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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劳动政策视野下的工人权益保护路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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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中国的劳动关系面临着激烈的转型，传统的国家主义保护模式受到严峻挑战，各种不

同性质的用工体系挑战了劳工保护的传统模式，新公共管理运动背景下的劳动政策和工人权益保

护新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参与主体日益复杂化。政府、工会、工人三方解决劳资关系的传统格局

被打破，全球公民社会、消费者运动、跨国公司、媒体陆续参与其中。工人权益保护路径多元化给中

国传统的国家立法和工会维权带来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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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010 年深圳富士康公司发生 13 起工人连环自

杀案; 同期，广东南海本田汽车工人发起罢工导致

本田在中国境内的其他组装工厂全面停产。本田

工人罢工事件同时引发了珠三角地区其他汽配生

产企业的连锁工潮。这些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

广泛关注。国际劳工组织、美国公平劳动协会、中

国两岸三地高校师生调查小组以及跨国公司均以

不同的方式介入这些工厂进行调查，并发表调查报

告，呼吁改善工厂劳动权益。这些力量代表了全球

劳工权益保护的新的方向。
20 世纪 80 年代，英美等西方国家兴起了一场

以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政府运作效率为目标的新公

共管理运动。这场运动不仅推动了各国政府机构

的改革，而且扩大了公民个人和民间组织的活动空

间，为全球范围公民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

条件。新公共管理的核心思想是把私人部门的管

理手段引入公共部门和公共服务中。新公共管理

与传统公共行政的一个显著差别在于公共管理的

主体不仅仅局限于政府，还包括各种民间力量。在

工人权益保护领域，迥异于传统的政府立法保护和

工会团结形式，这股力量也被称之为“全球反血汗

工厂运动”。它是在资本、品牌、信息、交通等高度

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劳工权益保护的第三条道路;

它改变了传统劳资关系中的“资本—国家—工会”
和“工人—雇主—工会”的所谓大三方和小三方保

护模式; 它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生产商如富士康、
品牌商如苹果公司、零售商如沃尔玛等跨国公司，

通过媒体压力和消费者压力，要求跨国公司承担社

会责任。劳工理论界和实践界对此褒贬不一。中

国的劳动关系面临着激烈的转型，传统的国家主义

保护模式受到严重挑战，各种不同性质的用工体系

挑战了劳工保护的传统模式。那么，新公共管理运

动背景下的劳动政策和工人权益保护有哪些新的

发展趋势? 中国的劳动政策应该如何迎接这些挑

战? 中国各级政府应该如何借鉴和学习这些新的

劳动保护政策工具?

二、全球化对中国劳动关系带来的严峻挑战

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资本凭借其轻盈的

流动性，突破了生产空间的制约，实现了与劳动力

的分离。“在资本主义的沉重时期，资本像劳动力

一样固定在那个领域。现在，仅仅通过一个只包括

公文包、移动电话和笔记本电脑的行李箱，资本就

能轻松地传动。它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作短暂停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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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只要自己不满意，它在任何地方都不需要呆得

太久。另一方面，劳动依然像它过去那样纹丝不

动。”①资本和产业分工在全球流动的同时加剧了劳

动力对资本的依赖，强化了资方对劳方的控制。发

达国家凭借发达的技术站在整个生产链的最高端，

承担品牌公司的运营和管理，负责产品的设计与销

售，赚取整个价值链中的最大利润; 同时，他们也在

寻求最低生产成本的制造商。中国、印度等发展中

国家以廉价劳动力作为比较优势“争抢”生产链的

最低端———生产制造，仅仅分得整个价值链中的最

小利润。为了获得跨国公司的大量订单，这些发展

中国家不惜压低成本，降低工人经济待遇，把对工

人利益的剥削程度作为国 家 间 争 抢 订 单 的 竞 争

优势。
与此同时，日益增长的消费者驱动的商品链催

生了沃尔玛和家乐福等超级零售商的崛起。全球

40 家零售巨头 2001 年收入约 103 万亿美元，几乎

相当于全球 GDP 的三分之一，其中，沃尔玛的销售

额约占其他零售商销售总额的五分之一。跨国零

售巨头的支配地位对工人权益构成了极大的挑战，

因为消费者驱动的商品链具有后福特主义生产特

点，拥有全球外购网络和资金的高度流动性。零售

商对于设计零售商品的制造商和制造商品的工厂

具有过度的控制力。② 这些超级公司可以在全球范

围内选择任何地方下达订单，他们的承包商被看成

是相对劣势的代工者，而不是平等的合作伙伴。
国际代工生产模式把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联

