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国工人运动与非正规就业工人

[日 ] 面川诚  著  陈瑞华  译   

日本 5经济6 杂志 2007年第 1期刊登了

面川诚题为 5韩国工人运动 ) ) ) 应对非正规就
业工人问题6 的文章, 介绍了韩国非正规就业

工人的情况, 以及韩国工人运动应对此问题的

回应。文章内容如下。

据韩国劳动部资料, 截至 2005年底该国

工会组织率为 1013%, 以 1989年的 1918%为高
峰, 逐年呈现下降趋势。

两大工会组织的现状是: 韩国总工会拥有

约 77万会员, 该工会重视与政府和雇主的对话

和协调; 全国民主工会总联盟 (简称 /民主工
总0) 拥有约 64万会员, 该工会强调与政府和

雇主进行斗争。不参加任何上级团体的工会会

员约 914万人。如果公务员工会获准参加 /民

主工总0, 那么两大工会便是旗鼓相当。
工会组织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在于非正规就

业工人的增加, 这不单纯是韩国一国的问题。

1997年经济危机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融资

附带的条件是实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于是

98年后非正规就业工人剧增, 加大了组织工作

的难度。

为了应对工作场所的精简、解雇以及非正

规就业工人的引进, 韩国总工会和 /民主工
总0都提出签订旨在稳定就业的劳资协定和反
对引进非正规就业工人的要求; 但这一做法遭

到了批评: 说这是一种自私的工人运动, 即通

过割舍日趋增多的非正规就业工人来维护正规

就业工人的利益。

1998年 2月上台的金大中政权借鉴西欧的

做法成立 /劳资政委员会0, 谋求通过对话来

解决劳工问题。该委员会由政府、经营者团

体、韩国总工会和 /民主工总 0 的代表参加。
但是 1999年 /民主工总 0 退出了该委员会,

转而采取重视工作场所斗争的路线。

非正规就业工人的现状

/韩国非正规劳动中心0 根据韩国统计局
于 2006年 10月发表的各种统计数据进行分析

得出, 非正规就业工人人数约 842万, 占工人

总数的 5418%。
按男女性别统计: 男性非正规就业工人人

数 406万, 占男性工人总数的 4516%, 女性非

正规就业工人人数 436万, 占女性工人总数的

6716%。工资差距: 以正规就业工人为 100,

非正规就业工人为 5113; 实行周休二日制: 正

规就业工人占 5119%, 非正规就业工人占

2111%; 享受国民养老金和医疗保险: 正规就

业工人占 98%, 非正规就业工人分别占 3314%
和 3413%。

工会组织率: 正规就业工人为 2117%, 而

非正规就业工人仅为 218%, 非正规就业工人

在工会会员中所占比例为 1317%。非正规就业
工人所处的恶劣情况也反映在劳动积极性上。

据韩国劳动社会研究所调查, 回答 /自愿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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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0的工人在正规就业工人中占 93%, 而非正

