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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 ， 他们的利益诉求从
＂

生存型
＂

向
＂

发展型
＂

转变 。

保障劳工权益的主体在利益博弈过程中 ， 没有走向有效的联合 ， 还不能很好的代表

劳工利益 。 劳王作为个体在维权的实践中举步维艰 ， 非理性的暴力维权也为化会稳

定埋下隐患 。 他们有怎样的维权实践 ， Ｗ及在维权过程中获得了哪些支援性力量 ？

政府和农民工 ＮＧＯ 在劳工维权 中各扮演了 怎样的角 色 ？ 学界在关注农 民工维权

时 ， 倾向于关注维权行为 的整个过程 ， 对 日常劳工的维权行为探讨甚少 ， 对于多元

维权主体对 比的研究较少 ， 也没有把农 民工 ＮＧＯ 从非政府组织中单独姑出来 ， 并

深入探讨农民工 ＮＧＯ 对公 民社会的意义 。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 ， 用巧会资本 、

资源动员 、 赋权与增权等理论视角 ， Ｗ新晨工友之家为例 ， 结合广东省两个农民工

ＮＧＯ
￣￣

ＣＦ 和 ＸＸＣ 介入劳工维权的案例 ， 分析农民工 ＮＧＯ 提供的服务类型 、 维

权介入的发展空间 ， Ｗ及收到的维权效果 ， 进
一

步探讨农民工 ＮＧＯ 在维权过程中

的介入机制和维权局限 。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公 民社会的理论视角 ， 探讨农民

工 ＮＧＯ 作为
一

种民间组织对我圍公民社会发展的意义 。

农 民工 ＮＧＯ 在维权介入过程中提供
？

种公共空间 ， 扩大 了公民参与的网络 ，

培育了维权的技能 、 信任和互惠互利的规范 。 对于机构的 日常维护和集体行动 ， 能

叟好地进行资源动员 ， 促进赋权和増权 ， 提窩了维权的理性化水平 。 政府依赖农民

工 ＮＧＯ 提供维枚服务 ， 同时对其存有防范之也 。 农民工 ＮＧＯ 的发展空间取决于和

政府的 良性互动 Ｗ及根据服务对象需求作 出 的合适调整 。 同时农民工 ＮＧＯ 在维权

中 的介入
一

定程度上维护了劳工的权益 ， 培养他们的社团意识 ， 并且有培育公 民社

会的意义 。 山此进
一

步从中晒方对 比下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 国家对非政府组织的控

制策略 、 公 民社会的特点 Ｗ及与政府合作的方 向 ， 来展望我国公民狂会的发展 。

关键词 ： 农 民工 ＮＧＯ
； 劳工维权 ； 介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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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ｉ

ｇｎ
ｉ巧ｃａｎｃｅｏｆｃｕ ｌ ｔｉｖａｔ ｉ ｏｎＣ ｉｖ ｉ ｌｓｏｃ ｉ ｅｔｙ ，

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ｎ ｔｒａｓｔｏｆｔｈｅｒｅ ｌａｔ ｉｏｎ ｓｈ ｉ

ｐ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ｓｏｃ ｉｅｔｙ，
１ ；ｈｅｃｏｎ ｔｒｏ 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ｗｈ ｉｃｈ 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ｕ化ｆｏｒｔ ；ｈｅＮＧＯ
，
化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 ｓｔ ｉ ｃ ｓ

ｏｆｃ ｉｖ ｉ ｌｓｏｃ ｉｅ 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ｄ ｉ ｒｅｃｔ ｉｏｎｏ ｆｃｏｏｐｅ ｒａｔ 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 ｅｍ ！ ：〇ｐｒｏｓｐｅｃ ｔｔｈｅ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Ｃ ｉｖ ｉ ｌｓｏｃ ｉｅｔｙ
ｉ ｎＣｈ ｉ ｎａ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ｍ ｉｇｒａｎ ｔｗｏｒｋｅｒｓＮＧＯ
；
Ｌａｂｏｒ  ｉ

＾

ｉｇｈｔｓ
；

ｉ ｎ ｔｅｒｖｅｎ ｔ ｅｃｈａｎ ｉ ｓｍ

ｆ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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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绪论

（

一

） 研究背景和意义

近年来农民工维权成为学界关注的对象 ， 国家在制度层面上作出努力 ， 地方政

府在响应号召 的 同时开展维权工作 ， 农民工权益 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 制度文

本和制度实践存在差距 ， 地方政府和企业作为
一

种利益共同体 ， 存在偏巧企业的现

象 。 工会与企业么间微妙的关系 ， 不可能纯粹是农民工的代言人 。 农民工势单力薄 ，

在力量分散的情况下 ， 与 国家和资本的博弈过程中并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 。 权益受

损农民工的维权从制度 内转 向制度外 ， 依法理性维权和非理性的暴力维权同时存

在 ， 严重影响社会和谐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民工潮催生 了农民工 ＮＧＯ ， 但它从

一

开始Ｗ维权的身份出现 ， 就作为
一

个敏感领域 ， 并没有得到政府的攻策巧资金支

持 ， 只有接受香港和 国外资金援助 ， 资金来源让它变得更加敏感 。 由于劳资矛盾己

是积淀 已久 ， 面临
一

触即发的危险 。 这决定 了农 民工 ＮＧＯ
—

开始不可能 ｌ

＾ｉ

一

种温

和的方式去介入和处理这些矛盾 ， 它们在直面矛盾的过程中 ， 难免引起资方和政府

的高度警惕 。 劳工 问题的解决是需要依靠多种力量的合力 ， 目 前的状况是政府 、 工

会 、 农 民工 ＮＧＯ 各司其职 ， 没有富有成效得走向联合 。

通过对农民工 ＮＧＯ 参与农 民工维权 问题的研究 ，扩展了农 民工维权的研究领域

与视野 ，探讨在维权过程中 多种支援性力量的对 比 ， 从静态上分析农民工 ＮＧＯ 机构

的 日 常活动所提供的服务 ， 从动态上分析农民工 ＮＧＯ 在錐权事件的介入过程 中 ，

所带来的社会资本和赋权的意义 ， 最盾得 出它在介入维权实践中所收到的成效 。 弥

补政府维权和工会维权理论研究的不足 ， 丰富公民社会理论 。 关巧民工维权的非政

府通道 ， 发挥非政府组织在维护农民王极益 Ｗ及凝聚民工道德和情感中 的作用 ，
为农

民工权蔬诉求的表达和解决开辟
一

条民间通道 ，希望可 ＾１充当劳资矛盾的减压阀 ， 在

维稳和群体利益表达上取得双赢 。

（二 ） 文献综述

１ ．国内对劳工维权的研究现状

劳 ．下权益受到侵蕾的事件频繁发乐 ，
我国学者对于维权现状的研究也 日益增多 ，

表现为如下方面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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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权益受损现状与权益诉求的变化研究 ： 杨秀琴 ，
江华指出农民工的社会保

障缺失严重 ， 劳动强度大 、 收入低 、 工资拖欠 、 工伤职业病等难获赔偿 ， 缺乏教育

培训机会 。

＠

涂敏霞指出 ： 农民工 由对基本生存权的关注 ， 转变为开始关注生活质

量 、 工作待遇和子女教育等发展问题 。

＠
蔡禾认为 ， 农 民工从因底线受到挑战而产

生
一

种利益诉求 ， 向建立在
＂

相对剥夺感
＂

基础上的利益诉求 。

＠

（ ２ ） 劳工维权意愿和动员机制研究 ： 迟成民指出 ， 农民工抗争的根本原 因在

于生存受到威胁 ， 还没有争取 向上流动的合法权益的意识 。

？
郑卫东认为 ， 农民工

的维权意愿除了受社会政策等大环境 ， 企业用工状况等小环境 ， 也受到 自 身 的情感 ，

见识 ， 资历的影响 。
口 １郭金刚指 出 ， 政治机会结构的存在 ， 生存性利益受损 ， 探讨

过程 中达成的危化共识 ，是农 民工进行资源动员 的情感动力 。

＠
周斌指出 ， 新生代农

民工在参与维权行动之前 ， 会考虑个体也理的承受能力 ， 衡量 自 身所具备的社会资

本 、 巧动成本和成功预期 。

？

（ ３ ） 劳工维权途径与结果研究 ： 迟成 民指出 ， 农 民工用Ｈ种途径表达抗争意

愿 。 用
＂

弱者的武器
＂

来抗争 ； 寻求巧间 公益组织 ； 伤害 自 己 ， 扰乱粗会治安等 自

虐式维权 。 自我损害型抗争得到 了部分报酬 ， 暴乂型维权在过程中造成财产损失和

人员伤ｔ ， 维权成本超过了权利范围 ， 增加 了社会负担 。

？
郞金刚指出 ； 结构性怨

恨普遍存在 ，
网绝助燃的推动 ， 获利群体与失利群体的对立 ，

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抗争

的非理性因素増强 ， 使抗争行动变成群体泄愤事件 。

？

（ ４ ） 劳工维权的制度性障碍研究 ： 李萌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提出 ， 现行制

度下的市场失灵和政府缺位滋生 了企业主的机会主义偏好 ， 而政府应对劳工的投诉

或举报时 ， 没有做到公平公正对待企业 。

？

郑广怀引入
＂

剥权
＂

， 分析资本与权为

冗动的过程中 ， 生成的制度机制 ：

＂

去合法性机制
＂

、

＂

增大维权成本
＂

、

＂

对制

度的选择怔利用
＂

，

＂

弱化社会支持
＂

， 掲示伤残农 民工维校的制度障碍 。

？
孙正

娟指出制度文本与制度运作实践存在巨大差距 ， 制度的意义停留在文本上就失去 了

？
杨秀琴狂华 ．论农民工权益缺义与保障町生产力研巧 ，

２００ ７
（

１ ３
）

．

＂

徐敏霞 ．从
？ ‘

化存
＂

到
＂

发展
＂
一ｒ 东新生代农民 Ｉ Ｉ ： 的利益诉求 ［

Ｊ
］

． 中 国青巧研究 ， ２０ １ ２
（
８

）
．

？
蔡末 ．从

＂

底线型
＂

利益酣谐长型
＂

利益
——

农 民了利益诉求的转变与 巧 资义系秩序町开放时化 ２０ １ ０
（
９

）
．

迟成 氏 ．权益受损巧抗争 ：结构制约下的农民工维权行动策略分析 ［
Ｄ

］
．东北财经乂学硕尘毕化论义 ， ２０ １ １

（
１ ２

）
．

？
邱舱削 ．对农 民工维权抗争 的採讨阿厢茄大学硕上学位论文 ，

２０ １ １

（
５

）
．

？
周斌 ．行朝．

巾体视角下新化化农 巧 ：！：维权行动 的探讨机河北师巧大学学报 （ 巧学社会科学版 ）
，

２ ０ １ １

（
１ １

）
．

，

间 ４

Ｉ同 １ 。

？
净萌 ．化场乂吴 、 组织缺位 与 农 民Ｔ．枚益保护

￣

制度经济学视化 下城市农氏ＸＸ资拖欠 问题 ［
Ｊ
］

．社会主义研

究 ，
２００４

（
６

）
．

？
郑广悴 ．伤巧农肚工 ：无法被赃权的群体化社会学设院 ，

２００５口 ）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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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原本的意义 。

？

杨秀琴 ，
江华认为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保障制度把农民

工抛在社会安全网之外 ， 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影响 了其就业层次 、 选择和维权能力 。

２ ．国内对非政府机构巧民工维权的研究现状

农民工 ＮＧＯ 是随着 民王潮
一

起出现的 ， 随着劳工 问题的加重 ， 劳资纠纷剧烈

升级 ， 大规模工人运动的爆发 ， 学者开始从众多理论层面研究农民 ＿Ｘ ＮＧＯ 。 主要

集中在 Ｗ下几方面 ；

（ １ ） 农民工ＮＧＯ的类型 ： 江立华 ，胡杰成通过对泉州商会的调查 ， 认为它是

地缘为纽带的
＂

地域维权
＂

。

＠
吕佳龄提出被时代选择 ， 由体制和制度产生的青年

劳工维权者沒
一

草根类型 。

？

余章宝 ， 杨淑梯指出
＂

自 下而上
＂

农 民工ＮＧＯ从他们

的初级社会关系如老乡 、 宗族等发展而来的 。 或者是来 自精英 、 学者等
＂

自 上而下
＂

的力量 。

？
高立娜指出有两种农民工ＮＧＯ ，

—

种是极益受损对象内在 自发的組织 ，

一

种是 旨在改善劳工权益的公益组织 。

？

（ ２ ） 农民工ＮＧＯ提供的维权服务 ： 余章宝 ， 杨淑婢珠指出 ， 珠Ｈ角农民工ＮＧＯ

主要为工友们提供工伤咨询 、 工伤代理 、 工伤探访 、 法律宣传等服务 。 此外 ， 也通

过发布就业信息 、 职业培训 、 王友活动 ， 多层面推动劳工权益保护工作 。

？
于婷通

过在农民工ＮＧＯ北京
＂

在行动
＂

的实习经历 ， 指出钟对案主 ， 农民 ＩＬＮＧＯ提倡助人

自助 ， 不仅寻求外部资源帮助工友 ， 还帮助他们提升 自 身的维权知化 理性维权 。

？
岳经绝 ， 屈恒 Ｗ番 禹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为个案 ， 认为农民工ＮＧＯ除了传统的

项 目还有推动企业社会责任 、 培养志愿精神等方式 。

？

（ ４ ） 农民了维权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局限性和生存空间 ； 余章宝 ， 杨淑涕指出 ，

当前我国农 房工维权ＮＧＯ受到身份 、 资源和人才等限制 。 表现为 ： 合法性问题 ， 资

金问题 ， 人才不足 ， 且专业性不够 。

？

和经练 ， 黄培茹 ， 黄慧指出 ， 在某种意义上 ，

草根组织想要取得生存和发展 ， 需要和政府巧好关系 。 通过温和的维权理念 ， 赢得

？
孙正娟 ．农 民 ： １

：劳动巧益维护 的制度分析町化会学研乾２〇〇５
（ 

１ １

）
．

？
化立华 ，

胡杰成 ．

＂

地缘维枚
＂

组织与 农 巧 的权益保障
一一基

－

Ｔ对搞建泉州农 民 ： １ ；维权巧织 的考察化文 史

化 ２００ ７０ ）
．

？
Ｒ 往龄 ．偶然还是必然 ？

——

从靑年巧Ｘ维权巧 的从业路巧看草根维权力量 的兴起机 ．青年研究
，

２００９
（
３

）
．

余章宝 ，杨淑娩满国农 民工维化ＮＧＯ现状及 幽境——Ｗ辣丑角地区 为例化东南学术 ，
２０ １ １

（
１ １

）
．

＆

高立娜 ．论非政府組织在维护农 民工权益小 的作用
——

Ｗ广州市为例阿 ． 暨南大学硕止学位论文
，

２００ ６
（
４

）
．

＊
同 Ｉ 。 ．

？
于瘡 ．社会Ｘ 巧介入农 民 ．Ｔ． 维权 的实例 分析

——

基于北巧
＂

扣 巧动
＂

巧Ｘ维权机构的实践 ［
Ｄ

］
．苏州大 学硕 丄

＇

学

位论文
，

２０ １ ３
（
４

）
．

？
巧经绝

，
屈恒 ．非政府组织与农 民 １ ；权益的維护

——

Ｗ巧 巧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为个案 ［化 中 山人学学报 （ 社

会科学版 ）
，
２ ００７

（
３

）
．

？ ＂

余章宝 ，杨淑媒 ．我 團农 民工维权ＮＧＯ现状及 困境
一 ■

Ｗ珠 ； 化地区 为例肿东南学束 ２０ １ １川 ）
．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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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合法性 ， 占据道德制高点 ， 邀请社会知名人±建构政治
＂

防火墙
＂

， 获得更多

的活动空间 。

０

徐贵宏指出农民工化团意识相对缺乏 ， 劳动者 内部存在分层 。 在组

建农民工ＮＧＯ 时 ， 劳工群体不能有效的团结在
一

起 。

？

３ ．国外关于劳工维权的研究现状

西方学者对于劳工权益维护的研究主要从Ｗ下两个理论层面 ，分别是资源动 员

理论 、 公 民社会理论视角 。

资源动员理论强调 ， 任何杜会都存在不平等的剥削现象 ， 现实的反抗只集中于

特定地区 ， 社会运动的爆发 ，
隐 Ｔ发动者对剥夺感的认知 ， 还要考虑他们手上掌握

的资源 。

？
有相 同感受的剥削感化 资源也影响 了人的行动化 资源动员能力强的人

群会奋起反抗 ， 反之 ， 只能忍气吞声 。 在资源动员 时 ，群体的组织水平越高 ，资源被

动员起来的概率就越大 ，越倾 向于维权 目 标的实现 。

公民社会理论强调 ， 公 民社会是 由拥有并能有效地行使公 民权利 Ｗ及各种经

济 、 政治 、 社会能力都得到发展的公 民及其组织所构成 ，
這些权利 、 能力 、 社会资本

构成公民社会的Ｈ大要素 。 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 ，在维护公民权利 、 提商公民能力 Ｗ

及发展社会资本方面或者不愿作为
，
或者力不从也 ，它们甚至担忧强大的公 民社会变

成 自 己的威胁 ， 而各类非政府组织Ｗ弱势群体或普通公众为服务对象 ，致力于保护他

们 的基本权利 ， 提高他们各种各样的能力 ， 促进社会资本的増长 ，他们的努力直接起

到 了培育公 民社会的作用 。

？

本±化的分析性理论横式有邓正来创建的
＂

市 民社会与 国家
＂

概念 、 顾昕 、 陈

佩华的 国家法团主义 、 王信贤引入的 自 主与镶嵌理论和康晓光的分类控制理论
？

、

郁建兴提出 的
＂

参与式治理
＂ ？

， 王敬尧的
＂

互动合作型
＂

的模式
？

。 学界的研究或

者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大樞架下探索公民社会的发展 ， 或者分析带有地域特色的公

民社会模式 ， 如温州模式 、 业主委员会模式等 。 农民工 ＮＧＯ在劳工维权中 的介入 ，

是
一

种 自下而上 的模式 ， 也可Ｗ看成是
－ ？

种培育公 民社会的途径 。

？
和经巧 ，黄培化 ，黄慧 ．巧资源与制度么问 ： 农 民Ｘ草根ＮＧＯ的生存策略

一

Ｗ珠化；Ｉ化洲农 民工维权ＮＧＯ为例

［
Ｊ

］
．社色 ２００９

（
６

）
．

？

徐贵宏 ，
贾志永 ，

王晓燕 ．从制约因素看农 民工ＮＧＯ的建设扣 ．开发研巧 ，
２ ０ ０８

（巧 ，

Ｓ
Ｍ ｃＣａｒｔｈｙ ，

Ｊｏ ｈｎ ． Ｄ ａｎｄ Ｍａ
ｙ
ｅｒ 化 ＺａＷ ．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Ｓｏｃ ｉ ａ ｌ Ｍｏｖｅｍ州 ｔ  ｉ ｎ Ａｍｅ ｒ ｉ ｃａ ： Ｐｒｏ传ｓｓ ｉｏｎａ ｌ ｉｚａｔ ｉ 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ｏ ｕ ｒｃｅ Ｍｏ ｂ ｉ ｌ ｉ ｚａｔ ｉ ｏｎ
［
Ｍ

