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针对经济全球化所弓发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

国际劳工组织

在 年提出了
“

体面劳动
”

的口号
。

所谓
“

体面劳动
” ,

主要是

指
“

在自由
、

公正
、

安全和具备人格尊严的条件下
,

获得体面的
、

生产性的工作机会的权利
” 。 “

体面劳动
”

作为一种战略目标
,

主

要包括
“

促进工作中的权利
、

就业
、

社会保护和社会对话
”

四个

方面的内容
。

目前这一口号不仅已经成为世界劳工运动的基

本目标
,

也成为各国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重要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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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理化与劳工问题

“

体 面 劳动
”

是 国 际 劳工组织

为 应 对经 济全球化 下 的社会 经济

问题
,

特别是劳工 问题而提出的
。

经济全球化 促进了世界范围

内的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
,

同

时也引发 了世界范围 内的某些劳

动问题
。 而 劳动 问题所反映的

,

并

不 是社会经济不 发达或 财 富不 充

分
,

而是社会对富和社会权利的分

配不奋
。

这种状况
,

是由于经济全

球化的性质所决定的
。

所谓经济全球化
,

是指一种新

的世界经济格局
。

在这一格局 下
,

世界 已经形成为一个共同的 市场
,

经济贾易活动打破 了 国家和地 区

的界限
,

不仅商品
,

而且资本的流

动 也打 破 了 国 家和 地 区 的 界 限

—资本无国界
,

市场经济的规则

和惯例
,

已经成为全球范 围 内经济

和 贾易活动 的 共 同的价值取 向
。

的 宗 旨是资本主 义 自由贸易

下 的 无 差 别待遇和 市场 的 不 容干

预
,

这时于推动全球范围内
“

市场

经济
,

自由贸易
”

的 实现具有无可

否认的积极意义
。

然而
,

这种推动

是以 资本的扩 张为 目的和手段的
,

而 资本扩 张 的 直接要求是对 于劳

动的压制
。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 贫易

自由化的迅猛发展
,

社会问题和劳

资矛质也 日益 突 出
。

这主要表现

为 富人成为全球化的收益者
,

财

富分配严重两极分化
,

失业工人大

量增加
,

社会保降不足
,

劳动条件

恶化
,

相 当多的 工人陷 于 贫困之

中
。

这些 问题不仅在发展中国家普

遮存在
,

而且开始 延到发达 国

家
。

中国加入
,

对于促进我国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

并以 正式身

份加入 国 际 经济 大循 环 具有极为

重要的意义
。

这一意义将会在中长

期 的 经济发展 中体现 出来
。

但 同

时
,

中国加入 后
,

劳动 问题也

将会更加 突 出
。

首先是在就 业 方

面
,

由于新进入的外资企业的竞争

优势
,

以及根据 中国加入 协

定 中的产业和关税的调整
,

将会使

中国 的 国有企业 和 民 营企 业 面 临

着相 当严峻的挑战
。

而 内资企业缺

乏竞争力的直接结果
,

是会加剧 中

国的 失 业 问题
。

而 失 业 问题的加

剧
,

又会使得工资
、

社会保障和 劳

动保护等问题更加突出
。

在劳动 力

供过于求的情况下
,

更应呼吁劳动

者权益的保障
。

经 济全球化使劳工 问题成 为

一个全球性的 问题
。

因而
,

以 劳工

为主体的反对全球化的运动
,

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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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进程同时并进
,

特别是

以 年 月 的 的 西稚

图会议同时发生 了大规模的反对

全球化的公众杭议
,

抗议者以 “

保

护工人权利 ”
和

“

反对不公平竞

争
” 为号召

,

要求解散
。

此

后从魁北克美洲 国 家组织首脑会

议
,

到歌德堡 欧盟峰会和热 那亚

八国集团峰会
,

都伴随着以 劳工

为主体的反全球化的公众杭议
。

随着反全球化运动在全球愈演愈

烈
,

显示 出全球化所带来的 劳资

矛盾 已 经发展到 相 当激烈 的 程

度
。

然而
,

经济全球化 已经成为

一个不 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 ,

的地位和作用
,

目前也无法替代

和动摇
。

但如果不正视和协调 日

益加 剧 的 国 际 性 的 劳 资冲 突
,

的宗 旨和 目标也无法实现
。

劳工问题的解决
,

不仅是经济发展

的重要条件
,

而且
,

也是经济和社

会的发展和稳定的重要内容
。

因为

全球化带来了财富
,

也带来了不平

等
,

而我们所面 临的最大威胁
,

将

是不 断扩 大的不 平等造成的不稳

定
。

一个现实的选择是
,

在经济全

球化的过程中
,

必须将劳工权益保

护同时作为全球努力的目标
。

为实

现这一 目标
,

在推行 基本宗

旨和贾易规则的 同时
,

必须 同时贯

彻 国际劳工公约所规定的 国 际 劳

工标准
。

“

洋面旁动
”

