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英国公投退出欧盟事件

被广泛解读为是全球化进程的倒退。

虽然旧的政治共识是全球化对所有人

都有利，但不可否认，这一共识目前

面临着压力，英国退出欧盟事件就是

其结果之一。而且，尽管英国退出欧

盟公投之前的争议集中在移民问题，

公投结果却引发了对全球化两大支

柱—商品与资本的跨境流动—的

广泛质疑。过去 30 年来，英国某些地

区制造业的就业已经消失，这些地区

在投票中以压倒性的优势选择退出欧

盟，而除了繁华的伦敦和东南部地区

之外，不足 1/7 的选民选择留在欧盟。

在大西洋的对岸，国际贸易对就

业和工资的影响也成为美国总统大选辩论中的重要内容。

因此，尽管有些人仍对反全球化浪潮的兴起感到困惑，但

更应该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对全球化的赢家与输家的争论

相对较少，以及能否对全球化进行改造，让普通人也能受

益。

工会组织在这些争论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工会生来

就是国际主义者，有支持公平国际贸易和跨国合作的悠久

传统。我们的价值观也让我们基于其对工薪阶层的就业、

工资、权益的影响来评估任何思想、政策、趋势的优点。

要评估全球化，首先要对它进行定义。过去 30 年，

全球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全球贸易量增长显著，其中

1988—2008 年被视为“全球贸易一体化的全盛时期”，国

际贸易由于冷战结束、中国加入全球市场、全球贸易壁垒

减少等原因而加速增长（Corlett，2016）。
但是，在这段时间，不仅跨国商品和服务贸易量增长，

跨国资本流动也大幅上升。很多国家

减少或停止了对资本流入与流出的控

制，因为他们相信这会促进经济增长。

因此，尽管很多人认为全球贸易量的

增长不可避免—至少在中国加入世

界市场之后是如此—但却认为跨境

资本流动明显是政策选择的结果。

那么，随着跨境商品和资本流动

的大幅增长，工薪阶层的处境如何呢？

在这段时间，很多较为贫穷的国家的

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作为全世界人

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

使得每天收入低于 1.90 美元的人口数

量在 1981—2012 年间减少了至少 10
亿。正如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

（Branko Milanović）所指出的，很多较为贫穷国家的人口

的收入都大幅增长。

可喜可贺的是绝对贫困已大为减少，但作为工会组织，

我们还追求更大的公平。而在公平方面，尽管国家之间的

收入不平等情况已有所缓解，但全球各国的国内收入不平

等却在加剧。

例如，尽管英国目前的就业率创历史新高，但受制造

业就业减少的影响，很多社区经济不景气、就业前景渺茫，

高失业率还是留下很深的伤痕，其中1980—1988 年之间

平均失业率高达11%。1980 年，英国就业人口中，制造业

占了 1/4，而今天却不足 1/10（ONS，2016）。
当前，很多制造业工人仍然面临着全球竞争的压力，

其中包括英国钢铁行业。尽管对中国开放市场降低了英国

消费品价格，但在那些与中国有竞争关系的行业工作的工

人则要遭受长期失业和低工资的影响，其中工资最低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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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受到的影响最大（Pessoa，2016）。
因为从高技能、高工资岗位（包括制造业岗位）转移

至低工资的服务行业，英国工薪阶层的工资一直增长乏力。

但在最近几年，主要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除了希腊之

外，英国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平均工资降幅最大的国

家。在《金融与发展》2016 年 6 月号刊登的“新自由主义：

被高估了吗？” 一文中指出，认为金融开放会能促使经济更

加稳健增长的观点似乎是言过其实，因为资本项目自由化

会加剧经济波动与收入不平等。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美

国私人债务不可持续地增长，英国、爱尔兰、西班牙等国

也是如此，而全球金融体系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一旦危

机爆发，很快便会传遍全球。

但是，因此就认为过去 30 年间工人就业情况恶化与

工资降低全是全球化惹的祸，这会让一些国家的政府逃脱

责任。国内政治家通常给公众一种印象，即以为他们对全

球趋势无能为力。但是，他们的政策选择其实对工薪阶层

的就业和工资前景产生了重大影响。

20 世纪 80 年代，英国的收入不平等情况迅速恶化（见

图），高层收入急剧增长，中层收入增长缓慢，而底层收

入没有增长。虽然贸易与金融全球化是导致这种情况出现

的原因之一，但主要原因在于当时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税收

和福利新政策。虽然 21世纪头十年的收入再分配政策防

止了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但并不能缩小收入差距。

其中，对工会组织影响最大的是集体谈判权遭到打击，

逐步削弱了工会对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制衡作用。在集体谈

判协议覆盖面广的国家，其工资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无

论是高技能与低技能工人之间、男女之间，还是正式工与

临时工之间收入差距都较小（ILO，2016）。
因此，作为工会组织，在全球化争论中，我们的首要

作用是要提醒自己的政府：政府是有能力改善工人生活的。

政府应该鼓励能扩大高技能就业（目前已经消失）的投资，

促进并鼓励工会继续发挥维护工人权益和工资方面的关键

作用。由于全球工资趋同，工会也因此有机会开展跨国合

作，确保经济收益能更公平地分享，对任何对待工人不公

平的现象发挥其影响力。

尽管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程
度已有所缓解，但全球各国的
国内收入不平等却在加剧。

在国际层面，我们需要基于对工薪阶层的就业、权益、

生活水平的影响对任何提议—无论是提高贸易开放水

平，还是加强税收合作—进行判断。英国工会联盟坚决

反对《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因为该协定会

对以下方面产生负面影响：国际贸易增长收益的平等分配，

公共服务领域（很多工薪阶层在此领域就业），以及民选

政府对消费者、环境和劳动保护进行管理和规范的政策空

间。但是，我们仍然坚持认为应在社会层面和市场准入方

面对欧盟单一市场保持开放，一旦英国退出欧盟，这就是

让英国人保留住好工作的最佳办法。

我们也坚持认为，一旦延伸到国际层面，事情就会

不同。广受欢迎的对资本项目自由化和财政整顿的重新

审视已经让以下问题成为关注焦点，即国际金融如何能

够更好地支持生产型经济，以及新型国际化的可行性，

这种新型国际化允许政府发展国内的生产型经济。二战

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改革就是在追求这一目标，

当时工薪阶层生活水平大幅上升。历史上，工会组织在

达成布雷顿森林体系共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

我们的目标是在创造有利于工薪阶层的全球化进程中再

一次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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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

富人增长更多
英国最富裕10%家庭的收入迅速增长，而最低收入阶层的收入

却几乎没有增长。

(英国实际家庭周收入，英镑，按2013/2014年价格计)

资料来源：英国IFS收入数据，可从以下网址获得：https://www.
ifs.org.uk/tools_and_resources/incomes_in_uk
注：家庭花费按无子女夫妇花费计，即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修改
后的同等标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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