］
． Ｍｏ ｒｒ ｉ ｓ ｔｏｗｎ

， 
ＮＪ ： Ｇｅｎ ｅｒａ ｌ Ｌｅａｒｎ ｉｎ ｇ 

Ｃｏ ｒ
ｐｏ

ｒａｔ ｉｏｎ
， １ ９７ ３ ．

？
高洁 ．农 巧工权益维护

——

非设府组织的实践 、 问题与对巧
［
Ｄ

］
．华中 师范乂学硕＋学位论文

，

２００ ３
（
４

）
．

？

间俊 ，郁建兴 ．

１

１巧公 民社会发展的温州模式肌浙江社么科学 ，

２ 〇〇８
（
６

）
．

？
余章宝厢淑巧龙国农 民工维权ＮＧＯ现状及困境

——

Ｗ珠三化地区 为例 ［订东南学术 ，
２０ １ １

（
１ １

）
．

？
张鸣 ．化区 的视脚

一

散议 《参々式巧理 ：

｜

｜

｜ 園社区建设实证研究 》
［
Ｊ
］武汉义学学巧 （人文科学版 ）

，
２００６

（
１ １

）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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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文献评述

学界在关注农民工维权时 ， 倾 向于关注维权行为 的整个过程 ， 从维权意愿 、 动

员机制 、 维权途径和受到的效果等方面分析 。 或者关注某个价段出现的代际差异 。

对集体行动的关注较多 ， 对 日 常劳工的维权行为探讨甚少 。 对农民工 ＮＧＯ 在参与

维权中 的作用 ， 则偏重于它所提供的服务类型 ， 并从组织发展角度探讨制约性因素

和发展空间 ， 没有的很好的结合农民工 ＮＧＯ 的特点和农民工 自 身在维权实践中 的

特点 。 对于多元维权主体对 比的研究较少 ， 虽然国家与非政府组织互动模式的探讨

较多 ， 没有把农民工 ＮＧＯ 从非政府组织中单独抽 出來 ， 并深入探讨农民工 ＮＧＯ 对

公民社会的意义 。 在本文将在己有研究成果的基础 ， 选取Ｈ个不 同类型的农民工

ＮＧＯ ， 从介入之前 、 日 常维权和集体斤动等Ｈ个层面分析它们对劳工的维枚意愿、

维权方式 、 维权效果的影响 。 从政府和劳工群体这两方面分析农民工 ＮＧＯ 的转型 ，

落脚点为展望我国公 民社会的发展 。

（Ｓ ） 研究方法与研巧框架

１ ．研究方法

（ １ ） 文献分析法 ：主要是通过学校圍书馆捜索相关专著 ，并利用学校團书馆的 电

子数据库 、 ＣＮ財 网络论文资源 、 学术网站和搜索引擎等来获取相关网络资源 。 对

送些文献资料进行充分的分析 比较 ，可Ｗ为本文写作提供相关的材料 。

（ ２ ） 参与观察法 ： 通过 ２０ １ ４ 年 ７ 月 开始至今在农 民工 ＮＧＯ
＂

新晨工友之家
＂

实习 ， 观察他们处理的维权案件 ， 外展活动和个案访谈 ， 观察工友在参与机构活动

中农民工 ＮＧＯ 互动过程 ， 听取维权农民工对机构 、 巧工局 、 资方的态度和意见 ，

收集翔实的第
一

手资料 。

（ ３ ） 访谈法 ： 访谈对象选择 ＮＧＯ 工作人员 ４－

５ 名 、 上ｎ求助的农民王若干 。

对机构正开展维权项 目 的 ＮＧＯ 进行跟踪调查 ， 并深入到农民王１地进行访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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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框架

！ 劳工权益
Ｉ

呈  受损 问题 １ ．

Ｉ
＇

－ ＇

…

ｊ
劳工维权实践 维权过程 中的支援性力量

推动拨助

Ｊ权益 保 障 主 体

功能的局 限

■ ■．

ｔ满 ； 政
｜ ｌ

Ｘ会 非
｜

评 贵
ｌ Ｉ

取民 自组织甚
ｌ

ｒ 心 Ｉｎ 
Ａ

三 ！Ｎ ． ｊ Ｉ法律摆助机构 Ｉ

Ｊ

维权思愿 ，社会资本 ＇

ｊ接
！ 维权方式 介入

资源动员
Ｉ

＊

０ Ｉ

ｙ
ｒ

动 员化制４ 社会赋权 或

！

维权结果＾
■

 Ｉ

ＮＧＯ 发展空 １

＇

^

■ Ｉ

；
公 民巧的培育

‘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ｉ ｉ 民间组织的发展

￣

！

； Ｊ＿ＪＬ   —

＊

—

飞

公 民社会发嚴
＾

＇

、
，

ｉ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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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基本巧念界定

１ ， 农民工 Ｎ扫０

借用学界
一

般意义上界定的农民工ＮＧＯ的概念 ， 本文的农民工ＮＧＯ指Ｗ劳动工

人为直接服务对象 ， 致力于解决劳王权益受损 问题的 自 下而上的 由劳工草根群体发

起 ， 化会精英参与 ， 连接和吸纳各种社会资源 ， 具有 自主性 、 独立性 、 专业性的非

政府组织 。

？

２ ．公民社会

西方思想家使用公民社会时 ， 将它作为
一

种社会秩序逻辑的概括 ， 它 旨在保护

公 民的权利和 自 由 ， 限制公权过分介入私人领域 ， 形成
一

种 自 治局面 。

＠

把社会分为政治化会 、 市场社会 、 公民社会 。 公民社会是所有 民间组织或民间

关系的总和 ， 它独立于国家政治体系和市场社会Ｗ外的 ， 属于民间公共领域 。 具有

公益性 、 非营利性 ， 由群体 自发組织基于共同 目 标的 民间组织 ， 是公民社会的重要

组成部分 。

？

王名提出 ， 民间组织在不断壮大的过程中 ， 较容易得到合法性支持和资金 、 人

才等资源 ， 进而带来公民及其辭体的利益表达形式的渠道和社会资本增加 ， 企业的

社会责任得Ｗ培养 、 政府的执政水平提高 ， 社会的力量增强 ， 能承担更大的风险 ，

具有包容性 ， 弹性 。 这样
一

种社会状态称为公民社会 。

？

由此可见 ， 公民社会是
一

种社会状态Ｗ及形成的
一

种民间公共领域 ， 表现为 民

间组织的空前繁荣 ， 公 民意识的觉醒 ， 公 民技能的提高 。 本文所关注的是 ， 在这种

社会状态中 ， 民间组织所发挥的作用 ， Ｗ及公民及其群体社会资本的增加 、 公民技

能的提高 、 志愿精神 的培养等 ， 最后探讨政府与 民间组织在互动过程中 ， 使我国公

民社会呈现怎样的特点 ， Ｗ及 日 后的发展方 向 。

？

程踢 ．从典型个案看农 巧工ＮＧＯ的建立
一

基于海南外来工之家 、 化京 打了妹之家的实证对 比分析化武汉科

技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

２００５
（
２

）
．

＠

贾西津 ，孙化么 民社会测量巧数及其本止化探讨猜华大学公共管固 ！净院 ＮＧＯ 研究所主办 ． 中剛惜利评论巧

二卷
［
Ｍ

］
．北巧 ：社会科学 出版化２朋 ８ ： ７７ ．

＊

命可平 ．巧中 罔 公 巧社会Ｓ干 问题的管见
，
高两 中 ，

惠瑞军主编 ： 中 围公 民社金发展蓝皮书 ［
Ｍ

］
．北京 ：北京大学 出

版社
，

２抓 ８ ： １ ８ ．

＊

 ；书名 ： 民 间組巧的发展及通 向公 巧社会的道路王 名主编 ． 中 国 民 间组织我展 ３ ０ 年
——

走 巧 公民 妇  １ ９ ７ ８
—

２ ００ ８
［
Ｍ

］
．北巧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２００ ８ ：９ ．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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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农民工在维巧中的实践

（

一

） 农民工面临的权益受损问题

农民工的权益受损的表现有 ： 与经济利益有关的不及时 、 不足额发放工资 、 无

偿加班 。 工伤或职业病赔偿等 ； 与法律制度利益有关的户籍制度限制 、 法定节假 日

不休息 ， 企业不交社保 ， 不签劳动合同等 ； 与社会利益有关的城市融入问题 （住房 、

医疗 、 子女教育 ） 、 社会认同巧题 、 遇到风险时的社会支持闽题等 。

从有清晰 由法律规定的挑战底线的利益诉求 （上班时间 、 购买社会保障 、 工伤

赔偿 、 化班时长 ） 转变为建立在
＂

相对剥夺感
＂

基础上的为 了发展而争取的权益 。

？
新生代农民工更多 的关注个人和家庭的发展问题 ， 社会需求越来越多样化 、 个体

化 。 基本的工作保障要争取外 ， 他们还会考虑城市融入 问题 ， 在城市里化根促使他

们考虑更加成员 的居住和教育 问题 。

？

从维权成本的角度看 ， 司法救济在很多情况下很难发挥作用 ． 原因在于权利的

实现有赖于金钱的支持 。 权利和利益的解决依赖于双方所投入的成本的多少 。

＠
劳

工往往
＂

耗不起
＂

， 更会显得维权艰难 。 并且政府管理部口巧执法过程中存在排斥

农民王参与的倾 向 ， 他们相互推读 ， 导致程序繁琐 ， 行政作风拖拉 ， 与资方存在微

妙的利益关联 ， 这些都导致维权成本较大 。

（二 ） 劳工权益保障的相关主体

关于农民工的权益保障是社会哪几种为量的博弈问题众说纷运 ， 牵玻到的主体

有政府 、 资方 、 工会 、 社会组织 、 农民工 自 组织Ｗ及独立的农民工个体 ， 及围绕

农 民了的法律制度保障大环境 ， 各个因素的 良性互动才能使农民了权益得到切实维

护 。

对于企业而言 ，
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使农民Ｔ Ｗ

—

种不平等的身份进入 ， 必

然会形成不利的局面 ， 资方具有用工特权 Ｉ 歧视性的用王机制造成 了农 民工权益受

损 。 并且资方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则下 ， 为 了减少用工成本 ， 想法设法棒取农 民工

的剩余价值 。 只有劳动力供不应求 ， 市场变得有利于农民工 ， 才能增加他们的谈判

？
蔡末 ．从嘴线巧呵 ｉ

ｊ益到嘴长巧
＂

巧益
——

农 民Ｔ．利益诉求的转变巧 劳资关系秩序 ［可巧放时代 ，

２０ １ ０巧 ）
．

曲

涂敏度 ．从
＂

生挥
＂

到
＂

发巧
’
—

广东新生化农民Ｔ 的利益诉求町 中 阁青年研究 ，
２ ０ １ ２

（
８

）
．

？
邵华 ． 自 Ｉ ．织增化 农 民工维化途径探索ｍ ．ｉ

＇

南 义学学报 （法学版 ）
，
２０ ０９

（
７

）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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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 ， 迫使资方做出让步 。 但市场是在
一

种竞争 、 开放的氛围里 ， 具有波动性 。 必

须依靠政策调节 、 民间组织发挥作用 、 劳工 自 身力量化大队及国际环境的影响才能

发挥效应 。

对于国家而言 ， 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农民工排除在城市市民之外 ， 享受不到社会

保障 、 公共教育 、 城市行政管理系统巧劳动部 口等系统提供的服务 。 从当代中 国 国

家与劳工的关系看 ， 郑广怀提出
＂

安抚型国家
＂

。 在技种情形下 ， 国家采取Ｈ种措

施应对劳工维较 问题 。 模糊利益冲突 ，

＂

言行分离
＂

， 精神安巧与物质安抚交替使

用 的
＂

点面结合
＂

。

？
此外 ， 在巧帳贯彻的过程中 出现了制度文本和制度实践的 巨

大差距 。

？
地方权力体系生成的

＂

去合法性机制
＂

、

＂

増大维权成本
＂

、

＂

对制度

的选择性利用
＂

，

＂

弱化社会支持
＂

四种制度连接机制 ， 资本的剥削和制度障碍变

得更加隐秘 。

？

对农民工 自 身而言 ， 他们受教育程度低 ， 参与职业技能培训 的机会少 ， 处于资

源劣势的地位 ， 组织化程度不高 ， 缺乏经济资源 ， 同质性群体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能

力不强 ， 资方和劳方的信息不对称的博弈 ， 使他们用
＂

退出机制
＂

回避问题 。 有的

还会伺机报复 ， 引发影响恶劣的群体事件 。 他们的能力有限 ， 勇气不足 、 维权技术

不成熟 ， 没有从根本上摆脱非理性的方式 。

（
＝

） 劳工的维权实践

生存受到威胁和挑战 ， 相对剥削的意识萌发 ， 危机性共识的达成是农民工发动

维权行动的动员性因素 ， 当然他们也会考虑 自 己对事态发展的承受力 ， 基于 自 身维

权成本 的计算 ， 在 自 己的 阅历和拥有的社会资本 Ｗ及对相关法律有所 了解 的情况

下 ， 做出对行动的预期 。 维权抗争有分为Ｈ种 ： 自我损害型维权
？
（ 如停工 、 静坐 、

自 杀等 ） 、 暴力型维权 、 理性维权 （如寻求农 民工ＮＧＯ组织的法律援助 ， 申请仲栽 ，

通过工会和信访途径 、 有组织有纪律的集体谈判等 ） 。
■

学界主要从农民工的维权意愿 、 动员机制 、 维权策略 、 维权结果 、 维权的特点

和发展趋势来分析 。 在权益受损 、 制度受践踏 ， 生存受到挑战的情况下 ， 他们 的维

化行动走上两种道路
——

依法理性维权和暴力维极 。 不同类型的维权抗争在间
－

时

空同时存在 ， 无论他们的抗争行为具有对社会秩序 ， 既定社会规则的破坏性 ， 或是

＂

谢广怀 ．劳了权益与安扰驶 国家
——

Ｗ珠江Ｉ：化洲农 民 为例
［
Ｊ
］

． 开放时代
，

２０ １ ０ （
５

）
．

孙正娟 ．农民 ：１？势动权益维护的制度分巧 ［
１
］

．社会学研究 ，
２００５

（
１ １

）
．

＊

进广怀 ．伤残农氏了 ：无法被赋权的群体 ［
Ｊ
］化会学巧院 ，

２０ ０５口 ）
．

ｔ

迟成 民淑益受损巧抗争 ： 结构制约下的农 民工维权行动策略分析四．东北财经义学破 丄毕化论义 ２０ １ １
（

１ ２
）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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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推动制度的完善 ， 公民社会的形成具有建设性 ， 他们都已成为
一

股不可忽视的力

量 。 作为个体或群体形式的维化 他们缺乏社会资本的支援 、 专业维权人±指导 、

社会的理解和 同情 。 在与 国家 、 资方的博弈时 ， 劳工群体并不能完全取得胜利 。 合

法权益被侵犯的新生代农民工要想成功维权 ， 他们就应该把维权行动控制在法律许

可的范围 内 ， 提高维权水平和策略 。

？

下面我们来看
一

组农 民工维权的集体事件 ： 深圳女工跳楼事件

２ ０ １ ４ 年哥去此鞋厂 因 工厂 的转型升级 ，
工人就维持待遇不动摇 ， 选择集体停工 ，

并持续 两个 月 。 资方 的做法是让 闹 事者走人 ， ７ 月 １ ４ 日 ， 开除 ４ 人
；

７ 月 １ ５ 日 ，

开除 １ ５ 人
；

７ 月 １ ６ 日 ， 开除 ２ ０ 人 ， 最后 １ ０ ９ 名 工人被解雇 。 对工人们来说 ， 这是

个沉重打击 。 周建容就是 ７ 月 １ ６ 日 被开除的 员 工 。 珠互 角 地 区 ， 年轮在 ４ ０ 岁 从上

不好就业 。 ５ ０ 岁 的周建荣被工厂断 了 它 的后路。 最后 ， 她选择 了跳楼。

＆

在这个集体停王事件中 ， 包括工人代表在 内 的员工都是受害者 ， 个别 员工还 出

现了生命的惨剧 。 在此过程中 ， 我们看到的工会与资方的勾结 、 政府和社会组织的

缺位 ， 资方才如此
＂

理直气化
＂

的开除闹事工人 。 不能说工人缺乏维权意识和勇气 ，

他们也做出 了送个阶层最大和最常见的反应
一

停工抗议 ， 它的消极影响在于 ， 给资

方带来了经济损失 ， 扰乱 了 工厂的正常持续 。 但它对工人的影响确实深刻的 ， 他们

因参与而被开除 ， 失去 了谋生的积业 ， 有些人还要和生存的压力做斗争 。 资方 ＾杀

鸡骇猴的姿态结束王人声势浩大的停工运动 ， 权益诉求是否得到解决暂且不论 ， 对

Ｗ后的行动却是留下 了
一

个败笔 。 因此 ， 农民工在维权过程中单靠个人或者群体的

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 他们的维权抗争还不成熟 ， 既要依法维权 ， 又要在和资方的博

弈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 ， 他们必须借助支援性力量 。

（四 ） 维枚过程中的支援性力量对比

他们在维极过程中 ， 受到哪些支援性力量 ？

目前参与农 民了维权的主要有Ｗ下几种力量 ， 分别是政府 、 ：［：会 、 农民工 自 组

织 （包括地缘组织如商会 ， 也包括草根精英维权 ） 、 法律援助机构 、 农 巧工维权ＮＧＯ

等 ， 它们各 自 的特点是什么 ？ 在维权上存在哪些优势和不足 ， 遇到的 问题有哪些 ？

西方 国家有政府 、 虐 ．斗： 、 工会 ， Ｈ方协商 的机制 ， 在我国建立农 民工 、 政府 、

？
周斌 ．行动主体视化 ＞

＇

新生代农 民 ： １ ；维权行动 的探讨化河北师范乂学学报 （哲学化么科学版 ）
，

２０ １ １

（
１ １

）
．

Ａ

王淸 ．深却 Ｉ女工参巧停Ｔ活动遭开除跳楼身 ｆ ．

＇

［
ＥＢ／ 〇Ｕ ．腾讯新巧脚 网 ，

２０ １ ４
， 
ｈ ｔ ｔ

ｐ
： ／／ｎ ｅｗｓ ．

ｑ ｑ
． ｅｏｍ ／ａ／２０ ｌ ４０ ７ ｌ ７／

０ ５ ８ １ ４ ８ ． ｈ ｔｍ ．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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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之间的协商也湿得极为迫切 。 地方政府为 了取得更大的政治绩效 ， 与地方的企

业存在
一

种利益联盟 ， 他们往往偏祖资方 、 忽视劳方诉求 ， 使制度实践与制度文本

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 企业工会不具备完整的独立性 ， 缺乏劳工的认同感 ， 在作为利

