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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1 僱員與僱主處於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之中。

 僱員不擁有資本，所以在就業機會上依賴雇主。

在競爭激烈的就業市場中，個別僱員若對僱主造成麻
煩（例如，鼓動改善工作環境），很容易被解僱。這
是因為無論是僱主還是那個僱員，都知道僱主在就業
市場上不難找到替換者。

技能較少的員工與僱主的議價能力亦較低，更容易被
替換。對比起教授和教學職員，大學聘用的保安員和
清潔工的議價能力是較低的。 

2 透過參與工會，僱員可以獲得並行使他們的集體力
量，以改善其經濟及政治地位。 工會最有力量的策
略是發動罷工。 

僱主可以輕易解僱帶來麻煩的單個僱員，但是當一群
僱員團結起來對抗雇主時，他們的討價還價地位得到
加強，因為雇主無法輕易解僱所有挺身而出的僱員。
此外，通過集體談判，員工從此不再將同事視為競爭
對手，而是視為朋友和同志，團結一致，共同奮鬥。

3 由此可見，一個團結，有組織，而具有政治認識的工
人階級的力量繫於他們發動罷工的能力。但只有在適
當的及長期的組織下，才能形成這種持久抗爭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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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什麼是罷工？
1 有兩種罷工：經濟罷工和政治罷工。

 
2 為了爭取減少工作時間，更好的工資，或其他工人權

利等勞工訴求，經濟罷工的目標是分配正義，針對的
是僱主。相反，政治罷工的對象是政府，而目標是爭
取政治訴求。對工運來說，二者不可偏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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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兩種罷工都需要工人階級組織起來，以罷工為武器。
沒有僱員的勞動力，僱主便無法繼續生產價值，也無
法讓其他生產所需的其餘生產鏈繼續下去（包括後勤
物流、管理、交通，以及教育、托兒、醫療和家務等
再生產勞動。） 

4 說到底，僱主極需依賴僱員的勞動力，而僱員透過停
工，可迫使僱主走到談判桌。 一個真正代表僱員的工
會就能以集體談判來爭取訴求。 

5 此即工人階級戰勝代表僱主的統治階級的力量所在。

6 回歸以後工人權利在沒有民主制約下，政府自然傾向
財閥，所以才會令「官商勾結」四個字街知巷聞。回
歸後工人權利的狀況在香港政府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制
度下只有變壞。現在再加上中共直接干預香港，所以
政治壓迫只會越來越嚴重。在這個情況下，反抗壓迫
和爭取政治公義也理所當然是工運責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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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人意識到罷工作為向政府施加壓力的手段。8月5
日的三罷，特別在癱瘓機場運動上，嚴重打擊了統治
者威信，在這方面取得了成功，儘管隨後的罷工未能
達到同等水平的群眾參與和影響。 

2 8月5日的三罷具有歷史性，是香港從1967年以來第
一次政治罷工。此外，8月5日的三罷是一個草根而
受群眾支持的行動，跟缺乏大眾支持而被親共勢力從
幕後指揮的1967年暴動絕對不同。 

3 8月5日隨後的罷工行動未能達到同等水平的群眾參
與和影響。

 4 為何之後的罷工不那麼成功？ 

參與的工人人數不足：很多工人其實並沒有罷工，只
是打電話請病假或休假。其中一個原因是，未參加工
會的工人很容易受到僱主的報復。

5 反送中運動的各種三罷中，就算是罷工主角（僱員本
身），有時只被視為苦力角色，而不是運動主體。一
旦僱員未如預期般罷工，示威者就自行透過癱瘓交通
基礎設施來達到罷工的影響。這種方法固有的不可持
續性令到運動很快就陷入了僵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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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的經濟專長是第三產業（服務業）。白領上班族
是勞動力的主流。

 2 香港的打工族缺乏階級認同感。僱員認同資產階級的
消費主義和唯物主義價值觀。隨著社會經濟變差以及
香港人對政治制度的幻滅，「獅子山精神」代表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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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提高個人競爭力」的個人主義，還有那種自由資
本主義精神，它雖然不再是時代精神，可是，「獅子
山精神」所代表的那種「個人奮鬥能解決問題」的社
會/文化潛意識仍然根深蒂固。這種思想將生活壓力
當成個別的逆境實例，而不是政治和經濟系統造成的
結構性問題，以便把原本是非常重大的政治議題，像
變魔法一樣變成了非政治議題：只是打工族自己不夠
努力。

