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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導言 
 

 

「罷工的時候，員警放狗咬人。」 
 
 
「老大派我去的別的廠子幫忙，回來以後，他
說我已經被解雇了，因為無故曠工。」 
 
「有時候，因為午飯沒有好好排隊，就要罰工
人三五十塊。」 
 

 

以上這些聲明，是我們在 2015 年開展這項

研究之時，從三個不同鞋廠的工人口中聽到的。

這些來自採訪的證言表明，違反勞動法規的現

象在中國皮革制鞋行業中仍然普遍存在。這些

為阿迪達斯、克拉克或 ECCO 等品牌生產產品

的工人告訴我們，他們所遭受的侵權行為，還

包括遠低於生活工資水準的收入、非自願加班、

缺乏職安健保護、官方對罷工暴力鎮壓、拖欠

社保以及遣散費發放不足等。 

 

雖然沒有集會和結社的自由，但中國工人

至少在紙面上受到很多保護，而且如今多數國

際品牌都出臺了旨在遏制其供應商違犯勞動法

的行為準則。但是，儘管中國有著與其他鞋類

生產國相比比較進步的勞動法，但上述情況仍

然正在發生。 

 

近年來，中國皮革制鞋行業在經濟和政治

方面都發生了很多變化，我們此次對勞工權益

進行研究，就是想探知這些發展對該行業工人

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本項研究是 「改變你的鞋子」 這一國際運

動的產物。為了使人們注意到皮革和鞋業生產

中的問題，18 個歐洲和亞洲的機構走到了一起，

在中國、印度、印尼、東歐、義大利和土耳其

展開研究。運動的目標是改善全球皮革制鞋行

業的社會和環境狀況。 

 

在過去，全球皮革制鞋行業取得了創紀錄

的增長，但卻常常忽視國際準則，例如國際勞

工組織（ILO）的核心勞工標準。這就導致了

近年來勞資糾紛增加，其中許多還變成了暴力

事件。但是，許多跡象表明，中國工人正變得

越來越具有組織性，本報告中提到的通過民間

抗議取得的一些成果就是這種跡象之一。 

 

本報告原文為英文，在翻譯過程中，針對

中文讀者的關注點和已知資訊，刪去了有關歐

洲皮革制鞋行業和中國勞動法規的介紹。刪減

後，第二章是中國皮革制鞋行業的整體綜述和

現狀；第三章是根據對 47 名珠三角鞋廠工人採

訪所總結出的該行業勞工權益現狀；第四章則

是向各利益相關方提出的改善該行業社會和環

境狀況的建議。 

 

 
 

 

 

 

 
 

 

 

 
  

 
 
 

 

 

 
 
 
 
 
 
 
 
 
 
 
 
 



 

2  中國皮革制鞋行業 
 

 

多年以來，中國在皮革生產和出口方面

一直是無可匹敵的全球領導者（Consulate 

General of Pakistan 2011: 2f.）。雖然其皮革行

業【注 1】正面臨著重大變化，但在可預見的將

來，中國不太可能失去這一市場優勢（FMAG 

2015: n.p.）。 

 

在 2013 年，中國生產了超過 6.13 億

平方米的皮革，2014 年的產量則超過 5.9

億平方米——這比其他所有主要皮革生產

國產量的總和還要多（ABMA 2014: n.p.）。

中國在鞋業生產方面也是遙遙領先：僅

2014 年的產量就超過 157 億雙（圖 1）。同

年，中國也以 36.5 億雙的消費量成為世界最大

的鞋類消費國，該年歐盟和美國的消費量分別

為為 28 億和 23 億雙（圖 2）。 

 

然而，中國的人均鞋類消費量僅為每年

2.9 雙，與之相比，歐洲和美國分別為 5.8 雙和

7.6 雙（APICCAPS 2014: 48）。如果中國人均

鞋類消費量在未來十年內翻一番，達到歐盟水

準，那麼其消費總量將達到每年 70 億雙。 

 

這樣一個雇傭了四百到七百萬人【注 2】的

巨大的行業，無論是對創造可持續發展的供應

鏈，還是對促進和保護勞工權益，都會產生巨

大的影響。因此，本章將對中國皮革制鞋行業

進行一個總體概述。 

 

 
 

 

 

 

 

 

 

 

 

 

 

 

 

 

 

 

 

 

 

 

 

 

 

 

 

 

 

 

 

 

 

 

 

 

 

 

 

 

 

 

 

 

 

 

注 1：在中國官方術語中，「皮革行業」涵蓋甚廣，包括

皮革和毛皮生產、鞋業、皮制服裝業、以及相關的化工

和機械生產等等。換句話說，制鞋業在中國被認為是皮

革行業的子行業之一。  

 

注 2：統計資料上下波動，但我們估計皮革行業就業人數大約

在四百到六百萬之間，其中鞋業約占一百六十萬（詳見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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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十大鞋業生產國 （2014） 
 
 

國家                                                                                                                   百萬雙                  全球市場份額  (%) 

 
 
1  

 
中國  

15 700  64.6 4 

2  印度 2 865  8.5  

3  越南  910  3.7  

4  巴西  900  3.7  

5  印尼  724  3.0  

6  巴基斯坦  386  1.6  

7  土耳其 320  1.3  

8  孟加拉 315  1.3  

9  墨西哥  245  1.0  

10  義大利  197  0.8  

 

資料來源: APICCAPS 2015 
 

 
 

圖 2: 十大鞋類消費國 （2014） 

 
 

 

国家 
 

   百万双 
 

全球市场份额  (%) 

 

1  
    

中国  

 

 

3 646  
 

18.8 

2  美国  2 295  11.8 

3  印度  2 048  10.5 

4  巴西  907  4.2 

5  日本  607  3.1 

6  印尼  548  2.8 

7  英国  523  2.7 

8  德国  435  2.2 

9  法国 434  2.2 

10 俄羅斯 411 2.1 

 
資料來源：APICCAPS 2015 

 

  



 

2.1 中國皮革行業 

 
2014 年，中國皮革行業年銷售額達

到 2000 萬人民幣的主要生產商國內銷售總

額超過 1.3 萬億人民幣（CLW 2015a：n.p.）。

但和中國巨大的經濟總量相比，皮革行業所

占比例並不突出。例如，在 2010 年，中國

皮革行業總產值約為 1150 億美元左右，但

該年中國經濟總量約為 6 萬億美元（World 

Bank 2015: n.p.）。 

 

2.1.1 中國皮革行業在國際市場中的地位 

 

2014 年，中國在全球皮革出口中所占份額

約為 41％（CLW 2015a：n.p.），其相應的價值

為將近 890 億美元（FMCG 2015b：n.p.）。大

多數出口產品的目的地是美國和歐洲，或者是

在東盟自由貿易區（AFTA）內銷售。這三個

市場的總和在 2014 年占了中國皮革行業出口的

51.7％（CLW 2015b：n.p.）。 

 

2014 年，中國皮革行業出口額增長 7.2％；

進口額則增長 10.7％，達到 94 億美元。但是，

中國皮革協會副秘書長在 2015 年 4 月的一個新

聞發佈會上也表示：「皮革行業連續三年

（2012-2014）出現出口增長下降， 2014 年的

增速下降了 1.8％。」（CLW 2015a：n.p.） 

 

2014 年，全國 644 家大中型制革廠生產了

大約 5.9 億平方米皮革，這僅比 2013 年上升了

0.6％。但成品革發展勢頭良好：產量達到 3.3

萬噸（上漲 12％），總值 5.9 億美元（上漲

18.7％）。與此同時，成品革進口量萎縮了 5％，

價值萎縮 3.9％（Schuhkurier 2015: n.p.）。 

 

這些數字表明，中國皮革行業整體增速較

前幾年放緩。但這種情況不應完全歸咎於 2014

年以來實施的更嚴格的環境標準（詳見 2.1.4）。

事實上，新標準提升了產品品質，所以至少在

成品皮革出口方面，是間接促進了增長（CLW 

2015c: n.p.）。 

 

中國皮革進口大部分來自歐盟、巴西和東

盟國家——2014 年這三地市場份額總和為

60.5%。作為中國皮革行業的頭號供應國，義

大利在 2014 年中國皮革及皮革製品進口市場的

佔有率為 23.4％，緊隨其後的國家是巴西

（CLW 2015b: n.p.）。 

 

 

 

2.1.2 生產中心 

 

中國有許多皮革生產中心，而且各有專

長。比如河北白溝生產箱包用皮，浙江海寧

出產皮衣和皮沙發套，河北辛集則以毛皮大

衣聞名（CLW 2015d: n.p.）。 

 

2014 年，浙江、河南、河北、江西和

福建五省鞣制皮革產量占到了全國總產量的

75％以上。浙江省以 1389.81 萬平方米的產

量佔據了 25.53％的全國總量，穩居第一

（CLW 2015e: n.p.）。 

 

2.1.3 產業結構 

 

