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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中共黨政高層多年來一直強調穩定壓倒一切，但在 2004年所發

生的各種工人抗爭事件，無論從規模或嚴重程度來看，都大大地超過

往年。從2002到2004年的工人抗事件每年都保持在四萬宗以上，作

為社會主義政權基石的無產階級工人，這支人數逾億的工人失業大

軍，為了爭口飯吃，決定走上街頭進行各種抗爭，從而嚴重地影響了

中共政權的穩定和中國大陸社會的安定。 

逾億失業工人威脅中共政權的穩定 

對於最近中國大陸東北地區再度爆發嚴重工潮乙事，中共官方

迄今仍不願證實。儘管在中共的嚴格監控下，中國大陸各地的傳播媒

體鮮少報導群眾示威抗爭消息，但事實上，中國大陸各地發生的群眾

示威抗爭事件，已對中共政權構成嚴重挑戰。據統計，1993年全國

範圍的群體性抗爭事件共 8,709宗，此後一直保持快速上升趨勢，

1999年總數超過 32,000宗，六年間增加了 3.7倍。最近三年

（2002-2004年）每年均保持在 40,000宗以上。這些事件的誘因基

本上是由於工人和農民的利益受到侵害，主體也大部分是工人和農

民。 

近年來，中國大陸有越來越多的國營企業工人下崗失業，農民

進城打工長期拿不到工資，以及強制拆遷導致民眾與政府矛盾日益尖

銳。2004年中國大陸各地頻頻傳出大規模工潮，並出現大規模集體

上訪人潮，社會局勢日益動盪不安。基本上，中國大陸群體性抗爭事

件的持續增長，顯示出中共有關制度的失靈，由於中共當局無法提供

退休和下崗職工應有的福利，以及官商勾結激起民怨，導致成千上萬

下崗工人聚眾抗議的活動已有愈演愈烈的趨勢。 

雖然，中共黨政高層多年來一直強調穩定壓倒一切。然而，在

2004年所發生的各種工人抗爭事件，無論從規模或嚴重程度來看，

都大大地超過往年。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包括：改革開放及加入

WTO之後，原有計畫體制下無效率的國有企業已紛紛倒閉；官員侵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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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崗工人的各項補貼款；在經濟高度發展下貧富懸殊日益擴大，讓失

