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洲基本工資』聯盟的立場書 
 
此聲明可用於亞洲基本工資聯盟就『亞洲基本工資』概念與其它聯盟進行討論，並就相關活動做出決

定。 
 
I. 『亞洲基本工資』的必要性 
 
從資本的角度看，全球經濟正在以驚人的速度整合，但從勞動力的角度看卻愈發割裂地發展。更自由

的資本流動，跨國企業的無情擴張，以及擴張性的貿易政策使得資本更容易在這個變小的世界中流

動。另一方面，勞動力流動卻被限制，即使他們的勞動對全球產業鏈的整合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全球

化經濟下的工人卻彼此分隔。 
 
服裝業被視為當今最國際化的產業。在過去的二十年，它在不斷搜尋廉價勞動力和規模比較優勢的地

區，並在此過程中一次又一次地重建它的生產基地。它的生產橫跨全球，主要分佈在『南方地區』，

如拉丁美洲、非洲、東歐和亞洲。全球的產業鏈包括大量的生產設備：將設計、加工和銷售環節結合

的最先進的大型工廠；他們通常將訂單分包給勞動承包商和不為人知的代工工廠，這些工廠又轉而分

包給南方地區各個國家的匿名家庭式工場。那些跨國企業母公司從全球供應鏈中採購，這主要包括消

費品市場中的『北方地區』著名品牌、大型零售商場或者那些『大方盒』式購物中心。大型母公司、

產品製造商、工人或者消費者都不能徹底了解全球供應鏈的情況。 
 
目前，最大最集中的服裝生產地是亞洲。從生產規模、勞動力數量、原材料分佈、技術、技能多樣性

和勞動力成本等方面綜合來看，亞洲提供最有競爭力的優勢。事實上，研究人員已經發現，服裝工廠

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完成了生產地域的重組。在亞洲，服裝生產主要在中國、印度、孟加拉、斯里蘭卡、

巴基斯坦、印尼、柬埔寨、越南、泰國和韓國進行。在『北方地區』，大型零售商場如沃爾瑪(WalMart)，
家樂福(Carrefour)、特易購(Tesco)正快速成為主要的銷售渠道，逐漸從那些大品牌如 JC Penney 和

Gap 等奪走這一市場。 
 
這些公司也正在為跨國企業和全球供應鏈設定標準。服裝工人維權人士從製造和銷售兩端，在全球範

圍內爭取國際責任行動活躍了十多年。他們支持建立工會，批判對工人權利的踐踏，努力爭取雇主和

跨國企業建立公正的勞動標準，並組織了消費者主導的『反對血汗工廠』活動。這些活動將廠商、社

會團體、工會、政府和國際機構聯合起來，努力建立多方利益相關者的責任倡議。服裝工人維權人士

還記錄了行業情況、工作條件、全球供應聯合消費者態度等。簡而言之，在這一地區的行動有著相當

長期的歷史和堅定的基礎。 
 
服裝業企業監督和問責已經很多複雜的機制。例如，有很多跨國公司在維權人士的壓力下自願設計了

一套行為準則。此外，勞動條例也是在維權團體發起的論壇首次提出。伴隨著這些條例又發展了許多

監督機制，比如多方利益相關者基金會和道德貿易聯盟。SA8000 是另一個保證和監督公司執行公平

勞動條例的機制。像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這樣的國際申訴機制也已經取得進展。這項工作有

