼案,调停了二千一 百六十一起罢工。⑧

列宁指出9剥 削阶级的国家机关起到使 “压

迫合法化、固定化”的作用,每当它 “使阶

级冲突得到缓和”,就是一种 “剥夺被压迫

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的斗争工具和手

段。”②

罗斯福曾宣称, “
一个工人同其他工人

联合起来,同雇主进行集体谈判,乃是工人

的个人基本权利。”⑧在 “新政”时期,工
会代表工人与各公司进行了无数次的 “

集体

谈判”,签订了近三万分合同,其 中像通用

汽车公司、美国钢铁公司这样的大公司,也
与工会签订了包括提高工资、缩短工时、加

班得原工资一半、休假期照发工资等等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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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同。这说明集体谈判权至少部分地得到

了实岘。但这种集体谈判在经济上、政治上

都有利于资产阶级。劳资奴方达成某种协议、

签定了某种合同,意味着至少暂时没有罢工

这样的劳资冲突o因此,在经济上对资本家

有利。美国钢铁公司自1937年 3月 与工会签

订合同后,当年纳税前的净收入达一亿三千

万美元,而没有签订合同,罢工迭起的小型

钢铁公司 ,特别是最顽固的“
共和钢铁公司

”
,

其利润明显少于没有罢工的竞争者。在政治

上,罗斯福鼓吹 “它在 实现产 业部门 中公

正、和平的劳资关系方面,确实迈出了重要

的一步。”②在资本主义社会,劳资关系永

远不存在 〃公正”,而罗斯福着眼的 “和平

的劳资关系”,就是使资产阶级的压迫合法

化。

按照劳工立法,工人有组织工会之权。

在
“新政”时期,工会有很大发展。新的产

业工会 “产联”出现了,到 1939年 ,它下属

35个工会,会员达40o万人,到 1g压 1年 ,会员

达500万人o1933年全国工会会员仅268万 9

千人,1939年 达876万 3千人,1g狃年逾一千万

人。⑧在三十年代美国约有五千万工人。⑩ 尽

管工会会员数在工人总数中的比例不大,然

在美国历史上已是空前的大发展。这种大发

展,在客观上与劳工立法的关系密切。美国

工人组织工会,有悠久的历史,但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前,工人组织工会纯系没有法律保

障的私人事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全

国战时劳工局的-些措施,对工 人 参加 工

会免受歧视,有些作用,然仍未有专门的立

法加以保障。1926年的铁路劳工法,1932年

的诺里斯—拉迪瓜法,局部地涉及工人有组

织工会之权。而工人组织工会的法律保障,

却真正始于全国工业复兴法通过之后。以矿

工联合会为例9在全国 工业复 兴法通 过之

后,这个工会立即抓住机会,动 员工会组织

者在各煤矿组织宣传: “总统要你们加入工

会”。仅仅在两个月之内,它的会员就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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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增加到30万人,到 193硅年 7月 ,缴纳会

