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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共整治農民工欠薪問題觀察 
政治大學經濟系教授莊奕琦主稿 

     

 陸農民工欠薪問題頻發於建築業，近來零售、服務等小微企業案

件有增多趨勢，其中欠薪最多的屬國營企業。 

 中共國務院成立領導小組，李克強為農民工追討欠薪，惟多止於

作秀；地方政府因個人利益或 GDP成長率，無意解決。 

 中共為 2020年徹底解決農民工欠薪問題，加速推出整治措施，然

市場秩序未規範、管理制度不完善、勞動監察和司法保障與執行

不週等結構原因，促使農民工薪資追討不易與效果有限。 

 

(一)前言 

    中國大陸農民工欠薪問題存在已久，尤其大陸經濟在 2015 年以

來陷入新常態，在經濟不景氣下，欠薪事件頻繁發生。據報載，2017

年中共辦理農民工法律援助案件 44萬多件，農民工受援達 49萬多人

次，成功討回薪資共約 83億多元。2016年國務院辦公廳曾提出「關

於片面治理拖欠農人工人為問題的定見」，目標到 2020 年要建構完

善的治理方式，使拖欠農人工人薪資問題得到徹底解決。2019 年 12

月 4日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再次強調保障農

民工工資按時發放的問題。12月 23日李克強在成都建築工地視察並

喊話，拖欠農民工工資是「昧良心行為」，必須堅決根治。數日後，

中共最高法院發行「關於進一步加強拖欠農民工工資案件審判執行工

作的通知」，要求各級法院落實拖欠農民工工資案件審判執行工作，

稱有案必立，有訴必理，宣稱要建立全面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長

效機制。顯然長年來農民工欠薪問題並未獲得妥善治理，解決農民工

欠薪問題，儼然已成中共當局維穩工作的重要項目。 

    大陸農民工欠薪問題的核心在中共體制。中國問題研究學者薛馳

指出，「第一，中國人沒有基本的人權保障，第二，中央和地方唱雙

簧。」國務院 2013年 6月成立農民工工作領導小組、2019年 8月成

立根治拖欠農民工工資工作領導小組，保障農民工的利益，李克強、

前任總理溫家寶亦分別於 2017、2003 年為農民工討薪，但通常多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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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秀，並無太大作為。當地政府則出於個人利益或追求所謂 GDP

成長目標，根本對農民工棄之不顧。農民工是社會的弱勢群體，經常

成為被欺詐和被愚弄的對象。前山東維權律師祝聖武亦表示，積欠農

民工薪資最多的是國營企業，法院根本審判不了也執行不了。實際上，

農民工討薪的成本非常高，亦經常被行政部門刁難，而真正幫農民工

討薪的公益機構不是被關閉，就是機構人員被抓。如中鐵建等大國企，

對付討薪的辦法是直接派黑社會把農民打散，不允許媒體報導，亦不

准法庭立案。2019 年三位勞工自媒體「新生代」編輯被捕，目前仍

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無法與家人或法律代表聯絡。該媒體致力於「推

動經濟民主，維護勞動價值，建設公義社會」為勞工爭取權益為訴求。

基這些原因，中共最高法院此次的「通知」，其效力再次受到多方的

質疑。 

 

(二)欠薪問題頻發於建築業，小微企業近成注目焦點 

    對中國大陸多數藍領工人來說，最關心的基本問題就是能否按時

發工資。2019年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共收錄 1,386起工人

抗議，其中 1,159起（約佔 84%）涉及討薪。而且建築行業最為嚴重，

佔所有工人集體行動的 43%。建築行業的工人抗議案件，與拖欠工資

相關的多達 99%。工程項目層層轉包轉嫁是一項重要原因，建築行業

積弊已久的包工模式，大包工頭賺施工差價，小包工頭賺人工費差價。

這種層層的轉包制度增加工資給付的風險，一旦工程款前端環節出現

違約損失，施工方便以扣減工資方式彌補虧空，最終受害的是從事實

際施工的農民工。另一方面，工程支付工資的行規，常常每個月發ㄧ

點生涯費，盈餘部份累計至年終或工程完畢才結算，故通常年終始支

付應得的工資。這就是為什麼欠薪事件總在歲末頻繁發生。 

    中共改革開放 40 年來，中國的建築工人被系統性的剝奪基本勞

工權利(按時足額獲得勞動報酬、簽訂勞動合同、與參加社會保險)，面臨被拖

欠工資、沒有勞動合同、沒有社會保險、安全生產和職業健康保障不

足等問題。2019 年「中華全國總工會改革觀察報告」建議建立企業

工會和行業工會的集體談判制度，通過工會建立發展公平的一次分配

制度，解決建築工人工資不合理、工作條件難以保證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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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中國小微企業欠薪情況也成注目焦點，在餐飲服務、加