皮革生產是一個極度資源密集和勞動密

集的產業。因為技術門檻低，中國各地都曾

湧現出大量小廠，這使得統計精確的企業數

量變得很難。因此，政府一般僅統計大型企

業（年銷售額超過兩千萬人民幣）的數量。

比如，在 2014 年 12 月，中國皮革行業共有

8309 家企業達到此等規模（GSN 2015: 

n.p.）。這一數字在 2013 年只有 7528（見表

3），可見增長顯著。這些大企業在 2014 年

的銷售總額約為 1.3 萬億人民幣（CLW 

2015a: n.p.）。它們多為中國資本（包括港

澳臺），只有 12.5％為外資企業（CLIA 

2013: n.p.;另見表 4）。 

 

表 1: 中國主要交易夥伴 

 

表 2: 中國主要進口市場 

 

 
                          地區            出口佔% 

 

  
1                        美國                       23.2  

2                        歐盟                     21.2  

 

 3                        東盟                     7.3   

  
Source: CLW2015b 

 

 
                      地區       總進口佔 % 

 

  
1                     歐盟              33.3   其中意大利 23.4   

 

 2                     東盟           17.2   

 3                     巴西             10.1   

  
Source: CLW20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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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中國皮革行業進出口圖 
 

 
 
 
 
 
 
 

 
北美 

23.2 % 
 
 
 
 
 

歐洲 

 
 
 
 
21.2 % 
 

 

33.3% 

 
 
 
 
 

 
中國 

 

 
 

 
17.2 % 

 

 
 
 

 
 
 
 

 
7.3 %

 

 
 

南美 

 
 

10.1% 

 

 

 

東南亞 

 

 

中國主要皮革產區

 

 

n 中國皮革進口路線 （主要進口市場） 

n  中國皮革出口路線 （主要出口市場） 

 
 

河北 11.1 

%  

河南 19.3 %

 

 

圖 4: 中國皮革生產地區分佈 

浙江 25.5 

% 江西 10.1 %

 
河南 19.34 % 

 
浙江 25.53 % 

 

 
 
 
 

 

河北 11.14 % 
 

其他 6.2 % 
 

 
江西 10.46 % 

 

 
 
 
 
 
 
 
福建 10.12 % 

廣西 2.03 %  

廣東 2.48 % 

四川 2.72 % 

江蘇 4.36 % 
 

山東 5.63 %
資料來源: China leather 2015e 

表 3:  中國大型鞋企資本來源 （2013） 
 

 

資本來源                                                                數目                                      % 
 

 
中國內地                                                                 5 279                                 70.1 

港澳臺                                                                                               1 306                                 17.4 

海外                                                                        943                                 12.5 

總計                                                                        7 528                                 100 

 
資料來源: CLIA 2014 

 



 

  

2.1.4 政府政策 

 
皮革行業是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行業之一。

在中國，它也是造成嚴重健康危害和環境問題

的直接原因（CWR 2014: n.p.）。於 2015 年 1

月生效的新環境保護法，清楚表明了中國政府

力圖解決諸多環境問題。皮革行業也是該法的

重點關注對象。污染者現在會面臨大幅提高的

罰款和更嚴峻的刑事訴訟程式。其結果就是，

無法承受更高環保標準的公司被擠出了市場

（CLW 2015f: n.p.）。 

 

其實，在 2015 年環保法之前，政府已經頒

佈了一些先行政策。例如，2010 年通過的一項

條例規定，制革廠必須將含鉻污水單獨處理。

為此，該條例還規定了現代化清潔技術的新標

準。2014 年，工信部公佈了《制革行業規範條

件》，對制革工藝、技術和設備、環保、職業

安全健康等方面做出了強制要求（Lexis-Nexis 

2014: n.p.）。該文件還規定，任何新建、改

建和擴建的制革廠的生皮處理能力不得低於每

年三十萬張，禁止新建低於此量的小廠。 

 
很明顯，中國政府希望淘汰所有因技術過

時而極為污染的制革廠。因此，那種在民房中

設立的家庭作坊式企業可能很快會消失。 

 

2.1.5 工人及其工作條件 

 
中國皮革行業的就業人數大約為四百到六

百萬人。2010 年的一份報告聲稱該行業雇用了

600 萬工人（Consulate General of Pakistan 

2011: p. 2f.）。而中國國家統計局的報告顯

示，皮革、毛皮、羽毛和制鞋行業 2013 年雇員

總數約為 440萬（NBS of PRC 2014: n.p.）。 

 

皮革制鞋行業絕大多數員工是農民工。根

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中國大約有 2.7 億農民

工。然而，中國現在已經達到所謂的路易斯拐

點，即農村富餘勞動力不再有利可圖的經濟轉

捩點（Financial Times 2015: n.p.）。其後

果是勞動力大量短缺，繼而無論對廉價勞動力

的需求是停滯還是繼續增長，工資水準都會被

推高（RFA 2013: n.p.）。 

 

對此資方有兩個戰略可選：要麼他們改善

工作條件（例如提高工資）來吸引工人，要麼

把生產轉移到低工資地區。但在轉移過程中，

許多公司沒有履行對原有員工應盡的法定義務，

比如支付遣散費和繳納社會保險費（YGO 2015: 

n.p.）。雖然勞動監察制度應該在這種情況下

保護工人，但該系統長期面臨人手不足的窘狀

（見 2.2.6 節）。這些侵權行為經常引發工潮。

利得鞋廠的罷工（見 3.2.9）就是這樣一個例子

（International Viewpoint 2015: n.p.）。

誠然，工人的激進行動也可能被資方用來證明

撤資和關廠的合理性（Wealth Magazine 2015: 

n.p.）。 

 

2.1.6 環境和健康問題 

 
在皮革生產中過度使用化學物質不但會造

成極其嚴重的環境問題，也會對工人健康造成

嚴重影響。嚴峻的後果之一是大量的固體廢物

和廢水。一噸生皮只能產出 200 公斤成品革，

其中一般會包含 3 公斤鉻。與此同時，鞣制過

程還會產生 250 公斤非鞣制固體廢物和 200 公

斤鞣制固體廢物（同樣含有 3 千克鉻），以及

50 噸廢水（含 5 公斤鉻）（Hüffer 2004: 

423–428）。以 2010 年為例，中國皮革行業產

生了大約一億噸廢水（Leather HC360 2012）。

總之，最終成品革只占原料總重的約 20％。而

鞣質過程中使用的鉻有超過 60％會最終隨固體

廢物或廢水排放（Kolomaznika 2008: 514–

520）。 

 
因此，制革廠的固體廢物和廢水中含有大

量劇毒的六價鉻。另外，由於制革需要的化學

品種類龐雜，該行業的廢水中往往還含有其他

污染物（Mwinyihija 2010: 2）。上文提到的

生效於 2014 年 6 月的《制革行業規範條件》，

就是為了杜絕這種環境污染而制定。一些地方

政府甚至於更早之前就開始關閉達不到新標準

的小廠（ILM 2014: n.p.）。這種對環境有益

的政策當然是值得歡迎的，但是，我們也要意

識到，由於中國使用的大部分成品和半成品皮

革是進口的（CLW2015B：N.P.），因此污染仍

發生在世界皮革產業鏈的其他地方。 

 
中國生產的鞋類經常由於六價鉻污染皮革

問題而在歐洲市場被禁入或召回。2014 年的中

國鞋類禁入歐洲案件有 60％是這一原因（C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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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g: n.p.）。自 2015 年 5 月 1 日開始，歐

盟進口或生產的含皮革商品的六價鉻普遍限量

為 3毫克/公斤（每公斤 0.0003％）（EU 2014: 

n.p.），而此前的限制是 1000 毫克/公斤。中

國皮革行業需要從根本上改善其生產技術，特

別是鞣革技術，並且還要對其供應商提出更高

標準。否則，歐盟市場很可能在未來拒絕更多

的中國皮革產品。 

 
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之外，有毒化學物質

還會對直接與其接觸的工人的健康造成嚴重危

害，並不可避免地引發各種職業相關的疾病和

障礙。《職業病百科全書》（ILO 2011: n.p.）

列出了皮革行業工人面臨的健康風險： 

 
1. 生物風險：生皮是滋生可能導致傳染病的微

生物的溫床。最常見的疾病是布氏桿菌病

（一種傳染性極強的細菌性疾病）、炭疽和

傷寒。 

 

2. 化學風險：制革工人在沒有安全保障的情況

下暴露於有害化學物質之中，可能會對健康

產生最糟糕的影響。例如，防腐劑、溶劑或

鞣劑都可以引起各種疾病。 

 

至於六價鉻，美國勞工部職業安全與健康管

理局已經認定一些健康危害與其有關，包括

呼吸系統和眼部疾病、皮膚病以及各種形式

的癌症（OSHA Fact Sheet 2006: n.p.）。 

 