系在一起形成新的生产网络，中国沿海地区在这一

背景下兴起大量工业区、出口加工区。数亿的农民

工为了摆脱贫困，从农村来到城市寻求就业机会，

成为工业区内主要劳动力。全球化使劳动市场的

弹性增大，随着订单转移，它不仅降低了跨国公司

的生产风险和管理风险，劳资关系冲突也转移到中

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工厂内。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

期榨取剩余价值的种种手段和方法又被重新利用，

延长劳动时间、加大劳动强度、工资过低、无薪酬加

班等非法行为在中国沿海地区催生出许多“血汗工

厂”。全球化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传统劳动体制产

生了巨大冲击，政府、工会、工人三方解决劳资关系

的传统格局被打破，全球公民社会、消费者运动组

织、跨国公司、媒体陆续参与其中，这些基于共同道

德理念或价值观的非国家行为体通过交流与合作

凝聚在一起，构成“跨国倡议网络”③，他们以国际劳

工标准为依托，在中国沿海地区开展工人权益保护

活动，逐 渐 发 展 出 一 条 中 国 工 人 权 益 保 护 的 新

途径。

三、比较视野下的劳动政策保护工具

( 一) 政府视角: 立法保护

为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推进市场经济健康发

展，上世纪 90 年代我国启动劳动立法程序。1994
年我国颁布《劳动法》，对劳动者权益进行立法保

护。2000 年《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对中国境内

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进行了规范; 为了保障因工

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

治和经济补偿，2003 年，国务院颁布《工伤保险条

例》，赋予了工人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 2007
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劳动合同法》，对调整劳动关

系和完善劳动法体系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法

律制度的出台是为了将处于弱势的劳工纳入国家

政策的保护范围内，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因法律执行

受到各种干扰而效果有限。
郑广怀( 2004) 对工伤工人维权境况的研究发

现，完备的权益保护体系未能发挥其应有作用，法

律的不断完善与农民工艰难的维权过程形成“制度

悖论”: 农民工在名义上虽然获得了应有的权利，

但在主张自身权益的实践过程中权利却又被“合

法”地剥夺，如面临厂方和地方政府部门对劳动争

议发生时效的利用、对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利

用、对证据的利用等种种难以逾越的障碍。④ 2005
年，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

《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该报告表明，全

国进城务工者被拖欠的工资约有 1 000 亿元，而为

了索要这 1 000 亿元欠薪，社会至少要付出 3 000
亿元的成本。为了索要不足 1 000 元的工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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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第 90 页，欧阳景

根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6 年版。
参见 Ｒichard Appelbaum． Fighting Sweatshops: Problems of
Enforcing Global Labor Standards． in Ｒichard Appelbaum，

William I． Ｒobinson． Critical Globalization Studies． New
York: Ｒoutledge，2005: 369 － 378．
［美］玛格丽特·E． 凯克，凯瑟琳·辛金克: 《超越国界的

活动家》，第 13 页，韩召颖、孙英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郑广怀:《伤残农民工: 不能被赋权的群体》，见《北大清华

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第 348 页，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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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 920 元的