工製造、家政服務等領域的小微企業零散欠薪問題頻傳，小微企業發

生欠薪後，業主迅速歇業或逃走失聯，小微企業因進出行業的門檻低，

倒閉風險高，同時增加工資追討與執法的困難度。 

    從產業發展的角度來看，經濟發展的後工業化時期，國內需求增

加，服務業日趨繁榮，隨之相關服務業的工人集體行動也越來越多，

工廠工人抗議的數量相對下降。從 2014年至 2019年，工廠工人的集

體行動從 2014年佔總數 41%的高峰一路下滑至 14%，而服務、零售

行業工人抗爭則從 2014年的 9.7%上升到 2019年的 23%。服務業工

人集體抗議所佔比例則迅速增加，從 13%一躍升至 18%。服務及零

售業從業者通常為工資低、工作時間長，在競爭激烈的商業環境中失

業風險也更高。 

    就所有權來看，發生在私營企業的抗議遠超過國有企業及外資企

業。2019 年發生在私營企業的抗議佔 79%。其主要原因為國有企業

為降低勞動成本逐漸減少聘用正式僱員，而使用更多外包私營的勞動

力。另一方面，由於國企具高度政治敏感性，國企員工組織抗議往往

更困難。尤其近年來，因為黨組領導愈來愈滲透入國企管理層，使得

抗爭的本質變為對執政黨的反抗，使抗議更容易被壓制。而外資企業

較遵守國際勞動規範，工資待遇和保障也較好，故工人抗爭事件相對

也較少。 

    值得注意的是，中美貿易戰對中國出口產業的負面影響，發生在

廣東省內的抗爭數量佔全年總數的 10.5%，發生於廣東的製造業抗議

更佔全境製造業抗議的 24%。這些廣東省的工人抗爭事件中不少都和

工廠關閉及搬遷的欠薪有關。 

    中國大陸長期以來在戶口制度的雙元勞動體系下，農民工是經常

遭受市場歧視的一群勞工，包括低工資的剝削，醫療保健與小孩教育

的缺乏，勞動法規的保障不足等，相關的積欠工資也成為主要的受害

項目，求救無門下農民工只能靠自力救濟。河南隆盛農業發展有限公

司是一家農業企業，從 2017年年底開始拖欠工資達 58萬元，公司的

實際經營人逃匿無蹤。2018 年 12 月 19 日，山西呂梁市臨縣洋洋房

產 60 名農民工到縣政府討薪遭警察鎮壓，多人被毆打，十餘人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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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2019 年 12 月 15 日雲南省曲靖市的一個建築工地拖欠農民工工

資，數十名工人在街上拉橫幅遊行，抗議黑心老闆不給工錢。這些許

多是被「包工頭」欺騙的農民工。 

 

(三)中共政令執行成效不彰；農民工市民化為首務 

    中國政府爲解決農民工欠薪問題，研究出台一些政策，包括雇工

採實名制、繳交工資保管金、建立欠薪戶黑名單、追討的工資加計延

滯利息和罰緩等。中國大陸甚至還有所謂的欠薪罪（正式名稱為拒不支

付勞動報酬罪），依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 276條之 1規定，「以轉

移財產、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

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數額較大，經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支付仍不支

付的，處 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造成嚴重

後果的，處 3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但執行面卻

是選擇性執法，造成效力不彰。前述最高法院「通知」的落實遭到各

方質疑的主因亦即在此。普遍認為零星的或小的案件會被處理，但對

於有特權的國企或大企業另當別論。 

    農民工欠薪問題的根源在於市場秩序未規範、管理制度不完善、

勞動監察和司法保障與執行不週等結構性原因，造成許多農民工工資

支付的責任主體難以釐清，追討不易與效果有限。這是中共的體制問

題，人權未受到基本的保障，這次武漢肺炎的疫情封鎖與對感染而往

生者的不尊重處理方式即是一例。故解決農民工欠薪問題的治本之道，

首先是農民工市民化勢在必行，勞工不應依戶籍被區分為不同的勞工、

給予不同的工資待遇，從所有勞工的權益應一視同仁做起。徒法不足

以自行，自由與透明的體制改革才能畢其功於一役。 

    勞動應得報酬的保障不僅是勞動者的基本權益，勞動所得更是維

持家計生活的重要所得來源與推升國內需求的驅動力。無論從國家發

展、產業發展、社會發展乃至家庭與個人發展來看，勞動工資的保障

應該列為發展的優先項目，尤其是農民工的工資更與脫貧直接相關，

解決農民工欠薪的問題，恐非中共虛應故事作法足以應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