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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3 年初开始，中国沿海的工厂一个接一个地发生工人的罢工、抗议。中国长期疫

情封控的结束并没有让中国工人的处境变得更好。这一年，光是中国劳工通讯的集体行动

地图就收集到 436起制造业工人的集体行动，平均每天 1.2起，当中以电子业工人抗议最

多，其次为服饰业工人抗议。 

工厂因为经营成本缩减、政府拆迁等计划出现的厂房搬迁越来越多。在很多搬迁的案

例里，其实厂方已经计划搬厂一段时间了，但他们并不打算明确地向工人宣布——有时，

他们百般拖延，希望工人自己挨不住之后就主动离职，他们可以省去赔付大笔补偿金；有

时，厂方仓促发出一个搬迁的公告，但却不告知将怎样安置补偿那些不能随迁的工人，或

者怎样结算未结清的工资。以至于，当工人真正看到工厂公告时，都大受冲击。 

在很多工厂倒闭的案例里，工厂早就开始不再提供加班、工人的工资也一直在下降，

仅仅维持在最低工资线；有些工厂则已经停付社保很久，最近连工资也开始拖欠，工人们

只能放下手头工作、跑去找工厂管理方协商和追讨；更有甚者会演化成罢工和冲突事件。 

当工人堵在厂门前阻止工厂搬机器、或者试图就欠薪欠社保等问题讨个明确的说法时，

地方警察马上出动，而在这种情形下工会往往没有作为、政府方面哪怕到了现场也更多是

息事宁人。他们多数是建议工人跟企业谈判，并劝工人接受低于劳动法规定的经济补偿金

（例如，“打个 6折也可以接受啦，这总比拿不到钱好吧”）。 

数据是不会说谎的：如果每一场工厂抗议都是一点火苗的话，我们可以从中国劳工通

讯的地图统计中看到 2023 年这一年，这火种由沿海广东省，慢慢烧向浙江、福建、江苏

等地，同时，在一些中部地区如安徽、湖南等，也有零星的火星在闪烁。 

从中国往远看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南方的其它工厂同样在着火。随著过去十多年，

跨国工厂从中国向东南亚等地迁移，印度、印尼等各国也出现了许多的劳资纠纷。在这些

地方的工会组织者们，开始挣扎于如何与工厂及跨国企业展开谈判。我们的国际伙伴，印

度卡邦的制衣工会为了争取与雇主的平等对话，努力寻找突破——即便他们在提出集体诉

求之初，就遭到了厂方多番阻挠，甚至工人代表惨遭殴打。同一时间，印尼的制衣工人则

与厂方在工资问题上触礁，谈判难以突破品牌定价这个天花板。 

当全球南方这些工人的抗议与谈判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在欧洲的德国，一个新的法

案正波澜不惊地实施了。 

德国《供应链尽职调查法》在 2023 年 1 月开始生效。最初，它针对的是总部或分支

机构在德国有超过 3000 人的跨国公司，要求这些公司必须识别、评估、预防和补救供应

链上的人权和环境风险问题。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这个法案得到了不少讨论。而在与

德国有关联的跨国公司和它的供应链内部，想必早已经在紧锣密鼓地讨论，公司方应该怎

样应对这个新法案才不至于产生人道风险进而影响品牌的声誉。 

但是，对于供应链上游的工人和工会来说，对这个法律的认知彷佛是另一个世界的事

情。南方国家的工人们几乎从没有听说过这部法案了——就算是资深的工会组织者们，当

他们忙于应对来自厂方的步步紧逼的挑战时，已经无暇跳出困局细看这些来自产业链下游

消费国的法律，更不可能想着如何应用它来改善本国的工人权益。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2023%E5%B9%B4%E4%B8%AD%E5%9B%BD%E5%B7%A5%E4%BA%BA%E6%8A%97%E8%AE%AE%E7%BA%B5%E8%A7%88%EF%BC%9A%E8%B5%84%E6%9C%AC%E9%80%83%E7%AA%9C%E4%B9%B1%E6%B6%8C-%E5%B7%A5%E4%BA%BA%E9%9B%86%E4%BD%93%E8%A1%8C%E5%8A%A8%E8%BE%83%E4%B8%8A%E5%B9%B4%E7%BF%BB%E5%80%8D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2023%E5%B9%B4%E4%B8%AD%E5%9B%BD%E5%B7%A5%E4%BA%BA%E6%8A%97%E8%AE%AE%E7%BA%B5%E8%A7%88%EF%BC%9A%E8%B5%84%E6%9C%AC%E9%80%83%E7%AA%9C%E4%B9%B1%E6%B6%8C-%E5%B7%A5%E4%BA%BA%E9%9B%86%E4%BD%93%E8%A1%8C%E5%8A%A8%E8%BE%83%E4%B8%8A%E5%B9%B4%E7%BF%BB%E5%80%8D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7%96%AB%E6%83%85%E5%B8%A6%E6%9D%A5%E5%86%B2%E5%87%BB%EF%BC%8C%E5%8D%B0%E5%BA%A6%E5%B7%A5%E4%BA%BA%E5%AF%BB%E6%B1%82%E5%B0%86%E5%93%81%E7%89%8C%E6%96%B9%E8%AF%B7%E4%B8%8A%E8%B0%88%E5%88%A4%E6%A1%8C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7%96%AB%E6%83%85%E5%B8%A6%E6%9D%A5%E5%86%B2%E5%87%BB%EF%BC%8C%E5%8D%B0%E5%BA%A6%E5%B7%A5%E4%BA%BA%E5%AF%BB%E6%B1%82%E5%B0%86%E5%93%81%E7%89%8C%E6%96%B9%E8%AF%B7%E4%B8%8A%E8%B0%88%E5%88%A4%E6%A1%8C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4%B8%AD%E5%BE%B7%E8%B4%B8%E6%98%93%E9%A2%9D%E8%BF%9E%E5%B9%B4%E6%96%B0%E9%AB%98-%E5%BE%B7%E5%9B%BD%E4%BE%9B%E5%BA%94%E9%93%BE%E6%B3%95%E8%A7%84%E8%83%BD%E5%90%A6%E5%8D%8F%E5%8A%A9%E4%B8%AD%E5%9B%BD%E5%B7%A5%E4%BC%9A%E7%BB%B4%E6%8A%A4%E5%B7%A5%E4%BA%BA%E6%9D%83%E7%9B%8A%EF%B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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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支离破碎、互不沟通的情况绝不理想。因为这些针对供应链内工厂和跨国品牌应

尽更多责任履行的新法规，本该是一个可用的重要工具，由供应链上游生产国的工会和工

人拿起来，监督和要求跨国公司不能忽视在生产国对工人和工会造成的侵害。并且，如果

品牌从一个国家撤资而搬迁到另外一个国家，两个国家的工会和工人都会被影响。最近急

速发展的绿色经济，意味更多传统产业的转型，相信会使撤资搬迁的情况更为激烈。 

但恰恰，最需要关注和使用这些新工具的南方工人和南方工会，却忽略了这个工具法

案的重要意义。 

中国劳工通讯（CLB）不甘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们相信，整合各种在供应链内部的资源，

试验并提炼当中有用的部分为工人和工会所用，才能使工人的权利持续向前。为此，中国

劳工通讯首先开始拿起这一新的供应链的工具，展开了各种新尝试，希望一同探索和开辟

南方工会运动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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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面对制造业工人抗议急增，跨国品牌的位置和责任是什么？ 