3. 物理風險：這些風險來自糟糕的工作條件和

高強度勞動。例如，在制革廠的水浴車間這

種永久潮濕的環境中工作，可能會引發類風

濕性關節炎；在多塵和強噪的環境中操作危

險的機器，同樣可能會導致疾病或工傷。高

強度勞動可能會導致背痛、扭傷和/或雷諾現

象（由於血管痙攣，身體受影響區域供血減

少，從而導致的手指腳趾極端變色現象）

（ILO 2000: n.p.）。 

 

因此，皮革行業往往被稱為有毒的生意。

在世界各地，其使用的有害物質都令人們和環

境深受其害:工人患上職業病；環境污染越來越

嚴重；因為毒素經由受污染的土地和河流進入

了食物鏈，住在制革廠附近的人們被迫吃下有

毒的食水；就連購買皮鞋的消費者，也可能因

殘留毒素而換上皮膚病。 

 

 
 

 
 
 
 
 
 
 
 
 
 
 
 
 
 
 
 
 
 
 
 
 
 
 
 
 
 
 
 
 
 
 
 
 
 
 
 
 
 
 
 
 
 
 
 
 
 
 
 
 
 
 
 
 
 
 
 
 
 
 
 
 
 
 
 
 
 
 
 
 
 
 
 
 
 
 
 
 
 
 
 
 
 
 
 
 
 
 
 
 
 
 
 
 
 
 
 
 
 
 
 
 
 
 
 
 
 
 
 
 
 
 
 
 
 
 



2.2 中國制鞋行業 
 

2.2.1 中國制鞋行業在國際市場中的地位 

 

制鞋行業是中國皮革行業最重要的部分

（CLIA2013：N.P.）。中國鞋業在 2014 年估計

總產值超過 7000 億人民幣（CLW 2015h: n.p.）。 

 

制鞋是中國最為出口導向型的生意之一。 

2013 年，全國 75％的鞋類產品用於出口，價值

約為 480 億美元。這意味著該年全球售出的鞋

類產品有四分之三來自中國。換句話說，中國

用將近 10 億雙鞋佔據了全球鞋類出口市場的 73

％以上，而 2010 年其佔有率僅有 62 ％

（APICCAPS 2014: 8）。 

 

中國鞋類出口的主要市場是美國、俄羅斯、

日本和某些歐盟成員國（APICCAPS 2015: 48）。

僅美國就占了中國鞋類產品出口數量的 16％和

出口額的 26％（APICCAPS2015：48）。其他主

要交易夥伴，包括英國和德國，各占中國鞋類

產品出口額的 4-5％（APICCAPS 2015: 48）。 

 

受制于全球鞋類市場持續的價格壓力，中

國制鞋行業的增長在近幾年不斷放緩。雖然幾

年前增長速度曾攀升至每年 27％，但 2013 年的

出口僅比前一年增加了大約 8.5％（APICCAPS 

2015: 48），2014 年則進一步降為 8％左右

（APICCAPS 2014: 46），出口總額大約為 540

億美元（APICCAPS 2014: 48）。 

 

但上升的並不只有出口，中國也在進口更

多的鞋類。2013 年其進口總值約為 17 億美元，

2014 年則上升到超過 20 億美元。數量方面，中

國在 2013 年和 2014 年分別進口了 5600 萬雙和

7100 萬雙鞋（APICCAPS2015 年：48;2014 年

APICCAPS：46）。但是，儘管增速很快，中國

仍未躋身十大鞋類進口國之列。 

 

價格方面，中國以出口低價鞋為主，2014

年均價為 4.44 美元一雙;但進口則以高價鞋為主，

2014 年均價為 28.70 美元一雙（APICCAPS 2015: 

48）。如此高的進口均價可能是由於皮鞋在進

口中的比例較高——超過了 40％。2014 年，中

國總共進口 3160 萬雙皮鞋，總值 14 億美元

（Schuhkurier 2015: n.p.）。 

 

皮鞋生產僅占了中國制鞋行業的一小部分，

為 7％ 。2014 年皮鞋銷售量為 45 億雙，比上

年增長 3.1％，其中 9.65 億雙（21％）為出口

（ReportBuyer 2015, n.p.）。可以說，在中國制

鞋行業當中，皮鞋生產的出口導向性是相對較

弱的。橡膠、塑膠和紡織類鞋的出口地位要重

要得多（見圖 6）。2014 年，皮鞋的出口平均

價格約為每雙 14 美元，而進口平均價格則約為

每雙 43 美元（ReportBuyer 2015, 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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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鞋業全球主要生產國 
 

 
 

 
其他 30.3 % 

 

中國 41.5 % 
 
 
 
 
 
 
 
 
 
 
 
 

 
 
 
 
 

資料來源: FAO 2015 

 

美國 2.0 % 

 越南 3.1 

% 

印尼 3.2 %  

印度 4.1 

% 

巴西 4.1 % 

 
 
 
 
 
 
 
 
 

義大利 5.0 

% 

 
 
 
 
 
 
 
 

墨西哥 6.7 %

 
 

 
 
 
 
 

 
 

圖 6: 中國出口鞋類材質比例 
 

皮革 7 % 
 

紡織 23 % 
 
 
 
 
 
 

                                                                                                                                                                                防水 1 % 
 

其他 3 % 
 

 
橡膠和塑膠 66 % 

 
 

 
 

 

 

資料來源: APICCAPS 2015



2.2.2 生產中心 

 

傳統上，中國主要鞋業生產中心在廣東、福

建和浙江等沿海省份（Pan 2012: 7 ff.）。我們只

查到了該行業 2010 年的區域分佈統計資料，當

時，這三個省份擁有占全國將近 75％的 2660 皮

革鞋類生產商：浙江（1130 家），廣東（772

家），正福建（758 家）（Pan 2012: p. 408-409）。

但沿海地區生產成本的上升也導致許多制鞋企業

向諸如四川等內地省份遷移。許多新的鞋類生產

中心也如雨後春筍般出現（PR Newshire 2015: 

n.p.）。 

 

儘管如此，廣東仍然是中國主要的制鞋大

省，其大部分鞋廠集中在珠三角地區。最重要

的生產中心包括鶴山（CLW 2013a: n.p.）、

惠東（ CLW 2013b: n.p.）和東莞（ China 

Briefing 2013: n.p.）。全球最大的品牌運

動休閒鞋製造商裕元集團，也將其大部分工廠

健在了東莞（ Yue Yuen 2015b: n.p.）。

圖 7a:  中國主要鞋業生產省份 
 

 
 
 
 
 
 
 
 
 
 
 

福建                             
浙江

 

 
 

 
廣東 

 

 
 

 
 
 
 

圖 7b:  廣東省主要鞋業生產地區 
 
 
 
 
 
 
 

                                                                                                          東莞  

惠東
 

 

                                                              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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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ufacturing (YGO 2015: n.p.). Yet the interviews  

廣東省雖然是制鞋業的心臟，但並非皮革

加工大省。其 2014 年鞣革產量僅占全國總產

量的 2.48％（CLW 2015e: n.p.）。另外，該省

在同年成為了中國進口皮革製品最多的地區。

其中，原材料、成品和半成品皮革占了 86％

（CLW 2015a: n.p.）。因此，廣東的皮鞋生產

原料應該多數並不來自本省。在此次採訪過程

中，一位興昂鞋廠的皮料切割工人表示，因為

國產皮革品質較差，該廠皮料七成來自海外，

這也從一個側面證實了這一情況。 

 

2.2.3 產業結構 

 

2014 年，中國擁有大約 192 家大型和 1356

中型鞋企，這些企業分別占了該行業企業總數

的 4.4％和 32%（CLW 2015i: n.p.）。大型公司

總部多設在臺灣或香港，主要供應國際品牌。

比如裕元集團和興昂集團都是總部設在臺灣，

並在香港上市。但也有不少大型企業為大陸資

本，比如中國最大的女鞋生產商百麗國際

（Fashion Net Asia 2013: n.p.）。 

 

2.2.4  政府政策 

 

近年來，和其他勞動密集型行業一樣，制

鞋業也越來越難以吸引足夠數量的工人來從事

這種強度大、條件差的工作了。因此，許多公

司希望通過高新技術來尋求解決方案 。在主

要生產中心，政府也會支持這一戰略（China 

Daily 2015: n.p.）。例如，福建省泉州市出臺

政策，當地鞋企最多可以得到 200 萬人民幣的

政府補貼用於建立自動化生產線（CLW 2015k: 

n.p.）。也有跡象表明，中央政府也在使用這

種直接補貼的形式來推動工業現代化（Xinhua 

Finance Agency 2015: n.p.）。 

 

2.2.5  工人和工作條件 

 

2010 年，中國制鞋行業從業人員超過 200

萬人，其中絕大多數在皮革制鞋行業。2014 年，

這一數字降到了大約 160 萬人（Quianzhan 

2015: n.p.）。悉尼大學社會學家陳佩華在有關

中國製造業性別關係的研究中指出，制鞋行業

過去幾乎完全雇用女工，因為她們被認為更為

耐心和溫順（YGO 2015: n.p.）。然而，本次

採訪發現，時下該行業正圖 8：2010 年制鞋行

業工人數量（資料來源：Pan 2012） 

 