费的会员即达528685人。⑧工会的发展,对
保护工人的正当权益,有一定好处。但正是

由于工会的发展与劳工立法关系密切,后者

的欺骗作用就更大。在 “新政
”时期,相 当

多的工人支持罗斯福政府、罗 斯 福 本 人,

应该说至少其主要原因是劳工立法。103压年

国 会 中 期 选举,1936年 总统选举,工人的

选票是民主党和罗斯福取胜其对手的主要因

素之一。 “产联”主席约翰 ·刘易斯甚至表

示要捐出5o万美元供罗斯福选举之用,劳工

队伍中还出现了支持罗斯福竟选的 “劳工非

党同盟”。这些行动足以说明
“
一部分工人 ,

一部分工人代表,往往 被表面 上的让 步所

欺骗。
”⑧

有学者指出 ,“瓦格纳法”是一道 “反共

防波堤
”。⑩其实,罗斯福的整个 “

自由主义

的”劳工政策和 “新政
”,都是对抗共产主

义的。美共已故主席威廉 ·福斯特曾含义颇

深地说, “若是罗斯福没有这些纲领,工人

们在这个时期一定会采取比当时远为进步的

行动”,而且, “差不多可以肯定,他们一

定会击破两党制度而建立一个它们自己的政

党”。⑩事实上,美 国在三十年代连法国那

样的人民阵线都未建立,美国共产党在当时

力量也较弱。此况原因诸多,罗斯福的 “自

由主义的”劳工政策,不失为一大原因。

上述几点表明,尽管 “新政
”时期的劳

工政策在客观上对工人有利,但它是资产阶

级执行的一种
“‘

更加狡猾的’政策
”,① 这

种政策 “往往能在一定时 期达到 自己 的目

的”。这也再一次证明:“对资产者说来,法

律当然是神圣的,因为法律本来就是资产者

创造的,是经过他的同意并且为了保护他和

他的利益而颁布的。”@

(亠≡L)