益代言人 ， 协调者送方面不尽如人意 。 送两方面的 困境 ， 使劳工需求
一

种 旨在解决

不合理用工状况 ， 改善劳工群体权益受损局面的
一

个专业机构 。

律师事务所提供的法律援助存在数量小 、 口槛高的特点 ， 结合它们行业的性质 ，

由于为农民王代理劳资纠纷案件标的额较低 ， 而且费时费力 ， 对律师而言不是件划

算的买卖 。 并且不 同地区限定了法律援助对象的标准 ， 达不到 申请援助的水平也会

把农 民工的案件拒么 口外 。

？

劳工中 的草根维权精英的个人维权模式也有很大的可取性 。 由于他们 了解劳工

的 习性 ， 在动员工作时比较容易输入维权理念和权利意识 。 而且对于同胞的遭遇使

他感同身受 ， 因此对该 问题有 自 己深刻 、 独到的见解 。 但问题也在于个人色彩太浓

厚 ， 缺乏民主气氛 ， 组织的运转呈现
一

种非正规状态 ， 资源动员依赖个人关系 ， 行

动方案体现个人偏好 ， 这都为维权行动的开展埋下隐患 。 而劳工中 的个别维权人员

则擅长在调解上下功夫 ， 他们动员道德的力量 、 人情关系甚至是权利 ， 而脱离 了法

律手段 。 这种解决纠纷的方式较为传统 ， 在面临法律 、 桐吓 、 暴力面前显得无能为

力 。

＠

农 民工脱０主要服务项 目 有 ： 提供法律援助 、 工伤採访 、 职业技能和安全健康

教育 、 企业社会责任工作 、 文化娱乐活动等 ， 根据不同规模和不同发展程度可能稍

有差异 。 如深圳社会观察研究所 （ Ｉ ＣＯ ） 除 了提供常规的服务项 目 ， 还包巧政策倡

导 、 企业社会责任 、 科硏项 目等 。

＠

农 民工ＮＧ０对集体行动的动员模式类似于草根行动者的动 员方式 ， 并且在珠Ｈ

角地区 ， 很多农 民工 ＮＧ０ 的创始人走的从业么路是 ： 权益受损
——

得到农民工 ＮＧ０

的帮助和志愿
一一

成为农民工ＮＧ０的志愿者
——

成立农 民工ＮＧ０组织 。 他们把维权理

念带到需要他们的地方 ， 广为传播 。 对 间题具有深刻认识的草根精英 ， 他们踩线但

不越线
？

， 在提出权利诉求的 同时有节制的聚集人员 ， 有分寸 的扰乱工厂秩序 ， 目

的在于 引起政府和资方的注意 ， 得到他们对 问题的重视 ， 推动协商进程 。 为 了 防止

群体行动失掠 ， 他们对行动过程精也巧制 、 有组织的分工 ， 并实现研究出
？

蒼行动

？

呂佳龄 ．偶然进是必然 ？

一

从青巧巧工维权巧 的从业路＠看草根维权山量的兴起 ［
Ｊ

］
甫年研究

，
２００ ９

（
３

）

．

Ｍ可 １ 。

黄岩 ．农 民Ｔ賦权巧巧国 网络的支持
——珠化Ｈ化洲地区农 民Ｔｉｌｌ织调查

［
Ｊ
］

． 调研 叫界
，
２００８口 ）

．

化星 ．早根动 巧与农 民群体巧益的表达机制
一

阿个个案的 比较研究 ［
Ｊ
］

．化会学柳究 ．
２００７

（
２

）
．

Ｉ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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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约机制 。 和草根行动者
一

样 ， 农民工ＮＧＯ不是最初行动的发起者 ， 但在行动过

程中对维权方式 、 维权策略 、 维权 目 标进行适当调整 ， 使他们的利益表达行动有礼

有节 。

基于宗亲关系 、 血缘关系建立的地缘维权组织
——

民间工会 ， 在特定的地域环

境下 （如有重伤传统的江浙地区 ） 发挥很大的作用 。 它适应 了农 民工介于
＂

熟人社

会
＂

和
＂

半熟人社会
＂

也里化态和斤为准则的要求 ， 因此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 能够

得到农 民工的认同 。

？
此外 ， 它能够把个人资源和组织资源相结合 ， 社团领导人的

社会关系与政府 、 企业的协商过程中有很大优势 ， 不仅能引起它们的关注 ， 问题还

能在
一

定程度上得Ｗ解决 。 但关于这种维权方式的局限性 ， 第
一

， 缺乏政府的正式

认同 ， 几乎是每
一

个非党和国家外 围 民间组织遇到的共同瓶颈 。 第二 ， 维权活动的

种类很少 ， 帮助劳工代理诉讼 ， 讨要赔偿 。 对于工时过长 、 工作环境恶劣 、 人生侵

害等诸多 问题还没有纳入到服务范 围 内 。 农 民工 ＮＧ０的思路是根据现行劳动法 ， 结

合农 民工的权益受损现状 ， 站在
一

个前瞻性的视角上 ， 普及法律法规 ， 本着
＂

不治

已病治未病
＂

的态度 ， 对不合理的用工现状做
一

个回应 。 第呈 ， 维权方式被动 ， 没

有主动地去帮助农 民工应对侵权 问题 。 而农民工 ＮＧ０能在开展的法律知识培训和文

娱活动 中 ， 引发他们思索并去探讨 自 身 的境况 ， 乃至
一

个群体的命运 ， 培养维权意

识 。 第 四 ， 维权活动缺乏资金来源 ， 商会不能 申请国 巧外的项 目 资金 ， 只有通过收

会费 ， 领导层 自 掏腰包 。 第五 ， 缺乏社会管理的
＂

同 乡会
＂

容易误入歧途 ， 威胁秩

序的稳定
＠

， 这需要政府及时化 Ｗ 引导 。

这几个力量 ， 并不是独立的发挥作用 ， 需耍各部分力量的相互配合 。 对工会与

农民工 ＮＧ０ 而言 ， 工会处于体制之 内 ， 可 Ｗ 向政府进言献策 ， 促使国家出 台新政策 。

农民工 ＮＧ０ 从微观着眼 ， 听取工友的诉求 ， 将工人的维权和企业的劳资关系的改善 、

王厂调研和政策倡导联系在
一

起 。

政府巧农 民工Ｎ说也可 Ｗ在事前预防和事后补救上分工合作 ， 政府加大对企业

违法行为和不 良用工行为 的惩治力度 ， 给予农民王ＮＧ０合法性和资金政策的支持 。

农民王 ＮＧ０则可 Ｗ提高工人维权意识和能力 ， 引发企业对社会责任的重视 ， 动员各

种力量 ， 保证利益诉求巧积压的劳资矛盾有
一

个畅通的表法途径 ， 依法维权 。 这种

良性的互动有利于双方调整 自 己的边界 ， 在此消彼长过程中朝着现代政府和公民社

？
江立 华

，胡 杰化 ．

＂

地缘维权
’ ’

巧织与农 巧 ： Ｌ 的权益保障 基Ｔ对福建泉州 农 民 Ｘ潍权组织的 考 察 ［
Ｊ

］
． 文 史

巧 ，
２００ ７

（
１

）
．

＊

同 １ 。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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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 目标转型 。

？

在各类维权中 ， 因孕育维权力量的±壤不同 ， 力量组合的方式不 同 ， 单个的评

述哪
一

种最优不够严谨 。 理想的状态当然是走向多元为量的联合 ， 扫清各种支援性

力量壁垒分明 的障碍 。 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农 民工ＮＧＯ在劳工维权中 的介入 ， 即如何

从无到有 ， 介入的过程 ， 受到的成效 ， 其 中介入的过程又分为事前预防和事后弥补 。

＂

黄巧 ．农民工贼化与跨 国 网巧的支持
一珠化 角洲地区农 民工飢织调巧叫 ．调研叶 ；巧 ，

２ ００ ８
（
５

）
．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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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 农民工 ＮＧＯ 对农民工维枚的介入

市场的失灵和政府的缺位为农民工ＮＧＯ创造了发展空间 ， 它是经济和社会发展

到
一

定程度的必然需求 。

０

资强劳弱 的格局 ， 政策实行过程中 的执行性障碍 ， 地方

政府对企业的庇护 ， 企业工会的依附性等 ， 使农民工迫切寻求
－－

个为劳工群体代言

的机构 ， 农 民工ＮＧ０呼之欲 出 。 用工环境的恶化 ， 劳资矛盾的升级 ， 大规模群体性

事件的频繁爆发 ， 来 自劳工群体 、 同情工人阶级的学者 、 律师等组织倡导者的积极

行动也推动 了农民工ＮＧ０ 的发展 。

＠
农民工肌０可分为

＂

自上而下
＂

型和
＂

自 下而上
＂

型 ， 前者是社会精英或者草根精英倡导并成立的维权组织 ， 后者指从农 民工个人 、

老乡会等非正式组织逐步演化而来 。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
＂

自 上而下
＂

的农民工ＮＧ０ 。

主要 新晨王友之家 、 ＸＸＣ 、 ＣＦ等为例 。 按照李春云 ， 段毅提出 的
＂

服务型ＮＧ０
＂

、

＂

维权型ＮＧ０
＂

、

＂

工运型ＮＧ０
＂

的划分标准 ， 新晨偏重于服务型 、 粧Ｃ属于维权型 ，

ＣＦ属于工运型 ， 由于本文主要 Ｗ对新晨跟踪调查所得的资料为主 ， 在后文的维权服

务和维权介入偏重于新晨 ， 对于集体运动中 的维权介入偏重于ＸＸＣ和ＣＦ 。

（

一

）
＝家农民工 ＮＧＯ 的机构概况

新晨 ，
２０ １ ０ 年 ５ 月 由 ＨＸＹ 先生成立 ， 是武化第

一

家农民工 ＮＧＯ 。 它的宗 旨 是

提升打工者的权利保护意识与能力及团结互助精种 ； 推动区域用Ｘ环境与执法环境

的完善 ， 带来稳定的社会秩序 。 愿景是体面劳动
——工人团结 ， 有尊严的生活与工

作 。 口 号是关爱新工人 ， 关注流水线 。 新晨工友家园在本质上是
一

个社区文化项

目 ， 由于机构在开展活动过程 中 ， 新晨比流水线的知名度更广 ， 因此后文把新晨作

为组织的代名 词 。 新晨成立的前两年在汉 口服装厂
一

带驻点 ， 当地有 ２００ 多家服装

广 ， 前来咨询的劳工也 比较多 ， 机构创办 了二手书屋 ， 用来为巧动资金造血 。 随着
一

个主要机构成员 的退 巧 ，
二手书屋停办 ， 机构的资金主要来 自 于所接的项 目 。 新

晨 目前有Ｈ名工作人员 ， 负责人 Ｈ 曾是
一

名农民工 ， 在 自 身 的工伤维权事件中 ， 接

触到农 民工 ＮＧＯ ， 启来成为它的义工 ， 在深圳创办 了农 民１ ＮＧＯ 机构 ＸＸＣ ， 后

来回来武汉开创 了第
一

家农民工 ＮＧＯ
＾流水线法律咨询服务中必 。 另外两位工

作人员 ，

一

名是大学生 ，

一

名 是社会学专业的研究生 。 她们都是在学生时代作为 该

？
余章宙 ，杨淑姊 ．我 国农 巧 ； ｒ ；维权Ｎ朋现状义 困境 岛珠立巧地怪 为例

［
Ｊ
］

．东南学术
，
２０ １ １

（
１ １

）
．

３ ’

李春云 ，段毅 ．在了乂与国家么 间 ： 中 国农民了 ＮＧＯ 的化成 、 类型及转型巧Ｂ／０Ｌ
］

． 中 国集体谈判论坛 ，
２ ０ １ ４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ｊ
ｔｔｐ
ｘｎ ／ａ／ｒｅ

ｐ
ｏ ｒ ｔ／ｏ

ｐ
ｉ ｎ ｉ ｏ ｎ ／２ ０ １ ４ ／０ ７２ ８巧則 ３ ． ｈ ｔｍ 

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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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志愿者 ， 在不断的接触过程中确定 自 己的职业选择 。 ５ 岁 的新晨正面临转型

的 问题 ， 从 Ｗ开办工友活动室为主 ， 慢慢聚焦于权益维护 ， 将珠立角地区的农民工

ＮＧＯ 经验 ， 不断本止化 ， 探索 自 己的发展模式 。

ＸＸＣ 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 ＨＸＹ 先生和长沙
一

所高校的两名学生在专业人±的帮助

下 ， 正式在深圳横 岗成立 了
一

家服务打工者的公益机构
——

工友书屋 （ ０５ 年更换注

册名称为
＂

ＸＸＣ
＂

） ， 工人维权巧服务方面有普法小组 、 康乐小组 、 文学兴趣小组 、

姐妹力量小组 ， 并且有 自 己的杂志 《工友天地 》 ， 后来又成立了剧团和合唱 团 、 重

Ｄ 音巧队及工人文化中也 。 戏剧 曾到北京演出 ， ＸＸＣ 也参加过南方交流汇演 ， 通过

打造工人文化为工人发声 。 目前 ， 机构的主要工作有 ＳＹ 负责的外联工作 ， 即领着

工人去工商局举报企业的不法行为 ， 在集体谈判和罢工巧程中 ， 为工人联络律师资

源 （它们得到广东劳维律师所的段毅律师的长期协助 ） ， 进行劳动法律培训 。 ＤＤ

负责女工的维权化及其它 围绕女工生巧和发展的
一

系列活动开展 ， 并且她 已争取到

香港李嘉诚关于女工的项 目 。 另外的两位工作人贵 ， ＪＴ 负责 日 常的法律咨询工作 ，

ＸＱ 负责利用新媒体进行宣传和转发信息 。

ＣＦ 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 在开展劳工文娱活动的同时 ， 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Ｗ及职

业技能培训 。 机构的宗 旨 除了维权外 ， 还有提高劳务工在城市中 的生存巧发展能力 。

机构的愿景除了过上尊严体面的生活外 ， 还包括劳工在社区建设和生活中享有平等

的权力 。

（二 ）

＂

新晨工友之家
＂

介入劳工维权与服务

１ ．工人法律賦能

凸湿企化宗 旨 的法律赋能活动是工作重点 ， 活动形式多样 ， 有个案咨询 、 外展

活动 、 法律培训 、 工友故事会等 。 既满足了工友对新鲜感的需求 ， 又在吸引他们参

与 的过程中学习 了法律知识 。 其次 ， 赋能活动很有针对性 ， 根据外展和个案咨询获

得的相关信息 ， 归纳工友巧 日 常工作 中遇到的困惑 ， 可Ｗ有效的开展奸对时下热议

的权益保障问题 ， 及时送去法律知识 。 如针对 电子业社保 问题和服装业的法律培训 ，

均结合 了不同行业劳工权益化况的不同而开展 。 下文将重点分析
一

次个案访谈和工

义故事会 。

（ １ ） 有关 申请劳动仲裁的个案访谈

１ 月 １ ０ 日 晚 ， 新晨工作人员 化 、 ＪＭ
， 带上志愿者 Ｌ

， 在常青公 园 大 口 口 为 巧違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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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艾大姐、

一
■

对夫妻 、

一

个小伙 ， 进行一个半小 时的个案杏询和访谈 。

Ｌ 负 责
一位 ８ ０ 后女工的服装厂维权经历 的访谈 。 该女工 的 岁 ， 武汉人 ， 小 学

文化 ，
工作年限 １ ４ 年 。 过去 曾在深圳 的 电子厂 、 五金厂 、 服装厂打过工 ， 目 前在

武汉的
一

家服装厂工作 。 该服装厂是一个无違 小厂 ， 规模为 ８ ０ 人左右 ，

工友是看

到该厂 的招工信息后进去 的 ， 现在亞处于招工的 淡季 ， 大型服装厂 不好进。
工友和

同 事相处很好 ， 毎天上班 １ ４ 小 时 ， 只有每个礼拜六晚上不加班 ， 也就是说一个 月

只有四个晚上的休息时 间 ， 感觉 蛮 累 ，
人都瘦 了 很多 。 她既没有签劳动合同 ， 也没

有买社保 ， 也没想过是否有必要签 ， 对 自 己 的养老 问题表示没有考虑过。 长时 间 的

工作导致她的眼睛板度疲劳 ， 出 厂后都不能看清楚东 西 ， 颈椎也 因 工作 变得疼痛难

忍 ， 车 间没有别 的安全隐患 ， 但是灰尘很大 ， 指 甲缝里都是黑的 ，

口 旱摘下来征水

里一泡 ， 就是一盆黑水 ， 对于这种情况都 已 习惯 了 。

她遇到 的
一次维权经历是 因 上一家服装厂

＂

富林菲 尔
＂

拖欠工资而 申请劳动仲

裁 ， 具体状况如下 ：

她和丈夫分到 的那组管理员 通过
。

降分
。

， 变相的克和他俩工资 ， 他俩向老板

申请换组 ， 后一组
＂

降分
。

更严 重 。 并且她指 出 ， 管理员 不把他俩 当人看 ，

一直嫌

他俩干活慢 ， 为 降分找借 口
。 后来他俩实在觉得忍受不 了 ， 就让老板签

。

迫使解除

劳动合 同
。

， 老板拒收 。 过几天他们通过邮政快递的方式寄去
。

辞职 书
。

， 被原封

退回 。 在这种情况下 ， 迫使他们走上申请劳动仲裁之路 ， 这也不是件容易 的 事 。 比

如说他俩在劳动局遇到 的其他来投诉的人 ， 劳工局 切
。

开不 出 身份证明
。

、

＂

证据

不足
。

就将他们打发回去 了 。 好在这位工友大哥在去劳工局之前咨询过新晨工作人

员 ， 按照他们 的建议 。
工友对劳动局 的 工作人员说 ：

。

你们要是不受理 ， 想轻 易打

发我们 ， 我就打市长热线投诉你们行政不作为 。

。

工作人员 于是迅速得开展调查工

作 ， 并承诺几天后给答复 。 所 ｋＸ
， 在他们手头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化下 ， 达到 了督促

劳工局尽应尽的责任 ， 为他们服务的效果 。 而那些被打发走的人 ， 也不知该怎 么 办

了 。

征据在一周之后就收齐 ， 但是劳动监察大化不 同 意给他化证据的 复印件 ，
六 同

意开庭的时候 出 示 ，
工友大哥不 同意 ， 宣称如果要 ３ 难他化 ， 说一些不 负 责任的话 ，

那好 ， 我去找化们局长 ， 局长不管 ， 就去市政府 闹 ！５ 分钟后 ， 劳工局的一位主任

赶紧派人去协调 ， 最后王友拿到 了 自 己维权的证据 。

他认为 ， 劳动局这群人懒惰成性 ， 能打发尽量打发 ， 不把 自 己 当 成是为人民服

务的部 ｎ ， 对我化还
一

副
＂

官 家
。

态度 。 绝大部分人一进劳动局 ， 认为这是
＂

官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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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势上就弱 了 王分 ， 被他们再一推读 ， 就轻易放弃 了 自 己的 目 的 。 他呼吁所有去劳