1、2023 年中国制造业不景，工人抗议迭起 

2023年，中国制造业工人发起许多抗议与罢工，多涉及工厂搬迁或倒闭衍生的补偿或欠薪问

题。这些工厂集中在沿海地区，主要是港澳台、外资企业以及民营企业，不少工厂均为外国品牌

生产。 

中国劳工通讯的集体行动地图长期搜集工人在网络（去年更开始关注短视频平台）发布的抗

议讯息。2023 年，地图收集到 436 起制造业工人的集体行动，是 2017 年以来最多。在 436 起案

例中，电子业最多，占 146 起（约 33%），其次为服饰业，占 94起（约 22%）。制造业工人发起

行动的原因，以欠薪（310 起）、工厂搬迁或倒闭（171 起）和要求经济补偿金（102 起）为多。

电子业及服饰业工人也因同样的劳动问题而发起抗议。 

 

 
 

过去一年中国制造业经营陷入衰退。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 年 1月至 11 月，规模以上

制造业的利润同比下降 4.7%。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下降尤为明显，达

11.2%，“纺织服装、服饰业”则下降 4.8%。这样的经营情况，使港澳台和外资电子厂更倾向出

现搬迁、倒闭和欠薪的情况；服饰业方面，则以中小规模的民营企业欠薪、倒闭问题较为突出。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1&startDate=2023-01&endDate=2023-12&eventId=&keyword=&addressId=&parentAddressId=&address=&parentAddress=&industry=10200,10201,10202,10203,10204,10205,10206,10207&parentIndustry=2&industryName=%E5%86%9C%E4%BA%A7%E5%93%81%E5%8F%8A%E9%A3%9F%E5%93%81%E5%8A%A0%E5%B7%A5,%E6%B1%BD%E8%BD%A6,%E7%94%B5%E5%AD%90,%E6%9C%8D%E9%A5%B0,%E6%9C%BA%E6%A2%B0,%E7%8E%A9%E5%85%B7,%E9%87%91%E5%B1%9E%E5%8A%A0%E5%B7%A5,%E7%9F%B3%E5%8C%96%E5%8A%A0%E5%B7%A5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12/t20231226_19457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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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工人的集体行动仍然集中在沿海地区。其中，广东便占个案的 58%，其次是浙江

（8%）、江苏（7%）、福建（4%）。电子业的个案更集中在广东（占 76%），其次为江苏

（6%）；服饰业的个案主则主要分布在广东（44%）、浙江（20%）、福建（15%）和江苏

（10%）。 

 

 
沿海地区制造业工人集体行动的事件较多，反映了制造业企业向内陆或其他国家转移的趋

势。例如，去年不少集成电路代工厂纷纷向泰国迁移，以减低贸易上的风险和占据车用电子商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7585857?from=edn_hotestlist_storybot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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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时尚品牌亦进一步向内陆地区转移，将机器搬到广西、湖南等工厂，以此减低劳工成本。跨

国企业向东南亚及印度等国迁移的过程同样继续。比如阿迪达斯、耐克等国际运动品牌分别将旗

下鞋类 40%、51%的产能放到越南。三星将其全球手机接近 50%的产能都转移到越南工厂。苹果公

司也连续在印度、越南等地建立了好几座苹果手机的加工厂。所有这些产业转移的过程均为工人

的劳工待遇带来冲击。 

 

2、中国工会与工人需要将品牌方拉上谈判桌 

针对过去一年的制造业工人抗议，中国劳工通讯对一些个案作出跟进，并联系当地工会了解

情况。这些案例很多牵涉跨国品牌的代工厂，工厂搬迁或倒闭时往往没有事先通知工人，没有沟

通好补偿方案（甚至有意逃避补偿），甚至在此前就有欠薪、欠社保的情况。在劳资关系不对

等、工人缺乏有效的集体代表和协商制度的情况下，假如工厂不尊重当地的劳动法律，工人唯有

通过集体行动维护权益。 

工厂违法并逃避责任的案例，可以用 2023年 8月广东中山南区永明电子有限公司搬迁的案例

来说明。永明是美国 Bel Fuse 在中山的子公司，生产连接器等电子元件。其实百富母公司在

2022 年报便披露，该公司打算于 2023年中期，将在广东中山和广西平果的两个工厂，合并到广

西宾阳县的一个工厂（广西百富）。但中山永明的工人对此并不知情。当永明在 2023年中陆续搬

走机器的时候，他们拒不谈及大部分工人未来怎么办，最终留给工人的，只有自行离职或是苦等

的选项。5月和 7月间，工人与厂方就搬厂补偿安排持续发生拉锯式冲突。工人也曾多次前往人

社、税务、维稳办等部门上访，要求厂方落实补偿方案，但未见结果。最终，无奈的工人们于

2023 年 7～8 月间陆续离开，而当时，永明工厂管理方让工人签下的竟然是辞职申请书——因为

公司声称，工人只能要么拿一笔钱、要么补交社保，二选一。不得不提的是，原本应该是工人代

表的永明工会主席彭立军。他还有一个身份是永明厂人力资源部经理，他的份内职责包括为企业

执行裁员、解聘以及制定补偿标准。无论是永明搬迁广西引发的经济补偿金，还是多年欠缺的社

保缴费，都应该是这些工人应享有的合法权益，但永明却公然违法不交社保，还以此交换工人不

拿经济补偿金。 

除了工厂长期违法、有意逃避责任的情况外，部分案例中，工厂直接表明倒闭或大幅减薪的

原因是订单减少，因此它们无能为力。比如在 2023 年 4月，浙江省平湖市的一家台资制衣厂广越

企业有千余名工人罢工。这家企业为阿迪达斯、彪马等国际大牌代加工成衣，在浙江嘉兴的工厂

有 3000名工人，是当地服装生产龙头企业，一向以待遇不错吸引工人。工人罢工的原因是工厂大

幅减薪，例如原本 5000多元的月薪突然缩水至 3000 元，少数人更只有 1000-2000元。虽然企业

有工会，但也未能阻止工人以罢工来抗议。中国劳工通讯其后致电平湖市总工会了解情况，权益

保障部的工作人员称，企业职工没有到总工会来反映问题。据工会了解，由于整体外贸形势不

好，广越服装厂调整工资结构，令部分员工的工资下降，又指“单子少了、加班少了，这个很正

常的”。 

 