尽管 “新政
”时期的劳工立法,确实是

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但一部分资本家及其



代理人仍竭力地抵制和反对。对于这种现象 ,

需要作出正确的解释,以进一步揭示劳工立

法的实质。

按照法律 ,工人有组织工会之权 ,一部分

资本家却偷梁换柱,大肆发展公司工会o在
1933年至 1g35年期间,美国制造业业中共有

623个公司工会丿其中400个是在全国工业复

兴法通过之后出笼的。⑩据另一资料 9从 1933

年起到1g36年 初,资 本家控制的公司工会 ,其

成员达250万之多。这种公司工会 ,为资本家

牢牢控制,工人不能举行罢工9不可能与资

本家进行集体谈判,公司以外的工人组织无

法进入其内组织工人9实为资本家的 御 用工

具。劳工立法在这些公司里仅是一纸空文。

在资本家无法拼凑公司工会的企业,老

权们便以拒绝承认工会,或拒绝工会为唯一

谈判代表的方式,进行抵制,根本不理采联

邦政府颁发给工会的资格证明书。有的资本

家虽勉强与工会进行谈判,却拒不与工会达

成实质性的协议。这样的事情屡屡发生。例

如,1g37年 11月 古德耶尔公司阿卡隆工厂工

人罢工结束后,厂方坚持协议只采用 “各忘

录”
形式,且拒绝工会代表在各忘录上签字。

只同意由全国劳工关系局的地方代表签字,

资本家还宣称, “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公司

都无法预测或讨沦一年之后的事情。”⑦一

个地方工会负责人的一席话,更说明集体谈

判如何受阻: “
我↑J同古德耶尔公司的淡判

没有遇到麻烦,但是我们从来不曾谈要,只

要公司得不到任何问题上的绝对的,最后的

决定权,他们就坚定地反对一 ,j9。
”⑩又如 ,

威尔逊公司 “总是⋯⋯试图迫使工会要么接

受公司的协议,要么根本不提任何协议。”⑩

每当出现此况,ェ会依法可向全国劳工关系

局诉讼,即 使后者作出有利于工会的裁决,

资方也常通过向巡回法庭上诉等于段,进行

拖延,或拒不执行。

一部分资本家除在行动上抵制劳工立法

外,还大造舆论 ,加 以反对。有的报刊称 “瓦

格法”是国会通过的 “最讨厌的、最革命的

法案之一
”。⑦在国会讨论 “社会保险法案″

的听取会上,有人大叫它是 “从 《共产党宣

言》第十八页逐孛逐句抄来的”。⑩ “工资

工时法”拖了一年多才在国会通过”在此过

程中,引起不少风波,来 自南方的议员一再

反对,众议院两次否决,最后在∞s8年 6月

末才获得通过o反对者或称它是为懒汉所立

之法,或说它是 “社会主义的”
措施,等等。

有人估计,美国80%或 90%的报刊是反对罗

斯福的,其 中赫斯特报系反对最烈。在这一

片反对声中,主要反对的目标,就是劳工立

法。

美国的一些资本家集zl,还以成立政治

组织的方式,来反对罗斯福的 “新政”,尤
其反对劳工立法。其中,1g34年 8月 15日成立

的部分大资本家的组织 “美国自由同盟”
,

1g34年 11月丿11日 成立的、以库林神父、为头子

的 “全国社会正义同盟”,路易斯安那州休

伊 ·朗格集团,反对最甚。罗斯福称,全美

国 “正在害一种很厉害的病,叫做朗格—库

林流感o” ⑩

对于上述现象,众说纷纭,看法极异。

然无非两种观点:一是据此而断定罗斯福是

反对垄断势力的;一是认为它是资产阶级内

部的争吵,劳工立法的实质仍是维护资产阶

级利益的。资产阶级学者混淆是非,把罗斯

福打扮成垄断势力的反对者,其典型的言论

是: “在罗斯福未死之前,无沦他采取多么

于人无碍的措施 9都从未逃过那‘百分之二’

和追随他们的人的指摘o” ⑩遗憾的是,国

内某些学者也因上述现象而未能把握实质 ,

笼统地说罗斯福是自由主义者,罗斯福是大

资本家最痛恨的白宫主人,等等。对此的确

需要作出正确的解释o

如果罗斯福在劳工问题上不站在垄断资

产阶级的立场,而像其本阶级的反对派所说

那样在搞 “
社会主义

”,如果罗斯福真的 “成

为过去白宫主人中最被大资本家痛恨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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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④ 那么,他罗斯福在白营一天也呆不

下去 ,何以有三次连选连任之事?!“如果罗斯

福企图牺牲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来真正满足无

产者阶级的利益,那 么芥本家阶级就会拿别

的总统来代替他。
”⑨斯大林同志还指出:“只

要罗斯福或现代资产阶级世界的任何其他首

领9采取任何认真的办法来反对资本主义的

基础,那末他就不可避免地要完全失败。”⑩

本文在第二部分已说明了罗斯福劳工政策的

实质。事实上 “新政”时期的劳工立法并未

超越美国的宪法。罗斯福一再强调它是 “根

据宪法”而制定的。在
“新政

”时期9连最

高法院也未宣布
“瓦格纳法”、 “工资工时

法”违宪,亦可说明问题。结论只能是:劳
工立法未损及资产阶级一根毫毛9恰恰相反 9

它在经济危机期间维护了资产阶级利益。

一部分资本家反对劳工立法,还应从资

产阶级国家的职能来分析问题。现代资产阶

级国家, “在实质上总是资本家的机器,资

本家的国家”理想的集体资本家。”它的重

要职能之一 9是使整个资产阶级不受
“
个别资

本家的侵害
”。@资产阶 级国家 的这 一职

能”往往为研究者l所忽视。资产阶级作为整

体,在剥削、压迫工人阶级这一根本问题上

从来都是冖致的。而其内部的矛盾、内讧 ,

又永辽存在着,历史上如此,在当今资本主

义国家也屡见不鲜。个别资本家只图白身利

益,有可能侵害或侵害着整个资产阶级的利

益,这也是客观存在。 “这些人除了白己的

利益、自己追求利润的欲望以外9是什么都

看不见的。他们不服从集体的意志,他们力

求使任何集体都服从白己的意志。”⑩那些

抵制和反对劳工立法的资本家9恰恰正是从

一个工厂,一个公司,一个或几个财团的立

场,来保护其利益,而大多数资本家同意劳

工立法(不如此,它不会在国会获得通过 ),

则是在权衡利弊之后而为之的。罗斯福本人

对此说得明白,他称那些反对 “新政”的资

本家, “
是从 自己 企业 的观点 来看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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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们是从禾地 区的角 度来看 问题