动局维权的工友 ， 说话一定要有底气 ， 不要抱一种软弱 的姿态 ， 遇到政府的 不作为 ，

和他们所说的无理的话 ， 要直接回击 。

对于女工和男 工维权的不 同 ， 他认为 ， 虽 然女工看起来更胆小怕麻烦 ， 但有些

男 工又何尝不是如此 ， 他们也害怕工厂 的指■复 ， 对 申请劳动仲裁和打官 司 ， 里没

有胜算 ， 考虑到它 费时 费 力 费钱 ， 就不 了 了之 了 。 但最主要的 问题还在于 ， 他们 不

懂劳动法律法规 ， 对 自 芭的维权行为 不 自信 。 这对夫妻＂前有过一次成功 的维权经

历 ， 也是通过去劳动局投诉 ， 迫使工厂老板 已协调 的方式予 ＂补信 。 所 Ｖ
？乂这次 虽 又

遇难关 ， 他们还是多
一份 自 信和胜算 。 对于成功 的维权事件 ， 他们很少和别人分享 。

对于 自 己工厂 而言 ， 这是一笔
＂

黑账
。

，

王厂不愿意雇用 爱 闹事的人 。 而说给别 的

厂子的朋友说 ， 他们表示难 置信 ， 觉得他在吹牛 。 这对夫妻对于他们 即将到来的

开庭 ， 也持一种保密态度。 看来个体的维权胜利没有想 象中 那 么有影响力 ， 周边人

的 患度 ，
＾乂及 自 己的顾虑 ， 都解释 了缘何几万人的 工人没有 因相似的维权需求而走

向 团 结 ， 他们仍是一盘散沙 ， 各 自 悲威 自 己的遭遇。

新晨的 工作人员 化 说 ， 所＂我们需要提供一个工友们可＂聚集的场所 ，

一

场

工友故事会 ， 足ａ激发他们 的谈论热情 。
工友们受抑制 的需求得 ｌａ在公共的 空 间里

呈现和探讨 ， 还能挖掘他们新的维权需求和愿望 。

由 于法律规定只有和 申请法律仲裁人存在亲属 关 系 或得到所在 区 的街道开证

明 ， 才 能进行公民代理 。 因 此 ， 新晨只 能为他们提供法律咨询 ， 策略援助和 ‘。理支

持 ， 漫漫维权路还得靠劳工 自 己去走 。

在个案咨询接近尾声 的 时候 ， 公 园 口 口 已多 了 几位 围观者 ， 他们对新晨充满好

奇 ， 通过工作人员 快速解答后 ， 抱着将信将庭的 态度 ， 收下 了 新晨带来的
。

劳动者

权益手册
。

， 其 中
一位还是一名服装厂 的管理层 。 他说 ：

＂

我也是给老板打工的
＂

劳动力 市场和劳工群体 虽 然在 内 部产生 了分层 ， 对于新晨而言 ， 所有的 劳动工

人
， 当 他们有劳动法方 面维权的 需求 ， 都是他们服务的对象 。 他们的使命是推动整

个 区域劳王群体状化的 改善 ， 那 么 实现
一个群体的 团 结是必 由之路。

从这份访谈资料展示
一

个清晰的维权事件 ， 夫妻双方在新晨的帮助下 ， 像了厂

提出
＂

迫使解除劳动合同
＂

， 工厂拒签 ， 随后通过邮寄的方式寄去
＂

薛职书
＂

Ｉ 资

方拒收 ， 快递被退回后 。 他们去劳动局举报工厂 ， 申请劳动仲裁 。 除 了这些法定维

权程序 ， 他们应对劳动局工作人员 的话语 ， 也是从新晨那巧学到的 。 山于法律对公

民代理的硬性规定 ， 新晨只能在背后 出谋划策 ， 而无权当面介入 。 间时我们可 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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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 资本在剥削劳工时的隐蔽手段 ， Ｗ及政府部 口 的推矮技巧 。 维权取得成功的工

友 ， 并不能带来多大的影响力 ， 这与工友的顾虑 、 社会态度 、 劳工群体的特点和发

展阶段有关 ， 但是新晨致力于改善送
一

局面 。

（ ２ ） 工友故事会
——

往前走
一

步 ， 结果就会不
－

样

活动开始时 ， 参与人 员 围 圏 而 坐 ， 依次做 自 我介绍 。 主持人 ＪＭ 和讲迷者遥遥

用
一

个情景剧的 形式把观众带入今天讨论的主题
一一

。

社保维权
＂

。 接着遙遥讲迷

了０ ７ 年在深圳和 目 前在武汉的 两段打工经历 。 在武汉 ， 她在进场
一个月 后就可

买社保 ， 但实 际上工作 了 王个 月 ，

工厂只给她缴 了
一

个 月 的社保 。 辞职后 ， 被告知

要从她的工资 中扣除 ６ ０ ０ 元 ， 作为企业为她 负 担的社保部分。 她 当 时很质疑 ， 去 高

新区管委会投诉 ， 被告知劳动确是如此规定 ， 有点儿心
＇

灰意冷 。 后来遇到 ＮＧＯ
＂

新

晨工友家 园
。

在工业 区做外展 ， 咨询过工作人员 后 ，
她发觉 ， 原来劳动法没有 变 。

在 ＮＧＯ 工作人员 的陪同 下 ，
她们来到武汉社保局 ， 填写完程序繁琐的登记表 ，

过 了

好几天 ， 事情终于得＂解决 。

个人叙述环节之后 ， 进入主持人与讲迷者讨论巧节 。

这时另
一

个工作人员 迎兰 ， 也参与其中 ， 主要＂工作人员 发 问 的形式为主 。 她

们首先讨论 了遥遥对武汉的社保局和深证社保局 的 不 同 感受 。 遥遥认为 ， 除 了 服务

悉度上 ， 武决这边不太爱搭理 ， 深圳工作人员很亲切 ， 并且问题解决地很快 ， 别 的

没有太大差别 。

接着她们讨论 了遥遥的维权意愿和获得维权信息的 渠道。

遥遙说 ， 当 时她只有 １ ７ 岁 ， 就去广 东 的厂打王 ，
她发现 ， 广 东 的公司 没有不

给买社保的 ， 它们 的公司很符合劳动法 。 因 为 ｒ 东工厂起步早 ， 它们很注重这些 。

相信过几年武汉也会如此 。 但是 目 前 ， 和她
一样权益受侵害 的 同 事还是存在的 。

她获知的维权途巧主要是听人说 ， 并且看到人才市场标明 的依据劳动法规定的

工资和加班 费 ， 因此 了 然于 ‘。
。 和她

一起维权的工友 中 ， 两个人在深圳长大 ， 对情

况比较熟 ，
这些都是很好的 契机 。

她的维权意愿 ，
０ ７ 年在深圳那次 ， 特别 强烈 ， 因 为她要靠那笔玉资生存 ， 。到

了 生活的绝境 ， 逼得她大胆一搏 。 在武汉的遭遇 ，
她是抱着试试的 态度 ，

她坚信工

厂 的
一切规定都是绕不开劳动法 ，

如果有法律的保障 ，
她一定要维权。 遇到新晨之

后 ，
她更加确定 了这点 。

她认为 ， 那些没有和她
一样维权的工友 ， 有些是嫌麻烦而 宁愿 不要几育块钱。

工作人 员 补充道 ： 还有 两种情 ；兄
， 他们不知道如何解决 ， 或者 ， 他们 不知道 自 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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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 区 ， 被社保局和其它部 口相互推读 。

此刻 ， 讨论达到 高潮 ，
工友和学生也加入 了 讨论． 他们 的讨论 ， 主要涉及材 下

８ 个 问题 ；

所有的公司 ， 在职 员 走后 ， 都要押或者少给几百元 ， 成为一个惯例 。 而劳动局

则需要投诉者提供
一个

＂

考勤证明
。

， 而 离职 员 工是往往拿不 出 来的 。

工友
。

陈大哥
。

说 ， 深圳 工作人员 处理投诉举报 ， 倾向 于服务 。 而武汉倾向于

管理 。 法律规定 ， 劳动局有权去查企业的违规行为 ， 调查它们 的考勤资料 。 但是 ，

为 了城市发展和就业 问题 ， 劳动局一般不查 。

主持人谈到 ， 武汉尚无工友投诉
。

政府不作为
。

，
工友

＂

梦洁
。

讲迷 自 己有
一

次给市长热线
一一

＂

１ ２ ３ ４ ５
。

打 电话的经历 。
２ ０ １ ３ 年 ， 他在

。

哈维特
。

公司 上班 ，

因 为前公司 交社保欠费 ， 导致他换公司 时无法交社保。 他先后去 了 武汉社保局 ，

工

商局 ， 茅店 ，
五部 口相互推矮 ， 他终于怒 了 ， 给市长热线打过去 ， 被告知等

一天
，

会给他回 电话 。 但没有等到 消 息 ， 第二天他接着打 ，
５ 天之后 ， 社保欠费部分 已 交 ，

他觉得市长热钱逐是有用 。

由维权的推读现象 ， 么人讨掩起社会中
一

系 列推矮现象 。 遥遥指 出 ， 现在社会

风气不好 ，
公共治安差 ，

人的 心
＇

理有 变异现象 ， 有时她走在人群拥堵的地方都吓的

冒 汗 。 那些权益受损又献亞抑的人 ， 很容 易把怨 令洒向无辜路人 。

当谈到遥遥走向劳动局 的理 由 ，
她说 ， 自 己主要是 ，

＾乂 劳动法为依托 ， 依法维

权 。 这时陈大哥质疑道 ， 如果本公 司 的 员 工投诉 自 芭的公司 ， 作为报复 ， 他们会被

开除 ， 因此
一般员 工的投诉行为 ， 发生在 离 职之际 。 那 为什 么 不集体抗议呢 ？ 遥遥

讲 ， 武汉很难发动罢王 ， 她在深圳期 间倒是亲见过两次罢王 。 其 中
一个 ， 罢工工人

堵塞 了１ ０ ７ 国道 ， 集体事件被媒体上报 ， 影响很大 ， 政府勒令劳动局解决 。 而 第二

次罢工 ， 则是因 为深圳市的工厂每年 ７ 月 底要涨底薪 ， 遥遥所在的工作组 ， 由 于缺

乏罢工 宣传 ， 经验不够 ， 只有 两组人復吧啦吼地去罢工 ， 结果失败 了 ， 发动者被开

除 。 两位学生对罢工特别感兴趣 ， Ｐ遗后 ， 他们参与讨论 了 厂 方对罢工的处理方乂 ，

一般是辞退 ， 给予经济补偿金。 开除员 工代表 ， 是 因 为他们 不够 团结 。

劳动局对拖欠社保的制度文本解释 ： 遥遥指 出 ， 由 于前两 月 是试用 期 ，
她 ｋ义 为

不用 交社保 ， 但实际上劳动法要求企业和个人都要缴纳 。 过 了 试用 期后 ， 企业需要

交社保的全部项 目 。 梦洁指 出 ， 被劳动局发现它们 的违法行为 ， 企业补交程序繁琐 ，

所切 它们 习 惯往后拖 。 对于 离职的 员 工所在的最后一个 月 ， 企业需要提前给他们 办

退保手续 ， 但如果员 工没有提前一个 月 交 离 职 申请 ， 企业多 交的部分也不用 个人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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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 ， 社保局 虽 然不退那笔钱 ， 但会留在企业账户 ， 为 下
一

季度其它 员 工支付。 因此 ，

企业是没有权利向 离职 员 工 索要那笔社保 费用 。

关于劳动合同 ， 遥遥认为 ， 它必须 围 绕着劳动法的 圏子裙 ， 员 工在
一个 月 内 签

订劳动合同 。 迎兰指 出 ， 上次接待一个个案 ， 手持一张空 白合同 ， 这是严重的 ， 手

法很隐秘的侵权行为 。 李超想 多 了 解
一

下劳动合同 的 内 容 ， 遥遥根据 自 己的经历化

媳道来 。 然后 ， 众人讨论 了 富去康姚楼事件 ， 遥遥认为 ， 不 了 解 内 幕的人认为是企

业管理的 问题 ， 其实那边很孔 ，
工友之间 的人桥关 系 不好 ，

山理素质也较差 。 化 认

为 ， 部分与 个人有关 ， 也难逃大踩境的影诚 ， 目 前的那边企业的局 面从
。

企业选人
，，

到
。

人选企业
。

， 管理制度得切 改革 ， 因此情况有改善 。

最后 ， 进入 了 总结阶段 。

ＪＭ说道 ： 大环境促使劳动局作为 。 权益受损的工友持观望姿态 ， 导致为 时 已晚 ，

整体的维权意愿 不 高 。
工友补充道 ， 集体投诉和举报比单个好 ， 有力量 。 关健是如

何 团 结起来 ， 还是一个 问题。 通过上次的社保知识培训 ，
工友们认识到 交社保的重

要性 。 主持人提 出 ， 社保还是存在 问题 ， 如监督不透明等 。
工友梦洁说 ， 也可 ｋ义考

虑一下其它 渠道 ， 比如说商业保险 ， 和 国 家推行的社保比起来 ， 有利有弊 ， 但他很

看好。 讨论之后 ， 活动进入處声 ， 吃完他们 自 。带来的 西瓜和桃子 ， 清理完现场 ，

纷纷 离去 。

一

个工友故事会不仅是分享故事 ， 也是在故事中探讨 自 己的处境 。 虽然 内容从

交社保到维权 ， 还谈到罢工 ， 劳工合 同等 ， 思维很跳巧 ， 最后形成 了
一

个头脑风暴 。

它既定的线索是
＂

迈出重要的第
一

步
＂

， 它的主要 目 的在于启蒙 ， 即用他人的故事

唤起工友对作为个人群体中
一

员 的 自 身命运的思考 。 工友故事会属于
一

种小圏子的

讨论 ， 它促使了在其它情况Ｔ选择沉默 ， 压抑 自 己的情感 ， 不可想象的事情进入了

公共领域 。 讨论造就了
一

种劳工阶层的 自我发现 ， 而劳工维权 ＮＧＯ 则为他们这种

小 圈子讨论创造了空间 。

当遥遥讲述 自 己讨要社保的这段经历时 ， 我们看到 了农民工作为
一

个单独的个

体力量是很薄弱的 。 并且深圳和武汉的环境也不同 ， 工人力量 、 维权方式 、 劳动部

口对农民工 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也存在差别 。 在激烈的讨论中 ， 工友们会 自 己找出这

些阻碍他们维权的原因 ， 在反思性的监控下 ， 他们的维权意愿会变得更强 ， 维权方

式更理性 。 此外 ， 新晨也会在故事会中修正 自 己 日 后工作的方 向 。

２ ．工人社区文化建设

（ １ ） 社区１友 图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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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工友图书室为工友提供免费的图书 、 报刊 、 杂志 ， 支持工友的继续学习 ，

充实业余生活 。 本季度有近 ３００名工友来图书室阅读报纸 、 图书 ， 巧名工友办理了

借书证 ， 共借出 图书 ６ ５册 。

（ ２ ） 社区工友文化活动

二季度利用周末时间 ， 共举办 了 ３次文化活动 ： ２０ １ ４年 ４月 ２ ７ 日 深圳重Ｄ音乐队

—－

唱谈新工人文化 ；
２０ １ ４年 ５月 化 日戏剧工作坊

——

你的身体会说话 ；
２０ １ ４年６月

８ 曰
一

起学唱打工歌 曲 。

到 了 中 国 的传统节 日 ， 新晨采集完工友意见 ， 在联络群发出通告 ， 预订举办活

动 Ｐａｒｔ ｙ的时间和地点 。 在活动开始前 ， 他们会简单地布置现场 （ 桌椅 、 茶水 、 零

食等 ） ， 然后等待工友的到来 ， 在临近活动开始 ， 会给登记过却没来的工友打电话 ，

对到来的工友 ， 会和他们寒喧几句 ， 他们有的要坐车两个小时 ， 兰^前也曾参加过新

晨的巧动 ， 因此有
一

定的情感 。

一

位老工友说 ：

＂

希望它们的活动能新鲜点 ， 对于

新了友是挺有意义 ， 可对于我们这些老工友 ， 听着就腻味了 。 但是我不加班 ，

一

般

会来的 。

＂

毎次来的人也不算多 ， 王友加上学生正好坐满活动室 ， 现在连节假 日 工

人都要加班 ， 人就能少 了 。 离新晨只有 １ ０ ０米处 ， 有
一

个化区广场 ， 天气好的时候 ，

望歌不断 ， 人群涌动 ， 与它相比 ， 还有
一

部分愿意参加这里 的活动 ， 已是很难得 。

当 问到和社区的关系 ， 王作人员 ＪＭ说 ：

＂

我们也想和化区搞好关系 ， 上次有个

反家暴活动 ， 想请巧区的舞蹈队来表演 ， 他们负责人嘴上是同意了 ， 要我们去联系

居委会 ， 得到它的许可 。 居委会却说 ， 社区觉得可 Ｗ就行 。 后来 ， 社区负责人觉得

不踏实 ， 又把问题抛 了 出去 ， 叫我们 自 己去和舞蹈队联系 ， 出 了事他可不管 ， 最后

事情就不了 了之 。 我们和化区 的关系谈不上好坏 ， 他们总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 ， 有

时还会来
＇

视察活动
＇

， 却也没有怎么干鞭我们 。

＂

因此 ， 新晨是无法借用社区 的

资源 ， 它们的文化活动也不能和社区活动相交融 。 有
一

个很大的原因 ， 它们的巧动

不但是娱乐 、 放松 、 交友为 目 的 ， 还暗含了维权的层面 。 文化娱乐是维权的前奏 ，

不然 ， 用什么力量把
一

群 目 的不 同 、 追求不同的人联系在
一

起呢 ？ 靠打赢维权肯司

是可 Ｗ把声名打 出去 ， 可是要 留住这些人 ， 发展成
一

个同质性群体 ， 光靠轰轰烈烈

地维权保卫战可是不行的 。

开展活动可 Ｗ将工人聚集在
一

起 ， 带领工人做游戏 、 开展各种文娱活动 ， 通过

这些潜移默化地提升工人的 自巧保护意识和能力 ， 巧集体活动 中培养起王人的权

利意识 、 谈判技能 、 维权能力 。
［
Ｗ

］么所Ｗ认为这些活动也是维权 ，
主要是考虑到活

动组织者希望通过迭些形式 ， 培养王人之间 的 出结意识 ， 并 同 时 向他们传递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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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的观念等 。 此外 ， 劳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遇到排斥和歧视问题 ， 他们迫切需要

一

个文化聚居地 。

（ ３ ）彩课堂

学生志愿者利用巧余时间开展的屯彩课堂 ， 受到 了工友的广泛好评 ， 累计有 ５ ５

名工友参加 ， １ ３名学生志愿者协助 。 在这个过程中 ， 工友们学到了知识 ， 丰富 了文

化生活 ， 学生也提升了社会实践能力 ， 加深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 。

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 ， 工友产生了对新晨的认同感 ， 这是
一

个放松的地方 ，

一

个同质性群体集聚的公共空间 ， 可 Ｗ读 自 己感兴趣的书 ， 上感兴趣的七彩谋堂 。 参

与游戏也能丰富业务生活 ， 接触新朋友 。 对于学生而言 ， 他们接触到 了校园外的事

物 ， 实践能力和对现实的认识都得到提高 。 他们在参与 的过程中对劳工维权的现实

认识有
一

个巧累过程 ， 为 日 后成为该领域的支援性力量埋下种子 。

３ ．维权力量的蓄水池——志愿者培养

麦克尔 ．爱德华兹对
＂

志愿
＂

的理解 ： 组织既有受薪专职人员 ， 又有志愿者 。 但

他们是通过志應机制 ， 即对话、 谈判 、 说服的方法达到 目 的 ， 而不是政治的强制手

段和公司运用市场激励机制来达到 目 的 。

？
从技种角度看 ， 农民工ＮＧＯ也可 Ｗ看成

一

个志愿组织 ， 它发起的行动可看成志愿行动 。

朱建刚从社员活动的 内外部意义框架来分析志愿行动的实践逻辑 ， 从外部意义

来看 ， 首先是福利逻辑 ， 为弱势群体提供服务 。 其次是参与发展的逻辑 ， 即助人者

自助 。 此外志愿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 ， 赋予活动依法维权和社会变革的意义 ， 在不