以上两个事件，反映在工厂违法、工会缺位的问题以外，工人的抗议同样涉及国际品牌的角

色和责任——跨国公司是否有确保其上游供应商尊重劳工权益与法律。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4891818
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303/28/WS64225159a3102ada8b235947.html
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303/28/WS64225159a3102ada8b235947.html
https://clb.org.hk/zh-hans/commentary-and-analysis?page=0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6%B0%B8%E6%98%8E%E7%94%B5%E5%AD%90%E5%8E%82%E8%BF%9D%E6%B3%95%E8%A3%81%E5%91%98-%E7%BE%8E%E5%9B%BD%E6%AF%8D%E5%85%AC%E5%8F%B8bel-fuse%E8%BF%9D%E8%83%8C%E4%BA%86%E5%A4%9A%E5%B0%91%E8%87%AA%E5%B7%B1%E5%BA%94%E4%BB%98%E7%9A%84%E4%BC%81%E4%B8%9A%E8%B4%A3%E4%BB%BB%EF%BC%9F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6%B0%B8%E6%98%8E%E7%94%B5%E5%AD%90%E5%8E%82%E8%BF%9D%E6%B3%95%E8%A3%81%E5%91%98-%E7%BE%8E%E5%9B%BD%E6%AF%8D%E5%85%AC%E5%8F%B8bel-fuse%E8%BF%9D%E8%83%8C%E4%BA%86%E5%A4%9A%E5%B0%91%E8%87%AA%E5%B7%B1%E5%BA%94%E4%BB%98%E7%9A%84%E4%BC%81%E4%B8%9A%E8%B4%A3%E4%BB%BB%EF%BC%9F
https://ir.belfuse.com/static-files/fb0dbceb-9426-4210-a7aa-3ba450f50134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en_US&map=1&startDate=2023-07&endDate=2023-07&eventId=2023072710565016997&addressId=440100,440200,440300,440400,440500,440600,440700,440800,440900,441200,441300,441400,441500,441600,441700,441800,441900,442000,445100,445200,445300&parentAddressId=440000&address=%E5%B9%BF%E5%B7%9E%E5%B8%82,%E9%9F%B6%E5%85%B3%E5%B8%82,%E6%B7%B1%E5%9C%B3%E5%B8%82,%E7%8F%A0%E6%B5%B7%E5%B8%82,%E6%B1%95%E5%A4%B4%E5%B8%82,%E4%BD%9B%E5%B1%B1%E5%B8%82,%E6%B1%9F%E9%97%A8%E5%B8%82,%E6%B9%9B%E6%B1%9F%E5%B8%82,%E8%8C%82%E5%90%8D%E5%B8%82,%E8%82%87%E5%BA%86%E5%B8%82,%E6%83%A0%E5%B7%9E%E5%B8%82,%E6%A2%85%E5%B7%9E%E5%B8%82,%E6%B1%95%E5%B0%BE%E5%B8%82,%E6%B2%B3%E6%BA%90%E5%B8%82,%E9%98%B3%E6%B1%9F%E5%B8%82,%E6%B8%85%E8%BF%9C%E5%B8%82,%E4%B8%9C%E8%8E%9E%E5%B8%82,%E4%B8%AD%E5%B1%B1%E5%B8%82,%E6%BD%AE%E5%B7%9E%E5%B8%82,%E6%8F%AD%E9%98%B3%E5%B8%82,%E4%BA%91%E6%B5%AE%E5%B8%82&parentAddress=%E5%B9%BF%E4%B8%9C%E7%9C%81&industry=10202&industryName=%E7%94%B5%E5%AD%90
https://www.gdftu.org.cn/xwzx/tzgg/content/mpost_275242.html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5%88%B6%E9%80%A0%E4%B8%9A%E5%B7%A5%E5%8E%82%E6%90%AC%E8%BF%81%E5%80%92%E9%97%AD%E6%BD%AE%E8%87%B4%E5%B7%A5%E4%BA%BA%E6%8A%97%E8%AE%AE%E6%95%B0%E9%87%8F%E9%99%A1%E5%A2%9E-%E5%B7%A5%E4%BC%9A%E5%BA%94%E9%A2%84%E8%A7%81%E8%B6%8B%E5%8A%BF%E5%8D%8F%E5%8A%A9%E5%B7%A5%E4%BA%BA%E8%B0%88%E5%88%A4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1&startDate=2023-04&endDate=2023-04&eventId=2023041710413301271
https://clb.org.hk/sites/default/files/archive/TU%20transcripts/%E6%96%87%E5%AD%97%E7%A8%BF2304%E6%B5%99%E6%B1%9F%E5%98%89%E5%85%B4%E5%B9%BF%E8%B6%8A%E6%9C%8D%E8%A3%85%E5%8E%82%E5%B7%A5%E4%BA%BA%E7%BD%A2%E5%B7%A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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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制造业与全球供应链有密切关系，跨国品牌与公司不能再在劳工的集体行动和代工厂

的劳资冲突中置身事外，特别是过去一年沿海制造业工人抗议频发，更突显跨国品牌的责任。中

国劳工通讯因此在过去一年研究及积极运用供应链中的相关组织、规定及新推出的法律，将品牌

方拉上谈判桌，令工人待遇不再只是工人和厂方的问题，也不再只在有限的利润空间内拉锯。 

 

 

图片来源：humphery/ Shutterstock.com 

 

3、推动品牌介入的工具：从企业社会责任到供应链尽职调查 

随著跨国企业在上世纪末开始扩展其全球供应链，来节约劳工成本和规避母国的法律和管制

标准，并造成人权侵害、环境污染等事件后，供应链内部也出现了不同新的工具、组织和法规来

作出约束。 

其中，便有由“企业社会责任”的框架衍生的商业联盟和认证机构。正如欧盟定义，“企业

社会责任”指的是“公司在进行其商业行为或与其他持份者互动时，自愿地将社会与环境关怀融

入其中。” 或更广义地说，是“企业对其社会影响的责任”。 

在“企业社会责任”的框架下，一些机构会为企业提供相关认证，企业为了改善形象而争取

认证。另外，亦有跨国电子企业加入的“责任商业联盟”（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下

称 RBA）等组织。认证机构及组织的准则主要参照《国际劳工公约》、《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

指导原则》、《世界人权宣言》，要求企业及其供应商遵守这些规条和当地法律。比如 SA8000: 

2014 的认证要求企业及其供应商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尊重结社自由及集体谈判、不能强迫加班

（即便加班每周工作时数也不能超过 60小时）等。RBA 则由电子业公司组成，其建立一套行为准

则，以确保工人受到尊重、企业营运符合环保及道德准则。RBA 的企业成员需要表明支持这套行

为准则，也需要求供应商得悉及实行这套准则。其劳工方面的准则与 SA 8000 类似。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虽然能鼓励企业在劳工待遇等方面作出承诺，不过始终建基于“自愿”

原则，对违反相关准则的企业惩罚不够。近年来，欧洲国家立法规管企业对其供应链的人权及环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meetdocs/2009_2014/documents/com/com_com(2011)0681_/com_com(2011)0681_en.pdf
https://sa-intl.org/resources/sa8000-standard/
https://sa-intl.org/resources/sa8000-standard/
https://www.responsiblebusiness.org/code-of-conduct/
https://www.responsiblebusiness.org/code-of-con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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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问题负责，强制企业作供应链调查。其中，德国在 2021 年通过了《供应链尽职调查法》，2023

年 1月开始生效，适用于总部位于德国的公司，或外国公司的德国注册分支机构，只要公司的员

工超过 3000 人。2024年 1月起适用范围会扩展至员工超过 1000 人的公司。这法律要求公司识

别、评估、预防和补救供应链的人权和环境风险和问题。 

公司需要关注及解决的人权风险包括：不安全的工作环境、工人结社自由被侵犯、工人遭遇

歧视、工人薪酬达不到最低工资、企业私人安保人员/警察伤害工人身体或妨碍结社自由等。公司

需要指定处理相关风险的负责人（比如指定人权专员），并建立投诉机制。当公司发现相关风险

和问题时，需要着手补救，如果不能即时解决，需要有具体时间表，并考虑暂时终止与供应商的

关系（只有在相关问题非常严重，补救措施无效时，才需要完全终止与供应商的关系）。公司还

需要发表年度报告，叙述其识别的风险和问题以及对应措施。公司如果违反《供应链尽职调查

法》，最高罚款可达八十万欧元，或全球年营业额 2%，也不能参与公共合约三年。 

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和理事会亦于 2023年 12月 14 日对欧盟供应链新法《企业可持续尽职