各种花费; 花费时间至少 11 － 21 天，折合误工损失

550 － 1 050 元; 国家支付政府工作人员、法官、书记

员等人员工资至少是 1 950 － 3 750 元，综合成本在

3 420 元 － 5 720 元之间。从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到

诉讼，要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还有政府

成本和法律援助成本。王金红( 2008 ) 研究珠三角

地区农民工的利益表达行为，发现从已有的法律政

策看，农民工在制度框架内应该可以进行利益的制

度化表达，但现实状况是他们更多地选择非制度化

维权方式，例如野猫式罢工。①

在西方发达国家，这种资本流动所导致的劳工

权益受损现象也一直存在，资本流动正在削弱以国

家或政府为中心的强制执行效力。因为，当工厂被

分散在全球各地时，本土的劳工法律的执行几乎是

不可能的，毕竟工厂迁至海外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

是寻求生产成本的最小化。而在中国，Solinger 认

为，地方政府本来被认为是代表中央来处理外资企

业资方与劳方关系的，实际上地方政府和外企资方

往往联合起来反对“支离破碎和毫无防备能力的劳

动者”。② 加拉格尔( 2010) 借助全球化理论来解释

中国劳资问题: 中国对外资的需求存在着地区之间

以及企业之间的竞争，发展主义地方政府既没有能

力也不愿意对资本施加限制来保护弱势劳工，工人

权利受损和劳动条件逐底竞争是劳资纠纷产生的

根本原因，③陈佩华( 2001) 称其为“重压下的中国工

人”。陈峰( 2007) 认为，政府效率优先于公平的发

展战略、劳动力市场以及缺乏有效的安全网等不能

完全解释劳工对其工作环境缺乏影响以及权利受

损时常发生的现象，中国劳动法在规定工人个体权

利的同时，没有规定工人组织、罢工和集体谈判等

权利，这导致了工人个体权利的脆弱，所以赋予工

人集体权利是保护工人权利最关键因素。④

( 二) 工会视角: 有限参与

陈佩华 ( 1994 ) 用国 家 组 合 主 义 ( state corpo-
ratism) 概念来解释中国工会的定位。国家组合主

义认为，国家也是一种利益代表系统，在此系统中

的利益体组成一些有限的、单独的、强制的、非竞争

性的、等级化的和功能性的不同团体，政府在每个

界别或社会集团中仅仅承认一个全国性组织( 例如

全国总工会、全国商会等) ，由这个唯一的组织来全

盘代表该界别或集团中一切个人或单位企业的集

体利益，这些团体的活动要受国家的一定控制。因

此，她把中国工会定义为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组

织，但在国家组合主义体制下，工会承担了“双重功

能”，即“自上而下”代表国家利益，同时“自下而

上”传递工人的要求。⑤

在国家组合主义下，工会扮演的角色是“党联

系广大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由于工会既要代

表全国人民利益，又要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很容易

出现身份冲突。陈峰( ChenFeng，2003，2009 ) 认为

中国工会既是国家统合的工具，又是代表工人利益

的组织，虽然它希望在国家与工人之间保持平衡，

但是当两种身份存在冲突时，工会坚定地站在国家

一边。地方工会权力及运作主要依赖于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也禁止工会动员工人或者通过赋权给企

业工会来施加其影响。所以，工会在立法或其他方

面的努力对平衡工作场所劳资力量非常有限。⑥ 关

于中国工人在现代化建设中所承载的历史使命，习

近平在中国工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

共中央强调:“( 中国工人阶级) 要倍加顾全大局，倍

加珍视团结，倍加维护企业和社会稳定。”
( 三) 劳工视角: 底层抗争

詹姆斯·C． 斯科特( 2007) 在《弱者的武器》一

书中提出了“弱者的武器”、“日常反抗”等概念，他

观察到马来西亚农民借助于偷懒、装糊涂、假装顺

从、装傻卖呆、偷盗、怠工、诽谤、暗中破坏等“日常

反抗”方式去抗争。⑦ 李静君研究发现，工人对资方

的不满不仅仅表现为如磨洋工、故意疏忽、偷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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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王金红、黄振辉:《制度供给与行为选择的背离———珠江三

角洲地区农民工利益表达行为的实证分析》，载《开放时

代》2008 年第 3 期。
Dorothy J． Solinger．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ant Migrants，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
Berkeley，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280．
［美］玛丽·加拉格尔: 《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第 114
－ 150 页，郁建兴、肖扬东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Feng Chen． Individual Ｒights and Collective Ｒights: Labor’s
Predicament in China． Communist and Post － Communist Stud-
ies，2007 ( 40) : 59 － 79．
陈佩华:《革命乎? 组合主义乎? ──后毛泽东时期的工