挑战国家基本的法律制度下 ， 反抗不合理的組织和制度 。 而内部意义框架则包括追

求个人的价值 目标 ， 如能力提升 、
． 増加人脉 、 积累阅历等 ， １＾１及对团队的归属感 。

志愿者希望实现双赢 ， 把个人的 自我实现和组织化的志愿行动相结合 ， 这也是理性

人的需要 。

＠

新晨的志愿者来 自大学生和参加活动的某些工友 。 目前只举行过
一

次培训 ， 了

作人员 ＹＬ 说 ： 首先你要化识到这要
一

个现状 ， 我们的志愿者队巧没有建立起來 。

虽然我们也挂 出 了招募启事 ， 设立了志愿者服务墙 ， 由于志愿者不多 ， 且人员处于

流动状态 。 目 前只有立四个志愿者 。

麦克尔 ．爱德华兹 ．公 民社会 ．清华义学公巧管理学院 ＮＧＯ 研究所主办 ． 中 国非营利评论第二卷 ［
Ｍ

］
．北京 ：社会科

学山版巧 ，
２０ ０ ８ ： １ ２ ８ ．

？

朱建刚 ．行动的 力量
——

民问志愿组织时问搜辑研究
［
Ｍ

］
．北京 ： 商 务印巧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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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工友志愿者 ， 对他们的培训 内容有别与学生 ， 学生志愿者主要是负责调研 ，

而工友志愿者面 向整个工人群体 ， 有改善群体状况的使命 。 他们主要参与
一

些外展

咨询 、 值班 、 放电影 、 贴海报等活动 。

组织的志愿者建巧可Ｗ作为
一

个能量和资源的蓄水池 ， 不断地提供新的能量和

活为 。 内 部和外部双重意义框架的变迁也构成了组织化志愿行动变迂的基础 。 组织

的发展阶段和规模 ， Ｗ及组织的功能定位 、 发展策略等都决定了它在建设志愿者队

伍中 的考虑 。 新晨虽成立 １ ０ 余年 ， 并没有形成 自 己
一

套完善的志愿者
＂

招募
一培

训
一

评估
＂

模式 。 他们的志愿者有后来发展成机构的工作人员 ， 但毕竟机构的
＂

小

规模
＂

运行 己决定了它无法提供志愿者充分发展的空间 ， 由于志愿者具有极强的流

动性和时间不确定性 ， 组织和培训都变得不太容易 ， 构建内外部的意义框架因此更

属于私人性事务 ， 志愿者更多 的扮演参与者角色 。

劳工维权ＮＧＯ的服务范围很广 ， 有些也提供农民工 的职业技能培训 ， 企业责任

培养 ， 甚至是工人权益倡导 。 深圳社会观察研究所 （ Ｉ ＣＯ ）２００４年创办社区教育学

院
？

， 除 了提供法律知识 ， 还有 电脑和英语培训 ， 让农 民工掌握
一

技之长 ， 提升他

们的生存空间 。 笔者认巧 ， 这是在机构有余力 的前提下可化涉及这项服务 ， 但新晨

的情况是只有Ｈ位工作人员和
一

小部分志愿者 ， 机构的规模决定 了它不可能面面俱

到 。

负责人化说 ：

＂

目前我们并没有接到相关的项 目 ， 企业社会责任的培养 ， 比较

大型的脱０做的较好 ， 他们会对 品牌施压 ， 品牌再对加工工厂施足 ， 从而推动企业

社会责任 。

＂ ？

（Ｈ ） 兰种视角下的维权介入分析

新晨的 出现为当地社区农 民工提供了个案替询与外展 、 法律培训 、 了友故事会

等
一

系列的法律赋能活动 Ｗ及文他建设和文娱活动 、 志愿者建设等全方位的服务 。

在此过程中 ， 对服务对象而言 ， 得到哪些收获呢 ？ 在维权的效果评估上 ， 农民工ＮＧ０

的介入带来 了 哪些改变 ？ 为 了进
一

步 了解
＂

介入
＂

的 内涵 ， 本文借用另外两个农民

工ＮＧ０在集体事件中发挥的作用 。

１ ．社会资本
＂

从无到有
＂

当你因低收入而感到手头括据 ， 当经济形式变得严峻 ， 除了维持个人和家庭的

？

黄岩 ．农巧工赋极与跨国 网络的支持
——

珠江 角洲地区农 民工组织调巧机 ．调 巧泄 界
，
２００ ８

（
５

）
．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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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而无暇他顾 。 当你选择用看电视这种成本最低的方式度过空闲时间 。 你已经远

离社会参与 。 但粗会性的 问题仍然会找上你 ， 这时 ， 你 已不确定能否找到组织 ， 由

此要面临独 自 承担社会风险高成本的命运 。 现代社会需要各种社会资源 ， 因为在陌

生人社会中 ， 注重家庭纽带和小范围的熟人关系 ， 使人们的参与合作能力不足 ， 巧

部规范和 肉部信息共享无法实现 ， 普遍合作也无法形成 。

？

在新晨进入到汤社区之前 ， 该地的工友是如何维权的 ？ 采取怎样的途径维权

呢 ？

社会参与度与社区的组织生活和公共生活密切相关 ， 新晨的 出现 ， 不仅提供 了

一

个社会参与 的平台 ， 也形成了
一

个较不正式的公民参与 网络 ， 同时培育了社会资

本 ， 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工友的合作习惯 ， 塑造他们的公民精神 ， 培育公民技能 。

＠
维

权可否看成
一

种特殊群体公共生活所必须的技能呢 ？

工友小陈说 ， Ｗ前 自 己打过市长热线 ， 接线员 了解情况后让他等上几 日 。 几 日

后 ， 他又打 了过去 ， 询 问事情的进展 ， 又过了几天 ， 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 这种途轻

是依赖政府部 口解决 ， 不得不说 ， 有很大的运气因素在里面 。

还有
一

种方式 ， 自 发的有组织维权 。 李大姐讲述 自 己在 Ｘ厂的维权经历 ， 相当

具有策略性 。 工厂的女工打头阵 ， 她们认为 ， 就算矛盾激化地不可收拾 ， 女工的人

身安全也不会受到威胁 （相 比男性工人 ） 。 她们选出代表 ， 和工厂老总谈判 ， 谈判

不成功 ， 就选择在办公大楼
一

层大厅 Ｗ静坐的方式表示抗议 。 她们很清楚的 了解到

相关法律 ， 只要罢工行为没有出工厂范围 ， 影响治安 ， 是不必追究法律责任 。 刘大

哥讲到 自 己与工友们在工厂搬迁过程中 ， 控截搬运车 ， 被警察 扰亂治安罪逮捕 ，

他据理力争的依据就是 ， 该行为在厂区范围 内 ， 并且就老板克扣工资的行为和警察

理论 ， 最后被释放 ， 老板只有与工人就搬迁事宜进
一

步协商 。

不是每
一

次劳资双方的博弈资方都能 占上风 ， 随着劳工阶层维权巧术的不断成

熟 ， 工人对薪酬和福利等共 同利益 目 标所带来的团结 ， Ｗ及维权领袖的个人魄力 ，

会使劳工阶层的力量不断壮大 。 但在个别的小工厂 ， 维权抗争的条件还不具备 ， 作

为零散的权益受损工人 ， 他们没有形成群体之前 ， 势单力薄 ， 该如何维权呢 ？

新晨提供的不仅是
一

个固定的法律咨询点 ， 还是
一

个工友家园 。 除了特殊情况 ，

它每周都至少有
一

次长达两小时的活动 ， 工友们 自 由地聚集在
一

起 ， 有点还从大老

远赶来 ， 坐两小时车才到 。 当新晨２０ １ ２年在 Ｗ市落户 时 ， 他们就 已经接触到这个机

’

６

陶传化民间组织的发育与社会》建王名主编冲国 民间组织发展 ３０ 年
——巧 向 公民社会 １ ９７８

—

２ ００ ８
［
Ｍ

Ｊ
． 北

京 ：社会科学文献山版 ，
２００ ８ ： ２２９ ．

＊

【 美 】 罗伯特
＇

帕特南观 自打保齡
——

菜国社区 的袁落与复兴 ［
Ｍ

］
．燕维巧巧 ，北巧 ：北京乂学 出版化２０ １ １ ： １ ９６ ．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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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 罗伯特帕特南指出 ， 社会上个人之间的相互联系
一一

社会关系网络Ｗ及 由此产

生的互惠互利和相互信任的规范 ， 构成社会资本 。 它又分为黏合性社会资本和连接

性化会资本 。 前者为工友提供法律和也里方面的支持 ， 而后者 ， 使他们在这个家园

接触到 自 己圈子外的人和事 ， 这都是人在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外部资产 ， 既有助于

产生广泛的互惠规则 ， 并且将最终改善公共讨论的质量 。

？

托勒尔通过实证数据发现 ， 社会参与度越高 ，

＂

弱性纽带
＂

越强 。 信息不断

扩充的条件下 ， 对于同样命运的个体 ， 同样的利益诉求 ， 会产生
一

个连带效应 ， 他

们会走 向
一

个联合 。

＠

在新晨 ， 工友们能在倾诉 自 己的维权经历中得到其他人的回应和某种程度上的

共鸣 ， 鼓励他们说出 自 百艰难的维权史 ， 对其他工友也起到 了正 向 的激励作用 。 他

们有时会请到广东有名 的维权人±来此与大家交流分享 ， 比较两地不 同的维权方式

和效果 ， 化他们对 自 己的维权环境认识更加深刻 ， 在这个过程中 ， 机构人员会抓住

时机询 问他们对此事件的看法 ， 借Ｗ更好地启发和引导他们 。 维权方式可Ｗ采取激

进或和缓 ， 造成的社会影响也有天壤之别 。 接触到 自 己圈子Ｗ外的社会联系 ， 不仅

丰富 了 自 己在维权方面的知识 ， 对也态的调整也起到 了 不可估量的作用 。 在新晨 ，

他们与资方的矛盾找到
一

个缓冲地带 ， 学习依法维枚 ， 有策略的维权 ， 积累维权经

验 ， 使他们不至于成为
一

股威胁社会的力量 。

积极参与和消极旁观是有区别的 。 当看得人增多 ， 做的人减少 ， 社会资本会呈

一

个衰落趋势 。
９５

］汤社区 的工友在参与新晨活动的时候 ， 通过
一

种最传统的方式 ，

面对面交流 ， 非语言信息 ， 如情绪 、 含作愿望和可信度等 ， 能被清晰的感知到 ， 这

种交流方式为打断 、 改 Ｐ 、 回馈和学习 留下 了大量的空间 。 而别的交流方式 ， 如通

过电脑 、 冗联网或 电谅 缺乏
一

种直观的社会暗示 ， 这种暗示的欠缺 ， 会抑制人们

之间的团结与信任感 。 新晨从无到有 ， 为工友提供 了
一

种类型的公共空间 ， 在此 ，

人们的沟通更加社会化 、 私人化 ， 信任度和友谊感也更强 。

＠

２ ．资源动员黄穿 ＸＸＣ 和 ＣＦ 介入的
＂

奇利田事件
＂

在 Ｗ 市 ， 和广州 的１人维权的生态不同 ， 武汉市大规模的工人集体行动较为

少见 。 因此新晨接受的类似的个案 ， 不叫介于集体行动 ， 而是
＂

协助集体事件
＂

。

在维权抗争的事件发起后 ， 工人代表才在新晨召开大会 ， 听取意见 。 对于没有集体

【美 】 罗化特
？

帕特巧 ．独 自 打保龄 美 巧社怪的哀落与复兴 ［
Ｍ

］
．燕继巧巧 ，北京 ：北京乂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１ ： １ ９ ６ ．

陶促曲 ． 民问纽织的发育与社会 ：軍建 ．干．名主编 ．

｜

｜

｜ 国 広间组织发展 ３０ 巧
一

走 向 公 民社会 Ｉ ９７８
—

２００ ８
［
Ｍ

］
．北

巧 ：社会科学文献 山版 ，
２００ ８ ： ２３ ６ ．

＊

同 １ ．

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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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经验的劳工群体 ， ＮＧＯ 起到是
一

个
＂

定调
＂

的 问题 ， 即 问题如何解决 ， 是通

过谈判还是仲裁 ，
ＮＧＯ 工作人员会详细分析每种策略的优势 。 而对有经验的劳工

群体 ， ＮＧＯ 也可起到
一

个策略的补充作用 ， 比如说 ， 建议他们签联名信 ， 对工人

领袖脱离群体意愿的现象及时纠正 ， Ｗ及提供劳动法规定 的合法权益的相关知识 ，

作为维枚 目 标的参考等 。

在集体停工等突发性事件中 ， 劳工维权ＮＧＯ的介入模式千分明显 ， 因此有必要

借用
一

个典型的珠兰角地区ＸＸＣ和ＣＦ机构参与 的劳工维权 。 社会行动 ， 与被剥削 的

觉知程度 及人群拥有的资源和行动能力有关 。 缺乏资源则会消极忍耐 ， 拥有充足

的资源会鼓励人们积极应对 。 人们掌握的信息 、 技能 、 关系 网络 、 巧会经验等决定

了行动能力 。 而工人需要的替代资源如新的就业机会和工人溝体反抗雇主的能力共

同作用 ， 决定 了他们发起社会运动 的能力 。

？

前者提到的替代性资源 ， 新的就业机会与劳工维权 ＮＧＯ 的关系不大 ， 因此主

要探讨后者提到的工人群体反抗雇主的能为 。 劳工集体宿舍的居住形式 、 类似工作

环境和生活境遇引发的共鸣 ， 促进了互惠 、 信任和 团结 的社会网络的培育 Ｉ 为集体

行动提供动员 的基础和资源 。

＠

本文从资源动员 、 群体特征和公民参与网络等角度

分析农民工 ＮＧＯ 在集体行动
——

奇利 田事件
？
的介入过程和意义 。

２ ０ １ ３ 年底 ，
ＸＸＣ 的工作人员 在该公司 辭近发放

＂

养老保险的 问卷
。

调研时 ， 遇

到 了 奇利 田公司 的部分员 工 ， 在交谈中 ，
ＸＸＣ 工作人员 ＳＹ 发现奇利 田公司 不仅仅养

老保隆存在 问题 ， 在其它 方 面也有很多 问题 。 于是 Ｓ Ｙ 告诉该公司 员 工 ，
ｌａ后工作

中遇到 的不合理情化可从打 Ｘ ＸＣ 机构 的免 费服务电话 ， 机拘工作人员 可 ｋ乂免 费 为 大

家提供相关的指导和帮助 。 此后不断地有该公 司 的工人尚 ＸＸＣ 咨询 问题 ， 机构人员

都热情化给予接待 ， 并给与 了 相关的指导和建议。 新年过后 ，
ＸＸＣ 的 Ｓ Ｙ 也逐渐将该

公司 工友的 问题放到 了
一个较高 的 高度 ， 不断的帮助该公司 的工友 出 主意 ， 想方法 。

随着该公司 咨询个案增 多之后 ，
ＸＸＣ 机构决定约该公 司 的 工友一起来谈欠家都

关心 的 问题 ， 并鼓励他们找其他 同 事
一起过来 。 在 ＸＸＣ 机构人员 的协助下 ，

王友们

在谈 了 两次之后 ， 觉得需要开一次全厂 大会。 由 于
。

清明 节
。

公司要放假 ， 于是工

友们 决定选在清明 节那天开次欠会 。 而 工友中较为积板的
＂

吴哥
。

在 ＸＸＣ 的建议下

建立 了 工友 ＱＱ 群
＿＿

Ｓ 工俱 乐部 。 清明 节 当 天有 ６ ０ 余位关心
＇

养老保险工友与会。

＠
Ｕ ｔｔ ｌ ｅ ｒ

，Ｃ ．艮 ． Ｔｈ ｅＤｅｖｅ ｌ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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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会议上工友们推选 了 老 Ｃ 等 １ ０ 余工人代表 ， 并确定 了 几项基本诉求 ， 化如

养老 、 住房公积金 、 研磨工的职业病 问题 ，

ｋ义及福利待遇。 但是工人代表要有正式

身份 ， 就必须获得更多 工友的 支持和委托 。 所＂被选定的工人代表就让参会工友到

公司 的每个车 间和部 口 ， 去找工友签工人代表推选书 （ 联違信 ） ， 请工友支持选 出

的 几位工人代表 。 在获得 ２ ４ ５ 位工友的委托签違后 ， 由 １ ０ 余位工人代表正式向厂

方发 出 了 集体谈判 的邀约 。 发 出之后 ， 公司 在
一

周 内 给于 了 回复 ， 并于 ４ 月 ２ １ 日

与 员 王代表进行 了 第
一次集体谈判 。

双方就住房公积金 、 养老 、 福利待遇 、 个税 ，

职业病与公 司 王副 总进行第一次谈判 ， 结果由于双方分歧较大 ， 没有达成
一致 。 此

后 ，

工人代表于 ４ 月 ２ ８ 日 与公司 王会进行 了 第二乂集体谈判 。 这次 ，

双方就养老

和住房公积金基本达成 了协议 ，

一

部分工人暫时满足 了 。

５ 月 中 旬 ， 由 于部分工友在 网上看到 了ＣＦ 的
＂

Ｚ
： 给 ＹＹＸ 厂王友们 的第互封公

开信后
。

， 感觉 ＣＦ 在维斬劳工权益方面 ， 也是非常活跃的 ， 于是他开始主动联系

了ＣＦ 寻求帮助 ，
而 ＣＦ 对于他们 的遭遇也十分同情 ， 并积板介入到他们 的活动 ，

ＣＦ

逐渐成为他们 工人代表每次开会的基地 。 由于部分
＂

老工人
，

对养老保险还不是很

满意 ，

工人代表认为有必要再与公司进行一次集体谈判 ， 彻底解决工友的诉求 问题。

在 ＸＸＣ 和 Ｃ Ｆ 的访助下 ， 奇利 田 员 工维权委员 会正式成立 。
２ ０ １ ４ 年 ６ 月 ３ ０ 日 ， 员 王

代表进行 了 小组的分工 ： 谈判组 ， 主要 负 责与公司 进行谈判 ； 联络组 ， 主要 负 责与

政府部 口 沟通 、 到政府投诉 ， 同 时 负 责与 工人联系 ， 即时理解工人动态 ， 避免脱 离

普通工人 。 纪律组 ， 负 责规范联名 工友的行为 ，

＞
＜乂及员 工代表的职责 。

７ 月 ５ 曰 ，

员 工委员 会发布 了
一

个集体维权的倡议书 。

倡议书逐步被广 为人知 。 ７ 月 １ ３ 曰 ， 员 王代表在 ＣＦ 机构 召 开停工准备会议．

会后 ，
工人代表再次到每个车 间和部 口 ，

让工友签若委托书 （ 联若信 ） ， 这次共有

４ ５ ０ 余名 工友签名 。 员 工代表址律师将资料整合后 ， 向公司发 出邀约 西 。
７ 月 １ ８ 日

上午 ， 公司 动静很大 ， 公 司 的 台 干把工人聚集在
一起 ， 发放调查表 ， 询 问调查诉求

是否工人本意和工人代表委托的真 实性 。 针对这一现象 ，

。

咱们 工人有 力量
。

在 ＱＱ

群里告诫工友 ，

＂

不要单独接受公司 的约谈 ， 直接告诉约你的人 ， 请书 面 回复工人 ，

＂ 巧上公司 的套 。

。

同 时要求大家 ，

。

＂后不论签什 么 东 东 ， 都拍照 ， 不要址公 司

把我们 卖 了 。

。

ＬＫＭ 也告诫各位工友 ，

。

收到此信息的 ， 有事找代表 ， 找律师 ， 要

公 司 进行集体谈判 ！ 我们有理有据 ， 不被他们 愚弄柔弱 的化俩得逞 ， 我们 已经组织

团 结起来 了 （ 奇利 田委 员 会宣 ） 。

， ， ＂

辉洋越海
。

也建议工友 ，

。

坚决不接受公 司

个别 约谈的分化行为 ， 有 问题直接与我们 的工人代表谈刹解决 ！

。

要约 书发 出 后 ，

各个小组准备停工 的事宜 ，
主要的行动方案 ， 联络小组开始发动王人准备罢工 ， 同

２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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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继续到劳动部 ｎ投诉公司违法行为 。 财务小组 负 责行动 的 费用 ， 纪律小组 负 责制