调查指令》达成非正式共识。新法预计于 2024 年订立，并在其后两年于各成员国内实施，对欧盟

内约 13,000家大型公司强制执行。新法规定企业需对自身及整条供应链进行尽职调查，评估哪些

行为对人权和环境造成侵害，并承担责任。 

全球供应链内新推出的法规，以及现行的各种联盟和认证，反映了全球供应链内部有趋向完

善以保障工人利益的倾向。在中国近年愈趋增加的沿海制造业工人抗议下，中国劳工通讯认为这

将是一个良好的机会，让工会及非政府组织以个案为切入点，试验供应链内的新法和既有工具能

发挥多大效用，将每次试验的结果总结，为全球南方的工人运动提供新的资料和工具。 

 

 

  

https://www.bmas.de/SharedDocs/Downloads/DE/Internationales/act-corporate-due-diligence-obligations-supply-chains.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3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6%AC%A7%E7%9B%9F%E5%B0%B1%E4%BE%9B%E5%BA%94%E9%93%BE%E6%B3%95%E6%A1%88%E8%BE%BE%E5%85%B1%E8%AF%86-2024%E5%B9%B4%E8%AE%A2%E7%AB%8B%E5%90%8E%E5%B0%86%E5%AF%B9%E5%85%A8%E7%90%83%E5%8D%97%E6%96%B9%E5%B7%A5%E4%BC%9A%E6%B4%BB%E5%8A%A8%E5%88%9B%E9%80%A0%E6%9B%B4%E5%A4%A7%E5%8F%AF%E8%83%BD%E6%80%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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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CLB 的个案工作法——运用供应链工具，改善全球工人权益 

面对日渐完善的全球供应链，中国劳工通讯（CLB）希望探索的是：供应链内部的各个持份者

可以怎样沟通，发挥最大作用来改善工人的待遇。新订立的供应链法律、大品牌的社会责任承

诺、代工厂国家的法例和工会、企业的调查和认证机构，能够多有效地保障工人的权益。 

由 2023 年起，CLB 持续以具体的劳工集体行动个案测试以上相关方可以有何作为，而非只是

单方面批评个别公司或法律的运作情况。这些新尝试的成果相信对于全球南方的工会有参考价

值。 

在归纳 CLB 处理制造业个案的方式前，让我们先详细介绍两个 CLB正跟进的个案。 

 

1、艾礼富厂房搬迁恐吓工人案 

2023年 10 月 27日，对深圳艾礼富工人而言想必是相当特别的一天。当天，他们看到工厂在

拆迁机器搬走时，他们的感受首先是懵、其次是怒。为什么工人们没有得到通知要搬迁？为什么

没有人跟他们商量，工厂搬迁你们是要跟着走呢、还是拿一笔补偿金走人？  

工人们很快聚集起来表达不满。而一些手快的工人则把这些担忧和集会上传到了抖音。他们

没有想得很远，但首先，他们想如实记录自己所遭遇的不公、以及当时不甘的心情。 

但接下来，冲突事件也随之发生。 

曾有一个影片显示，大量穿着绿色 T恤衫的男人进入了工厂，试图推走穿着制服在聚集的女

工们。女工开始高喊：“手拉手！手拉手！”另一个女声则喊道，“打人啦，打人啦！”  

当这些激烈的场面被工人记录上传到抖音时，CLB负责搜集工人案例的同事们很快搜到了这

些案例。而且，抖音的推送机制是，当它看到你对“艾礼富”感兴趣，它开始不停地推送同一个

工厂/同类的工人事件。于是，不太费力地，CLB就搜集到了许许多多发生在同一个工厂、反映同

一个搬迁不赔偿不给方案的视频。  

围绕艾礼富这个案例，CLB 上上下下开始确认几件事： 

1）工厂工人所述案情是否大致真实； 

2）这间工厂本身是否有违反法律的确证； 

3）这间工厂的母公司、品牌所在国是否有相应的供应链法律，可以要求品牌对生产地的工人

负责。 

当我们搜集到了足够的内容证据，CLB 就真正开始跟进这个案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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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搜集到的重要证据是： 

1）艾礼富工厂有移动设备而不跟工人交代的行为，也承认拖欠社保和公积金，涉嫌违反中国

的劳动法律。（来源：多份工厂通告） 

2）艾礼富当前为包括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在内的企业供货，而大众应遵守德国的供应链法律，

为中国的工人负责。（来源：艾礼富官方网站） 

就此事，CLB 决定展开一个特别的行动：2023 年 11 月，CLB要首次测试德国最新通过的供应

链尽职调查法，尝试拿起品牌国的法律来要求企业履责。 

2023年 11 月 9日，CLB直接致函德国大众汽车公司人权专员。在信里，我们建议德国大众应

该了解深圳艾礼富发生的事情并展开调查。我们提出的是非常具体的问题： 

1）如果艾礼富的企业工会没有经艾礼富工人选举产生，这可能违反了中国的《工会法》； 

2）艾礼富管理层表示已成立“护厂队”来应对罢工，我们认为这一武装组织，可能侵犯了工

人的结社自由，也涉嫌利用黑社会或其他人来恐吓工人； 

3）艾礼富管理层承认工厂过去欠缴社保。我们认为大众汽车必须调查艾礼富拖欠工人社保的

时间和范围，并纠正这一违法行为。 

＊＊＊ 

读者们可能想问，为什么发生在中国的违法行为要跑去德国寻求关注？ 

诚然，我们很希望中国的事情在中国解决，工人的问题由工会代表解决——但在艾礼富此

案，其实深圳地方劳动部门和地方工会一早知悉并有到现场。可惜的是，据工人在抖音中透露，

无论是企业工会、还是社区工会，都没有参与到艾礼富员工和企业的交涉谈判中。 

当工人 11月 4日不得不回到工作岗位复工之后，此前发生的搬迁、涉嫌殴打、欠缴社保等事

更像是不了了之。但我们都知道，缺乏代表、缺乏谈判机制的艾礼富，随时可能再因某事而再掀

起巨浪。 

同时我们确认，这间艾礼富厂在全球有 4间制造工厂和多家销售公司，且是诸多亚太、欧美

国家的供货商，仅是汽车（液位）传感器产品就占全球 40%以上的市场份额，无疑是全球供应链

的一部分。仔细翻查艾礼富的官方网站，我们发现他给许多不同的品牌供货，当中更包含 BMW、

奥迪、大众等德国品牌。而德国议会早前已经通过了“供应链尽职调查法”，相关企业要在其供

应链中履行人权和环境相关的尽职调查义务。 

我们设想，如果此次能够透过德国法律来规管艾礼富公司的行为，无论对于中国工人、艾礼

富工厂、还是德国大众、及艾礼富的整个供应链，都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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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CLB 就收到了大众的人权专员回信。  

11月 10日，在 CLB 给大众的信寄出后一天，大众汽车发来第一封回信。在信里，大众表

示，他们感谢 CLB 提供了这一信息，大众已在内部立案展开调查。 

11月 16日，他们又来了第二封信，表示，在经过初步调查后，他们同意这一发生在中国的

工厂案例可能违反了德国供应链尽职调查法，他们将展开调查，如有需要会随时与 CLB 联系。 

大众公司在 12月尚未联系 CLB，但我们都知道，此案已成立、且是公开的，大众的调查过程

可能很漫长，但总有一天，全世界都能看到一个结果。  

当前，大众公司已展开对艾礼富公司涉嫌违法行为的调查，而 CLB打算，一方面与大众保持

联系以便了解案件进展，另一方面，我们也寻求在德国的公民社会组织跟进此事，协助 CLB向大

众公司施加压力。我们把事件的经过写作了中文（链接）文章放在网站，之后也会随时发布最新

的进展。最终结果如何，也希望读者关注 CLB 后续的报导。 

透过此案，CLB希望建立的是一个试验模板：类似艾礼富这样的工厂不仅要受到本国法律的

规管，也要被品牌所在国的法律规管，两相结合来改善中国工人的福利。 

 

