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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国外劳动移民问题与工会的对策

●姜列青

随
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南北差距的拉大 , 国家和

地区间的移民不断增加 , 其中“劳动移民”( 也称

“移民工人”) 占有较大比重。各国政府和工会越来越关

注劳动移民问题 , 纷纷采取对策。工会在这方面的作用

也日显突出。

一、移民问题日益受到广泛重视

移民问题具有普遍性 , 在一些地区尤为突出。以欧

洲为例 , 2004 年欧盟东扩后很快就出现了大批中东欧

工人涌向西欧国家的风潮 , 进入 2007 年后更加严重。

在北美地区早就存在墨西哥移民大批移往美国和加拿

大的问题。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也有大批移民流动 , 俗

称“新的民众大迁徙”。大多数移民流往异国他乡的主

要目的是为了谋生和寻求就业。因此 , 移民工人必然占

有较大比重。

同时 , 移民的广泛存在也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他们

不仅帮助侨居地解决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 也为本国

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据统计 , 仅他们每年对本国的

汇款就达 1000 多亿美元 , 而通过非正式渠道寄出的钱

估计超过一倍。这笔“资金”之巨 , 仅次于世界石油和相

关产品的贸易额。

移民问题往往是产生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 , 例如

2006 年法国巴黎发生的所谓“郊区危机”就是个例证。

这次骚乱主要是由移民青年引起的。当时法国的部分

工会还给予了支持和帮助。这次事件再次说明了移民

问题的严重性。

另外 , 移民也是政党在大选中关注的重要议题之

一。

鉴于上述原因 , 许多政府和政党都为解决移民问

题寻求对策与合作。2001 年联合国曾就举行移民问题

世界会议作过调查 , 作出回答的 2 /3 以上国家都表示

赞成。这说明移民问题受到广泛重视。

二、移民工人的处境

移民的处境一直受到工会的重视。2003 年欧工联

曾就欧洲移民工人的处境做过调查 , 并发表了题为“移

民工人和少数族裔”的报告。这份调查涉及 24 个成员

国 , 反映了移民工人的基本处境。报告指出 , 移民工人

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 劳动报酬低 , 提升职务难 , 对侨居

地的法律缺乏了解 , 本国的专业资格证书得不到侨居

地政府和企业的承认 , 经常遭遇民族歧视和种族偏见 ,

存在语言沟通障碍 , 不容易找到住房 , 安排子女入托和

入学难等。由于移民的情况千差万别 , 他们遇到的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难度也不禁相同。这主要取决于 : 他们移

居某地的时间 , 来源的国家和地区 , 掌握专业和语言的

水平等。例如移居瑞典的芬兰人就几乎没有语言困难 ,

因为瑞典语是他们的第二国语。操英语的印度、巴基斯

坦和加勒比地区移民也很容易融入英语社会。来自非

洲法语地区的移民也不难进入比利时和法国社会。但

是来自穆斯林国家的妇女移民就难以与其他社会生活

相融合。

三、工会维护移民权益的基本主张

面对日益突出的移民问题 , 各工会纷纷提出主张

和对策。2006 年欧洲工会联合会提出了工会对移民问

题的总体主张 : 移民工人应在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方

面与当地工人享有平等权利 , 移民接受国通行的集体

协议和劳动市场体系也应适用于移民工人 , 移民工人

与当地工人应平等享受所在国的社会福利 , 接受移民

的国家应对侵犯移民合法权益的行为实行有效的遏制

和制裁等。

国际工会联合会 ( 目前最大的国际工会组 织 ) 于

2006 年 11 月由国际自由工联和世界劳工联合会合并

以后 , 就在同年的 12 月于布鲁塞尔举行了有关移民问

题的研讨会 , 约 60 国的工会代表出席。会议讨论了如

何维护移民工人的合法权益和建立有关的信息交流机

制等问题。会议特别强调要关心移民女工的处境。

非 法 移 民 的 大 量 存 在 始 终 是 各 国 工 会 关 注 的 问

题。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 , 发展中国家的非法移民工人

约占全部移民劳动力的 80%。这个比例在发达国家也

很高 , 如法国达 17%, 比利时 20%等。这些非法移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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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既未进入国家的统计范围 , 也未列入纳税名册。他们