会和工人运动》，载《当代中国研究》1994 年第 4 期。
Feng Chen． Between the State and Labor: The Conflict of Chi-
nese Trade Unions’Double Identity in Market Ｒeform． The
China Quarterly，2003 ( 176 ) : 1006 － 1028; Feng Chen，U-
nion Power in China Source，Operation，and Constraints．
Modern China，2009( 35) : 662 － 689．
［美］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第 2 页，郑广怀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 200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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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等车间内的消极逆反行为，还出现野猫式的集

体停工、怠工现象，在不少地区，劳工政治已冲出工

厂，集体上访、阻马路、卧铁路、游行。① 徐昕( 2006)

认为，社会“公力救济”的高成本以及实效性不足等

因素让农民工被迫采取非理性的、极端的“私力救

济”———自杀来维权。② 黄振辉和王金红( 2010 ) 用

“捍卫底线正义”解释农民工的抗争维权行为，认为

并非所有农民工维权抗争都可以用詹姆斯·C． 斯

科特( 2001) 的“生存伦理”概念来解释。只有当农

民工的权利被侵犯触及他们的“底线”时，他们才会

做出激烈而极端的抗争行为来捍卫自己的清白。③

在工人阶级及其行动问题上，将劳工带回分析中心

成为重要分析范式。潘毅( 2007，2008 ) 认为，中国

知识分子的当代实践和他们关于社会分层与社会

不平等的研究进一步扼杀了阶级话语，抵消了在快

速变迁的中国社会中形成的对阶级冲突的新理解。
国家相关制度安排使得一个有组织的打工阶级形

成受到阻塞，他们会展开短暂的、自发的罢工等集

体行动。作为一个主体，其行动不能简化为阶级斗

争，其抗争既是打工者对资本、制度的反抗，也是女

性对 父 权 制 的 反 抗。④ 李 静 君 ( Ching Kwan Lee，

2007) 认为，应然权利与实然权利差异推动农民工

发出反歧视的声音，集体动员极易在仲裁庭和法庭

争议中流向街头，合法行动往往转化为直接的街头

行动。⑤

( 四) 国际视角: 劳工公约

国际劳工组织( ILO) 以国际公约和建议书形式

制定国际劳工标准，在已通过的 185 个公约中，中

国批准了其中的 25 个。这些公约对中国的劳动立

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001 年，中国加入了世

界贸易组织( WTO) ，随后美国等西方国家试图将劳

工权益、环境保护和其他有关人权等所谓“社会条

款”与国际贸易挂钩，对违反“社会条款”者予以经

济制裁。国际劳工组织 1948 年的《结社自由和保

护组织权公约》( 第 87 号公约) 和 1949 年的《组织

权和集体谈判权公约》( 第 98 号公约) 规定了工人

结社自由; 中国《宪法》第 35 条、《劳动法》第 7 条、
《工会法》第 2 条和第 3 条、《外资企业法》第 13 条

具体规定了工人的结社权，但是这些条款在中国落

实起来还有许多法律上的限制。
国际劳工组织已经制定的公约不具有法律约

束力。在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已经正式批准了多数

劳动公约的同时，美国仅仅批准了 13 个劳动公约，

其中包括八条核心公约中的两条。最近几年，国际

劳工组织一直致力于发展更广泛的有关劳工标准

和自由贸易的多边机构的联合。目前，唯一能够执

行有关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即 WTO。在 WTO 框架

下，如果一国认为另一国的法律、规范或者行为违

反 WTO 自由贸易原则，可以向争议解决机构提出

申诉，如果被证实违反规则的，被诉方将被强制遵

行原则; 如果被诉方拒绝接受，WTO 可以授权申诉

方对被诉方处以国际制裁的处罚，但是 WTO 的强

制力量不能够用在执行劳工标准上，因为它违反了

WTO 自由贸易法则。因此，迄今为止，相关的国际

公约、国际法和国际贸易规则对劳工权益的监管事

实上几乎全部失效。
( 五) 企业视角: 生产守则运动

生产守则最初是指由跨国公司自行设立的一

套旨在履行其保护环境和维护劳工权益等方面社

会责任的自律性规则。该运动要求各公司必须以

国际劳工标准为依据来监督代工产品的生产过程。
到 1990 年代，全球最大的 500 家公司中有三分之二

建立了生产守则。世界银行 2003 年的统计表明，

现已存在的关于劳权、人权、环保的生产守则已达

1 000项( C． A． Ｒodriguez － Garavito，2005) 。⑥ 生产

守则主要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以跨国公司“自我约

束”为特征的“内部”生产守则; 二是以“社会约束”
为特征的“外部”生产守则。

内部生产守则是指由跨国公司自行负责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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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李静君:《劳工与性别: 西方学界对中国的分析》，http: / /