图片来源： Teerapong mahawan / Shutterstock.com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8%89%BE%E7%A4%BC%E5%AF%8C%E7%94%B5%E5%AD%90%E6%90%AC%E8%BF%81%E6%AC%A0%E7%A4%BE%E4%BF%9D%E5%BC%95%E7%BD%A2%E5%B7%A5-%E5%BE%B7%E5%9B%BD%E5%A4%A7%E4%BC%97%E6%89%BF%E8%AF%BA%E5%B0%86%E8%B0%83%E6%9F%A5%E4%BE%9B%E5%BA%94%E5%9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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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佳世达派遣工人加班猝死案 

CLB持续搜集发生在中国各地的工伤事故，并将之录入我们的安全事故地图。2023 年 8 月 14

日，一则 23岁农民工猝死的案例（链接）引起我们的留意。这名年轻的男工小徐来自云南，他父

母早亡、由祖母抚养长大，家境贫寒，早早辍学外出务工。他与一家劳务派遣公司签了两年的劳

动合同。之后，从 2023年 7月 4日开始，他被派遣到佳世达光电（苏州）有限公司工作。佳世达

公司为戴尔和惠普公司生产液晶显示器和投影仪以及无线蓝牙模块等。佳世达公司总部在台湾，

除在苏州有工厂外，在越南也有工厂。 

小徐在佳世达曾连续加夜班达 13天，每班超过 12小时，最后被发现猝死在宿舍。按照中国

的劳动法，猝死在宿舍不容易被认定为工伤。小徐的家人得知噩耗伤心欲绝，但他们没有足够的

钱，因此他们没做尸检，也没有走漫长的司法途径寻求将事故认定为工伤。家属曾希望佳世达公

司能够赔偿 150 万元人民币，但佳世达公司认为此事纯属意外而非工伤，因此公司没有责任。最

终，佳世达公司以“人道主义援助”的名义赔偿了 20 多万元给小徐家人。 

此事件广为地方媒体报导。据悉，小徐的家人曾经寻求当地人社部门帮助，但人社部门提出

难以为小徐做工伤认定，只能找公司解决。他们也找过劳务派遣公司，但被推脱不关其事。多次

谈判后，家属无奈地接受了最终的数额。 

CLB发现此案之后，认识到几个关键点： 

1）透过“派遣工连续加夜班 13天”这一事实，可以推测，佳世达苏州工厂涉嫌违反劳动法

关于工作时间限制的规定（每月加班不得超过 36小时），也涉嫌违法过度使用劳动派遣工（小徐

是以一年的工作期限雇佣且连续超时工作，涉嫌违反了劳务派遣的使用必须遵守“临时、辅助、

替代性”的要求）。 

2） 佳世达总部其实是一家负责任的公司（公司有许多国际认证，且每年都有年报讲述自己

的人权政策），其母公司应该有能力要求苏州地方工厂做出改变，令小徐类似的悲剧不再发生。  

很快的，CLB 做了进一步研究，10月 19日，CLB致电苏州当地工会——狮山横塘街道工会，

了解小徐猝死案。我们听到工会工作者说，其实街道工会早期也介入了小徐家人和公司的谈判。

当时还曾在工会系统里查询苏州佳世达工会，但发现工会系统并没有这个企业工会的记录——于

是，街道工会就退出了小徐案。不过，街道工会告知 CLB，经过私下协商，佳世达公司最终以

“人道主义援助”的名义赔偿了 20 多万元给小徐家人。 

翻查资料我们发现，早在 2012年全总曾经大力推动企业建工会，佳世达当时就顺势成立了一

个企业工会，并获嘉奖见报。结果，十年后的今天，这企业工会已名存实亡。而更可惜的是，地

方街道工会却反过来因为企业工会之不存在，主动退出了介入和代表工人被侵权案。 

看起来，政府、工会都退出了案子，小徐家人无钱打官司，最终，小徐家人和佳世达公司就

小徐工亡案达成了一个关于赔偿数字的协议——这个案例是否可以称得上告一段落了呢？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2&startDate=2023-08&endDate=2023-08&eventId=2023090511272605306&addressId=341300&address=%E8%8B%8F%E5%B7%9E%E5%B8%82
https://archive.vn/aayO7#selection-829.0-83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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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CLB 认为，此案还有跟进的必要？ 

我们想指出的是，小徐已往生，无法提出更多的诉求了，但小徐事件本身带来的影响不容忽

视。我们可以放任一个小徐死去，但不能放任更多的“小徐”及“小徐”的家人再走一次小徐的

路。而阻止小徐及更多的小徐事件发生，正是佳世达苏州工厂和母工厂的责任。 

如果佳世达公司不重视 1）工人长期加班的问题，2）过度使用派遣工的问题，3）工会名存

实亡的问题——不仅类似小徐这样的事件还会发生，而佳世达的生产和声誉也将受到影响。 

＊＊＊ 

透过以上与各方之间的联系，再根据手边搜集到的种种资料，CLB判断——佳世达母公司是

一个需要介入并可能引发改变的关键角色。我们就此决定，CLB 介入此案的关键是与佳世达公司

的沟通，我们希望佳世达母公司能够促使各地工厂（首先是苏州工厂）能改善工人的劳动状况，

确保工人的职业安全。 

11月 22日，CLB致函台湾佳世达公司，请他们就小徐猝死事件对苏州工厂可能违反中国劳动

法的行为进行调查。同样令人欣喜的是，11 月 24日，在 CLB 给佳世达的信寄出后两天，我们就

收到了佳世达公司代表来函，同意与 CLB就小徐的案例及带出的问题展开更进一步的探讨。鉴于

闭门沟通仍在进行，CLB与佳世达将会在案件告一段落之后，再发出有关结果供大众周知。 

在这些沟通中，CLB 重点提出的就是以上三个问题，1）佳世达苏州工厂工人的工作时间超过

了劳动法的规定，导致员工的健康问题和生命安全不受保护。2）佳世达苏州工厂涉嫌过度使用派

遣工；3）苏州佳世达的工会名存实亡。 

CLB也致函苏州地方工会及抄送全国总工会，希望他们能够督促佳世达公司负起其责。 

此前，CLB 就小徐在佳世达猝死做出了中文（链接）和英文（链接）报道，其中英文报导被

一家台湾媒体几乎全文转载。 

与此同时，一家公民社会组织也注意到此案，并主动就此案提请 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 (责任商业联盟，简称 RBA)的注意——佳世达为一些国际品牌供货，而那些品牌大多数