業工人生活更加困頓；地方政府權錢勾結、地方官員腐敗濫權，這些

因素導致工人抗議活動層出不窮，手段愈來愈激烈、規模愈來愈大，

而入世後所帶來的失業潮，已嚴重衝擊中國大陸社會的穩定。 

無法籌組自由工會  工人申訴無門 

此外，導致工潮的另一個主因是，工人無法自由組成工會組織

或以集體的方式向政府部門交涉，勞工沒有任何管道來解決自己所面

臨的各種問題，例如強迫超時工作、工資低於法定標準或已無法維持

生計，以及嚴重的健康和安全問題等。至於官方工會，在名義上雖然

標榜是維護工人利益的團體，但實際上中共動輒指責較為同情工人的

工會幹部為「工團主義」、「對黨鬧獨立」，反覆祭起「黨的領導」

的緊箍咒，早就使工會完全馴服為廠長、經理的幫兇。任何工會幹部

只要敢出面協助工人向廠長說項，即難逃被報復的命運，以至於工人

的合法權利被剝奪淨盡而又申訴無門，才造成官逼民反。 

激化工人抗爭的另一主要因素是，在現有政治體制下，工人想

透過上訪、訴訟或尋求媒體監督等管道來解決問題，均遇到重重的阻

力。據中共官方統計，信訪和上訪的成功率大約是千分之二。由於工

人是抗爭活動最活躍的一群，隨著中共經濟改革的深化，失業、下崗

工人已愈來愈多了。據中國大陸學者估計，目前下崗職工約四千五百

萬至六千萬人，處於半失業狀態的農民工約四千五百萬人，作為社會

主義政權基石的無產階級工人，這支人數逾億的失業大軍，為了爭口

飯吃，也只能走上街頭進行各種抗爭。 

總的說來，引起抗爭往往是官僚侵犯工人最起碼的合法權利：

工人下崗或失業卻拿不到應得的補償；企業拖欠薪金、退休金或下崗

生活費，另一方面幹部卻依然高薪厚祿；幹部貪汙瀆職；幹部賤價賣

掉國有或集體財產，化公為私，同時強迫工人失業；幹部強迫工人集

資入股後長期不發股息；在各種勞動爭議中，以拖欠工資而引發的居

多。實際上，一般工人都有超級耐性，一個月一個月地等，而真正激

怒工人的往往是因為幹部以公款大吃大喝、貪污腐敗。 

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不鬧不解決─工人決心上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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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經驗教會工人，即使只是維護起碼的合法權利，往往非得

採取抗爭途徑不可。所謂「小閙小解決，大鬧大解決，不鬧不解決」。

然而，目前各式各樣的工人抗爭活動仍僅侷限於個別單位，很少有跨

單位的串聯，尚不致於對中共政權構成致命的威脅，但隨著中國大陸

貧富差距持續擴大，以及下崗失業人數的不斷擴增，中共當局若不能

拿出合理有效的解決辦法，不僅中國大陸社會穩定將不可得，中共政

權都難以承受這股龐大的壓力。2004年全中國大陸各地爆發的萬人

大規模工人抗爭活動，主要有以下幾起。 

■齊齊哈爾市三萬人抗爭。10月11日下午，齊齊哈爾市二十多

間合併、破產和公司化的下崗、解雇職工代表二百多人，到市政府要

求解決拖欠的社會保障金、下崗職工生活費。10月12日傍晚，齊齊

哈爾市三萬多市民、職工、青年，包圍了市委、市政府大樓，責令當

局立即交代侵吞、挪用社會保障金、國土開發資金的具體事責。遊行

群眾出動廣播車輛聲明，強烈要求中央派調查組到齊齊哈爾進行調

查。 

■包頭市萬人走上街頭。10月16至18日，內蒙古包頭市五個

原軍工廠的一萬多名被裁減、下崗職工和家屬，先包圍了本廠的黨委

大樓，後又包圍、占據市政府廣場、市政府大樓一至三層，抗議廠方

欺騙職工、剝奪職工的工作權、生存權、政治權。在這次事件中，有

三十多輛市政府和企業的車輛被搗毀、焚燒。 

■攀枝花市近萬人抗議。10月18日，四川省攀枝花市有八千多

名市民、職工和退轉復員軍人，聚集在市委大樓前抗議當局，打出的

橫幅寫著：「黑吃黑，大黑吃小黑，小黑吃百姓，百姓要活命，起來

鬧革命。」 抗議群眾包圍了市公安局，高呼「要局長下臺，懲辦公

安惡霸」，這次的抗爭活動是由退轉復員軍人協會和攀枝花鋼鐵企業

職工所聯合號召發動的。 

■陝西省咸陽市從 7月開始爆發工人罷工示威事件，至 9月中

旬，陝西省咸陽市「天王」紡織公司六千名職工開始進行大規模罷工，

抗議收購該企業的華潤集團拒絕支付工人的所有制身分轉換補償

金，以及強迫回聘工人簽訂不合理勞動合同。 10月 17日當局曾出

動千名警察、近百輛警車準備抓人，當晚上萬市民聲援，播放《國際

 3



 4

歌》。西安、寶雞等市的棉紡、毛紡企業職工發動募捐，派代表到咸

陽支援，導致包括退休工人在內的兩三萬工人加入抗議隊伍，市政府

才不敢鎮壓。  

■10月22日，安徽蚌埠市紡織廠萬名退休工人因不滿退休工資

過低（一般每月四、五百元人民幣），導致生活十分困難而走上街抗議、

請願，抗爭人潮回堵了一公里，市內交通受阻超過八小時，全市交通

為之停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