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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界與新經濟：工會與僱主協會

庇樂＊

經濟的國際化及市場的全球化使工會和僱主協會面臨新的問題。一些

觀察家甚至認為，勞工集約關係可能會因此出現衰退。

為了就此問題作出回應，似乎需要根據國際勞工組織1 997／8年度《世

界勞工報道》，對競爭加劇情況下工會化和加入勞工與僱主代表組織的比

率低迷所產生的後果作出實事求是的評估。

在過去幾年裡，工會運動幾乎在世界各國都大大減少。而統計資料僅

僅反映了一部份問題。在一些國家裡，工會正在為柏林牆的倒塌付出 代

價，因為該事件終結了參加工會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根據國際勞工組織

的資料，那些大部份勞工參加了工會的國家祇是少部份的國家。然而，工

會力量並不能僅以其成員的數量來衡量，還必須考慮其他因素，譬如工會

的院外集團以及工會活動份子以議員身份在議會及其他公民社會的重要組

織中的存在。

職業及其效應之新地理

對數量作單一的分析，可能會疏漏本問題的一些重要方面。首先是工

業就業與總就業之間的比率下降，它意味著與工會化聯繫最為緊密的新職

業和職能相關的勞動者在勞工市場中人數的增加。其次，在級別和集中化

較以往下降的企業中，勞工組織的新方式對工會化並不適應。

＊前 勞 工 暨 就 業 司 司 長

1347



此外還必須考慮到，影響發展中國家的工會會員散失的情況可以在很

大程度上歸因於結構調整導致的公共部門就業機會的減少，儘管我們可以

期望民主化進程可能會營造出適合工會壯大的土壤。

除了純經濟方面的原因外，一些國家的當局採取的其他政策在工會運

動中亦有負面的反應，尤其在援助領域以及對勞工組織給予制度上應有的

認 同 方 面 。

在這種情況下，工會合併愈演愈烈。他們力圖使他們的運作合理化，

儘管或遲或早他們最終都會發現代表各方利益是多麼的困難，而且他們要

維護的不同組織的利益甚至可能是相互對立的。

由於有差異的社會經濟的融入，所以當我們看到歐洲和美國在這些和

另一些領域的作法和風格與眾不同時也就見怪不怪了。

美國工 會傳 統上 是集 中在 企業 裡的， 他們 渴望 維護 其成 員的 短期 利

益。他們堅信他們擁有監督勞動實施的合法權利，而且許多時候他們會與

僱主面對面的抗爭。這種情況可以解釋美國勞工關係領域現存的巨大的對

抗關係，尤其因為談判甚至可能包含較那些社會性立法最為完備的國家更

為廣泛 的權益 要求 。

在歐洲，工會的歷來目標是代表所有的勞動者，而不是將其活動範疇

局限於勞工關係問題上，他們將他們的參與努力擴展到了社會固有模式的

定 義 上 。

除了經濟和社會職能，工會幾乎在世界各個地區一直對最為公正的社

會模式的鞏固發揮著關鍵作用。

對就業的憂慮

然而歷史並不會停止前進的步伐，經濟發展的國際化帶來了變化。面

對這樣的變化，全世界的工會都正在適應市場全球化的新浪潮。如今，其

主要目標之一是保護就業。在美國和加拿大，企業內部的集體談判一直圍

繞著轉包問題及限制這種活動的方式展開。在德國和日本，工會日益強烈

地認識到職業培訓和再培訓是根本的主題。而在整個歐洲， 正在致力於避

免勞 動力 的惡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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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出現了一種可能包含較少對抗但卻有更多談判的新策略。