都是 RBA的成员单位之一。 

在这个个案中，CLB 带出来多方力量的参与。多方角力之下，我们有理由相信，佳世达作为

一家负责任的公司，会更有动力改善工厂的工作条件，让小徐的家人安心，也让小徐这样的悲剧

以后不再发生。 

而透过此案，CLB 希望建立的是一个试验模板：工厂母公司有责任监督地方工厂遵守本国法

律，确保工人的合法权益不被侵犯。同样的，地方工会也应该有所作为，督促企业建立工会，并

和企业工会一起，代表工人和维护工人的权益。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6%B4%BE%E9%81%A3%E5%B7%A5%E8%BF%9E%E7%BB%AD%E5%8D%81%E4%B8%89%E5%A4%A9%E5%A4%9C%E7%8F%AD%E5%90%8E%E7%8C%9D%E6%AD%BB-%E9%9B%87%E4%BD%A3%E5%85%AC%E5%8F%B8%E8%8B%8F%E5%B7%9E%E4%BD%B3%E4%B8%96%E8%BE%BE%E6%9B%BE%E8%8E%B7%E5%A4%9A%E4%B8%AA%E5%9B%BD%E9%99%85%E8%B4%A8%E9%87%8F%E8%AE%A4%E8%AF%81
https://clb.org.hk/en/content/young-migrant-worker-dies-overwork-suzhou-electronics-factory-dormi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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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LB 个案工作法 

从艾礼富及佳世达工厂的的工人事件中，中国劳工通讯在资料的搜索、扩展调查及行动三方

面，都作出了新的探索和试验。 

1）搜索个案 

中国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平台的兴起，让工人们增加了另一个新的渠道来表达自己面对的劳动

待遇，以及扩散集体诉求。透过讨薪、拖欠工资等关键词，中国劳工通讯每天都会在这些平台上

找到工人的发帖，当中不乏与工厂搬迁及要求赔偿的事件。 

 

 

图片：越来越多的中国工人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自己的日常。（来源：抖音截图） 

 
对中国工人的报道，通常强调资本和国家对工人的控制，因此让人感觉很难在网上找到中国

工人的抗议。实际上，工人发布的集体行动视频不是太少，而是太多，需要花时间筛选出资料比

较详尽及有介入可能性的个案。就此，中国劳工通讯发现两点对全球供应链较为关键。 

 

一、找到企业明确违反劳动法的证据。工厂管理层没有详细解释经营状况的现象屡见不鲜，

工人们内部因此很容易流传各种对拖欠工资和搬迁赔偿的流言，令网上消息众说纷纭。单靠工人

的猜测和网上的留言，未必足够确定事情的真确性。这个时候，假如有工人拍下厂方正式的书面

声明，或者管理方代表的发言纪录，内容明确写明有违反法律的事实，便能够成为向公司、品牌

等相关方联系的重要材料。工人上载的工资条及打卡纪录等资料，也可以在向人社局和公司求证

时使用。 

 

二、确定工厂的国际联系。一般来说，制造业内规模愈大的企业，愈与国外市场和客户有紧

密的联系，也有更公开的资料查证。上市企业很大机会在年报中介绍公司的主要客户、国际认

证、参与的企业联盟，以及社会责任承诺。即使没有上市，为了吸引潜在客户，企业的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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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机会列出上述的资料。中国劳工通讯也与其他非政府机构合作，透过供应链资料库（如 Open 

Supply Hub）和贸易资料库等，翻查代工厂与品牌的往来。 

 

 

CLB 研究员有话说： 

抖音不一定完全可信。因为那当中的信息量是很大的，时间也可能是乱的，而工人也有他

很主观的一些判断和说法，所以，我们要多找几个账号、多找一些相关的——就是在这个

工厂里面的、工人的账号去分析——看他们说的到底是不是可信的。 

经验教训：不能只信一个信息源，更不能只看一个人的发帖。 

 

什么情况下 CLB可能无法追踪一个工人事件？ 

第一是，谈论这件事的工人很少，比如看来看去就只有一两个，令人无法确信。 

第二是, 他所在的行业，根据已有的资料无法判断出他生产的产品供应给谁、或者工厂是

不是属于产业链的一员。 

我们希望的目标案例： 

一些典型的、有宏观视角的案例，可以带出一些问题、推动改善工人权益。 

  

如果我们找到了这样的案例，怎么做？ 

1 搜集工人资料，一环接一环往下看 

2 寻找企业信息，包括搜索引擎、论坛、股市证券等资料库 

3 寻找确定的产业链上下游信息 

 

 

 

 

https://opensupplyhub.org/
https://opensupplyh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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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深入调查 

假如众多事件锁定到能确定以上两点的个案，接下来的工作便是较为耗时的深入调查。以下

将会分外国供应链法、企业年报及社会承诺、国际认证、企业联盟四部分讨论。 

 

外国供应链法 

 

德国的《供应链尽职调查法》已于 2023年 1月开始生效，最初适用于员工超过 3000名、总

部位于德国的公司，或外国公司的德国注册分支机构。2024年 1月起，该法适用范围会扩展至员

工超过 1000 人的公司。这法律要求公司识别、评估、预防和补救供应链的人权和环境风险和问

题。 

供应链内部的工人权益问题，在该法中被定义为“人权风险”。当公司发现相关风险和问题

时，需要着手补救，如果不能即时解决，需要有具体时间表，并考虑暂时终止与供应商的关系。

因此，跨国品牌以至它们的代工厂将有更大压力执行本国的劳工法。 

以上述艾礼富个案为例，这个事件作为企业常见的拖欠社保及威胁罢工工人的代表个案，可

以使用《德国供应链尽职调查法》第二章对人权风险的定义对企业提出疑问： 

 

社会保险金作为维持体面生活工资的一部分，受第 8条规定： 

 

禁止克扣适当的生活工资；适当的生活工资至少相当于适用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除此之

外，还要根据就业地点的规定确定（中国劳工通讯翻译） 

 

工厂管理层成立“护厂队”来应对罢工，可能侵犯了工人的结社自由，也涉嫌利用黑社会或

其他人来恐吓工人。对此第 11条规定工厂： 

 

不得使用私人武装或警察对工人造成肢体伤害、不人道对待或妨碍结社自由（中国劳工通讯

翻译） 

 

至于佳世达个案所代表的超时工作，以及工会名存实亡的情况，同样可以运用供应链法第二

章的人权风险定义，推动情况作出改变，因为： 

 

第二章第 5条(c)规定，假如雇主没有提供 防止身心过度疲劳的措施，特别是通过在工作时

间和休息时间方面不适当的工作安排（中国劳工通讯翻译），结果增加工伤和工作相关的健

康隐患，则构成人权风险。 

 

第二章第 6条规定，所有工人可自愿组建和加入工会，同时有受雇地方法律规定的集体谈判

与罢工权。对佳世达公司而言，它有责任让官方工会在厂内组织工人建会，并允许集体谈判

机制的重建。 

 

https://www.bmas.de/SharedDocs/Downloads/DE/Internationales/act-corporate-due-diligence-obligations-supply-chains.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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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供应链法作为一项工具，可以为工会推动跨国品牌付上责任，提供新的依据。除

此之外，该法还对投诉程序作出规定，为工人提供额外渠道对工厂施加压力。 

 

企业年报及社会承诺 

 

不少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近年均在年报中加入永续发展，环境、社会和管治（ESG）等相