3 工人運動的組織工作，過去一直容易讓人聯想到中國
共產黨、親北京/親資方的工聯會，如1967
年暴動或工聯會的親共勞資合作主義等先例而被蒙
污。

4 因此，當反送中運動爆發時，香港的工會運動本來就
很薄弱。示威者試圖用種種非常規方法動員
僱員罷工，但是，在實際上不存在强勢工運的情況
下，這樣做既不可行也不可持續。 

5 罷工的目標是以長期停止經濟生產及其盈利，來向政
府及行業龍頭施加巨大的政治和財政壓力。
這不是早上癱瘓一下地鐵而令到打工族「被罷工」所
能得到的效果—這樣只會令打工族遲到上班，最多令
到他們明天才能上班，總之影響有限。其實，一個真
正的罷工需要精心策劃與協調。準備罷工的僱員必須
已佔領工作場所，參加糾察線並全程奮鬥。工會骨幹
更適宜有心理準備會受到政權的法律和人身威脅，或
種種個人的經濟後果。 ■



1 反送中運動之後建立了新的工會組織。疫情開始時，
醫管局員工陣線發動了罷工；要求保護罷工者不會被
秋後算賬，要求封關，為醫護人員提供防護裝備。

 2 最近，許多白領與藍領打工族都被政治化，按行業組
織工會。他們認識到工會是一種組織形式，是集體權
力的結合。但是，這些新的工會會否在關注政治正義
之餘，也關注社會經濟問題，追求分配正義，將迄今
為止截然分開的政治和民生鬥爭融合在一起？ ■

五. 新工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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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新工會運動
和香港民主抗爭

的未來
1 工人不應忘記工會的基本特徵：工會使群眾根據自己

僱員的共同身份，團結在一起，對抗共同的敵人（無
良僱主）。如果工會不積極保護其成員，那就有違其
宗旨了。

2 工會在爭取工人權益的同時，可以連結到香港的民
主/反中共鬥爭嗎？可以！工會還必須支持和參加民
主運動，這是不証自明的。社會上所有醒覺的人都必
須抵制中國共產黨的獨裁和不自由的管治。 

3 民生和民主，工業關係/勞資關係和政治問題不是相
互排斥或相互對立的。相反，它們是糾纏在一起的。
在經濟罷工時，老闆往往依賴政府的鎮壓機器去壓服
打工族，例如叫警察對付罷工工人。在政治罷工時，
大財閥多數站在政府一邊，某些藍絲小企業也一樣。 

4 工會要維護僱員利益，難以避免針對老闆，但「老
闆」這字眼的意義含混。雖然小企業家也是僱主，但
他們的政治和經濟權力跟大財團完全不對等。在僱主
階級中，也是嚴重分化的，有小商人，也有大財閥大
地主，前者也受後者政治和經濟上的壓迫。大財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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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階級的一部分，為了追求利潤，不但壓迫和剝削
員工，還為了自己的利益將香港出賣給中共，危害香
港人民主和民生。當然，如果小企業家作出壓迫和剝
削員工的行為，必須強烈譴責和抵抗，但是他們最終
不是勞動階級的主要敵人，甚至有些人可以為民主運
動作出不小聲援 — 在這方面黃色經濟圈做為最好的
例子。 

5 反送中運動所興起的「反大台」聲音，固然有其合理
性—這是因為人們看到很多名義上代表市民的組織或
者機構，最後都往往退化成官僚組織。這些新工會如
何避免走上這條歪路？如何維持及健康成長？這首先
必須強調內部民主和問責制：工會代表必須直接從普
通會員中選舉產生，才有正當性，才能確保工會組織
屬於會員。香港工會之中普遍由受薪職員實際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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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工會及
香港社會

1 香港社會檯面上和檯面下都存在著嚴重的性別歧視和
種族主義。香港有三十萬印尼和菲律賓家傭，她們面
對剝削的僱主或就業中心，而香港法律不能夠充分保
障這些家傭應有的權利。難道他們不是和普通香港人
一樣面對香港特區政府的壓迫和剝削嗎？新移民工

基層會員的決策權，這種狀況必須改變。所有決策過
程必須透明，包容和民主。工會制定的訴求及其他關
於參與或發動罷工的決定，都須以民主程序來確立。
香港人渴望民主和自決，所以在工會的運作中也必須
堅持和踐行這些價值觀。 

6 人數越多越安全：工會中的工人團結在一起時，就能
夠抵抗更強大的老闆。同樣，香港的新工會必須團結
起來，進行民主討論和制定戰略，以便在新國安法的
政治環境中進行民主鬥爭。 