国 际 劳 工 组 织 极 力 推 动

确 宗 旨与 劳工保护 的并存和

结合
。

在 年国际劳工大会上
,

国际劳工组织主张将基本劳工标

准与 国际 贾易规则联 系起来
,

对

违反者或 达 不 到 者给 予 贸 易制

裁
。

对这一建议
,

与会国分成明显

的 两派意见
。

在 年 月新

加坡的 首届部 长级会议上
,

经过激烈争论后通过的会议宣言

中
, “

核心 劳工标准
” 以显要的位

置作为新议题被列入 宣言之 中
。

该 宣言 宣称
“

我们再次承诺
,

遵

守国际承认的核心 劳工标准
。

国

际劳工组织 是建立知处理

这些标准的机构
、

我们确认我们

支持其促进这些标 准的 工作
。 ”

年 国际劳工 大会通过的 《关

于工作 中基本原 则和权利 宣言 》

明确地规定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

下
,

要保障劳动者四个方 面 的权

利
,

即 结社 自由并有效承认集体

谈判权利 消除一切形式的 强迫

劳动 有效皮除童工 消除就业竣

视
。

在这些活动 的基础上
,

国际

劳工组织在 年第 届 国际

劳工 大会上
,

由国际 劳工局 长索

马维亚提 出 了
“

体面 劳动
”

这一 国际 劳工组 织 的 战略

目标
。

体面 劳动的 目标
,

是一个具

有全球意义的 国际性 口 号
。

体 面 劳动作为一种全球性的

战略 目标
,

包含有四 个方 面 的 内

容
,

即促进工作 中的基本原 则和

权利
、

促进就业
、

促进社会保护
、

促进社会对话
。

关于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

利
,

是指 年 月国际劳工大

会通过的 《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

权利宣言及其后续措施 》中所规

定的劳动者的基本权利
。

这 些

权利 包括有 时结社 自由和对集

体谈判 的有效承认
,

消除所有形

式的强 迫或强制 劳动
,

有效废除

童工劳动
,

以及消除就业和职业

歧视
。

在这次会议上
,

国际劳工组

织 个成 员国
—事实上 包括

了每一 个世界贸易组织成 员承诺

尊重这些基本劳动权利
。

关于促进就业
。

就业权利是

劳工权 利 最基本
、

最前提 的 权

利
。

就业 问题
,

已经是全球化下一

个世界性的社会经济问题
。

保障

劳工的就业权利
,

包括 自愿选择

就业方式
、

培训就业的机会
、

公平

就业和平等待遇
,

以及获得生产

性工作的机会和体面 的报酬等内

容
。

关于促进社会保护
,

主要是

指要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工群

体
,

提供避免遭遇风险和伤害的

社会性的保护措施
。

社会保护 包

括社会保障和职业安全两 个方 面

的 内容
。

社会保障包括对于劳动

者失业
、

年老
、

疾病
、

工伤等方 面

的社会保险
,

也包括社会救济
、

社

会福利等社会保障
。

而 职业安全

则主要包括为工人提供在职业和

卫 生方 面 的安全的 工作环境和工

作条件
。

关于社会对话
。

社会对话是

沟 通 和 协调 劳资 关 系的 主要手

段
,

社会对话的社会意 义在 于避

免 劳资对抗
,

实施劳资合作
。

这在

劳资矛盾和冲突 日益激烈的全球

化背景 下
,

有着极为重要的社会

意义
。

在企业和产业的层 面上主

要是实施集体谈判和职工的 民主

参与
,

在地方和 国家的层面上
,

则

主要是 实施劳方
、

资方和政府就

劳工 问题和 劳工政策所 实行的三

方协商
。

协商和参与
,

是社会对话

的基本手段
。

如 国 际 劳工组 织 所认为 的
,

“

体面 劳动
”

的提出
,

其意义在于

一
粉旬及策解纬卜

二 口圈
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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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 项 反映 了全体人 民共 同愿