关主题的实践。不过，即便企业总公司有意改进一线工人的劳动待遇，但工厂内的实际运作仍然

很大机会出现偏差。在发现一个劳工的投诉个案及翻查企业年报时，中国劳工通讯希望做到的是

协助企业落实书面上的承诺。 

企业年报的其中一个功能，是让一般人对企业的运作及其对工人的态度有一定理解。在阅读

企业年报时，中国劳工通讯的目标并非挖掘企业的黑材料，而是初步了解企业对违法劳工法的事

件的态度，就此设想可以作出改善的空间。 

此做法可以用佳世达工厂的个案作说明。当知道苏州佳世达工厂劳务派遣工人小徐连续工作

13天夜班后猝死的消息后，中国劳工通讯随即通过佳士达的企业年报来了解该企业的运作情况。

我们发现，佳世达公司颇为重视劳工待遇的改善。佳世达每年均发表《企业永续报告书》，2022

年的报告书便“宣示会保障员工权益，於人权管理上亦符合当地劳动法規及国际准则”。对此，

佳世达将“定期执行调查与稽核，让供应商与佳世达携手向环境、社会承诺，提升产品价值”。

由此可以推断，佳世达对苏州工厂工人连续 13天加夜班 10小时的超时工作问题将十分重视。 

另外，佳世达公司亦在 2022 年的报告书中公开谈到调查中发现的劳工问题，表示已作出补救

措施。这点与其他公司相比十分诚恳。事实上，此次劳务派遣工人连续 13天年夜班，每班 10小

时所出现的超时工作问题，正符合了佳世达的调查情况。报告书中识别到的潜在人权议题，便包

括“工时、紧急准备、职业安全等”。佳世达亦对此作出风险减缓与补救措施，其中包括： 

 

建立工时管理系统机制，设定警示值提醒主管（104 页） 

 

针对客户订单需求造成加班超时状况进行产能规划 ( 预留异常事件时间、轮休机制 )、人员

规划 ( 预先储备人力、特殊时期奖金规划、导入自动化设备 )、建立工时系统（104 页） 

 

为了保持一线车间与公司的交流，佳世达表示建立了沟通管道，让员工即时了解公司讯息，

同时鼓励员工对企业整体运作及发展提出建议，供决策单位参考。这些措施同样在苏州工厂中有

所反映： 

 

在中国苏州制造区及台湾营运总部各分别选出 16 位(占苏州制造区人数的 0.27%) 及 12 位

同仁(占桃园总部人数的 0.72%)，以百分之百代表事业单位的同仁，定期召开福利委员会议、劳

资会议，兹就社会责任管理规范之相关事项，与公司管理代表进行沟通。透过每季劳资会议，劳

方代表可针对劳资关系、劳动条件、劳工福利等议题提出相关建议，并与资方代表沟通及决议劳

动权宜事项，经公司评估可行性，后续并纳入改善作业。（105 页）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6%B4%BE%E9%81%A3%E5%B7%A5%E8%BF%9E%E7%BB%AD%E5%8D%81%E4%B8%89%E5%A4%A9%E5%A4%9C%E7%8F%AD%E5%90%8E%E7%8C%9D%E6%AD%BB-%E9%9B%87%E4%BD%A3%E5%85%AC%E5%8F%B8%E8%8B%8F%E5%B7%9E%E4%BD%B3%E4%B8%96%E8%BE%BE%E6%9B%BE%E8%8E%B7%E5%A4%9A%E4%B8%AA%E5%9B%BD%E9%99%85%E8%B4%A8%E9%87%8F%E8%AE%A4%E8%AF%81
https://esg.qisda.com/files/2022_ESG_FULL_REPORT_C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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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企业年报中发布的资讯，除了能让人更清楚该企业的具体运作，也能让人对企业建立一

个初步的印象，为之后工会和非政府组织向企业提出谈判提供思考的基础。以佳世达一事为例，

中国劳工通讯认为，佳世达公司绝对有诚意及行动来改善工人的劳动待遇，只是这些减缓措施仍

未能防止该次悲剧发生，需要更有效的监察机制来促进制度完善。企业的社会承诺让中国劳工通

讯其后有信心与佳世达作更深入的讨论。 

 

企业联盟公约准则 

 

除了企业自身对劳工待遇的改善承诺，企业集体对劳工条件的约束亦是锁定个案后可以进一

步调查的目标。例如，不少电子业公司均会加入责任商业联盟（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简称 RBA）。RBA 建立的行为准则，是依据国际劳工和人权公约写作，确保工人的权益

受到尊重，不仅对企业本身，亦会对企业下游的代工厂向企业问责。 

上述的佳世达企业便受 RBA 的约束，遵守它订下的行为准则，接受工时的规定。RBA 8.0中

文版写明： 

 

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当地法律规定的最长时间。此外，每周工作时间（包括加班时间）不得超

过 60小时，紧急情况或异常情况除外。所有加班均应出于自愿。员工每七天应至少休息一天。 

 

中国工厂内经常出现雇佣大量派遣工和临时工现象，RBA 也写明要工厂尊重当地法例（派遣

工作服务通常只应用于临时、辅助或代替性职位）： 

 

使用临时工、派遣工和外包工必须符合当地法律限制。 

 

在中国劳工通讯近月跟进的永明工厂违法裁员事件，该厂的母公司 Bel Fuse 亦为 RBA 成员单

位供货。Bel Fuse 在广东省中山市的永明电子厂发生拖欠社保，以及在搬迁时要求工人在欠缴的

社保和赔偿金中二选一，是近来拒交社保或赔偿金的常见个案。针对这些违法问题，可参考 RBA

的规定，当中便有工资及福利一项： 

 

向工人支付的薪酬应符合所有适用的工资法律，包括有关最低工资、加班时间和法定福利在

内的各项法律。 

 

中国劳工通讯其后针对 Bel Fuse另一家在广西省南宁市宾阳县的百富电子有限公司联络当地

工会，工会职员透露，工会多次找厂方提出建会，但一直遭到拒绝。事实上，企业这种拒绝建会

的行为，也可以援引 RBA的规定来向其提出交涉： 

 

根据当地法律，参与者应尊重所有工人自愿组建和加入工会、进行集体谈判与和平集会以及

拒绝参加此等活动的权利。工人和/或其代表应能与管理层就工作条件和管理实践公开交流沟通并

表达看法和疑虑，而无需担心会受到歧视、报复、威胁或骚扰。 

 

https://www.responsiblebusiness.org/media/docs/RBACodeofConduct8.0_Chinese(Simplified).pdf
https://www.responsiblebusiness.org/media/docs/RBACodeofConduct8.0_Chinese(Simplified).pdf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6%B0%B8%E6%98%8E%E7%94%B5%E5%AD%90%E5%8E%82%E8%BF%9D%E6%B3%95%E8%A3%81%E5%91%98-%E7%BE%8E%E5%9B%BD%E6%AF%8D%E5%85%AC%E5%8F%B8bel-fuse%E8%BF%9D%E8%83%8C%E4%BA%86%E5%A4%9A%E5%B0%91%E8%87%AA%E5%B7%B1%E5%BA%94%E4%BB%98%E7%9A%84%E4%BC%81%E4%B8%9A%E8%B4%A3%E4%BB%BB%EF%BC%9F
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laogongtongxun/hdf-102720231027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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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A虽然并没有公开法律效力，而只有内部的调查及反馈机制，但代工厂由于关注来自品牌

方施加的压力，对促使工厂改善劳动问题，有一定积极作用。透过援引其行为准则的具体规定，

工会或其他非政府组织可以据此与企业展开解决问题的讨论。 

 

国际认证 

 

另一个可以关注的外部约束机制是国际上调查和认证制度。这些国际认证虽然看起来五花八

门，但针对违法工人权益的个案，较为有用的应该有三： 

 