www． usc． cuhk． edu． hk /PaperCollection /Details． aspx? id =
2438。
徐昕:《论私力救济》，第 29 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黄振辉、王金红:《捍卫底线正义: 农民工维权抗争行动的

道义政治学解释》，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年第 1 期; ［美］詹姆斯·斯科特: 《农民的道义经济

学: 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第 39 页，程立显译，译林出版

社 2001 年版。
潘毅:《中国女工: 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第 10 － 12 页，香

港明报出版社 2007 年版; 潘毅、陈敬慈: 《阶级话语的消

逝》，载《开放时代》2008 年第 5 期。
Ching Kwan Lee． Against the Law: L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Ｒustbelt and Sunbe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 160 － 161．
C． A． Ｒodriguez － Garavito． Global Governance and Labor
Ｒights: Codes of Conduct and Anti － Sweatshop Struggles in
Global Apparel Factories in Mexico and Guatemala． Politics ＆
Society，2005，33 ( 2) :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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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施行并监控的生产守则。1992 年，美国牛仔

裤品牌公司 Levi － Strauss 在塞班岛上的一个承包

商工厂被指控为“血汗工厂”，面临消费者的压力，

Levi 制定了第一个生产守则。同年，耐克公司也制

定了自己的行为守则。内部生产守则通过订单影

响力向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分公司、关联公司和代

工客户推行一套劳动和环境标准，要求商品供应链

的所有合作伙伴共同遵守。以美国苹果公司为例，

“苹果守则”是基于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电子行业公

民联盟 ( EICC) 所制定的标准而设立的，其内容包

括劳工与人权、健康与安全、环境影响、道德规范和

管理承诺。具体在劳工与人权领域则包括反对歧

视、平等对待、非自愿劳工的预防、未适龄劳工的预

防、青少年保护、工作时间、工资和福利、自由结社

等条款。
外部生产守则主要有大学行为守则和多股东

生产守则。大学行为守则是指由美国大学生通过

静坐、集会、游行、谈判等集体行动要求大学制定

的，用于规范生产带有大学标志产品的供应商劳工

状况的生产守则。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大学生参

与到反血汗工厂运动中来，并成立了“反血汗工厂

学生联盟”( United Students Against Sweatshops，US-
AS) ，到 2005 年已有大约 200 所大学通过了反血汗

工厂的行为守则。大学行为守则通常比公司行为守

则更严格，例如它要求跨国公司供应商向大学公开

其所有工厂的信息、要求尊重工人组织工会的权

利、要求“生活工资”( living wages) 要高于法定最低

工资。
多股东的外部生产守则主要有英国的“道德贸

易基本守则”( Ethical Trading Initiative Base Code) 、
美国“公平劳动协会”( FLA) 通过的“工作场所生产

守则”( Workplace Code of Conduct) 、美国“国际社

会责任”组织( SAI) 发起的“社会责任 8000 认证”
( SA8000) 、欧洲的洁净衣服运动( CCC) 发起的“成

衣业公平贸易约章”( the Fair Trade Charter for Gar-
ments) ，等等。生产守则一直受到各种批评，由于

内部生产守则是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它更多地被看

做企业的公关活动; 对外部生产守则的批评主要集

中于它弱化了工人的自我赋权。
( 六) NGO 视角: 跨国倡议网络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除了主权国家，许多非国

家行为体也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

美国学者凯克和辛金克( 2005 ) 提出“跨国倡议网

络”概念，她们将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活动家( ac-
tivists) 组成的、以道德理念或价值观为核心、活跃在