 

 

 

 

 

 

 

 

 

 

 

 

 

 

 

 

在雇傭越來越多的男工。陳佩華也指出這種性

別結構轉變是目前中國製造業中的普遍現象

（YGO 2015: n.p.）。雖然男工比例在增加，但

本次採訪顯示，女工在該行業中仍占多數。 

 

使用童工也曾是制鞋業非常普遍的現象

（IHS 2015: n.p.）。2014 年發生的一名 13 歲童

工在東莞一家鞋廠過勞死的慘劇（China Labour 

Watch 2014: n.p.），證明鞋廠非法雇用童工並

未完全消失。發表於 2014 年的有關大涼山童工

的報導顯示，為了使微薄的家庭收入有所增加，

來自貧困地區的孩子仍然在湧向工廠（China 

News 2014: n.p.）。需要指出的是，中國不但簽

署了國際勞工組織有關禁用童工的兩個國際公

約，其自身也頒佈了相關法律，因此本研究也

希望發現到底這些約法的執行度如何。 

  

2.2.6 勞動監察 

 

根據中國勞動法規定，勞動監察由勞動監

察大隊負責，後者隸屬于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

局（人社局）。勞動監察針對的是雇主，監察

大隊具有責令後者改善勞動條件、補繳工人社

保、繳納違規罰款等權力（Xie 2015: 123-125）。 

 

對於工人來說，勞動監察比勞動仲裁和法

庭審理更為簡便，費用也更低。2013 年，中國

各地勞動監察大隊總共處理了 41.9 萬起違反勞

動法規的案件，為數以百萬計的工人討回了應

得的工資和其他形式的法定賠償（Xie 2015: 

125）。 

 

然而，該部門一直面臨著人手不足的情

況。2013 年末的統計顯示，中國總共只有

紡織類產品：

16.5 萬 

皮革類產

品：152 萬 

橡膠和塑膠類

產品：37 萬 

總數：

205.5 萬 



3291 個勞動監察隊和約 25000 名監察員，而

他們卻要為 7.7 億工人提供服務。其結果就

是，監察大隊很少可以對工廠和公司進行主

動檢查，而是只有在工人報告後才採取行動

（Xie 2015: 127-128）。 

 

 

 

 

 

 

 

2.2.7環境和健康問題 

 
鞋類生產中使用的粘合劑和清洗溶劑對

環境危害最大，它們常常含有劇毒化學物質，

比如苯、己烷和二氯乙烷。這些物質會揮發

到空氣當中，排放不當還可能污染地下水。

但對於與其直接接觸的工人來說，危害還要

大很多。十六年前，一份名為《制鞋業中的

苯（Benzene in Shoe Manufacturing）》的

報告（Gessenhofen 2000: n.p.）就明確指

出，經常與苯接觸有可能導致白血病。 

 
 

 

 

 
 
 
 
 
 
 
 
 
 
 
 
 
 
 
 
 
 
 
 
 
 
 
 
 
 
 
 
 
 
 
 
 
 
 
 
 

制鞋行業工人的健康問題常常與使用危險化學品和防護用具不足有關。照片來源：「改變你的鞋子」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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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中毒是中國制鞋行業最常見的職業健

康危害。官方統計資料證實，與苯接觸是中

國職業中毒最常見的原因，同時超過 60％與

工作有關的癌症也是由此引發（Ban Benzene 

Campaign 2015: n.p.）。 

 

一家中國非政府組織曾在 2008 年到 2015

年 8 月之間接觸了 85 名在東莞患上白血病的

工人，其中 9 人曾在鞋廠工作過。 2003 到

2012 年期間，東莞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記錄

了 895 件職業病病例，其中 97 件（10.8％）

為苯中毒引發的白血病（ SouthCN 2015: 

n.p.）。 

 

2.3 展望：中國皮革制鞋行業的優勢與劣

勢 
 

目前，中國在全球皮革制鞋行業中的龍

頭地位依然無人匹敵，但是近年來與印尼、

越南和印度等國的差距正在縮小。中國皮革

制鞋行業仍然具備的明顯優勢有： 

 

1. 擁有大量經驗豐富、財力雄厚的皮革

制鞋企業。 

 

2. 基礎設施完善，包括大量公路、鐵路

網路和港口，有利於出口。 

  

3. 中國政府正在努力修補關於環境保護

的法律漏洞，並加大了執法力度。 

 

4. 工人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 

 

5. 相關科研實力較強。（Global Footwear 

2015: n.p.） 

 

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沒有其他國家能夠

挑戰中國在全球皮革制鞋行業中的領先地位。

這也是美國鞋類批發零售商協會前主席彼得·

曼佐尼（Peter Mangione）在研究比較了中國

與新興鞋類生產國後得出的結論（Fashion 

Net Asia 2014: n.p.）。 

 

但必須指出的是，儘管如此，中國皮革

制鞋行業目前仍面臨一系列挑戰： 

 

1. 生產成本提升，特別是因加薪和更嚴

格的環保法規所造成的提升，導致一些企

業搬遷到像越南這樣的低工資國家

（Tuoitre News 2014: n.p.）。 

 

2. 人民幣的強勢不可避免地推高包括鞋

類在內的出口產品價格，從而導致出口量

減少（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15a: n.p.）。

中國已經採取了一些措施來控制人民幣匯

率，但其競爭對手的貨幣貶值抵消了這些

措施的積極影響（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15b: n.p.）。 

 

3. 中國皮革制鞋行業的主要問題之一，

是國內缺少原產優質生皮，這導致了其皮

革生產能力遠遜於其鞋類生產能力。為了

生產高品質的皮革製品，中國需要大量進

口原料，比如 2014 年生皮進口額就達到

了 94 億美元（CLW 2015a: n.p.）。因此，

全球生皮價格的不斷上漲會對中國皮革制

鞋行業產生十分不利的影響（ Global 

Footwear 2015: n.p.）。 

 

近期由荷蘭外交部發表的研究特別強調，

以上挑戰使得中國生產的鞋類對歐洲買家來

說過於昂貴，因此後者對其他生產國的投資

正在上升（CBI 2015: n.p.）。考慮到盈利和

增長率普遍下降，中國皮革協會（CLIA）同

樣對本國行業的未來發展前景持謹慎態度。

另外，最近幾年，作為傳統的主要鞋類生產

地區，中國東南沿海省份的邊際利潤已經嚴

重縮水（Schuhkurier 2015: n.p.）。 

 
 
 

 
 
 
 
 
 
 
 
 
 
 
 
 



3  中國制鞋行業侵犯勞工權利情況 
 
 

廣東鞋廠的日常工作條件如何？為了找到

答案，我們在 2015 年下旬採訪了 47 名工人，

其中除了一人以外，剩下的 46 人分別來自三

家鞋企：裕元工業集團有限公司，興昂國際有

限公司和番禺利得鞋業有限公司 

 

遺憾的是，由於項目資金有限，我們沒有

採訪制革工人。首先，廣東並非皮革生產中心，

如果想要和大型制革廠工人建立聯繫，需要出

省採訪。其次，雖然廣東有小型制革廠，但我

們所依賴的當地勞工非政府組織並不認識這些

工廠的工人。一般來說，除非有勞資糾紛發生，

非政府組織工作人員都需要一定時間來與工人

建立信任。因為在中國從事勞工權益工作是具

有一定風險的，因此相互信極為重要。 

 

採訪所用問卷是根據「改變你的鞋子」專

案設定的問題製作的，並且結合了國際勞工組

織的核心勞工標準。項目在諸如印度和印尼等

其他生產國所做的採訪也使用了類似的問卷。

大多數問題是基於國際勞工組織基本公約的精

神所設定的，其他問題包括受訪者的個人資訊。

另外，「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勞動合同」一節中

的問題則是按照「淨衣運動」的指導方針來設

定的。 

 

由於受訪者總數不高，且都來自珠三角地

區，所以本研究結果並不能完全代表中國制鞋

行業的整體情況。例如，廣東省平均工資為全

中國第二（CCTV America 2015: n.p.），因此理

論上本次受訪者的工資水準應該高於本行業全

國平均水準。 

 

當回答某一問題時，如果 50％以上的受訪

者選擇了某一答案，則該答案所述情況被認為

是「常見」，75％以上為「非常常見」，超過

90％為「極為常見」。同理，50％以下為「不

常見」，低於 25％為「罕見」，10％以下為

「非常罕見」。 

 

本章首先介紹受訪工人所屬企業概況，隨

後是兩個受訪者的案例。 

 

 

 
 

 
 