的
”。

“
他们无法一致行动 ,因为他们缺乏在自

己内部达成协议的组织机构
”
。⑩这也说明 ,

只有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才能协调整个资产

阶级的利益9免受个别资本家的侵害。资产

阶级田家
“稍微抑制一下个别最不受抑制的

资本主义利润的代汰者”@” 也是一种历史

现象。不能因为女产阶级内邯在劳置问题上

抑制与反抑制的斗争,就遮 住了 我们 的视

线。而那种把罗斯福捧为反对垄断势力者的

观点,则纯系荒唐之言。

资产阶级内部党 派间之争 和政 敌的攻

击,也不是判断资产阶级某一立法、某一政

策的尺度。就 “新政”时期劳工立法的内容

而言,并非罗斯福的独创。在美国历史上,

限制工时,规定最低工资标准的立法,早已

有之。在 19o0年 以前,有几个州就 i臣 过了∵畏制

女工工作日的法律。在1gO0-1g lz年期间,

有十九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就制定了最高

工时法。在1913年”有 8个州通过了最低工

资法。1915年拉福拉特海员法,具体规知了

美国商船海员的工时、工资和劳动条件。∞32

年的诺里斯一拉迪瓜法,立布 “
黄狗规约”

(雇主强迫工人签订声明不参加任何工会或

罢 1匚 的一种规约)为不合法,载 明工人应在

集体谈判或其他互助互保的活动中,享有不

受雇主F戈 其代理人的干涉、限制和强迫的自

由,以 及禁止法院颁 布禁止 工人罢 工的命

令9等等。在欧洲的一咝 i餐 本主义田家9也
早已有类陀t的劳工立法和政策。岁斯滴在一

次 “
炉边谈 话”中9以乎讨解地说道: “早

自1O09年起9大不列颠在许多方面就弓沿着

社会保险的道路走到合众国前边去了9这难

道不是事实么?在集体谈判的基础上建立劳

资关系方面,大不列颠比含众田进步得多 ,

这难刭不是事实么?⋯⋯o我们的新玫计划有

不少只不过是企图赶上英国十年或更早以前

的改革而已”⑩。为什么 “新政”时期以前

通过的劳工法令和英闰等国的类似劳工立法



未被指责为
“
从《共产党宣言》上抄来的

”
呢?

很显然,这只是资产阶级内部的党争而已。

在 “麦卡饧时代
”,美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倘

以此来判断资产阶级这一或那一立法、政策

之性质 ,定会失掉马列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

一部分资本家反对罗斯福的劳工政策 ,

又属资产阶级内部策略问题之争。资产阶级

内部在用什么方式进行统治一事上,以及在

某些具体政策上,过去有、现在也有争吵。

这种争吵一直没有超过维护资产阶级利益这

一范围。由 “美国自由同盟”
出钱支持的

“
美

国社会正义同盟”,其头目库林神父曾叫嚷

要用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方法来镇压

劳工,而罗斯福则认为这种方法在当时的美

国不利于资产阶级的统治,他要为他的政策

涂上一层民主色彩。在三十年代中期,美国

工人静坐罢工斗争如火如茶,罗斯福对此充

分表明他执 i亍 的是一种更加狡J。
·的政策。罗

斯福对某些资本家和某些i丨忄政宙以杀人镇压

罢工,不 以为然。他说 :“ 对,静坐罢工是不

合渚的。但是 ,由 于工人们违犯非法入侵法 9

便开枪镇压,杀死许多人,这不是办法。必

须采取别的办法。为什么通用汽车公司的那

帮人不能与工会委员会见见面呢?” ⑩两者

之间策略上的不 同考虑,不足跃 然纸 上了

么!资产阶级内部在某一问题上的策略之争

反过来恰恰说明了问赶的实质。

倘上述四点成立,就不能∫}出这洋的结

论: “主要是由于这些对黑丿、和白丿、劳I所

作的让步,大资本家才这样切齿痈罗斯福
”

;

也不能认为 ,“ 由于它的浓厚的反动粘神,大

资本是连这些有限的改良也是反对的。”⑩

罗斯福的总统任 期创美 国历史 上之记

录,当前美国政府沿袭 “新政
”时期的某些

劳工立法,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仿效 “新政
”

时期的劳工立法,凡此等等,都足以说明
“
新

政”时期劳工立法的实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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