国际舞台上的网络称为跨国倡议网络。这一网络

的核心行为体———非政府组织( NGO) 在国际舞台

上发 挥 了 突 出 作 用。① 正 如 萨 拉 蒙 ( Lester M．
Salamon，1994) 所言，全球结社革命已经出现，新的

注意力和新的期望已聚焦在全球社会运作的公民

社会组织，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呈现出大量的有组

织的私人活动和自愿活动的高潮。②

跨国倡议网络包括跨国公司、国际劳工组织、
国际人权组织、外国政府、大学或研究机构、消费者

组织、社会责任认证网络、慈善机构、各种形式的基

金会组织、宗教组织、学生运动组织，等等。在劳工

保护领域，这些跨国网络以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国

际劳工标准和联合国的人权公约为核心价值，他们

在中国开展的活动绝大部分都是以合作方式进行。
跨国网络的活动家们可能会在整个全球范围内选

择提出问题的最佳途径，并寻找出施加压力的杠杆

支点，因此，对于国内政府充耳不闻的声音，国际联

络起到 了 放 大 器 的 作 用。跨 国 网 络 对 中 国 劳 工

NGO 的支持以项目名义开展，珠三角地区几乎所有

的工人机构都由境外倡议网络提供经费支持。跨

国倡议网络通过信息政治、象征政治和杠杆政治等

手段来与中国的劳工机构一起开展工作。跨国倡

议网络不是采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方式，而是采用

一种“既要代表一种形象，又要寻求更易于接受的

政治立场的双重战略”( 凯克和辛金克) ④。跨国倡

议网络擅长利用符号行动或精致的故事让不知情

的公众更多地了解情况，由跨国倡议网络所培育出

来的跨国市民社会( 例如国际 NGO) 拥有了全新的

平台，这些跨国界的倡议网络在劳工领域已经找到

集中的抗争点( 黄岩，2006) 。③

四、结论与讨论

斯科特观察到，东南亚地区由前现代向现代资

本主义转型中农民的反抗是一种“弱者的反抗”，因

为他们没有能力组织起公开的反抗。中国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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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美］玛格丽特·E． 凯克、凯瑟琳·辛金克: 《超越国界

的活动家》，第 13，20 页。
Lester Salamon． The Ｒise of the Nonprofit Sector． Foreign Af-
fairs，1994( 3) : 109．
黄岩:《外来工组织与跨国劳工团结网络》，载《开放时代》
2006 年第 6 期。



岭
南
学
术

学
术
观
察

?
澳
港
台
文
学
解
读

教
育
学
/

心
理
学
论
坛

政
法
论
丛

经
济
学
/

管
理
学
前
沿

外来工人的抗争是属于这样的弱者的反抗，生存第

一和安全第一是他们的斗争哲学。在全球化影响

下，工人的抗争意识在觉醒，当资本和商品在全球

流动，资本家可以在全球寻求更廉价的劳动力和不

受约束的用工权力时，尽管工人还不能在全球范围

内流动，但他们可以依托生产守则、社会责任审核

和国际劳工组织人权公约等力量; 在跨国网络的帮

助下成立组织( 沿海地区活跃的工人 NGO 组织的

活动理念和资金都得到跨国网络的帮助) 。
( 一) 国家力量回归

在强大的资方与弱势的劳方之间，国家又应该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2006 年《劳动合同法》草案引

发的争论可以反映出，这场劳资之间的博弈已经触

动到正在日益深入的市场经济的底线。代表资方

的美国商会和欧洲商会以及上海外资企业人力资

源协会对草案表达了强烈关注; 而代表劳方的中华

全国总工会也表达了自己强烈的立场。中华全国

总工会认为，目前的劳方力量脆弱，劳动法规必须

向劳方倾斜; 但资方认为市场经济的双方必须是平

等的，对劳方的倾斜政策违背了法律的公正原则。
从中央政府的政策层面来说，自 2004 年中央政府

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动员目标以来，对外来工的保

护开始进入各级政府的政绩安排，尤其是输入地政

府，必须认识到对外来工的排斥性政策不仅不利于

本地经济与社会的健康发展，民工荒带来的劳动力

短缺直接影响到当地企业的运转。
2003 年 1 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农民

进城务 工 就 业 管 理 和 服 务 工 作 的 通 知 ( 国 办 发

［2003］1 号) 》( 以下简称《通知》) 提出了做好有关

农民工各项工作的四个原则，即“公平对待、合理引

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通知》敦促各级地方政

府取消对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切实解

决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改善农民工的生产

生活条件，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多渠道安排农民

工子女就学，加强对农民工的管理。2003 年 8 月，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切实做好维护进城务工