>>  CAS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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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勞工組織公約，又稱國際勞工組織核心勞工標準，是世界貿易秩序中的社會標準，用來
確保體面的工作條件和對勞工的充分保護。這一地位是國際勞工組織在 1998 年的一份宣言中確立
的。國際勞工組織是聯合國的一個專門機構，其公約確立了許多「基本原則和權利」（詳見 ILO 
1998: n.p.）。 

 
 

 
 
 

除本國法律之外，中國還簽署了如下四個國際勞工組織核心公約： 

 

 
C 100    男女勞工同工同酬公約（國際勞工組織 1951 年通過；中國 1990 年簽署) 

C 111     就業和職業歧視公約（1958； 2006)） 

C 138    最低工資公約（1973； 1999） 

C 182    惡劣形式童工公約（1999; 2002） 
 

 
 

中國還未簽署如下四個國際勞工組織核心公約：  

 

C 029    強迫勞動公約（國際勞工組織 1930年通過） 

C 087    結社自由和保護組織權利公約（1948）  

C 098    關於組織和集體談判權利的公約（1949） 

C 105    廢除強迫勞動公約（1957） 

 

 

如下幾個國際勞工組織公約也與本次研究有關： 

 
 

C 001      工時公約（1919；中國未簽署） 

C 026     有關制訂最低工資方法的公約 （1928；1930） 

C 131      確定最低工資公約 （1970；中國未簽署） 

C 155      職業安全與健康公約 （1981；中國未簽署） 
 

國際勞工組織核心公約是國際公認的社會標準，具有對所有國家都有約束力

的普遍人權的性質。 

 

就業權、享有公正和公平工作條件的權利、結社自由和得到切實承認的集體

談判權，也都在聯合國 1966 年通過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中被認可。

享有社會保障、家庭安全和恰當的生活水準的權利，也都是國際認可的基本人權

的一部分。  

 



圖 9:  受訪工廠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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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元鞋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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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昂鞋廠

 
 

 

利得鞋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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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資料來源：作者 

 
 

>> 裕元工業集團有限公司 
 

裕元公司總部設在香港。它是世界最大的

鞋類生產商臺灣寶成集團的子公司。 2014 年，

中國是裕元擁有長期資產最多的國家，包括位

於許多省份的工廠。但裕元在印尼和越南也擁

有大型製造工廠，並在香港、孟加拉、柬埔寨

和臺灣擁有規模較小的工廠（Yue Yuen 2015c: 

n.p.）。2014 年，裕元以超過 80 億美元的年銷

售額穩居世界最大的休閒運動鞋製造商之位

（Yue Yuen 2015c: n.p.），全球市場佔有率為

20％。裕元始建於 1988 年，1992 年在香港上

市。該公司的工廠為眾多世界知名運動品牌生

產鞋子，其中包括耐克、阿迪達斯、鱷魚、銳

步 、 亞 瑟 士 、 新 百 倫 、 彪 馬 ， 添 柏 嵐

（Timberland）和樂步（Rockport）。它也擁有

自有品牌勝道（YYSPORTS）及相應的零售網

路。 

 

2014 年 4 月，裕元在東莞的六家工廠爆發

了大型罷工（BBC 2014: n.p.），這使得該公司

對本次研究來說尤為重要。罷工的原因之一是

該公司沒有為工人購買社保。不繳納法定社保

費用的並不僅僅是裕元一家公司，也不僅僅發

生在其中國工廠。一年之後，裕元在越南的工

廠也因類似原因爆發了罷工（BBC 2015: n.p.）。 

 

儘管裕元制定了企業社會責任政策（Yue 

Yuen 2015a: n.p.），並且參加了包括 2008 年

「公平奧運」和 2013 年「雅加達對話」在內

的數個多方利益相關者倡議（MSI），這樣公

然違反勞動法的行為依然在該公司的工廠發

生。裕元在印尼的工廠也有義務遵守《結社

自由協議》（FOA Protocol: n.p.），因為包括

阿迪達斯在內的許多品牌都簽署了該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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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中國鞋業罷工工人的國際聲援活動,  

照片來源: SACOM HongKong/Flickr.com 

 
 

 
>> 興 昂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九興控股有限公司是一家總部設在香港的

臺灣公司。其最大的子公司是位於的東莞興昂

國際有限公司。興昂國際有限公司自身在多個

國家擁有 30 多家子公司，但大部分工廠仍位於

中國（Stella 2015a）。興昂也在包括法國、菲

律賓和阿聯酋在內的多國經營零售業務。2014

年，超過 16.6 億美元的年銷售額使其成為全球

十大鞋業製造商之一（ Stella 2015a: n.p.； 

Wenku Baidu 2015: n.p.）。該公司的主要產品是

皮制鞋類，其代工的品牌包括世界十大休閒鞋

品牌中的六家：克拉克，德克斯，ECCO，樂步，

添柏嵐和渥弗林（Wolverine）。興昂於 2007 年

在香港上市。 

 

雖然該公司也制定了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Stella 2015b: n.p.），但其東莞工廠已多次發

生侵犯勞工權利的事件。2015 年 3 月，五到八

千名該公司東莞工廠工人舉行罷工，要求興昂

依法繳納住房公積金（Reuters 2015: n.p.）。根

據 2011 年通過的《社會保險法》，雇主應為員

工繳納不少於後者平均月薪 5％的住房公積金，

用於幫助員工購買私人住宅（China Briefing 

2010: n.p.）。此次罷工慘遭警方鎮壓，許多罷

工分子被逮捕，甚至遭到毆打或被警犬撕咬，

一些傷者需要入院治療。 

 

 

 

2011 年以來，興昂東莞工廠多名工人苯中

毒，其中有人直到病死都沒有被認定為職業病。

至今興昂也沒有支付足夠的賠償金。 

 

2004 年，興昂東莞工廠工人因不滿工資過

低、工時過長及住宿伙食條件惡劣，進行了集

體抗議活動。其後包括三名未成年人在內的七

名工人被判處最高為三年半的有期徒刑，罪名

為「故意毀壞財物」。後經包括「淨衣運動」

在內的國際民間社會對興昂的客戶品牌施壓，

迫使後者直接請求中國政府，才令被捕工人得

到釋放。 

 
 

>> 番 禺 利 得 鞋 業 有 限 公 司  
 

 

番禺利得鞋業有限公司是一家總部設在臺

北的臺灣公司。與裕元和興昂這樣的大企業相

比，利得可以查到的公開信息少之又少，連

年度財務報表也沒有。我們僅知道該公司成

立於 1971 年，主要面向出口市場，代工品牌

包括 CK（Calvin Klein）和鱷魚（Crocodile）。 

 

2015 年 5 月，利得關閉了其番禺工廠，並

將全部生產線搬遷到了位於廣州南沙的利大鞋

廠。在番禺工廠關閉之前，工人曾因搬遷補償

和社保問題發起了罷工。本次研究採訪的利得

工人都參與了這次工潮。



為了應對搬遷，工人們在 2014 到 2015 年

期間發動了三次罷工。2015 年 4 月，在最後一

次罷工期間，工人設置了 24 小時罷工糾察線，

以確保廠方無法把機器運走（ESSF 2015: n.p.）。

之後政府出動大量員警鎮壓，還抓捕了一名勞

工非政府組織成員。儘管如此，這次工潮還是

成功的，因為工人們獲得了令人滿意的賠償金。

另外，這次工潮往往被認為是一個集體談判的

成功案例，但應該強調的是，如果沒有大規模

罷工的支持，資方是不會與工人談判達成令後

者滿意的協議的。 

 

>> 一名受訪男工的案例  

 

胡先生（化名）受訪時（2015）42 歲，在

裕元的東莞工廠工作了五年。2014 年裕元罷工

之後，他被工廠開除。而廠方並沒有按照勞動

法規定提前通知他。 

 

他的妻子在同一家工廠工作。他們有兩

個正在上學的孩子，年齡較大的在四川老家，

較小的與他們一起在東莞生活。胡先生的工

作是給鞋噴漆。作為一名技術工人，他每月

的固定薪水大約為人民幣 2900 元。為了獲得

更多收入，他要大量加班，有時每月總工時

高達 212 個小時。噴漆工作技術難度高、強

度大，還具有一定危險性，因為塗料和油漆

中往往含有有毒物質。另外，他需要整天站

在有毒煙霧中工作。有時，他和同事兩人一

天就要為 2800 只鞋子噴漆。他的一個同事還

患上了白血病。 

 

2014 年 4 月 14 日，成千上萬的裕元工人

放下工具，湧出工廠進行罷工。胡先生當時站

在人行道上圍觀員警毆打罷工者，當他掏出手

機確認時間時，一名攝像的員警認為他進行了

拍照。於是五六名員警將他拉走，並用警棍和

靴子將他毆打至昏迷。 

 

恢復意識之後，他發現自己身在派出所，

且手腳都被銬住。員警沒有為他治傷，反而再

次毒打了他。打完之後才將渾身傷痛的他送往

醫院。 

 