造罢工标语 ， 并统筹各个小组的秩序 ， 防止罢工 出现过激行为 。

７ 月 １ ８ 日 下午 ４
：０ ０ 公司人事部经理及时招见 了１ ３ 位代表进行说明和 简单的

书 面 回复 ，
且强调如果有诉求 ， 必须通过么、司 工会 。

工人一致认为 自 己的诉求被小

视 ， 情绪更加不安 。
工人代表在得到结果后 ， 都很不满意 ， 于是决定正式停工 。 ７

月 ２ ０ 日 下午 １ ０ 余工人代表 ， 在 巧 机构里面 ， 在 ｎｃ 工作人员 和 巧 主任的指导下 ，

就停工 的真体行动方案进行 了 详细的分工 。 即停工期 间 ， 谁 负 责到政麻部 ｎ 劳动站

投诉举报 ； 谁 负 责打标语 ； 谁 负 责发动工人 ； 谁 负 责维持秩序 ； 谁 负 责与公司 谈判

等 。 这次会议上 ，
ＣＦ 的 Ｚ 积板参与 了 员 工代表的讨论 ， 并给与 了停工相关法律的 支

持 。

７ 月 ２ １ 日 上早上 ，
公司 安排人员 与 员 工代表周旋。 公司 总监不断地劝大家进厂

工作 ， 这严 重影响 了 工人的去气 ， 有些人就不在聚集 ， 进厂生产 了 。 ８ ：０ ０ 时都 已过

了 上班时 间 ， 此时在 口 口 抗议的工友只有 ３ ０ 多 个 。
１ １

：３ ０
－

１ ２
：０ ０ 上午下班时间 ，

很多 工友都参加到抗议队伍 中来 。 这时正在参加劳工知识培训 的 ＸＸＣ 接到 了 他们的

电话 ， 说 ，

＂

罢工人员很少 ， 员 工代表比较失望
。

。 他们到 了 后发现罢工的工人们

在公司 口 口 对面 的 小树林里 ， 坐着或站着 ， 郝无精打采的 ， 毫无去气 。 在这其间 ＣＦ

的 负 责人 Ｚ
， 不断的 召 集工人商讨对策 ， 重新确定大家的分工 。 这时 ，

工友们开始

积板行动起来 ， 把标语挂上 了 公司 正对面 的横栏和树上 ， 开始喊罢工的 口 号
＂

还我

社保 ， 还我公积金
。 。

还我个税
。

，

。

补发 高温补贴
。

，

＂

淡季保底 ％ ０ ０

。

等 ， 气

氛雜然升溫 。 这时派 出 所的 民警赶到 ， 看到 工人没有过激行为 ， 很快就走 了 。 劳动

站的执法人员 赶到 ， 要求工人与公司 进行协商 。 此后上级工会 、 街道办的人员 相继

到达 ， 汾纷要求工人派代表与公司 协商 。
１ １ ：３ ０ 工人派 出 ５ 違代表参加 了 有劳动站 、

区 工会 、 石 岩 工会和公司 组成由 集体谈判会议 ， 由 于 资方只 有人事经理在 ， 副 总来

—会走 了 ， 所＂ 员 工代表不愿意谈实质 问题 。 谈判无果而终 ， 下午下班后工人相继

散去 了 ，
工人代表一致决定第二天继续罢工 。

７ 月 ２ ２ 日 上午 １ １
：３ ０

， 大批执法人员 出现 ， 他们手持胶棍 ， 带墨镜将停工的

工人 围在一起 ， 并抢夺工人的喊话设备 ， 撕掉工人橫幅 。 把抗议的 ５ ０ 余若 工人和

正在下班的 工人 围成两部分。 使二者 隔 离 开来 ， 由 于执法人员 不允许下班工人停留 ，

导致下班工友无法参与 到抗议队伍 中来 。 １ １
：５ ０

， 在现场的 ３；ｇ ＣＦ 工作人员 被强

行带走 。 在被询 问 了
一些基本的情况后 ， 当 天晚上他们被放回 。

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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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 工友看到这些 ， 显得有点害怕 ， 直接导致 ７ 月 ２ ２ 日 的维权队伍人数不足

３ ０ 人 。 到 中午 １ ２ ；０ ０ ， 台 湾总部大田公司 派来 了 总经理梁季仓先生 。 １ ２
：０ ０ 时公

司 单独找 了ＣＮＣ 部 口 的罢工工人进行 了谈判 ， 分化工人。 谈判结束后 ，
ＣＮＣ 的 员 工

比较满意 。
工人的

一些诉求基本达成 ， 但关于前期要求开组工会等均未实现 ， 公 司

答应 的要求何时实现 ，
王人们都在拭 目 ＂待 。

８ 月 ３ 日 员 工化进行 了
一

个庆功会 ， 罢工结束后 ， 大家基本上都静 了 下来 了 ，

有些散 了 ， 个别 的 员 工代表也宣布退出 工人维权委员 会 。 对于在罢工过程 中给予 帮

助 的机构 ， 老 Ｃ 的感言 ，

＂

我们在 自救 ， 也在救企业 ！ 感谢那 几家幕后帮助我们 的

非政府公益组织和 国 际友人 ！ 最危险的 时候 ， 我们
一起在树林里坚守阵地 ， 对付的

维稳集 团 ， 我们顶住 了 压力 ， 取得 了 阶段性胜利 ！

＂

在此事件 中 ，
ＸＸＣ 机构工作人员 为 工人的 集体谈判起到 了 前期 的准备工作 ， 如

为 工人咨询 的 问题提供指导和建议 。 在它 的协助下 ，

工人开 了 第
一次全场大会 ， 并

建立 了 工友 ＱＱ群 。
工人的前两次集体谈判 ，

ＸＸＣ 积板的 出谋划策 。 到 了 后 面 ，
ＣＦ

机构 的积板介入 ， 不仅提供 了 工人开会的场也 还和 ＸＸ Ｃ
—起促成 了 员 工维权委员

会的成立 ， 并指导小组代表进行 了 明确 的分工 。 当 工人决定正式停工 ，
ＸＸＣ 和 ＣＦ 的

机构人员 对他们具体的行动方案进行详细的分工 ， 在后来罢工情况转下时 ， 两 个机

构纷纷过来支援 ， 商量对策 ， 鼓舞去气 ， 在现场的互名 ＣＦ 工作人员 还被执法人员

强行带走 。 从预谋谈判到罢工和谈判取得除段性的胜利 ， 两个机构工作人员 作为 工

友的智 力 支持和精神领袖参与该事件的整个过程 。

奇利 田 的罢工事件 ， 实际上是农民工 ＮＧＯ 引 导下的草根动员
？

。 和草根动员不

同 的是 ， ＮＧＯ 的工作人员并没有起
一

个动员 的角色 ， 他们不属于农 民工维权群体

里的
一

部分 ， 处在外缘的位置给予 引导和支持 。 起动员作用是奇利 田 的了人代表 ，

他们是最初砍极面对并试图解决极益侵害 问题的先驱 ， 并且通过召开工厂大会 、 组

建工友俱乐部 、 成立员工维权委员会 、 散播倡议书 、 签署联名信等方式 ， 增强群体

的凝聚力 。 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是巧 ＮＧＯ
＂

授意
＂

下发动集体行动 ， 虽然 ＸＸＣ 的
＂

吴

哥
＂

建议工人代表建立
＂

工友 ＱＱ 群
＂

， 该员 工俱乐部在应对工厂的分化和动摇措

施上 ， 起到 了增进团结和凝聚力 的功效 。 ＸＸＣ 和 ＣＦ 机构在罢工运动过程中 ， 重视

小组的分Ｘ ， 表现 了较强的理性控制和精也组织的特征 ， 用罢 ：！：的决也引起资方巧

政府的高度重视 ， 加火资方的谈判压力 ， 还得把行动控制在合法的框架 内 ， 防止事

件失控 。 这样 ， 在农民工 ＮＧＯ 的理性引 导下 ， 既有利于农 民工的合法权益诉求的

？
巧星 ． 苛报动 员巧 农 民群体刺益 的表法机制

——

四 个个案的 比较研究
［
Ｊ

］
．化会学研究 ，

２００ ７
（
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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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 ， 又能使罢工对秩序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 同时 ， 由于农民工 ＮＧＯ 机构人员

不是作为发起者和主要的组织者 ， 他们不至于招致法律的 问责和资方及政府部 口 的

＂

怨恨
＂

。

农民工本着对美好生活 向往 ， 甘愿背井离乡 。 他们是驯服的
一

群人 ， 也在不断

觉醒 。 当 自 身最基本的诉求被公司 忽视 、 践踏 ， 权益得不到保护和承认 ， 他们对工

业文明失去信也 ， 势必要摧毁其中不合理的管理体制 。 当他们是散乱的个体 ， 难 Ｗ

获得行动的力量 。

一

旦矛盾激化 ， 引发的大规模暴力冲突 ， 会扰乱社会稳定 ， 造成

人财伤亡 ， 这是野蛮的维权方式 。 当 ＮＧＯ 介入之后 ， 他们的维权有组织有计划 ，

有专 口 的纪律小组统筹紀律 ， 防止罢工泣激 。 他们作为
一

个成熟的组织人 （ 员工维

权委员会 ） ， 和企化进行集体谈判 。 民警 、 街道办 、 上级工会等看到工人的罢工行

为在法律制度许可的范围 内 ， 并没有为难工人 ， 而是纷纷要求工人代表和公司协商 。

工人们的罢工行动 已提升到
一

个文明状态 ， 他们也不会散亂成
一

群乌合之众 。

贾尼斯认为 ， 某种群体为 了达成共识 ， 会不同意见的处理欠妥 ， 也不去探讨另

外的选择 。 其结果是 ， 它们最终酿成慘败 。 这种决策失误与信息的隔离和群体的匀

质性有很大巧关性 。 人们采取决策时要注意
＂

警觉
＂

， 带着
一

种 自巧审查 ， 确保关

注替代性的行为方针 ， Ｗ及这些替代选择相关的风险 。

？
ＸＸＣ和ＣＦ机构的加入 ， 就

像为工人集体行动注入了新的力量 ， 这股力量不在于激化矛盾 ， 使事情朝着极端化

发展 ， 而是提供谨慎的意见 ， 巧破工人群体信息隔离的局面 ， 帮助他们制定替代性

的行动策略 ， 并按情况灵活调整 。

与ＸＸＣ的接触 ， 使他们懂得要 了依法维权 ， 企业的不法行为虽然可恶至极 ， 但

可 １＾
＞１在劳动法中找到维权的依据 ， 他们的维权行动也巧控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 内 ，

才能受法律保护 。 为 了 获得正式的身份 ， 工人代表去各个车间找工友签联名信 ， 取

得工人群体的信任 。 信任的网络化公民共 同体更容易克服机会主义 ， 从而确保共同

利益的实现 ， 毎
一

个人多会采取孤立的行动 ， 都有背叛集体行动的动机 。

＠

单个维权与群体维权存在天壤之别 ， 在ＸＸＣ没有召集工友谈论他们关也的 问题

之前 ， 咨询维权的是单个工友 。 后来它们召开员工大会 ， 又无意间联系 了 ＣＦ ， 进
一

步得到帮助和支持 ， 后来成立维权委员会 ， 参与维权的 网络从此初具规模 。 罢工成

功后 ， 有些员工代表宜布退 出 员 工维权委员会 ， 但他们的ＱＱ群还在 ， 在罢工 动

中建立的参巧 网络还在 ， 为 日 后 的维权抗争打下 了 良好的基础 。 公 民参巧 网络降低

＂

【 突 】 凯斯
‘

Ｒ
？桑斯坦 ．极端的人群

一

群体行 为的也理学 ［
Ｍ

］
．尹宏毅

，
郭彬彬详 ，

化京 ：新华 山版社 ，
２０ １ ０ ： ５ ．

＆
【巧 】 罗化特 ＇

肿 Ｉ巧南 ．使民主运转起来 ［
Ｍ

］
．王 列 ，赖海巧巧 ，南 吕 ：江西人民 出版社 ，

２００ １ ： ９ ．

３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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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交易成本 ， 培育 了信任和互惠互利的规范 。

？

＂

永远背叛
＂

和
＂

互惠合作
＂

是社会历史选择的两种均衡
？

，

＂

永远回避
＂

和

＂

积极应对
＂

也会是农民工面临合法权益受损时选择的两种均衡吗 ？ 在劳工维权

ＮＧＯ出现之前 ， 工友维权方式的选择和维权结果
一

定区别于现在的情况 。 他们在尝

到胜利 的甜头后 ， 下次遇到类似情况 ， 也会暂时超越个体利益 ， 走上
一

个价层的联

合 。 资源动员能力也不断提高 ， 罢工和谈判从野蛮迈 向理性和文明状态 。

３ ． 巧权和増权引导下的机构 日 常维护

农 民工 ＮＧＯ 机构的 日 常维护是 Ｗ社区中也为主 ， 辅助 的活动有外展 、 个案 、

法律培训 。 机构促进了劳工的 自立赋权 。 对他们而言 ， 没有解决不 了 的事情 。 法律

框架 内 的 ，

一

定要不打折扣 的争取规定享有的合法权益 。 法律框架外的 ， 如年终奖

和加班费等小问题 ， 他们会建议工友召开小组会议 ， 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 。

郑光怀认为 ， 赋权的 目标是要修订游戏规则 ， 通过赋予权力和权威 ， 让人们利

用法律和制度去争取权利 。

？
按照操家齐的理解 ， 除 了宪法赋权Ｗ外 ， 还包括行政

赋权 、 外力赋权 、 市场赋权 、 社会赋权 、 自立赋权 。 它们么间有合力 、 有冲突 ， 各

种力量的大小也不
一

致 ， 只要六种力量形成的合力偏向农巧工权益保障方 向 ， 就必

然会起到对农民工赋权的作用 。

？

劳工维权 ＮＧＯ 参与 的维权属于社会赋权的
一

部分 ， 另外的组成部分包括媒体

和社区 。 并且通过
＂

授人 Ｗ渔
＂

， 提高 自立赋权能力 。 即提高劳工这个权利主体的

个人素质和能力 ， 通过 自 己的实力和抗争而获得公 民权 。

有学者研究认为 ， 实现个人的增权依赖于 四种要素 ：个体的社会参与态度和观

念、 批判性分析能力 、 筹集资源的能力 、 合作所带来的巧动能力 。

？

劳工维权 ＮＧＯ 的増权渠道有哪些呢 ？ 首先通过文化活动 ， 使工友积极参加 。

法律培训和外展活动为工友们答疑解惑 ， 提供法律援助 ， 增加他们维权的知识资本 。

在工友故事会的分享中 ， 开阔 了他们的见识 ， 并且启发他们思考 自 己所处的时代环

境和工人群体的境遇 ， 培养 了他们批判性分析的能力 。 通过对集体行动的引导 ， 对

草根精英的动员 ， 智力支持 ， 法律支援 ， 策略调整 ， 提高 了工人实现集体 ｙ 标的能

力 。 这些有利于实现个人増权 。

？
【 美 】 罗化恃 ．

帕特南 ．使 快主运转起來 ［
Ｍ巧列

，
赖海格译厢 ａ ： 幻 ；曲人民 出版社

，
２ ００ １ ： ９ ．

＊

 ｌ

＂
Ｊ Ｉ ．

？
巧 ）

＇
＇

怀 ．化残农 民 姑去被赋权的群体町社会学研究
，

２ ００５
（
３

）
．

？
操《齐 ．合 力賦权 ： 富

＇

．
Ｉ ：康后危机时代农 民Ｘ权益保障动 力來源的 个解释框架 口 ］

．青年研究 ，
２０ １ ２

（
３

）
．

＊

邵华 ．如织增权浓民工维投途化探索 ［订云南乂学学巧 （法学版 ） ，
２加９

（
７

）
．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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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 从外部环境而言 ， 它形成了
一

个社会网络 。 既可Ｗ吸取各种作为帮助农

民工维权载体的社会资源 ， 并且在社会资助和研究机构的推动下 ， 各个农民工组织

之间也有较多 的沟通交流机会 ， 它们形成
一

个全国性的维权网络 。 这为农民工带了

更多的资源巧社会的关注 ， 来 自社会的支持加大 ， 社会资本积累增多 ， 实现维权 目

标就更容易 。 最后 ， 农民工 ＮＧＯ 还带来
一

种希望 ， 它们是农民工的利益代言人 ，

当影响力达到
一

定程度 ， 可 在关于农民工政策制定过程中起到
一

个发声作用 ， 从

而影响行政赋权 。

（四 ） 维权介入的发展空间分析 ：

１ ．合法性 、 资金 、 人才的困境

农 民工 ＮＧＯ 组织所面临的维权介入困境和组织发展困境的困境 ， 维权是组织

的第
一

要义 ， 维权工作没有做好 ， 组织的项 目 评估受影响 ， 不利于争取资金支持 。

组织在资金 、 人才 、 合法性方面的 困境 ， 也 同样影响维权活动的开展 。

政府掌握大量资源 ， 影响着舆论的导 向 ， 社会态度受其影响 。
口 ］与政府之间 良

好的里动与合作 ， 保持 良好的人际往来 ， 既可 ！＾ ＞１争取资源 ， 扩大活动空间 ， 又可 １^

使组织遭遇政府较少的干涉 。 政府的态度和作为决定 了ＮＧＯ的存亡和兴衰 。 ＮＧＯ

的生存策略 ， 很大
一

部分是与政府的互动策略 。

但现状就是 ， 农 民工 ＮＧＯ 是
一

个政治敏感的领域 ， 它的性质决定 了不可能和

教育 、 环保等非营利组织受到政府的关注与支持 。 在合法性的争取上 ， 就得费
一

巧

脑筋 。 新晨认为 ， ＷＨ 的外部环境相对沿海城市而言 ， 比巧保守 ， 它缺少
一

个公益

大环境 ， 政府部 口也不是很理解 ， 机构在成立之初考虑过于政府合作 ， 法册成 巧非

形式 ， 但政府的态度是排斥 、 警惕 、 不接纳 。 当遇到組织的大型活动需要社区居委

会审批时 ， 他们并不信任 ， 也担也
＂

出事
＂

。 由于政府的态度会影响社会态度 ， 想

借力于媒体 ， 也变得困难 。

面对政治合法巧不足 ， 首先 ，
ＮＧＯ在维权理念和符号上迎合政治 ， 具有典型的

中 国特色 、 时代性 、 温和 Ｉ 避开敏感性的政治议题 ， 提供政府意愿提供的服务 ， 注

重活动的公开和透明 ， 取得政府的容忍和信任 。

０
通过为劳工弱势群体提供帮助 ，

将活动扩展到维权之外的文化建设领域 ， 淡化维权色彩 ， 取得 肖 己的道义合法性 。

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 ， 拾遗补缺 ， 联得社会合法性 。 邀请社会知名人±参与 ， 建构