此外，工會一直努力提供新的服務，如補充社會給付、職業諮詢和有

關溝通計劃的專業培訓等。

工會不遺餘力地爭取新會員。爭取對象包括中小企業的婦女和青年、

沒有被納入架構的階層、失業人員。整體上來說，包括所有的邊緣人士和

被排斥的人士。

與此同時，國際間的工會合作正在加強。儘管存在（語言和文化）差

異，但還是形成了一些有影響力的跨國組織，譬如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

世界勞工大會和歐洲工會聯合會。除了跨國企業各國分公司的工會外，如

三菱、本田、快意和萬事得，還有一些行業性質的國際組織通過組織集團

性工會委員會強化他們的作用。

在這種情況下成功地組織了國際公共信息運動，促使企業日益關切消

費者對一些社會和環境問題所持的態度。食品、農業、酒店、餐飲、煙草

及類似行業勞動者國際聯盟在這方面施加的有效壓力就是一個值得提及的

例子。該組織向百事可樂、喜力啤酒和嘉士伯啤酒這樣的巨人企業成功地

施加壓力，促使他們與緬甸的企業就緬甸現有的勞動條件達成協議。

這場運動培養且壯大了公眾輿論潮流，推動企業或企業集團尊重並促

使他人尊重轉包工的應有尊嚴的社會工作條件。值得一提的是，美國跨國

公司N i ke、Reebok 和 L ．L ．Bean的例子，他們與工會和保衛人權運動達成

了協議，同意在全世界任何地方簽訂的商業協議中實施工資和工作條件的

基本 標 準 。

最後是與當地的組織建立新的聯盟。這些組織在很多情況下追求與工

會相同的目標，然而他們的架構卻更加靈活。其力量在於他們吸納成員時

考慮到對象在世界觀、宗教和政治上的抉擇以及年齡和性別上的區別，甚

至還考慮到是否是消費者等因素。正是這些組織在全世界引領著旨在維護

最易受傷害階層人民權益的運動。報端開始出現環保組織、公民權益保護

組織、少數民族保護組織、女權運動等各種組織。最近，熱那亞就成了這

些運動顯示力量的大舞臺……。

無論工會組織在量與質方面真實的說服力如何，他們在民主、經濟和

社會方面仍然是勞工關係的主要對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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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主協會面臨的問題

然而，僱主協會今天仍然面臨一些困難，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與工會

所遭遇的困難類似。

成員的缺乏／流失，在一些地區影響力的減弱以及在發展中國家和過

渡時期國家立足時所遭遇的巨大障礙，都是顯而易見的。

由此他們正在努力使他們的架構適應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框架，適

應日益交織匯聚的市場 。

眾所周知，僱主協會遍佈全世界。通常，他們的宗旨是在集體談判框

架內與工會活動抗衡 。

勞工組織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兩種對立潮流的踫撞。一種是加拿大和美

國，在這兩個國家裡，僱主擁有完全的自由，由他們自己並使用自己的人

對企業內的勞工關係加以組織；另一種是這樣一種方針，主張在更高層面

對就業條件以及其他生產條件加以規範，以避免野蠻競爭，保障謹慎管理

在市場目標經常變化的情況下所必需的穩定。

未來的演變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公共權力所採納的政策。其決策依據

是一種無法 描述的現 實，它存 在於所有的 國家，無 論是否工 業化國家 都

是 如 此 ， 而 且 其 立 足 點 是 中 小 企 業 佔 絕 大 多 數 的 事 實 。 在 大 部 份 國 家

裡，此類企 業從習慣 上來說， 都沒有加盟 僱主組織 的願望。 在很多情 況

裡他們都擁 有自己的 組織，而 這些組織是 可以納入 僱主的大 組織內又 或

走 自 治 的 道 路 。

為了改變這種傾向，許多國家的眾多的僱主組織正在致力加強對中小

企業的援助機制。該機制涉及諸多領域，如職業培訓、獲取信貸、法律服

務、有關良好運作的資訊、商業化以及對出口提供支援等。

然而，甚至是那些面對日益複雜且激烈競爭的大企業都趨於選擇自治

的道路，出口企業尤為如此。

毫無疑問，新的經濟活力一直在削弱傳統的僱主協會。一些協會整個

脫胎換骨，改而向其成員提供服務；另一些協會則試圖適應新的要求，尋

求改善其服務質素和主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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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工會尋求與其他社會組織的密切關係一樣，僱主協會亦正在與社區

組織（婦女、青年或教育機構）建立伙伴關係，目的是從整體上實施培訓

活動，推動就業，甚至與社會排斥作抗爭。

國際上同樣亦在整合，出現了國際僱主協會。這是一個較有代表性的

架構，匯聚了一百多個國家的全國性聯合會，其目的是協調企業面對國際

貿易的社會和經濟規模要採取的立場。

面對工會化和加入勞工和僱主代表組織的比率低迷，有人認為這是勞

工集約關係正在衰退，其身處的無疆界經濟急迫需要產生社會資本和金融

資 本 。

利益的分化影響著工會和僱主協會。勞動者的工作安全問題不同於那

些將勞動者置於惡劣環境下的人所面對的問題，這就如同中小企業與跨國

企業兩者可以面對極其不同的問題一樣。

傳統社會伙伴正在經歷危機時代，這是因為對他們而言，重心更多地

是放在競爭上而不是行動的一致性上。

在未來的年代裡，工會和僱主協會運動將會有巨大的發展和加速以適

應新的要求。無論是工會還是僱主協會都一直以一種相當深刻的方式顯露

出期望爭取新空間的跡象：衝突的存在，一直不斷地引發強烈的聲援浪

潮，充斥著世界各地許多城市的街頭巷尾……。

為遏制 爆炸性 的局勢 ，社會 對話 仍然是 尋求平 衡解決 方案的 最佳 途

徑，這些方案將一直是社會的基本棟樑，而社會則需要能夠將社會公正與

經濟發展協調起來的勞工關係模式。

資料來源：《勞工關係與社會凝聚》——國際勞工組織；1 997／8年度

《世界勞工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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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金領取者中工會會員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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