讓醫生確認了他沒有生命危險之後，員警

便把胡先生拷在床上，並禁止醫護人員為其治

療。胡先生哀求對方，要求獲得治療，但換來

的是頭部受到重擊，並再次失去了知覺。 

 

同一天晚上，胡先生再次被帶回派出所問

話。審訊期間，員警一直對其進行辱駡。之後，

員警把他帶到一間精神病院。 

 

他先是被拷在門口數個小時，期間沒有

得到飲水。因為忍受不了乾渴，他甚至喝了

自己的尿水。進入病院之後，他再次慘遭員

警和病院人員的毆打。之後整個晚上他都被

綁在床上，沒有得到食水，也不能上廁所。

直到第二天傍晚，他的妻子和姐夫才得知他

被關在哪裡，並將他接出了精神病院。 

 

當胡先生回到工廠後，廠方認為他帶頭

鬧事，煽動罷工，於 2014 年 5 月 29 日將其解

雇。無論工廠還是警方，都沒有給其賠償。

鑒於其案情的敏感性，也沒有律師願意幫助

他打官司。 

 

直到採訪那天，胡先生的傷病仍未痊癒。

其所受虐待嚴重損壞了他的健康，致使他難

以找到一份新工作。此外，精神上的創傷讓

他經常被噩夢困擾。 

 

>> 一名受訪女工的案例  

 

韋女士（化名）受訪時（2015）51 歲，在

興昂東莞工廠工作。她來自湖南，為了收入更

多才離開丈夫和孩子來到東莞打工。 

 

最初，她的工作是去除鞋子上殘留的膠

水。開始幾年，她每天工作 11 小時，每月平

均能拿收入 3300 元人民幣。她認為工廠對加

班工資的計算不正確。根據中國勞動法，平

日加班工資應為 1.5 倍，週末加班則為雙倍。

然而，工廠是按最低工資標準來計算加班時

薪，而不是按照工人的實際工資，後者還包

括年資和績效獎金等。因此，韋女士認為她得

到的加班工資遠低於法定標準。 

 

另外，工廠也沒有發放足夠的防護用品。

例如，她每週最多只能得到兩個一次性口罩，

而這種口罩的設計使用壽命是不超過八小時。

更糟糕的是，直到 2014 年，她所接觸的化學品

都沒有貼上標籤，所以工人無法得知如何避免

受到這些化學品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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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韋女士開始經常感到頭痛、頭暈

和噁心。工廠安排了體檢，但拒絕將體檢報告

給她。之後韋女士被調到另一個不需要直接接

觸化學品的部門。但是，當她身體好轉以後，

又被調回了原崗位。 

 

不久，同樣的症狀再次出現。同事告訴她，

這些可能是苯中毒的症狀。因此，她去了另一

家醫院進行檢查，診斷結果是疑似苯中毒。醫

生建議她住院三個月來進行確診。 

 

根據中國現行法律，慢性苯中毒要經過三

個月的觀察期才能被確診為職業病。在住院期

間，韋女士接觸到了當地的勞工非政府組織，

並開始參與勞動法學習。隨著相關知識的增加，

她決定拿起法律武器來進行維權。 

 

3.1 受訪工人概況 

 

我們的受訪者中，79％為女性。由於目標

工廠都是雇傭成千上萬工人的大廠，在無法獲

得管理層説明的情況下，很難得知這些工廠確

切的性別比例。受訪工人的粗略估算一般認為

女工比例為 60-80％。我們認為，該行業女性工

人仍比男性要多，即使近年來前者數量已經減

少。 

 

受訪工人平均年齡為 42 歲，其中最小的 18

歲，最大的 53 歲。一些受訪者提到，因為工廠

現在很難吸引年輕工人，因此開始雇傭越來越

多的年長工人。採訪過程中，我們遇到了八名

僅僅在裕元工作了幾個月的工人，其中七人年

齡在 40 到 50 歲之間。 工人平均年齡的上升，

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越來越多的工潮是由社保，

特別是養老保險問題而引發。 

 

大部分受訪者為已婚（43 人，占 91％）

【注 3】並有子女（39 人，占 83％）【注 4】。儘管

中國自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實施獨生子女政策，

但有兩個孩子的受訪者多達 15 人，另外還有 4

人有三個孩子。這些工人必然需要更多的時間

和收入來養育孩子，這意味著他們所需生活工

資的標準更高。 

 

 

 

 

 

3.2 訪談結果 
 

3.2.1 禁止強迫勞動 

 

國際勞工組織 1930 年通過的第 29 號公約

對「強迫勞動」的定義是 「所有以各種懲罰相

威脅，使受威脅人從事的非自願勞動或服務」

（ILO C29: n.p.）。第 105 號公約則禁止「使用

任何強迫或強制手段來動員和利用勞動力，以

達到發展經濟的目的」（ILO C105: n.p.）。由

此可見，非自願加班是違反這些公約的。 

 

儘管中國並未簽署以上公約（ ILO RfC: 

n.p.），但根據 1995 年《勞動法》，正常工作

時間應限制在每天 8 小時、每週 44 小時之內，

工人自願加班時間則應限制在每天 3 小時、每

月 36 小時之內（詳見《勞動法》36、41 條）。 

 

中國工人本應有權拒絕加班，但在本次採

訪中，有 52％的工人（25 人）表示他們曾被迫

加班，可見這一情況是常見的。 

 

受訪者提到，拒絕加班的懲罰包括紀律警

告、扣除獎金、降職和辱駡。另外，許多受訪

者表示，加班工資占其收入比例很大，因此，

即使每月加班量超出了法定限額 30 小時以上，

一些受訪者也不認為自己是被迫加班。幾乎所

有受訪者都表示，因為工廠訂單減少，加班也

變得越來越少。由於基本工資過低，工人需要

依賴加班工資來維持收入水準，於是減少加班

現在反而被管理層用作一種懲罰手段。 

 

 3.2.2 禁止童工 

 

中國已經簽署了國際勞工組織第 138 號公

約，該公約禁止使用 15 歲以下童工（ILO RFC：

N.P.）。實際上，中國 1995 年頒佈的《勞動法》

和 2002 年頒佈的《禁止使用童工規定》都把童

工定義為 16 歲以下。 

 
 

 

 

 

 

 

 

注 3：有兩人未透露婚姻狀況，另有兩人為未婚。 

注 4：有四人沒有透露子女情況。 

 



本次採訪中， 72％的受訪者（34 人）表示

本廠沒有 16 歲以下的工人，21％（10 人）表

示不知道的，只有 6％（3 人）確定仍有 16 歲

以下的童工。因此，至少在目標工廠中，使用

童工非常罕見。 
 

中國法律對「青少年工」的定義為 16 至

18 歲。中國已經簽署的國際勞工組織第 182 和

190 號公約，都規定了對 16 至 18 歲工人的特

殊保護（ILO C190: n.p.）。然而，無論是全國

性法律，還是廣東省地方法律，都未在青少年

工加班和夜班方面予以限制。與之相對的是，

中國其他一些省份（如浙江，江蘇）已經對此

有所限制。 

 

13％的受訪者（6 人）表示，青少年工在

自己的工廠需要上夜班；34％（16 人）表示不

知道。所以青少年工上夜班是不常見或罕見的。

然而， 43％的受訪者（20 人）表示，青少年工

需要加班，另外 57％（27 人）表示不知道。因

此，似乎青少年工加班在廣東省制鞋業中是常

見甚至極為常見的現象。 

 

3.2.3 禁止工作場所中的性別歧視 

 

中國已經簽署了國際勞工組織第 100 和 

111 號公約。100 號公約將男女同工同酬定義為

「男女工人同等價值的工作應獲得同等報酬，

不能有基於性別的差別」（ILO C100: n.p.）。

在第 111 號公約中，歧視的定義是「任何抵消

或損害平等就業機會或公平待遇的區別對待、

排斥或偏好」（ILO C111: n.p.）。 

 

我們的問卷問題僅針對性別歧視。91％的

受訪者（43 人）表示，除一些重體力工作外，

在工作崗位分配上沒有男女區別對待。只有 4

％的受訪者（2 人）表示同樣崗位女工比男工

工資低。另有兩位受訪者表示其工廠曾發生過

性騷擾。但所有受訪者都表示沒有懷孕女工被

非法解雇的情況。 

 

然而，其他問題的答案就沒有這麼令人樂

觀了。只有 53％的受訪者（25 人）表示女工享

有帶薪產假；而且其中 9 人還指出，即使有帶

薪產假，期間也只發底薪，而不是法律規定的

平均工資。19％的受訪者（9 人）表示，管理

層沒有對女工和男工一視同仁。30％的受訪者

（14 人，其中 12 人為女性）表示他們遭到過

辱駡。 

 

綜上，儘管制鞋行業中對女性的公開歧視

並不多見，但還有很多方面需要改善。比如，

女工不應成為不文明管理方式的受害者；產假

期間，女工應該得到足夠的薪水。 

 

3.2.4 結社和集體談判的權利 

 