7 要進行大規模和長期的工業行動，就需要一個具有民
主和問責制的協調中心，這樣才會有公信力和正當性
執行計劃。反送中運動曾嘗試發動更大罷工，但失敗
了，因為沒有協調中心。在協調中心之外，當然也要
同時鼓勵各種基層組織，促進會員的首創精神與行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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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是中共貪婪的官僚資本主義和威權主義的受害者
嗎？

2 反送中運動下產生的新工會，有可能成為帶領香港擺
脫資本主義和獨裁專制統治的先驅的雛形。只有真誠
地履行我們如此熱切期望的民主，平等主義和社會正
義的價值觀，香港人才能支撐運動，使香港擺脫不公
正和不平等現象。因此，新工會運動必須和移民工人
和家傭，及其頗有戰績的工會，團結與合作，挑戰政
治和資本的霸權。 ■

七. 工會及香港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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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反送中運動
之教訓

1 大家適宜思考新工會運動方向，這首先因為打工族沒
有階級意識，反而不少人信仰了統治階級的思想，特
別是非常個人主義，長期聚合力量非常不容易。這
個問題如何解決? 其次，上文也談到，如果需要總罷
工，就需要一個總工會之類的協調中心。但去年運動
之所以敵視中心化，是因為中心化也容易造成官僚化
和權力壟斷。

2 上文也指出了，防止官僚化在於落實民主原則。但問
題是一個缺乏階級意識的打工族怎樣能夠具備實行民
主自治的能力?最後，上文指出了，工會需要同時進
行政治和行業經濟利益的鬥爭。但工會怎樣才能兼顧
兩條戰線?世界工運經驗都是這樣：經濟抗爭戰綫主
要由工會負責，而政治抗爭戰綫由工黨負責。我們該
如何總結香港的經驗？■

八. 反送中運動之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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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民主必須的
經濟條件

1 我們必須承認，當一班被剝削的僱員創立一個工會來
集體反抗他們的僱主，這些僱員和僱主之間的衝突並
非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的小故障，而是資本主義固
有的內在特徵。

 2 關於價值規律（Law of Value）的理論為我們提供
了一個批評資本主義制度的框架：

 商品的生產過程須要三個元素：原料，工具，和勞動
力。僱主通常擁有原料和工具，即所謂資本。而工人
缺乏資本。反過來，僱主依賴僱員的勞動力，由僱員
使用工具將原料變成商品。透過僱員的勞動力，原料
被轉變為較為高價的商品。 

舉例：一名廚師利用他的技術將一些烹飪原料變成一
些美食。這種範例在服務型經濟的香港仍然有效：知
名品牌營銷部門的員工，通過貢獻他們的智性勞動，
去營銷商品和進行廣告活動，為品牌商品增加了市場
價值。

總之，服務性行業的打工族雖然不直接生產價值，但
由於其對於生產價值非常關鍵，所以也構成資本主義
經濟的重要一環。服務行業僱員在崗位上雖然有分
別，但是，在職場受到僱主的管控和剝削也和工廠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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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沒有基本分別。

利潤到底是甚麼?它就是僱員沒有酬勞的勞動付出。
僱員透過勞動增加了資本原本的價值，但自己並未得
到全部勞動成果，他們得到的只不過是老闆在扣減自
己的利潤之後的工資。由於缺乏資源，即使僱員個人
感受不公，由於缺乏討價還價的力量，所以往往只能
忍氣吞聲。

  

3 為了賺錢，僱主必須減少開支。削減工資、避免加
薪、廢除員工福利和退休金、強行無薪休假、裁員、
無償加班、無視工作場所安全，以及外判工作給承辦
商，全都是僱主透過犧牲僱員生計並增加利潤和生產
力的方法。在疫情中很多香港僱主都有採用這些手
段，靠犧牲僱員來維持自己的生意，儘管僱員已經一
直深受剝削，也被剝奪了普選權。  

4 因此，在資本主義框架內，僱主和僱員的利益是基本
對立的。僱主需要透過最有效率和最低成本的模式去
賺錢，而僱員希望保障自己的權益，獲得有尊嚴的生
計。上文提到在資本主義下面，僱主和僱員之間在權
力上必然不對稱，再加上政府縱容，而工運又弱小，
在這種情況下，僱主對僱員的剝削和壓迫就始終揮之
不去。

 

5 這通常在危機時刻（如疫情時期）更加明顯，家長式
的仁慈無論怎樣美好，最後都被殘酷的追求利潤的邏
輯所取代，而僱員始終被犧牲。疫情中，僱主和僱員
之間的衝突，隨著香港政府官商勾結的政策而惡化。
政府不但沒有加強社會安全網，反而將納稅人錢轉去
接濟大企業與財團。政府更沒有要求財團將這些資金
公平地分配給他們的工人，而財團也可以鑽空子，收
了錢以後解僱僱員或者乘機降低僱員待遇。 