人员合法权益工作的通知》，要求依法把进城务工

人员组织到工会中来，切实解决当前侵犯进城务工

人员合法权益的突出问题。2004、2005、2006 连续

三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强调了解决外来工进城务

工问题的重要性。2004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

“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

组成部分”; 2005 年一号文件《进一步改善农民工

进城务工的就业环境》要求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劳

动力市场; 2006 年 1 月 18 日，关于农民工的全面系

统的政策性文件《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

干意见》颁布，这一重要文件指出，农民工面临的问

题十分突出，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不少社会矛盾和

纠纷，解决好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维护社会公平

正义，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国家回归也意味着，在意识形态领域，国家希

望把农民工重新纳入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中来。早

在 2004 年，全国总工会就宣布农民工是产业工人

阶级的一部分。今天的中国面临的是全球化背景，

国家既要面对全球流动的资本和全国流动的劳动

力，同时也要面对目标不一的地方政府，以及日益

强大的跨国网络的冲击。跨国网络形塑了新的产

业关系，政府、资本和劳工三者的关系在中国的出

口加工区变得日益复杂起来，政府分为中央政府和

地方政府，甚至地方政府又分为劳工输入地政府和

劳工输出地政府，三者的利益显然不一致，中央的

和谐社会建设在劳工输入地只可能是当地人的和

谐，最低工资、最低社会保障线、人均 GDP 的统计、
养老保险等都严格以地域和户口来区分，资本与地

方结盟是为了本地区的发展，这种发展是没有把外

来工人计算在内的。国家对他们的保护可能需要

一个剧烈的过程，如打破城乡分割、鼓励社会流动、
提高弱势群体的教育水平、大力推进城市化等。

( 二) 跨国倡议的多元补充

在中国沿海地区，庞大的出口代工产业吸引了

来自全国各地数以亿计的外来工人。资方可以无

所顾忌地在工厂和车间滥用权威，除了追求利润所

然外，还因为国家没有行使监管责任。对于输入地

政府来说，户籍制度是一项最有力的工具。工人的

外来性决定了他们无法获得输入地政府的保护，这

种外来性又决定了他们的分裂性，因为他们来自五

湖四海，面对权益受到侵犯时，他们最理性的选择

就是流动，因此外来性和流动性影响了他们的团

结。在全球化影响下，跨国网络把一些先进人权理

念带到中国，这些人权公约或人权标准与订单捆绑

在一起，迫使中国企业不得不接受它的约束，传统

的国家组合主义干预模式受到挑战。随着跨国网

络在中国的活动扩散，沿海地区逐渐成长起一批以

劳工保护为目标的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在活动理

念上受到跨国网络的深刻影响，但在活动方式上也

逐渐表现出一定的自主性，他们的活动有利于工人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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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团结，也挑战了政府的权威。
跨国网络通过订单压力和市民社会的道德伦理

来对中国的生产商或跨国公司施加影响，这对工人赋

权和培育市民社会精神十分有益。在现阶段，工人阶

层的赋权尽管还只是一种被动的赋权，是一种来自外

界压力之下的赋权，但这种赋权如果能够持续，市民

社会的精髓就能逐渐深入其中。当然，对工人的保护

最终要回到政府法律和工人集体行动上，现在强调跨

国网络的活动并不是放弃政府保护，也不是反对工人

自主赋权。国内的民间维权组织正是在跨国网络的

帮助之下才得以生存，这种帮助不仅是物质上的还包

括业务上的指导。工人的赋权是一个长久持续的过

程，在发展主义为第一要务的时期，在劳动力无限供

应的时期，在资本与地方的利益如此密切的时期，

来自工人的自主维权还显得十分弱小。现阶段，由

跨国公司和其他跨国网络来承担一部分责任并不

会损害国家主权，跨国网络不可能替代国家，生产

守则不可能取代中国的劳动法。

【责任编辑: 于尚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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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ut-of-field Intervention in Chinese Social Contention in Internet Era———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Wukan E-
vent” ( by WANG Jin-hong，LIN hai-bin)