规就业工人中仅占 4811%。
不过, 关于非正规就业工人的人数, 政府

和民间团体发表的数字有较大出入。按上述统

计局的材料, 正规就业工人占 6415%, 而非正

规就业工人占 3515%。政府统计是根据 2002年

7月劳资政委员会达成的关于非正规就业工人

的定义, 其范围包括临时工、有期限合同工、

计时工、派遣工人、短工等。然而工会和民间

团体则主张应当把政府划归为正规就业工人的

/长期临时工0 包括在非正规就业工人的范畴
内。所谓 /长期临时工0 是指那些按临时工的
待遇, 且多次更新合同的工人, 或者指那些没

有规定雇用期限因而长期受雇用的工人。事实

上由于没有雇用期限, 政府把他们划归为正规

就业工人, 但这些人是按临时工对待, 因此享

受不了正规就业工人那种福利待遇, 随时被解

雇也不可能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实际上与非正

规就业工人没有区别。

这种长期临时工在城市的服务行业中居

多, 如餐饮业、旅馆业、小型超市店员等, 他

们往往在低于法定最低工资条件下从事劳动。

政府的对策

2006年初劳动部发表 / 2006年度业务推进
计划 ) ) ) 为了劳动市场的两极化和劳资关系的

合理化0, 针对收入差距的扩大和非正规就业
工人等不稳定就业的增加表示要加强对策。

据此计划, 重点挑选大型折扣商店、大楼

物业管理、清扫业、保安业、卫生服务业等非

正规就业工人较集中的工作场所, 就工资、劳

动条件、派遣工人法遵守情况等进行调查。为

此, 全国将投入 445名勤劳监督官 (相等于劳

动基准监督官 ), 对 7500个单位实施检查。

2004年劳动部只有 450名勤劳监督官, 从

2005年起着手大幅度增员, 2006年增加到 1240

名, 其方针是要构建 /以工作场所为中心的勤

劳监督体制0。
2006年 7月, 作为改善非正规就业女工待

遇的举措, 采取了扶助雇主的措施, 以促进产

假期间继续保留雇用。在韩国, 一般情况下,

女工怀孕后有 1/4的人会自动离职, 有半数的

人被解雇, 只有 1/4的人享用产假制度。

此外, 为了控制正规就业工人向非正规就

业工人的转化, 劳动部表示将从 2007年引进如

下制度: 即对因生育或疾病等个人原因或家庭

状况而出现难以作为正规就业工人进行劳动的

工人, 使其在维持正规就业工人身份的情况下

从事钟点工的工作。

上述一系列政策赢得了一定的好评, 但另

一方面也有人指出, 勤劳监督官数量依然不

足, 甚至有批评说这种把长期临时工排除在外

的对策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工会的斗争

由于非正规就业工人已占劳动者总数的一

半以上, 近年来韩国总工会和 /民主工总 0
都在力求改变 /只为正规就业工人着想的工
人运动0。

一、产业工会组织

/民主工总0 抓紧的一个问题是从企业工
会向产业工会的改组。企业工会往往把各企业

正规就业工人的权益放在优先位置, 若能组成

旨在实现 /同工同酬0 的行业级别工会, 即可

通过产业谈判来改善非正规就业工人的待遇。

企业工会在韩国扎根的原因是: 1963年朴

正熙军事独裁政权为阻止出现御用工会之外的

战斗性工会, 禁止在工作场所和上级组织成立

复数工会, 加之 1980年全斗焕军事独裁政权明

令禁止产业工会的成立。禁止成立产业工会的

条款是在 1987年民主化进程开始后被废除的。

迄今为止, 已有教师、传媒、铁路、运输等行

业已改组成产业工会, 据 /民主工总0 称, 其

所属会员中已有 5412%是属于产业工会的。
/民主工总0 认为, 企业工会体制 /妨碍

了工会的民主化和非正规就业工人的组织化0,

并强调 /高速增长时代已告结束, 面对新自由

主义推进下的全球化, 现有的企业工会体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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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应对局面, 通过向产业工会的改组来奠定

阶级基础的时刻已到0。
二、非正规就业法案

韩国国会环境劳动委员会于 2006年 2月通

过了 5关于保护派遣劳动者等法律的修正案 6,
即所谓的 5非正规就业法案6, 这是政府为改

善非正规就业工人的待遇而提出的。但截至同

年 11月止, 该法案仍未被提交给国会。

该法案指出, 适用于正式员工的限制解雇

制度有漏洞, 就是说企业反复地短期雇佣的事

例增多, 因此规定短期雇佣和人材公司派遣工

人的期限最多不超过两年。当工作期限超过两

年时, 企业有义务将短期雇佣工人视为 /无限
期劳动合同者 0, 使其享有事实上相当于正式

员工的限制解雇制度。对于派遣劳动者, 如果

超过两年期限, 企业则有义务继续加以雇用。

此外规定 /不许以非正式员工为理由, 与

同工种或类似业务的正式员工相比在待遇上有

差别, 从而禁止在工资或劳动条件等方面对非

正式员工进行岐视。受到岐视性待遇后, 可向

劳动委员会申请纠正命令0。

韩国劳动法规定禁止没有正当理由的解

雇, 在此基础上允许企业在下述条件下以经营

上的理由进行解雇: ( 1) 经营上出现紧张情

况, ( 2) 为避免解雇尽了努力, ( 3) 对男女工

人没有岐视, ( 4) 解雇前 60天告知工会并进

行协商。

/民主工总0 和韩国总工会以随时可以解

雇就业期限两年内的非正规就业工人、大大地

扩大派遣劳动者的范围为由, 对该法案表示反

对, 后来韩国总工会认为该法案是 /双刃剑 0,

/如果推迟法案的成立有可能使非正规就业工
人陷于更加不稳定的就业境地 0, 因而改变立
场表示赞成。

三、今后的斗争方针

韩国总工会作为 2006年下半年的一项斗

争课题, 提出 /非正规就业工人#特殊雇佣工
人立法0。特殊雇佣工人是指那些没有与特定

雇主签订就业合同而是作为自营者从事提供劳

务并获取收入的工作的人, 如高尔夫球场球

童、保险公司外勤人员、水泥搅拌车司机、家

庭学习刊物辅导老师、快件投递员、代理司机

等。其人数约 90万。

同年 10月韩国政府公布政策, 表示自 07

年起将对这些工人适用工伤保险, 但是以 /工
会和经营者团体之间观点分岐很大0 为由, 未

同意工会所要求的劳动基准法中的工人地位

(团结权、媒体谈判权和争议权 )。

/民主工总 0 2006年下半年的核心要求是

/非正规就业工人的权利立法0。 /民主工总0
认为, 为了解决非正规就业工人问题, 政府必

须转变旨在推进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新自由主

义政策, 作为当前的要求, 提出对有待国会继

续审议的 /非正规就业法案0 作出大幅度的修
改 (限制有期限合同工、把违法派遣的劳动者

立即认定为正规就业 )、保障包括长期临时工

和特殊雇佣工人在内的所有非正规就业工人的

劳动主权。u

[陈瑞华: 中华全国总工会 ]

(责任编辑  楚 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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