中國並未簽署國際勞工組織關於結社權的

第 87 號公約（1948 通過），也沒有簽署關於

集體談判的第 98 號公約（1949 年通過）（ILO 

RfC: n.p.）。中國的相關法律和國際勞工組織

公約之間最重要的區別是，後者規定「工人有

權制定工會的章程和規則、自由選舉工會代表、

自主管理工會、自由制定計劃並組織工會活動」

（ ILO C087: n.p.）。但是，中國工人沒有組建

獨立工會的權利，只能加入政府控制的中華全

國總工會（全總）。 

 

此外，我們在訪談中注意到，大部分受訪

者並不瞭解工會存在的真正意義。34％的受訪

者（16 人）表示他們的工廠沒有工會，另有 31

％（15 人）不清楚有沒有工會。 

 

91%的受訪者（43 人）表示，他們不知道

工會代表是如何選出的。79％的受訪者（37 人）

曾見證過其工廠罷工和員警的介入。但是，當

罷工發生時，並沒有工會出來領導；罷工工人

被當作罪犯對待時，工會也沒有支援過他們。 

 

雖然廣東省出臺了《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

條例》，但受訪工廠並沒有工會試圖開展集體

談判的跡象。我們在訪談中發現，受訪工廠要

麼沒有工會，要麼其工會並未積極履行其法定

職責。 

 

當被告知了工會真正的權利和義務後，72

％的受訪者（34 人）認為他們需要工會和集體

談判來幫助工人夠贏得更高的工資和更好的工

作條件。 

 

3.2.5 生活工資 

 

中國簽署了有關最低工資的國際勞工組織

第 28 號公約（1928 年通過）（ILO RfC: n.p.），

1995 年《勞動法》也對最低工資有所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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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裕元和興昂的鞋廠，月薪由三部分組成：

基本工資、加班工資和各種津貼獎金。基本工

資通常接近本地最低工資標準。2015 年，東莞

市的月最低工資標準為人民幣 1510 元，而裕元

的基本工資同樣也是 1510 元，興昂稍高，為

1600 元。 

 

加班量會因訂單減少而驟降，津貼獎金會

因違紀而被扣除，所以工人每月工資可能會相

差很大。此外，各種津貼獎金的計算非常複雜，

計算方法也沒有在工資單上體現，因此工人很

難確定自己工資數目是否正確。 

 

利得廠的薪酬計算則與以上兩廠有所不同。

工人要麼是固定月薪，要麼是計件工資，因此，

並沒有 1.5 或 2 倍的加班工資。 

 

受訪者的平均月薪為人民幣 3033 元，工資

中位數為 3000 元。目前來說，所有受訪者都有

收到工資單，每月工資也準時發放。但是如韋

女士案例所述，加班工資基於基本工資計算的

現象很普遍，且大部分受訪者不知這種做法是

違反中國法律的。一位元當地勞工非政府組織

的工作人員告訴我們，東莞地方政府出臺了一

份特別檔，允許企業以這種方式計算加班工資。

這意味著即使東莞工人為此訴諸法律，也不大

可能勝訴。 

 

由於近兩年來社保引發的罷工漸多，廠方

開始依法為工人購買社保。本次採訪中，96％

的受訪者（45 人）表示廠方每月都有為其繳納

社保費用。然而，對以往未繳社保費用的補繳

情況卻並不令人樂觀。許多受訪者表示，工廠

並未繳清拖欠的工人社保款項。對於老工人來

說，此事對於他們退休後的福祉至關重要。

2010 年頒佈的《社會保險法》規定，參加社保

人員只有在繳費滿十五年後，才能在退休後領

取政府養老金。 

 

中國並未簽署關於確定最低工資的國際勞

工組織第 131 號公約（1970 通過）（ILO RfC: 

n.p.）。1995 年《勞動法》規定，確定和調整

最低工資標準應考慮如下因素：勞動者本人及

平均贍養人口的最低生活費用，社會平均工資

水準，勞動生產率，就業狀況，地區之間經濟

發展水準的差異。但是，無論是目前的最低工

資，還是我們上文提到的受訪工人實際平均工

資，都無法滿足工人實際的需求和願望。 

為了能夠維持體面的生活，受訪工人理想

的月工資平均為人民幣 4349 元。這比「亞洲最

低工資運動」2013 年提倡的最低每月 3132 元

的生活工資要高出不少（CCC 2013: n.p.）。然

而，廣東的生活成本要高於中國平均水準，而

且中國物價近年上漲速度一直很快。 

 

3.2.6 工作時間 

 

如 3.2.1 所述，儘管中國尚未簽署國際勞工

組織關於工作時間的第 1 號公約，但中國自身

法律卻有更嚴格的要求。例如，前者規定的每

週基本工作時間為不超過 48 小時（ILO C001: 

n.p.）。 

 

在加班工資方面，中國法律的規定也比第

1 號公約更進步。後者規定了加班工資不應低

於正常時間工資的 125％，而中國法律的規定

是平日加班為正常時間工資的 150％，在週末

和法定假日加班則分別是正常時間工資的 200

％和 300％。 

 

然而在現實中，工廠經常不遵守這些法規。

例如，在本次採訪中，受訪者平均每天工作

10.6 小時，中位數則為 11 小時。只有 19％的

受訪者（9 人）實現了八小時工作制，21％

（10 人）每天工作超過 11 小時。 

 

3.2.7 健康和安全 

 

1981 年，中國簽署了關於職業健康和安全

的國際勞工組織第 155 號公約（ILO RfC: n.p.）。

該公約的目的是「在合理可行的範圍內通過將

工作環境中的各種危險因素最小化，來防止由

工作所產生的、與工作相關的或在工作過程中

發生的事故和對工人健康的傷害」。 中國 1995

年《勞動法》也對職業健康和安全做了廣泛規

定。此外，中國還頒佈了專門的《職業病防治

法》。 

 

然而，這些法律並沒有被鞋廠認真遵守。

採訪中，77%的受訪者（36 人）表示工作環境

不好，原因包括難聞的氣味、空氣不夠流通、

高溫、噪音和危險的機器； 62％的受訪者（29

人）表示他們需要整天站著工作或座椅不舒適。

這表明，惡劣的工作條件是非常常見的。 

 



中國簽署了有關在工作中使用化學品的國

際勞工組織第 170 號公約（1990 通過）（ILO 

RfC: n.p.）。本次採訪中，61％的受訪者（31

人）需要接觸化學品，但是，只有 34％（16 人）

被告知了接觸這些化學品可能存在的風險。興

昂廠甚至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沒有給化學品貼

標籤。 

 

只有 17％的受訪者（8 人）接受了有關職

業健康與安全的定期培訓。此外，防護用品往

往發放不足。以一次性口罩為例，其設計使用

時間為不超過八小時，但興昂廠卻每週只發給

工人兩個。 

 

55％的受訪者（26 人）表示，自己或同事

已經出現了職業性的健康問題。最常見的職業

病是經常接觸化學品造成的苯中毒和皮膚病。

64％的受訪者（30 人）表示，自己或同事曾受

過工傷，最常見的是制鞋機器造成的手部受傷。

只有 27％的受訪者（13 人）表示，工廠曾採取

措施來改善工人健康和安全狀況。 

 

所有受訪者都在廠外居住，但工作日一般

在工廠食堂吃飯。72％的受訪者（34 人）表示

在食堂就餐需要付費，而 77％的受訪者（36 人）

則表示食堂提供的食物不能令人滿意。另外，

23％的受訪者（11 人）抱怨工廠廁所不衛生，

15％的受訪者（7 人）表示工廠沒有提供潔淨

的飲水。 

 

3.2.8 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勞動合同 

 

2008 年頒佈的《勞動合同法》規定，勞動

者在同一工廠連續工作 10 年以後，有權與雇主

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本次採訪中，所有

受訪者都與工廠簽訂了書面勞動合同。在裕元

和興昂工作超過 10 年的工人都已簽訂了無固定

期限勞動合同，但利得工人卻沒有這種待遇。 

 

《勞動合同法》還禁止用人單位在招工時

收取任何費，但 17％的受訪者（8 人）表示曾

被收費，收取的多為體檢費。 

 

3.2.9 搬遷補償 

 

本次採訪中，搬遷的問題主要與利得廠有

關【注 5】。工人們在 2014 年就聽說了搬遷計畫，

但不是正式通知，而是資訊被洩露。從 2014 年

12 月至 2015 年 4 月，工人罷工三次，要求廠

方予以合理的補償和善後，並且最終迫使廠方

滿足了主要訴求。這次工潮被普遍認為是成功

的，因此，我們也進行了仔細的研究。 

 

我們採訪了 13 名利得工人（10 名女性和 3

名男性），其平均年齡 42 歲。中國法定退休年

齡為女性 50 歲、男性 55 歲，儘管上文提到制

鞋行業工人正在逐漸老齡化，但年長工人再就

業仍是比較困難的，這就是為什麼利得工人會

力爭社保和合理的搬遷補償。 

 