？
和经绅 ，觉晴茹满慧 ．在资源与制度之师农民工草根Ｎ说的生存策略

——

Ｗ珠江立化洲农民了维权ＮＧＯ为 例

［
Ｊ

］
．社会 ，

２ ０ ０９
（卸

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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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

防火墙
＂ ？

， 轉到记者 、 律师 、 大学教授等具有社会影响人±的支持 ， 把权

威人±吸纳如理事会 ， 在 申请捐赠时可 Ｗ体现组织建设的正规性 ， 也可Ｗ为机构争

取更多的活动空间 。

组织的生存和发展 ， 离不开资金和人才 。 在资金筹备上 ， 除了公开募捐 ， 争取

项 固 （与机构性质关系不大的项 旨 ） ， 节省资金 ， 还有开二手庙的造血形式来储备

资金 。 但在争取资金过程中 ， 不可避免的会遇到慈善的
＂

特殊主义
＂

和
＂

家长式作

风
＂

， 即控制ＮＧＯ组织资源 、 资金方面的人和组织不可能平等的支持所有的 ＮＧＯ亚群

体 ， 它们拥有界定群体需求的权力 ， 也能决定受资助机构优先做什么 ， 为谁服务 ，

这使组织独立性的保持面临威胁 。 虽然有学者认为 ， 非营利组织从来都是具有依赖

性的 ， 至少在资金上 ， 不是依赖政府部口 ， 就是依赖私人慈善 。 但如果资金依赖造

成组织宗 旨 的扭 曲 ， 就是很值得反省的 问题了 。 新晨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香港 ， 它本

身就是专注于工人权益维护 ， 而别的小型募集资金的项 目 ， 工作人员也要权衡是否

和 自 己的工作宗 旨有关联 ， 它们在项 目选择上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

关于机构的专业性人才 ， 需要参照组织的规模和业务范围 。 新晨只有Ｈ个工作

人员 ，

一

位是从事 １ １年么久的草根农民工精英 ，

？

位是大学生 ， 另
一

位是社会工作

专业的研究生 。 从实践到理论都不乏专业性人才 ， 人不在多 ， 在于精 。 另外管委会

和理事会成员 ， 有劳工研究方 向 的博± 、 律师 ， 还有武汉大学公益发中也的人员 。

此外 ， 志愿者虽然不多 ， 却充分利用 了大学生资源 ， 发展工友群体里的积极分子 。

巧此 ， 在人才建设上 ， 已辆具规模 ， 现阶段不会成为制约组织发展的瓶颈 。 工作人

员仍然考虑到人才断层的 问题 ， 当 出现人才流失 ， 他们并不容易巧到合适的了作人

员 ， 也不能随便让人顶上 ， 这时只有停掉
一

部分工作 。 所 Ｗ在毎年与大学合作举办

的
＂

商校交流培训会
＂

， 它们会留意对此有浓烈兴趣的学生 ， 作为人才储备 。

２ ．机构参与行动的合法性与策巧

与政府的旦动策略决定 了农 民工 ＮＧＯ 组织获取资源的能力 ， 在维权介入过程

中 ， 它们给Ｘ人群体所带来的社会资源Ｗ及 自 己行动的合法性也与政府密切相关 。

因此农民工 ＮＧＯ 机构负责人也根据形势考虑组织生存的策略转 向 ， Ｗ下 ＷＸＸＣ 和

ＣＦ 为例 。

ＸＸＣ 在 ２００３ 年Ｗ工商注册 的形式成立 ， 在 ２０ １ ０ 年 ， 广州政府对农 巧工 ＮＧＯ

的态度开始大幅度转变 ， ２０ １ ２ 年关 闭 了将近 １ ０ 家劳工维权 ＮＧＯ ， 这
一

年 ， ＸＸＣ

？
和经纯 ，巧巧茹 ，巧慧 ．在 资源巧制度么问 ：农 民了草根ＮＧＯ的生存巧略

——

ｌｉｌ巧化立化 洲农民工维权ＮＧＯ为 例

叫 ．社会 ，
２００９

（
６
）

．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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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的化岗 区横 岗镇企业产业升级 ，
工厂搬迁 ， 因此它们也搬到保安区石岩镇 ， 送

里的工人维权需求量大 ， ＸＸＣ 在参与维权活动 中也巧当活跃 。 引起了保安区政府的

密切关注 ， 劳动局 、 消防局 、 工商局 、 卫生局等诸多政府部 口开始频繁上 口

＂

找巷
＂

，

２０ １ ３ 年 ， ＸＸＣ 搬到保安区大浪镇 ， 保安区政府早 已把它列入黑名单 ， 该地政府甚

至在租房 问题上施压 。 ２０ １ ４ 年 ３ 月 ， ＸＸＣ 再次搬走 ， 来到化华新区观欄镇 ， 并改

名为
＂

ＹＨＣ
＂

。 他们开始思索策略转 向 。 现在机构只设两位副主任 ， 给政府
一

种松

散型组织的 印象 。 此外 ， 工作重也从直接参与集体行动到背后参与 。

由此可见 ，
ＸＸＣ 采取 自我克制的策略 ， 小规模运营 ， 希望逃脫政府的干涉和打

压 。 另
一

家 ＣＦ ， 还活巧在集体行动的
一

线 ， 和工人
一

起摇旗巧喊 。 他们的负责人

也遭遇着
＂

不让租房
＂

的打压 。 但它们的 目 的不同 ， 因此选择的策略也不同于 双（Ｃ ，

它们希望借激进的活动 ， 而聚集更多的工友 ， 这样暴露的问题就更多 ， 机构发挥作

用的余地也很大 ， 影响力 自然上升 ， 能接到更大的项 目 。 它不像 ＸＸＣ ， 作为香港某

一

家基金会的分支机构 ， 有固定的工资收入 。 ＣＦ 和新晨
－

－

样 ， 都是靠项 目 维持机

构的正常运转 ， 岀于增强影响力 ， 吸引项 目 资金的考虑 ， 他们激进的策略也容易被

理解 。

还有
一

个典型事件 ， 也可 反映行动策略与贏得合法性的关系 。

ＸＸＣ 的
一

名义工吴贵军 ， 平时就是
？

个爱打抱不平 、 反映 问题的工人 ， 他举报

过 自 己的工广 ， 由于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有利益勾连 ， 他们对举报者的俱护意识很

差 。 吴很快成为资方的眼中钉 ， 由于他不断地给政府部 ｎ
＂

添麻烦
＂

， 政府也关注

这个核必人物 。

２０ １ ３ 年 ， 深圳的工厂要搬往惠州 ， 不愿跟着搬迁的工人提出解约 ， 要求经济补

偿 （按劳动法规定 ， Ｘ作
一

年赔偿
一

个月 工资 ） ， 这对资方是
一

笔不小 的开支 ， Ｘ

厂予 ｉｉｌ 回绝 。 吴带领工人去街道办上诉 、 然后去区政府上访 ， 企业终于决定作 出妥

协 ， 答应每人补助 ４０ ０ ， 工人们接着闹 。 又走了
一

趟向政府求助的程序 ， 没有得到

实质性帮助时 ， 他们认为政府失信 ， 决定发动罢王 。 在罢工期 间 ， 吴带领工人浩浩

荡荡的上街 ， 举着牌子 ， 喊着 口号 ， 准备去市政府上访 。 在和警察的推揉过程中 ，

遭遇暴力执法 ，
工人被打 ， 吴站 出来 ， 正中菁察下怀 。 ４００ 人抓了２００ 人 ， 第二天

放了 １ ００ ，Ｈ天后 ， 之扣巧吴在 内 ３ 个工人代表 ， 过了
＇

个星期 ， 除了吴 ＾＾１外 的工

人代表被释放 ， 吴被关巧了
一

年 。 经过兰次开庭 ， 吴才因
＂

证据不足
＂

被释放 。

这无疑是
＇

次惨痛的教训 ， 作为 ＸＸＣ 的义工 ， 吴知道哪些行为是违法的 ， 并

且工人代表
一

定得匿名在工人群体中 ， 被他们保护 。 但吴早就成了 资方和地方政府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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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特别关注对象
＂

， 他们正好要借送次机会杀鸡给猴看 。

政府对农民工ＮＧＯ的感情 ， 无疑是矛盾的 。

一

方面 ， 它要利用农民工ＮＧＯ作为

一

个矛盾的缓冲带 ， 避免直接把劳资 间题转化成政治 问题 。 它也希望机构提供的法

律培训增加劳工的素质 ， 但又不希望随着工人群体权利意识的提高 ， 团结能力的增

强 ， 造成劳资纠纷的升级 ， 这会加重政府部 口的行政负担 ， 因为劳工会督促政府为

他们服务 。 此外 ， 对体制明显限制或对体制造成威胁 （如接受国外资金援助 ） 的农

民工ＮＧＯ ， 改府
一

定会采取管制 。 权利意识的进
一

步増长 ， 群体力量的壮大 ， 会动

摇它的统治基础 ， 这是它不愿看到的 。 劳工维权ＮＧＯ要实现 自 身 的立足 ， 及在介

入维权行动时 ， 能功成身退 ， 就必须考虑应对策略 。 维权脱离不 了政府力量的介入 ，

它虽是被
＂

拖入
＂

劳工维权行动中 ， 也很难巧农民工ＮＧＯ站到统
一

战线 ， ：：：者相互

借力 ， 同时相互防备 。

３ ．机构服务对象和化构的转型

农民工 ＮＧＯ 的发展困境 ， 除了来 自 于外部环境 （政府 、 社区 、 媒体等 ） 还有来

自服务对象所带来的挑战 。

劳工群体的整体受教育程度偏化 ， 缺乏建立为 自 己依法维权的社团的意识 。 劳

工中 的精英分子和简单的体力劳动者 ， 他们的能力 、 自 身 的近况 、 对ＮＧＯ的期望 ，

得失的计算存在差异 。 这种分层和断裂 ， 使他们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整合 ， 对形成统

一

的意愿和力量起到粗碍作用 。 打造 内部条件 ， 通过培训 、 集体活动提高他们的群

体意识 。

？
此外 ， 通过合理的组织 目 栋和组织结构 ， 提高谈判能力 ， 把不 同层面的

农 民工的力量整合起来 ， 扩大群众基础 ， 实现
一

个群体的团结 。

对新晨而言 ， 还存在
一

个问题 ，
町｛ 工人的行动力不强 。 各个厂区的用工情况不

同 ， 东湖高新区的 电子厂相 比于汉 曰 的服装厂 ， 用王比较规范 ， 劳资纠纷相对缓和 ，

对于存在的小 问题 ， 如试用期不给买狂保等 ， 劳工觉得没太大必要去争取 。 虽然 ＷＨ

和深圳 同时遇到企业转型升级的 问题 ， 深圳的工友对此比较敏感 ， 他们预估到工资

和福利 的变化 ， 积极与资方集体谈判 。 而 ＷＨ 这边的企业转型升级 ， 不会带来劳工

的诸多考虑 ， 对他们来说有利有弊 。 这或许是本±劳工和外地１人也态的不 同 ， 也

导致 了 维权动力 的不 同 。

农 民工 ＮＧＯ会考虑它们的这种Ｘ作模式 ， 是巧会推动区域整个群体状况的改善 ，

实现Ｘ人的团结和体面劳动 。 当Ｘ作模式 己不适应现实的需要 ， 就会考虑机构转型 。

新晨的转型 比深圳地区 的农民１ ＮＧ０ 要晚 ， 它早期的模式是从那边搬过来 ， 再

＆
徐贵宏 ． 贸志永 牛；晓燕 ．从制约 固素看农 巧工ＮＧＯ的建设机丹发研究 ，

２００８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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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本±化 。 四年的社区 中也建设 ， 除了増强工友的凝聚力 ， 它只能作为对维权的

补充 ， 创造
一

部分反应工人劳动状况的文艺作品 ， 起到
一

个工人群体发声的作用 。

由于新晨缺少文艺骨干 ， 不能借用主流媒体的扩展效应 ， 社区 中也并没有做出特色 ，

它吸引 的工友是对文化娱乐感兴趣 ， 而非对劳工维权感兴趣 。 并且 ， 新生代工友不

再满足于机构的文娱活动 ， 将他们吸引来不是容易 的事 。 基于这样的考虑 ， 机构决

定要工作重也放在维权方面 。

日 后的工作将从固定型的作坊式运作 ， 变成流动型的带有针对型 目标运作 。 把

外展和法律培训将成为重点 ， 并且是针对不同广区 的用工 问题开展 ， 把遇到相似问

题的工友聚集到办公室进行答疑和探讨 。 迭样决策也考虑到随着政策加紧 ， 打
＂

游

击战
＂

会比较安全 ， 避开政府的视线 。 这种方式也可Ｗ培养工友的主动化 从机构

主动邀请他们来参加活动 ， 发展成他们 自 己上口咨询 ， 对机构法律培训的需求 ， 这

也是维权 ＮＧＯ 所期待的 。

社区 中也建设和协助工人维权 ， 都是手段 ， 最终 目 的在于促使工人 自 己成为维

权主体 。 这是
一

个漫长的过程 ， 机构工作人员也在 日常工作中培养工友中 的维权骨

干 。 对于送些积极的工友 ， 他们起到 了如下的作用 ：

１ 、 作为工厂联络员 ， 提出宝贵的意见 ， 使农民工 ＮＧＯ 机构的外展更具有针对

性 。

２ 、 鼓励周边工人维权 ， 推动工厂的转变 ， 带来联动效应 ， 促使更多工厂用工

状况的改变 。

３ 、 推动倡导性活动的开展 ， 代表工人群体发声 。 比如 ＸＸＣ 机构发动工友参与

社会保险调研 ， 巧开发布会 ， 公布调研报吿 ， 这种工友参与的调研引发的社会反响

的效果最好 。 倡导性工作也在新晨的计划么 内 ， 它 目 前的工友基础 、 调研能为和媒

体资源并不是万事俱备的情况 ， 初步 目标是化
一

个调研报告 ， 交给区人乂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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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结论与讨论

（

―

） 巧民工 ＮＧＯ 的维权效果

１ ．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劳工权益

侵权事件发生 后 ， 农民工ＮＧＯ会提供法律餐询 、 代写起诉文书 、 支援谈判技

巧等 ， 支持王友大胆迈出第
一

步 ， 依法维权 ， 和资方周旋 。 并且在工友来咨询时 ，

能够Ｗ点带面 ， 唤起他对其它方面的合法权益受损的反思 ， 激发他们的维权意识 。

由于新晨援助 的几位工友维权取得了成功 ， 争取到资方的赔偿 。 这也起到 了
一

个宣

传效应 ， 吸引更多 的工友选择向农民工ＮＧＯ求助 ， 迫使资方对他们的侵权行为做出

弥补 。 而ＸＸＣ和ＣＦ参与的ＱＬＴ的集体停工 ， 不仅资方同意 了工人提出 的诉求 ， 工人

群体的力量也在成长 ， 维极经验不断丰富 。

２ ．培养了劳工的社团意识

劳工在参与王友故事会的讨论 ， 参加文娱巧动等过程中形成群体凝聚力和归属

感 。 其次随着参与 网络的扩展 ， 社会资本增加 ， Ｗ及 由此产生的互惠互利和相互信

任的规范的形成 ， 为维权行动打下 良好的基础 ， 也有利于劳工社团 的建设 。 在工人

代表进行资源动员 时 ， 王人 己 由分散走 向集中 ， 有 自 己的联络群 ， 形成集体的权益

诉求 、 维权 目标及行动策略 ， 维权的胜算更大 。 工人群体权益的改善关乎每
一

个工

人的生存和发展 ， 工人群体只有形成 自 己的维权组织 ， 才能切实代表 自 身利益 。 但

从现状看 ， 工人很难形成
－

个稳固 的群体 ， 长期的 团结在
一

起 ， 虽然他们的纽织是

着眼于眼前利益 ， 临时组建 ， 过去的经验会无形中提高他们的組织能力 。

３ ．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发育

农 民了ＮＧＯ 的 出现 ， 不仅提供了
一

个社会参与的平台 ， 也形成 了
一

个较不正式

的公 民参与 网络 ， 开牌 了增权的渠道 ， 在参与文娱活动 、 法律培训 、 经验分享 、 寻

求法律帮助 、 商议集体巧动等互动过程中能培养出公民意识 ， 肩 发他们思考 自 己所

处的时代环境和王人群体的境遇 ， 培养了他们批判性分析的能力 。 同时培育了社会

资本 ， 巧潜移默化中培养工友的合作习惯 ， 塑造他们 的公民精神 ， 也赋予他们参与

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实践技能 。 提高 了工人实现集体 日 标的能力 ， 巧集体行动朝着有

序性 、 组织性和理性化方 向迈进 ， 工人阶级形成 了横 向 的联合 ， 带来了叟广泛的合

作 。 虽然劳Ｘ群体还没有参巧政策制定 ， 通过群体发声 ， Ｗ及集体行动的影响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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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为
一