著相當長的歷史，他們的優勢和局限都已經獲得證實。這些機制滿足了監督的需要，並採用了有力的

宣傳手段影響公眾輿論。這些行動也有助於了解保障工人工作條件所取得的進展。 
 
這項工作一直為人稱道，但對於建立有議價能力的工人團體卻只有綿薄的影響。有議價能力的工人組



織必須能夠提出符合經濟和行業形勢，可量化的、可討論的要求。比如，承認一項權利並不一定帶來

議價能力。儘管讓僱主承認工人組織權利是重要，但承認本身並不能帶來一個有議價能力的集體。組

織本身也不一定能帶來議價能力。工人多年來通過數不清的勇敢的方式進行組織。但是，在某工廠具

有議價能力並要求高工資的工人，會承受工廠關閉並轉移到其它低工資地區的風險。或者，因為那些

跨國公司買主向工廠所支付的買價並不高，向工廠要求更高工資的工人會被告知廠主財政拮据。 
 
所以，議價能力應該來自一個可商討、可執行的需求計劃，而且根據行業的結構和經濟的整體情況制

定一個合適的目標。也有一些人嘗試通過在貿易協定（如社會條款或勞資協議等）中添加條款來保障

公平勞動標準。在服裝業這樣一個遍佈全球的產業，這些條款或協議不一定能給某一個國家的工人帶

來溢價能力，而事實上也許會削弱工人的團結，因為這些條款把他們按國籍區分開，而他們卻是在同

一個全球產業鏈上工作。 
 
II. 『亞洲基本工資』的出發點 
 
在全球生產線的環境下，尋求具議價力和擬定恰當的訴求是重要的，以推動富策略性的集體組織行

動。『亞洲基本工資』聯盟就這次運動制定的策略是基於下述的特定客觀狀況。不過，只要客觀條件

相同，同樣適用於其他地區的其他行業。簡言之，這是以全球供應線為前題的工會策略。 
 
事實 1： 
亞洲的成衣業已完成重組並過渡了最低潮時期，策略性地審視地區的發展是重要的。多個亞洲國家

中，中國、印度、孟加拉、斯里蘭卡、印尼和柬埔寨佔據了主要成衣產量。這批勞動力構成地區上數

量龐大的集體力量。 
 
事實 2： 
這些國家有關成衣工人的工資調查顯示，各國工人的工資水平大致上接近。相對劃一的工資提供了地

區談判的機會。統合的地區策略亦避免某一國家因為提出工資的訴求，而令工作在國與國之間流動的

危險。 
 
事實 3： 
亞洲的主要生產國在勞工法例、法定工資的定義和政府規定上，有相當大的分歧。但這些國家的第一

層生產商的工人都獲發給全國生產線中最高的工資。因此，為了保証第一層生產商以下的工人能獲得

最低工資，第一層生產商的工人工資必須高於最低工資水平。 
 
事實 4： 
隨著各個零售公司合併成少數大型跨國集團，它們需要大量製成品，並逐漸轉投向具規模、穩健而先

進的製造商。因此，跨國公司的採購人員開始與第一層生產商建立穩定的關係，從而建設一個更穩定

的工作環境。 
 
訴求： 
擬定地區性和具差別性的工資訴求，為亞洲成衣製造業訂下上限。就第一層生產商的工人建議的亞洲

基本工資需配合公平價格的原則，令亞洲基本工資成為可能。規劃地區性工資訴求時，需顧及全球的

供應線和亞洲主要生產國的國情。 



 
III. 推動『亞洲基本工資』運動的原則 
 
    * 『亞洲基本工資』運動確認發展中國家的工會在這次國際性運動的重要性，並確認來自亞洲地

區工運的理念，特別是印度。 
    * 『亞洲基本工資』運動有賴跟不同機構的開放對話，包括製造商和政府，基於互相尊重和合作

的精神，它密切關注跟各個機構的關係。 
    * 『亞洲基本工資』運動有賴已發展和發展中國家的團結，滲進爭取行動中的分歧和不平等力量

的角力，會以尊重亞洲工人自主為前題，透過開放的溝通和持續的對話解決問題。 
    * 『亞洲基本工資』運動將努力維持所有參予組織的透明度和涵蓋度。『亞洲基本工資』聯盟在

各個國家的成員需負起跟國內盟友深化溝通的責任，並把『亞洲基本工資』運動跟其他成衣工人自發

的行動和運動整合起來，爭取改善工作環境、工資和談判權。 
    * 『亞洲基本工資』聯盟是結合眾多首次合作的不同團體的平台。它相信多個團體的合作對運動

是具決定性的，這平台能否確立和延續，有賴各聯盟成員的集體經驗。 
    * 『亞洲基本工資』運動相信自身的力量繫於非中央集權式的運動模式，所以鼓勵靈活性、自發

性和分享，並發展出特定的結構和聯系方式，以達致廣泛的凝聚力，而避免混亂和低效率的運作。 
    * 『亞洲基本工資』運動認同它的主要目標是爭取亞洲基本工資的認受性，並在亞洲國家落實，

因此，它會跟進涉及個別聯盟成員的敏感事件，但不會參予或牽涉於對運動構成分裂或削弱力量的事

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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