6 面對目前的暴政，工會是維護政治和工人權利必不可
少的工具。波瀾團結工會在1980年代，就能挺住威
權主義的共產黨政權的鎮壓，保存下來，並最終成功
爭取到民主改革和自由化。這至少部分歸功於他們把
職場作為政治組織與動員的最重要平台。但是，即使
統治者突然表現出仁慈去解決當前的政治危機（雖然
機會率很低）—例如，如果北京同意完全恢復和尊重
香港的自治，並允許真正的普選權（行政長官和立法
會的普選）— 資本主義的矛盾，以及種種不是北京專
制主義直接造成的其他社會弊端，將繼續存在。那種
以為香港人只能採取一種「要北京獨裁還是要香港民
主」的二元對立觀點，其實很偏頗，會因此而忽略了
香港其他重大問題的存在。香港人須要透過一個多角
度的視野，去重新評估他們對工會運動，以及對民主
鬥爭的態度。如果香港多項的經濟，社會，環境等問
題還未解決，香港就還沒有光復。香港人必須將自己
從一切不公正根源中解放出來，這不是幻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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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工會作為
參與式民主

的孵化器
1 世界民主運動的經驗證明，工運從來都是社會從專制

邁向民主的重要推手。香港民主道路之所以崎嶇，首
先因為香港工運還太弱小。但不是任何工運組織都可
以承擔這個責任。只有那些本身也是民主地組織起
來的工會，才有資格有力量再去爭取民主。但民主絕
非什麽「少數服從多數」那麽簡單。民主首先就是多
元，意見紛紜才是正常。問題只是大家如何學會公共
議政，求同存異，民主決策，同時保護少數。



 2 內部民主原則對工會的功能至關重要。這意味著，在
爭端中與僱主談判的工會代表必須通過民主程序從會
員內部選舉產生，而工會在鬥爭中採取的策略和戰略
必須通過民主共識來決定。在任何民主國家，持不同
政見者都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人們會對於他們認為最
好的行動方針表示不同的看法。成員們都必須遵守大
家民主擬定的議事規則和行為守則，以公正、透明、
民主的方式指導決策過程，以及維持相互尊重氣氛。
只有這樣工會才是民主機構。 

3 工會內部運作不能夠被一個鐵腕人物或一些小圈子壟
斷。萬一這情況發生，工會成員就會感覺疏遠，無法
表達聲音，離開工會。工會的內部民主應該是一個參
與式的制度，把所有成員囊括在工會的辦事過程中。
這樣才能夠建立一個受普通會員民主控制的工會。

4 工會必須提供一個保護和包容批評和反思的空間。工
會可以通過反思和自我批判，來使到自己的策略適應
不斷變化的政治形勢。2019年反送中運動裡「不分
化，不割席」或「無大台」等標語絕對不可以變成壓
制批評或內部異議的工具。工會內部的民主辦事機制
必須保障少數意見或投訴，讓言論自由，以確保工會
內的辯論和批評自由。

5 有一個常見的質疑是，很多打工族自己都有依賴心
理，希望別人替他出手，而不是自己組織起來奮鬥。
這種現象的確存在。正因為這樣，所以在組建工會
上，不應該盲目追求會員數字，有時候是寧肯少些，
但要好些，銳意團結和爭取那些開始民主覺悟的同
事。所進行的工會教育，也必須是刺激他們的獨立思
考與領導能力的那種教育。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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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現在的香港，沒有平台讓公民通過民主手段行使權力
的機會：立法會在結構上偏向於統治機構和政府；香
港法律制度的獨立性受到損害，難以制衡行政權力；
香港的區議會缺乏任何真正的權力來實現有意義的政
治變革。在這種壓抑下，有些支持民主的人陷入被外
敵圍困的心態，為了應付強大外部威脅，就以紀律之
名來對內部實行思想統一，不容異議和民主決策。但
是必須注意的是，在民主運動內部扼殺辯論和反思，
嚴重損害運動的長期可持續性。民主運動不僅取決於
群眾的支持，還取決於群眾的實際參與和投入。如果
任何批評都受到侮辱和攻擊，這種氣氛是令人厭惡
的。作為新的基層組織模式和建立大眾力量的初期平
台，大家都最好認識到，充分的內部民主習慣是必要
的，只有這樣才能堅持長期鬥爭，對抗日益專制和葬
送自由的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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