种不可忽视的力量 。

（二 ） 非政府组织维权介入奶制和维枚局限

农民工 ＮＧＯ 作为
一

个致力于改善劳工权益的机构 ， 和政府相 化 ， 它具有 自身 的

专业性 ， 基于社会的需求 自 下而上的产生 ， 代表劳工猜体的利益 。 与企业工会相 比 ，

它具有更大的独立性 ， 不会受企业意志的影响 。 相较与地缘性的商会 ， Ｗ及草根维

权组织 ， 它们有很多相似性 ， 不同之处在于 ， 农民工 ＮＧＯ 有较高组织化水平 （ 区别

于商会的组织结构 ， 并且它有
一

套成熟的工作模式 ） ， 遵循普遍原则 （超越了地缘

和弱势群体的范畴 ， 为整个劳工群体 ， 包括管理层劳工服务 ） 。

本文将农民工 ＮＧＯ 的维权介入机制分为 ： 维权行动的介入 （根据事件性质不同 ，

有时称为
＂

协助
＂

） 和机构的 日 常维护 。 在劳资矛盾 尚未大规模爆发化 机构 项

目运营和受理个案为主 ， 定期举办工友文娱活动和维权讲座 ， 到工厂周边进行劳动

法宣传 ， 接受咨询 。 劳工在与机构的接触过程中 ， 在看到 自 己或别的工友维权成功

时 ， 就会对 ＮＧＯ 产生信任和认可 。 对机构感兴趣的工友聚集在机构的办公室或活动

室 ， 他们在此交流维权也得 ， 探讨 自 己的处境和维权经验 。 接受劳动法培训 ， 参与

文娱活动 ， 并带动身边的工友 。 在参与 中培养他们 自立赋权 ， 培育工友的社会资本 ，

引发他们思考
一

个群体的生存和发展 ， 把零散 、 孤立 、 势单力薄的个体整合入
一

个

辭体思维理念里 。 除 了劳工群体 ， 机构还要借助志愿者和社会舆论资源 ， 培养 自 己

维权力量的蓄水池 。 此外 ， 机构还耍积极寻找资金资源 ， 接项 目 。 在此过程中 ， 它

们必然被要求与 国际农民工 ＮＧＯ 接轨 ， 因此会突破机构致力于解决个案的局限性 ，

企业责任培养 、 工人调研 、 公众倡导等在发达地区 己有的维权实践 ， 也成影响农民

工 ＮＧＯ 的发展方 向 。

机构有效的 口常维护 ， 己经为介入维权行动打好 了基础 。 准备发动维权行动的

工人代表在接触了解 ， 并有了
一

定信任后 ， 会主动去农民工 ＮＧＯ 寻求帮助 。 机构要

引导工人理性维枚 ， 它们首先是给行动定调 ， 问题如何解决 ， 是通过谈判还是仲裁 。

然后帮他们分解行动 目标 ， 补充行动策略 ， 有必要时提供
一

些动员 资源的技巧 。 在

介入时 ， 理性控制 ， 防Ａ事件失控 。 在整个事件的过賴中 ， 农民工 ＮＧＯ 尽量避免正

面与资方谈判 ， 也不属于在幕后授意 。 他们是基于 ；！：人的维权 目 标和意廬 ， 去引 导 ，

使集体行动有理有节 ， 控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里 。

一

次维权行动的成功 ， 成为 日后

合作的
一

个模板 。

一

次行动的失败 ， 也可 Ｗ作为 日 后 的经驗 。

农民工 ＮＧＯ 的发展 ， 首先面临所有的非政府组织所共有的发展局 限 ， 如合法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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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 人才 、 组织化建设等 。 这也说明
一

点 ， 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依赖于社会大环境

的改变所带来的机遇和擇放的制度空间 ， 送是
一

个漫长的过程 。 对于农民工 ＮＧＯ 而

言 ， 维权局限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 第
一

、 与政府还没有实现 良性互动 ， 面临合法性

的尴尬 ， 得到的资助有限 ， 缺乏主流媒体的援助 ， 在介入维权活动时策略不当 ， 或

者行为过激 ， 容易遭遇政府
＂

找巷
＂

、

＂

逼迂
＂

等干涉和打压机构和工作人员 的 问

题 。 这样 自然不能结合政府的力量来维护工人权益 ， 也无法获得工会的接受 。 第二 、

对服务对象需求的评估 ， 站在大局观角度下尝试做出 的机构转型 ， 内地农民工 ＮＧＯ

总会借鉴珠呈角地区的经验 ， 再将之本±化 。 机构转型的探索很艰难 ， 它们的转型

不仅是机构的策略和重必的调整 ， 而是要全面考察当地劳工维权能力的提升情况、

化会和企业的态度 、 政府的制度等 。 对于过去工作效果的衡量缺乏
一

个明确的指标 ，

机构人员难兔会怀疑 自 己的工作和付 出是否满足工人的最迫切 、 最实际 、 也最长远

的需求 ， 与机构的宗 旨是否更近
一

步 。

（Ｈ ） 政府与农民工 ＮＧＯ 在劳工维权中的角色探讨

对政府而言 ， 维稳是第
一

要务 ， 发展经济也是建立政绩的手段 。 地方政府与当

地的企业有利益关联 ， 他们不可能给劳工维权而得罪资方 ， 也不能让劳资矛盾愈演

愈烈 ， 诱发工人的群体暴动 。 与其是
一

个闷题解决者 ， 不如说是所有 问题的统筹者 。

政府的职能设置决定 了它只能为劳工提供
一

个利益诉求的渠道 ， 但行政惯习也决定

了它不追求解决 问题的成效 。 来 自 社会的舆论和民众的压力 ， 迫使政府部口作 出改

变 。

在劳工的印象中 ， 政府部 口是高窩在上的 ， 遇事推矮和懒惰的 。 他们除了抱怨 ，

极少有勇气有策略的劳工懂得
＂

催促
＂

政府为他们解决 问题 ， 更别谈认识到解决这

位 问题也是政府应尽的责任 。 政府仿佛是彼动的被拖进维权行动 中 ， 保守的不情愿

的处理这些事情 。 当政府给他们造成失信的印象 ， 他们会认为最后 的希望也断绝 ，

于是也生怨恨 ， 走向极端 。

而当 出现了
一

个专 口 的免费提供这项服务的农 民工 ＮＧＯ ， 政府抱着馨惕的态

度 。 前者的法律合法性受后者的界定 ， 体制空间也依赖于后者的开放 ， 但前者并不

在后者的控制范 围 内 。 政府依赖农民Ｘ ＮＧＯ 提供维权服务 ， 希里借此分担
一

部分

劳资纠纷 ， 减轻他们 的行政压力 。 但是 ， 就算是 ＮＧＯ 介入的维权案件 ， 也必须要

走法律规定的程序 ， 打官司和 申请劳动仲裁都要通过劳动局 ， 劳动局没办好 ， 劳了

会继续上访到市政府 。 甚至农民工 ＮＧＯ 会直接把维权工人指向政府那里 ， 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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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事
＂

。 如果不通过政府 ， 只有走集体谈巧路线 ， 谈判不成 ， 往往会引发后续的

罢工等集体事件 ， 这对社会的稳定又是
一

大隐患 ， 不得不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 。

因此 ， 无论农民工 ＮＧＯ 扮演怎样的角色 ， 维权行动都免不 了牵涉到政府 。 两

者之间 的互动策略 ， 能决定 ＮＧＯ 的生存与发展 ， Ｗ及政府的效率和稳定 。 取得政

府的信任 、 争取政府的支持 ， 对于农民工 ＮＧＯ 这样
一

类带有政治敏感性的机构不

太容易 。 消极的对抗更是下下策 ， 它们唯有与政府共存 ， 寻找潜在的合作机会 ， 才

能更好的维护劳工合法权益 。

（四 ） 从农反工 ＮＧＯ 展望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

从宏观视角来看 ， 民 间组织是公民社会的主体 ， 农 民工 ＮＧＯ 则是 民间组织
＠
的

一

部分 ， 农民工 ＮＧＯ 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与公民狂会在中 国的发展

状况密切关系 。 要理解后者 ， 首先要了解不 同时期我国 的 国家与社会关系 ， 在与西

方社会的 比较过程中 ， 进
一

步分析我国政府对民间组织的策略逻辑 ， 在这种策略逻

辑和制度环境下探讨中 国公 民社会的发展特点和契机 。

１ ．中西方对 比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在西方 ， 社会和国家的关系经历了
一

个从二元对抗到竞争性合作的演变 。 公民

社会的存在是为 了 限制政府的权力 ， 保持社会的独立性 ， 维护 自 由和权利的文化传

统 ， 防止政府过分干预社会 。 这奠足了现代西方国家非政府组织和政府关系的基础 。

因化 在非政府组织的发育巧成长过程中 ， 非政府组织Ｗ政府合作伙伴的形式 出现 ，

而不是被政府吸纳 。

？

我国 内地的 国家与社会关系经历了
一

个二元 （ 国家与 乡止社会的 自 治 ） 到总、体

性社会的过程 ， 改革开放后 出现政府 、 市场 、 公 民社会互个部 口 的维形 ， 但政府在

权力格局 中仍处于主导地位 ， 对民间组织的管理策略经历 了严密控制
一一

给予适当

自 由
——重建行政控制的过程 。 当下我国 的治理模式尽管仍处于

＂

强国 家 、 弱社会
＂

的阶段 ， 但 己呈现出 向
＂

小政府 、 大社会
＂

的转型 。

２ ．改革开放Ｗ来国家对非政府组织的控巧策略

在长期 的控制型监管体系下 ， 国家根掘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服务类型 Ｗ及对社会

９
‘

抗在社会转巧过程 中 ｒｔｉ不同社会阶层 的公 Ｋ 肖发成立的 ， 在
一

化粒度 ｈ具巧非营利性 、 非政府性 、 社会性的

各种紐织化式及巧 网络形态 。 包巧社会 团体 、 基金会 、 民如非企业单位 、 商么 、 社区基居紐织 、 农村专业协

么 、 ： Ｌ巧注册非育利纽织和境外在华 ＮＧＯ 。 具 体参 化了名 ： 民间组织 的发展及通向公 民社么的道路
，
王名主编 ：

．

｜

｜

｜ 国 民 间组织发展 ３０ 年
——

走 巧公 民社 １ ９７ ８
—

２００ ８
［
Ｍ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化 ，
２ ００ ８ ： ３

－

６ ．

？

除华 ．吸納与 合作
——

非政府幻燃巧 ｜

｜咽社会管理
［
Ｍ

］
．北京化会科学文献山版社 ，

２０ １ １ ： ８ ４
－

９３ ．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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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潜在威胁 ， 采取了分类控制的管理方式 。

＠
餘了 多元化控制策略外 ， 国家也

采取
一

种
＂

功能替代
＂

的发展策略 。 国家通过发展政府主导的 、 可控型民间组织来

替代那些
＂

自 治
＂

的 民间组织 。

政府主导的民间组织在资金和政策支持远大于民间背景的民间组织 ， 因而其很

容易挤 占
一

般民间组织的生存空间 。 例如深圳王会扩展法律援助 中屯、数量 、 要求律

师事务所向所辖区 内农民工群体提供免费法律服务 ， 开展普法教育活动和接受法律

咨询等 ， 这些策略和非政府组织会形成
一

个竞争关系 ， 并挤压 了后者的生存空间 。

？
因此 ， 我国不可能出现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反抗国家的局面 。 在我国 ， 非政府

组织发挥更多的是公共服务的职能 。

送种服务职能的优势在于 ： 灵活性 ， 可Ｗ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服务 ； 草根性 ， 扎

根社区更了解公众的需求 ； 即时性 ， 在政府项 目 开展前 己关注到 问题 ， 并频繁开展

活动 ； 节省性 ， 利用志愿服务和私人慈善的力量 ， 节省 了 国家的公共支出 。

＠

总么 ， 民间组织依赖于政府提供的合法性资源和资金 ， 。 政府对民间组织的依

赖体现在公共服务的提供上和合法性 ／政治支持资源上 。

？
但现实情况是 ， 政府和 民

间组织形成
一

种非均衡性的依赖关系
？

， 民 间组织 向政府寻求合法性和资金等资源

的支持 ， 但它们之间缺乏共同服务的 目标 。

３ ．中国公民社会的特点Ｗ及与政府合作的发展方向

伍俊斌指山当代中 国公民社会具有两重性 ： 自 发性和人为性并存 、 官方性和民

间性并存 、 自主性与依赖性并存 、 宏观鼓励与微观约束并存 、 剩余和制度匿乏并存 、

制度空间小于现实需求 。

＠
除了这些特殊的制度环境 ， 廣 间组织的发展很不平衡 ，

具有某种过渡性 ， 还极不规范 。

？

中 国 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状况决定 了 中 国公民社会

的建构不可能单凭社会 自 身 的力量抑或在
＂

反对国家
＂

的路径中实现 ， 中 国公民社

会发展的 目标模式只能是政治 国家与公民社会的 良性互动 。

？

与政府的互动与合作受到哪些方面的考验呢 ？

？
陈华 ． 吸纳与合作

——

非政府组织与 中 国社会管理 ［
Ｍ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２０ １ １ ： ８４ －

９３ ，

４

李春云
，
段毅 ．巧 ：Ｋ人巧 巧家么巧 ： 中 国农 民

＇

ｌ
： ＮＧＯ 的 生成 、 巧型及转型巧Ｂ ／〇Ｕ ． 中 国集体谈判论粒 ２０ １ ４

，

ｈ邸 ： ／／ｗｗ ｗ ．

ｊ邸ｘｎ／ａ／ｒｅ
ｐ
ｏｒｔ／ｏ

ｐ
ｉ ｎ ｉ加 ／２０ １ ４／０ ７２８巧 ９ １ ３ ． ｈ肺 １ ．

？
【实 １ 莱斯特 ？萨拉蒙 ．公巧服《中 的伙件

——

现化福利 围家 中政府 与 ：

Ｉ Ｉ增测组织 的关《 ［
Ｍ

］
． 田凯详 ，化京楠务

印书 化版化 ２００ ８ ： ３ ３
－

３ ５ ．

。

问２ 。

占

同 １ 。

？
伍俊斌 ．公 巧社会的理论基础研究 ［

Ｍ
］

．北京 ：人 民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０
： ３５４

－

３的．

＂

俞可平 ．对 中 国公 民社会巧干 闷趣的转见 ．高内
＇

中
，
袁瑞单 韦编 ． 中 国公 民化么发展蓝皮巧 ［

Ｍ
］

．化京 ：北京乂学 Ｈｉ

版社
，

２００８ ： ２ ５ ．

＊

巧 ６ ．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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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制度性约束 。 中 国 民间组织因非营利组织从全能国家转型而来 ， 但却没

有被纳入国家的制度结构之中 。 由于国家缺乏专口针对民间组织的财会 、 审计制度 ，

与政府组织接轨的人事制度 ， 税收票据不健全
，
社会保障没有覆盖民间组织和为之

制定相应的保险标准等 ， 导致我国 民间姐织的发展困难重重 。

（ ２ ） 组织的专业化建设不足 。 专业化建设已成为我 国 民间组织的主要发展趋

势 ， 而这需要 民间組织加强组织管理 、 引进和培养专业人员 。 然而 ， 我菌 民间组织

的资金不足 ， 社会支持力量有限其运作受到诸多限制 ， 人才引进困难 ， 其专业化建

设不足 。

（ ３ ） 民间组织之间互动性不足 。 麦克尔 ． 爱德华兹增指出 ， 只有当草根团体 、

非营利中介组织和会员制结社组织都团结起来 ， 推动集体 目标 、 跨社会联盟 、 相互

承担责任 、 共同总结经验教训 时 ， 公民社会才会有力量 。 但现实情况是 ， 这种跨行

业领域的沟通和联系无疑程不足的 。

？

（ ４ ） 社会公众 自我行动能为 的欠缺 。 民间组织的发育受到政府的权力空间和

社会組织在建构合作的能力上的制约 。 他们面临这种政府 自上而下的压力时不能实

现有效的突破 ， 导致地方政府表现出
一

个强大的官僚惯性 。

？
有些机会空间不是预

先留在那里 ， 需耍行动者去把握和开创 。 在把握机会的过程中 ， 还需动员 资源来支

持他们的行动 。

？

（ ５ ） 组织 自 主性的保持 。 民间组织在接受私人 、 积极组织和政府部 口 的资金

支持时 ， 由于资金提供者的意愿可能和民间组织考虑的不
一

致 ， 导致民 间组织失去

独立性 、 扭 曲组织使命的风险 ， 这种情况迫使民 间组织开辟新的资金来源 ， 如依赖

来 自会费 、 服务收费和这些 自我产生的收入 。

Ｗ

麦克尔 ．巧徳华兹 ． 公 民社会 ．清华大学 公共肯巧学院 ＮＧＯ 研究所 ＋；如 ． 中 国 非营利评论巧＾卷 ［
Ｍ

］
．北京 ：社全科

学 化版社
，

２００８ ： １ ３ ９ ．

＾

陶巧化民间组织的发育与社会眾建 ．了 名主编 ． 巾 国民间组织发展 ３ ０ 年
——

走 向公 民社么 １ ９７８
—

２００８
［

ｉｖｎ ．北

京 ：社会科学文献 山版 ，
２００８ ： ２５ ２ ．

？ －

朱建刚 ．行动 的力量
一

民问志愿如织时 问遇巧研究 ［
Ｍ

］
．北巧 ：商 务 印书馆 ，

２００８ ： ２ ８３
－２ ８ ５ ．

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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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与 中 围社会管理 ［
Ｍ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

２０ １ １ ：８４
－

９３ ．

［
３ ５

］ 康 晓光 ，
韩 恒 ． 分类控制

——

当 前 中 国 大 陆 和 圍 家关 系 研 究 ［
Ｊ
］

． 社会学 研

究 ，

２００５
（
６

）
．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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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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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巧 【美 】 莱斯特 ？萨拉蒙 ．公共服务中 的伙伴

——

现代福利国家中政府与非营利组

织的关系 ［
Ｍ

］
． 田凯 ｉ？ ，

北京 ： 商务印书出版社 ，
２００ ８ ：３ ３

－

３ ５ ．

［
３ ７

］ 伍俊斌 ．公民社会的理论基础研究
［
Ｍ

］
．北京乂民 出版狂 ，

２０ １ ０ ： ８ ．

口 ８
］ 贾西津 ．国外非营利组织管理体制及其对中 国的启示机 ．社会科学 ，

２００４
（
４
）

．

［
３刮 沈荣华 ．在参与 中成长 ：

一

种新的公民社会理论框架
——

《在参与 中成长的 中 国

公 民社会 》 述评
［
Ｊ
］

．探索与争鸣是 〇〇９
（
６
）

．

［
４０

］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

Ｊｏｈｎ ．Ｄ ａｎｄＭ ａｙｅｒ Ｎ ．Ｚａ ｌｄ ．ＴｈｅＴｒｅｎｄｏ ｆ Ｓｏｃ ｉａ ｌＭｏｖｅｍｅｎ ｔ ｉ 打Ａｍｅｒ ｉｃａ ；

Ｐｒｏｆｅ巧 ｉｏｎａ ｌ ｉ ｚ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Ｍｏｂ ｉ ｌ ｉｚａｔ ｉ ｏｎ
［
Ｍ

］
．Ｍ ｏ ｒｒ ｉ ｓ ｔｏｗｎ

，

Ｎ．Ｊ ：Ｇｅｎｅｒａ ｌＬｅａｒｎ ｉ ｎｇ

Ｃｏ ｒ
ｐ
ｏ ｒａｔ ｉ ｏｎ

，
１ ９７３ ．

［

４ １
］Ｌ ｉｔｔ ｌ ｅｒ

’

Ｃ ．Ｒ ．Ｔｈ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ｏ ｆ ｔｈｅＬａｂｏ ｒＰｒｏｃｅ ｓ ｓ ｉｎＣａ
ｐ

ｉｔａ ｌ ｉ ｓｔｓｏｃ ｉｅｔ ｉ ｅｓ
［
Ｍ

］
．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ｅｎｅｍ ａｎｎ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Ｂｏｏｋｓ丄 ｔｄ
，

１ ９８２ ．

［
４２

］Ｚｈａｏ
，Ｄ ｉ ｎｇｘ ｉ ｎ ．Ｅｃｏ ｌｏｇ ｉｅｓｏｆＳｏｃ ｉ ａ ｌＭｏｖｅｍｅｎ ｔｓ ；Ｓｔｕｄｅ打 ｔＭｏｂ ｉ ｌ ｉ ｚａｔ ｉｏｎｄｕｒ ｉｎｇ

化ｅ

１ ９８９Ｐｒｏ －ｄｅｍ ｏｃｒａｃｙ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Ｂｅ ｉ

ｊ
ｉ ｎｇ［

Ｊ
］

．Ａｍ ｅ ｒ ｉ 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Ｓｏｃ ｉ ｏ ｌｏｇｙ，

１ ９９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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