上文提到，只有繳費 15 年以後，工人才有

資格在退休後領取國家養老金，因此罷工訴求

之一就是廠方應履行其法定職責，補繳往年欠

繳的社保費用。工人們擔心，利得會在搬遷後

註冊一個新公司，不再為老工人負責。 

 

根據 2008 年《勞動合同法》的規定，雇主

解雇工人時應按照每一年工齡賠償一個月工資

（受雇最後一年的月平均工資）的標準支付經

濟補償金。第一次罷工之後，廠方同意賠償，

但試圖儘量少付，給出了最多按五年工齡計算、

每年賠償人民幣 500 元的方案。直到第二次罷

工後，才改為最多按六年工齡計算、每年賠償

一個月平均工資。工人還要求廠方按照國家和

廣東省法律，補償之前未付的各種補貼和福利，

包括高溫津貼、住房公積金和帶薪年假。雖然

並非所有這些要求都得到了滿足，但工人們多

數認為最終結果還是令人滿意的。因此利得工

潮確實是一個依法抗爭並取得成功的案例。 

 

同時，利得的案例也表明，企業在搬遷和

關廠時會儘量推卸對其員工應付的責任。因此，

工人需要使用各種手段，包括法律規定的談判

和沒有規定的罷工，才能捍衛自己的權利。 

 

 

 

 

 

 
 
 

注 5：本文最後定稿之後，興昂也於 2016 年 2 月關閉其東莞工廠，將生

產轉移到東南亞國家（Xinhua Net 2016: n.p.）。 1900 多工人在此次關廠

中受到直接影響，包括接受了本次採訪的一些工人。這些工人是否獲得

足夠的賠償，還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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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結論 
 

本報告中涉及的三家工廠中，利得的工作

條件無疑是最差的。然而，該廠已搬遷，遷後

新廠的情況還不為我們所知。 

 
然而，制鞋行業作為一個整體，很多方面

都迫切需要得到改進。正如 3.2 所示，許多問

題依然存在：非自願加班，加班工資不符合法

律規定，對青少年工保護不足，對工人不尊重，

沒有自由結社權，國家工會不作為，國家武力

鎮壓工潮，工資低，工作條件差，有關職業安

全和健康的保護和培訓不足，拖欠社保費用，

以及不公平的賠償金。 

 
因此，我們強烈建議中國政府簽署國際勞

工組織關於結社自由的第 87 號公約和關於集體

談判的第 98 號公約。工人必須有受法律保護的

權利來組建和管理獨立工會。我們也建議廣東

省政府為青少年工提供更好的保護，例如應像

浙江和江蘇一樣，立法禁止未成年人加班。另

外，我們認為，只有工人八小時內工作的收入

可以達到生活工資的標準，強迫加班的問題才

能真正得到解決。 

 
我們在本次研究中也發現了積極的方面。

比如說，近年來一系列新的勞動法規使得中國

工人可以更好地運用法律武器維權。我們還發

現，制鞋行業中男女同工同酬比較普遍，童工

不再常見，大部分工人都簽訂了合法合同。



 

 4  建議 
 

 

第三章展示的研究結果清楚地表明，侵

犯勞工權益的現象依然在中國制鞋行業普遍

存在。改進社會和環境標準、並確保這些標

準得到長期遵守的唯一途徑是推行覆蓋整個

供應鏈的解決方案。因此，我們對以下五個

不同群體提出強烈建議：制鞋廠，品牌，多

方利益相關者倡議組織，中國政府和歐盟成

員國政府。 

 

對制鞋廠管理層的建議： 

 

1. 八小時工作內的基本工資應得到提高，

使工人不依賴加班工作便可得到符合生活

工資標準的收入。 

 

2. 支付所有法定的津貼和福利，不得有

例外。 

 

3. 不得以克扣薪金作為懲罰手段。 

 

4. 禁止管理人員對工人口頭侮辱或體罰，

違者應受到處罰。 

 

5. 杜絕任何形式的性別歧視和性騷擾在

工廠發生。 

 

6. 生產中所用的所有化學品都應有標識，

標明成分和可能存在的風險等重要資訊，

並做好相關的健康和安全預防措施。 

 

7. 工人必須接受足夠的職業健康和安全

培訓，並得到充足的防護用品。 

  

8. 工人患上職業病或受到工傷後，必須

得到妥善治療和充分賠補。 

 

9. 工廠食堂的食物應物美價廉；生活區

既要滿足職工的需求，也要達到衛生標準。 

 

對品牌的建議： 

 

1. 品牌應督促為其供應的制鞋廠採納和

執行上述建議。 

 

2. 品牌應對其全球供應鏈展開盡職調查。

根據聯合國有關商業和人權的指導原則，

企業有責任採取行動應對其商業行為所產

生的任何負面影響。 

 

3. 品牌應主動與當地工會和非政府組織

合作，監察其供應商工廠是否有侵犯勞工

權益現象。 

 

4. 品牌應促使供其應商支付生活工資，

自身也應提高採購價來幫助製造商提升工

人工資。 

 

5. 品牌應向其供應商工廠中遭受不公正

對待的工人提供給援助。 

 

6. 品牌應敦促政府不要武力鎮壓罷工或

迫害和逮捕工運分子。 
 

對多方利益相關者倡議組織（MSI）的建議： 

 

1. 監察有關勞工權益和環保的違法行為

的 MSI 應敦促政府、工廠管理層和品牌來

採納和執行本章提出的建議。 

 

2. MSI 應與當地工會和非政府組織建立

經常性聯繫，密切監察當地政府、工廠管

理層和品牌的行為。 

 

3. MSI 應向供應商工廠中遭受不公正對

待的工人提供給援助。 

 

4. MSI 應開展國際和地區性行動，曝光

政府、工廠和品牌的違法行為。 

 

5. MSI 應向工人提供培訓，使後者敢於

為維護自己的權利和利益而行動。 
 

對中國政府的建議： 

 

1. 現有法律應得到充分執行。為此，應

採取下列措施幫助工人行使其法定權利： 

 
 所有工人應該獲得由政府機構或非政府組

織提供的免費法律服務。 

 

 與全國性法律法規衝突的地區性法律法規

應當立即廢止。 

 

 加大法院判決的執行力度，特別是在關於

對工人進行賠償方面。 

 

 

 

2. 勞動和環境監察部門應得到更多的資

源，包括資金和人力。監察機構應獲得更

大的執法權。 

 

3. 勞動法及其他相關法律法規應加入禁

止青少年工加班的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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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應立法允許工人成立和運行獨立於中

華全國總工會和其他政府或受政府控制機

構之外的獨立工會。 

 

5. 工人應有罷工權。員警對罷工者的暴

力鎮壓應受到譴責。 

 

6. 最低工資應得到提高，使工人可以獲

得更高的生活水準和生活工資。 

 

7. 地方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應要求工廠

補繳所有拖欠的社保費用。 

 

8. 應出臺專門法律法規，規範外包和搬

遷，更好地保護相關情況下工人的權利和

利益。 

 

 

對歐盟成員國的建議： 

 

1. 歐盟成員國應履行聯合國有關商業和人

權的指導原則。 

 

2. 歐盟各成員國應建立要求政府和企業保

護人權的國家行動計畫。 

 

3. 歐盟各成員國應改革其經合組織國家聯

絡點，促使跨國企業達到人權標準。 

 

4. 歐盟成員國必須建立或完善勞權和人權

侵權受害者投訴機制。 

 

5. 歐盟各成員國應建立一個法律框架，打

擊非法商業行為和跨國公司違反企業犯罪

法的行為。 

 

6. 歐盟成員國應當主動提出關於皮革和鞋

類生產的多方利益相關者倡議。德國的

「可持續發展紡織品夥伴關係」可以作為

此類倡議的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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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低、強迫加班、對健康和安全風險的

保護不足——這些缺點在全球鞋類供應鏈中普

遍存在。作為「南風」的合作夥伴，「全球化

監察」在 2015 年下半年對來自廣東省三家鞋廠

的工人進行了訪談和分析，從而概括出一副中

國鞋業生產值得關注的圖景。 

 

本研究是「改變你的鞋子」這一國際運

動的產物。為了使人們提高對皮革和鞋類生

產中問題的關注，18 個歐洲和亞洲機構走到

一起。以改善全球皮革制鞋行業的社會和環境

狀況為目標，專案分別在中國、印度、印尼、

東歐、義大利和土耳其展開研究。 

 

「改變你的鞋子」是由 15 個歐洲和 3 個

亞洲組織組成的合作夥伴關係。我們認為，

鞋業產業鏈中的工人應享有生活工資和安全

的工作條件，消費者也應享有安全的產品，

並知悉這些產品是如何生產的。 

 

本研究獲得了歐盟和德國聯邦經濟合作

及發展部的財政資助。但本研究的內容由

「南風」全權負責，並且在任何情況下都不

代表歐盟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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