Abstract: In the era of the internet，contentious actors have diversified，including direct participants，witnesses and out-of-field interveners． Out-
of-field interveners have not yet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researchers．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Wukan Event”，we found that the out-of-field inter-
veners are not passive bystanders，but ones with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rect participants． Out-of-field interveners also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contentious events． They attained that mainly by gaining more say with the help of the multiple channels of information，and then having an in-
fluence on the appeal and issues of present social contention，expanding the contentious space in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dimensions． For these，out-
of-field interveners can play a role on shaping contentious repertoires indirectly，avoiding excesses，balancing power between the different people on pres-
ent contention． According to research，out-of-field intervention is a new trend in the current social contention of China，and also a new perspective that is
indispensable for research of contention．

Key words: out-of-field intervention; out-of-field interveners; social contention; contentious repertoires

The Mixing of Social Conten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A New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ing Civil Action
( by DAI Lin-li)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briefly reviews the limitation of two major approaches to civil action research，then asserts that we should try to under-
stand the feature that is demonstrated by the blending of social conten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ong civil actions in present China． The paper puts
forward a new framework of interpretation which may be called“contention-participation”． This new framework of interpretation includes two models: con-
tentious participation and participant contention． It demonstrates the causal mechanism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contention-participation”actions by
analyzing two typical cases． On the basis of that，we suggest that we should improve the level of civil action by making further mixing of social conten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Key words: contention-participati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ontentious participation; participant contention; civil actio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by QIN Hui-yin，Fu Mei)

Abstract: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s the distinctive form and the unique advantage of the socialist democratic politics in China． Why the socialist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s adopted in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s due to many aspects of inevitability and rationality． Delibera-
tive democracy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and it has come down in one continuous line from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It is the need of social-
ist market economy，a unique form of Chinese democratic politics and the realistic choice and effective way of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in China．

Key words: socialist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cessity; rationality．

A Study on the Spillover Effects between EU EUA Market and CEＲ Market ( by LIU Ji-xian，XIE Sai-sai)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ly analyse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pillover effects between EU EVA carbon trading market and CEＲ carbon trading

market and then puts forward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of symmetrical spillover effects． This theoretical hypothesis is tested by Granger causality test，
VAＲ model，MGAＲCH-BEKK model．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is refused． It exerts dissymmetric spillover effects be-
tween the EUA market and the CEＲ market． On the aspect of income spillover，the EUA market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spillover effects on the CEＲ mar-
ket，however the CEＲ market has no significant spillover effects on the EUA market． On the aspect of volatility spillover，there is a two-way negative vola-
tility spillover effects between EUA and CEＲ markets． But the EUA market has a stronger volatility spillover effects on the CEＲ market． The paper analy-
ses the reason why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is rejected by empirical results and proposes some advice to our government．

Key words: carbon trading market; spillover effects; Granger Causality Test; VAＲ Model; MGAＲCH-BEKK Model．

Path Diversification of Workers' Ｒights Protec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Policy Comparison
( by HUANG Yan，DING Xiao)

Abstract: Chinese labor relations are facing fierce transformation，and traditional nationalism protection model has been challenged harshly． The
employment system of different nature challenges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labor protection，labor policy in the context of new public management movement
and the new development trend of workers' rights protection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more and more complex participation subjects． The traditional pat-
tern for solving labor relations by the government，trade unions，and workers was broken，and global civil society，consumer movement，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and the media have been involved．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on Chinese labor relations，summarizing the
challenges to Chinese traditional national legislation and rights protection of trade unions brought about by path diversification of workers' rights．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labor policy; protection of workers' right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Adaptation Capabilities of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Ｒeciprocal Determinism”
( by ZHANG Jing，WANG Jin-yun)

Abstract: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faces adaptation issue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including economic，cultural and psycholog-
ical aspects． Based on Bandura＇Ｒeciprocal Determinism theory，the present study shows“four-level”training mechanism: ( I) At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 9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