的基本权利难以得到保障。同时他们也对侨居国的就

业市场造成了冲击 , 引起了社会的不安。而工会对他们

尚缺乏有效的维护手段。

为了克服非法移民问题 , 工会积极推动政府采取

有效对策 , 同时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主张。例如英国工

会曾提出“不要使任何人成为非法工人”的口号。2005

年英国交通和非专业工人工会还提出了如下主张 : 工

会反对的不应是非法移民 , 而应是雇佣这些人打 “黑

工”的雇主。但是 , 也有个别工会反对政府实行非法移

民合法化政策。例如 , 2003 年美国劳联- 产联就反对布

什政府提出的非法移民合法化法案。工会认为当时的

非法移民已超过 800 万人 , 已对社会和就业造成了很

大压力。不过 2006 年后 , 该会改变了上述立场 , 并组织

了一些声援移民工人的活动。

四、工会维护移民权益的主要活动

1.帮助移民融入侨居地的社会生活。为了维护移

民及其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 , 工会认为重要的是要帮

助移民尽快融入侨居地的社会生活 , 实现所谓 “一体

化”。为此 , 他们做了许多工作 , 包括向准备移居本国的

人介绍当地的劳动和生活条件 , 使他们作好应对各种

挑战的准备。西班牙等国工会为了加强对移民工人的

宣传教育工作还建立了专门的信息机构 , 并用移民的

主要语言出版国情和地区情况介绍。

2.为移民争取平等权利。一是选举权。奥地利工会

在 2000 年就提出了让移民享有地方选举权的建议 , 他

们还推动议会通过了相关的决议。同时规定移民工人

享有企业生产委员会的选举权。该委员会是职工参与

企业管理的机构。二是就业权。移民就

业难和就业不平等是普遍存在的社会

问题。为了改变这种情况 , 工会开展了

此项活动 , 有些还建立了有关工作机

构。例如芬兰工会早在 1997 年就建立

了失业移民工作委员会。但是由于工

会并不掌握就业资源 , 因此 , 帮助移民

解决 就 业 问 题 对 工 会 有 一 定 的 难 度 。

三是平等的报酬权。工会积极利用法

律和集体合同等手段为移民争取这项

权利。例如 2004 年瑞典工会曾为移居

该国的拉脱维亚建筑工人争取平等的

劳动 报 酬 权 而 开 展 了 一 场 司 法 斗 争 ,

得到 了 欧 洲 许 多 工 会 和 政 府 的 支 持 。

结果使欧洲法院作出了公正的判决。

集体合同也是工会维护移民报酬

权的重要手段。瑞典总工会就与雇主

协会签订了一项有关协议 , 规定凡适用于瑞典企业的

工资协议对外资企业和他们雇佣的外国工人也有效。

工 会 还 赞 成 雇 主 协 会 吸 收 外 国 企 业 主 为 其 “临 时 会

员”, 条件是他们必须遵守集体合同的各项规定。

3.积极吸收移民工人入会。组织移民工人入会是

维护他们正当权益的重要组织保证 , 也是稳定社会和

调解劳动市场的需要。为了做好这项工作 , 有些工会建

立了移民工作组织。例如瑞典工会在 1998 年就建立了

移民会员积极分子联合会。另外 , 有些工会为了增加凝

聚力 , 还在尚未入会的移民工人中开展了吸收“临时会

员”或“过渡会员”的活动 , 并为他们提供与正式会员相

同的服务 , 以利吸引他们参加工会的活动。

在积极发展移民会员的同时 , 欧盟国家工会还注

意在各级工会领导机构里增加移民工人的代表 , 包括

增加他们在企业基层工会领导人中的比例。几年前英

国工会大会就决定各级工会领导机构都要设置移民代

表席位 , 并按其会员数决定席次。另外 , 有些企业的集

体合同中还规定了维护移民工人特殊权益的条款 , 如

允许穆斯林工人佩戴民族帽上岗等。

4.加强有关移民问题的国际合作。有些工会为了

开展国际合作签订了一些跨国性文件。例如 1959 年意

大利天主教工会为了维护移居比利时的意大利工人的

权益 , 与比利时天主教工会就在比建立意大利移民工

人工会组织的问题进行了磋商 , 并达成了相关协议。有

些国家间的产业工会也签订了跨国合作协议 , 规定移

民会员受到侵害时可寻求所在国工会的帮助。另外还

有许多工会就移民问题在国际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接

触与合作。□( 作者单位 : 全国总工会)

四川省阆中市总工会举办基层工会干部《劳动合同法》专题讲座。

白先勤、母小平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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