望的 目标
,

同时它也提供 了一个政

策框架
,

它也是组织计 划和活动的

一种方法
,

并且它为外部对话和伙

伴关 系提供 了一个讲坛
。

萍面旁动在引迈剥良套施

我 国政府积极 支持和 响应 了

劳工 组 织提 出的体面 劳动 的这一

口 号
。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

左 己提 出 实现体 面 劳动的 关键
,

是改善那 些 处 于 不 利地位的 劳动

者群体 的 就业环境和 劳动 条件
。

在 中国 实施体 面 劳动
,

最直接的

意 义是对 处 于弱 势地位的 劳动 者

的权利保障提供 了一 个 目标 和标

准
,

而这一 目标和标准的 实施
,

将

会直接促进我 国经济体制 改革的

深化
,

并保障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和

发展
。

在向市场经济过渡 中
,

随着产

权关 系的 多元化 和 劳动 关 系的 市

场化
,

劳动 问题 已 经成 为 中国社

会转型期 最为 突 出的和普遍的社

会经济问题
。

劳动 问题的 实质 即 劳工权益

问题
。

这一 问题的 出现
,

如果说是

历 史过渡 中的一种历 史过程
,

也许

可 以说是无可进免的
,

但这决不应

是一种历 史定位和历 史结果
。

因为

我们 所追寻的 改革 目标是社会主

义 市场 经济
,

只要我们 不放弃社

会主 义这个前提
,

那这个社会就

必 须要把劳动 者的权利保阵放在

中心地位
,

因为社会主 义社会就

其 本 质 而 言是 一 个 劳动 者 的 社

会
。

即使是从纯粹市场 经济的 角

度
,

我们也应将劳动者的权利保津

作为改革的 目标之一
,

因为市场经

济的 自身发展
,

也需要具有一种完

善 的 劳动 者 的 社 会 权 利 保 障机

制
。

然 而
,

在我们的经济发展过程

中
,

却 出现 了一 个令人担忧 的倾

向
,

这就是在生产要素的配置 中
,

重视资本和管理而 忽视劳动
。

一个

明显的事实
,

是两极分化迅速形成

并不 断加剧
,

基尼 系数 目前 已经达

到
。

忽视劳工权利和 劳工保

护的倾 向
,

已经影响 了劳动者的积

极性
。

调整和 完善有关政策
,

已经

成 为改革和社会经 济稳定发展的

紧迫需要
。

而 实施体面 劳动这一 目

标
,

正是调整和 完善劳工政策的重

要契机
。

应该说
,

我国在劳动法律和劳

动政策中
,

已经初步构建了劳工权

利保护和 劳工标准的基本框架
。

体

面 劳动 所提 出的 目标
、

原 则和要

求
,

与我国的劳动法律的 目标
、

原

则和要求是基本一致的
。

在我国实

施体面 劳动
,

即是要以 国际 劳工标

准和体面 劳动的 内容要求为参照
,

完善我 国的劳动法律体 系
,

并在改

革的过程 中
,

严格遵守和落实劳工

保护的各项规定和要求
。

这些规定

和要求主要有

加 强 劳 动 者 墓 本 权 利 的保

障
。

劳动者的基本权利
,

主要是指

国际 劳工组 织在其 个基本 劳工

公约 中所规定的权利
。

通过工人组

织 工会与雇主集体谈判 来保障劳

工权益
,

是市场经济条件下 劳动关

系协调的主要方式
。

这种方式即是

集体劳动 关 系调整的方式
。

集体劳

动关 系的形成
,

关健是要有一个真

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
。

知何通过

保津工人的工会组织权
,

并实现中

国工会群众化私民主化的改造
,

是

实现集体 劳动 关 系法律调 整 的 最

主要的要求
。

保障和落实 以就业权 为 中心

的劳动者的各项劳动权益
。

我 国 劳

动 法 明确 规定 了 劳动 者个人在 市

场 经 济 条 件 下 所 享 有 的 各 项 权

利
。

这些权利 包括平等就业和选择

职 业 的权利
、

取得 劳动报酬 的权

利
、

休息休假的权利
、

获得劳动安

全卫 生保护 的权利
、

接受职业技

能培训 的权利
、

享受社会保险和

福 利 的权利
、

提请 劳动 争议 处理

的权利 以 及法律规定 的 其他 劳动

权利
。

在这 些权利 中
,

劳动 就 业

权是这 些权利 中的核 心权利和前

提权利
。

在我 国存在着大量下 岗和

失业工人的情况下
,

保障劳动者的

就业权
,

不仅关 系到劳动者个人的

生存状态
,

而且直接关 系到社会的

稳定安全
。

因此
,

解决 劳动就业 不

能仅仅是各项 改革的
“

配套措施
” ,

而 应 该是 改革的 重要 内容和 直接

目标之一
。

加 强 对 于 劳 动 者 的社 会 保

护
。

劳动者的社会保护
,

就其基本

限度 而 言
,

是保护 劳动 者的 生存

权
、

生命权和健康权
,

就其本质而

言
,

是保护劳动者的人的尊严
。

对

于这一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
,

并不

是社会对于他们 的施舍
,

而是他们

应有的权利
。

这不仅 因为他们 已经

或 曾经为社会作 出贡献
,

还 因为他

们之所以 成为社会弱者
,

是 因为社

会制度或机制 的不尽 完善所造成

的
。

为此
,

社会 自身必须承担保护

他们 的义务
。

对于劳动者的社会保

护
,

主要是社会保障和劳动保护
。

在这 两 个方 面
,

首 先是政府的 义

务
,

同时
,

也是企业或雇主 的 义

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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