一、TÜV SÜD：TÜV SÜD 南德认证检测。这家德国产品安全及质量认证机构是德国政府公认的

权威检验机构，凡是从海外销往德国的产品，其安全使用标准必须经过 TÜV 认证。TÜV SÜD 十分

重视全球供应链的尽职调查，其网站强调这一法案的生效国将监察国际供应链的人权问题，亦指

法案“并非仅仅为了减少企业风险，更是对供应链上下游的人群负责”。在上述永明电子厂的事

件，中国劳工通讯便发现该厂母公司 Bel Fuse有 TÜV SÜD，让向认证机构通报变得可能。 

 

二、SA8000：SA 8000，全称 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 社会责任标准是最受国际认可的

工人及工作场所管理基准。由于 SA 8000与 RBA的行为遵则同样建立于国际劳工组织公约、联合

国人权宣言和公约以及联合国工商业和人权指导原则，因此它们对工时、工资、派遣工用工比例

和结社自由等均有类似的规定，并要求企业遵守当地政府法律。在苏州佳世达事件中，该公司每

年在工厂进行的检查和教育，便是以此作为标准。 

 

三、ISO 45001：此认证规定了工厂的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体系，要求工厂预防工伤和疾病，

以及主动改进来提供安全和健康的工作场所。苏州佳世达的工厂便获得中国质量认证中心（CQC）

四张 GB/T 45001-2020/ISO 45001:2018认证。 

 

以上的国际认证机构会定期向工厂作出调查，以监察工厂在劳工条件的保护上是否达标，并

敦促工厂解决发现的问题。我们无须高估这些认证的准确性，因为工厂有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应付

认证的检查，但将违法劳动法律的问题向国认证组织作出通报，将有助其提高认证的质素，也对

企业改善劳动待遇有促进作用。 

 

 

CLB 研究员有话说： 

 

在对工人抗议的个案作深入调查的同时，CLB 也会同时把个案先写作一篇陈述基本事实的

文章。这篇文章的资料来源包括： 

 

1）CLB的地图（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安全事故地图、工人求助地图） 

 

  地图的个案会储存事件的图片、视频和网页链接，以及公司的各类讯息 

https://www.tuvsud.com/en-gb
https://clb.org.hk/zh-hans/content/%E6%B0%B8%E6%98%8E%E7%94%B5%E5%AD%90%E5%8E%82%E8%BF%9D%E6%B3%95%E8%A3%81%E5%91%98-%E7%BE%8E%E5%9B%BD%E6%AF%8D%E5%85%AC%E5%8F%B8bel-fuse%E8%BF%9D%E8%83%8C%E4%BA%86%E5%A4%9A%E5%B0%91%E8%87%AA%E5%B7%B1%E5%BA%94%E4%BB%98%E7%9A%84%E4%BC%81%E4%B8%9A%E8%B4%A3%E4%BB%BB%EF%BC%9F
https://sa-intl.org/wp-content/uploads/2020/02/SA8000Standard2014.pdf
https://www.iso.org/standard/63787.html
https://maps.clb.org.hk/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en_US&map=2&startDate=2023-07&endDate=2024-01&eventId=&keyword=&addressId=&parentAddressId=&address=&parentAddress=&industry=&parentIndustry=&industryName=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en_US&map=3&startDate=2023-07&endDate=2024-01&eventId=&keyword=&addressId=&parentAddressId=&address=&parentAddress=&industry=&parentIndustry=&industry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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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访工会的记录 

 

来自街道工会、地方工会等对事件信息的说明，以及对当地工会组织及工作状况的介绍 

 

3）采访政府部门的记录 

 

来自政府部门（例如人社局）对个案中违法问题的说明，例如拖欠社保的情况 

 

4）其他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供应链相关讯息 

 

包括 Open Supply Hub等上工厂相关品牌方的讯息，货品出入口记录讯息、其他非政府组

织过去对工厂的调查结果等 

 

5）CLB调查员自行的资料搜索 

 

各种网上的资料，例如上面提及的公司年报、企业社会责任承诺书、公司公告等 

 

3）联络及交涉 

以谈判双方的角度来看的话，中国劳工通讯在严格意义上并非利益相关方，而只是事件的

“知事者”（而非当事人），这与很多全球南方的工会不同。工会们获得工人的授权，可以代表

利益受损的工人，与企业展开谈判，其角色自然是无可取代。不过，中国劳工通讯作为一个持较

冷静立场的知事者，也尝试对企业的劳资问题提出建议，希望以此推动企业的持续改进、产业链

的良性循环。 

作为一个知事者，中国劳工通讯明白，我们掌握的资讯并不完备，有时甚至可能不尽准确。

因此，当中国劳工通讯以信件或电话的方式联系企业代表时，我们仅仅是以我们就案件所能获得

的确切事实作为与企业交流的重心，同时提出相关方涉嫌违法的疑问。我们并且希望企业能就这

些事实出发、自己去展开更深入的调查，验证是否真正存在违法行为。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劳工通讯不会预先假设企业/品牌/母公司蓄意违法、或是恶意对待工

人，同样的，我们也不打算就着掌握的资料，渲染某工厂工人劳动待遇差、愤而罢工，以此从道

德上羞辱、甚或扒皮工厂黑材料——因为，我们希望交涉带来的是改善，希望透过沟通促进企业

方认识到工人权益方面的问题，更进一步，希望企业自己能做出长远真正的改善。 

在与企业联络及交涉的过程，中国劳工通讯一直持守以下原则： 

 

一、讨论必须基于事实和法律依据： 

● 我们会整理列出从互联网、工会与地方政府采访、及公司公开文件中掌握的基本事实，同

时邀请企业方作出核实和澄清； 

● 我们指出涉嫌违法和触犯规定的种种情况，每一条，我们都引用相关法规条文，作初步询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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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提醒公司过去曾作出的各种书面承诺，希望它们真正得到落实。 

 

二、对话秉持善意沟通（Good faith），包括： 

● 假设跨国品牌可能并不了解事情，而非刻意忽略工人的抗议； 

● 假设企业本身有意愿了解并改善工人劳动状况； 

● 我们也会从自身经验出发，对工人权益问题提出切实改善的方法，询问企业方是否有空间

及能力执行。 

 

对于有意改善情况的企业，以上的原则十分有助问题的解决。至于一些拒不回覆的企业，中

国劳工通讯则会尝试联络其他地区的非政府组织，让对方以不同身份及相关的网络，进一步向企

业展开交涉。 

我们的策略可以见得到回应。在艾礼富工人抗议搬迁事件中，其客户之一的德国大众起先并

不知道工人抗议发生，因此对我们提供给他们的资讯，大众作出了快速的回覆，感谢我们提供资

料，并表示会展开调查，其后又正式通知我们，艾礼富作为供应商涉嫌违反了德国供应链尽职调

查法；而在佳士达派遣工猝死事件中，佳士达母公司则表示已知晓此事，并积极回覆中国劳工通

讯，交流有哪些解决办法可以促进工人权益的改善。 

我们相信，假如企业内存在真正的侵权问题，而该问题本身又未能在企业内部获得讨论或解

决，这问题在互联网及其他资讯渠道将会继续传播，因此，大众可以找到的相关讯息还会继续增

加。由此，新一轮的个案搜索和深入调查过程便会再次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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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会的角色 

其实，对于工人侵权问题本应最了解、接触最多的，应该是各地的工会。要运用供应链内各

种维护工人权益的法律和工具，一定是需要靠本国的工会推动落实。 

当前，无论是中国的工会人，还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会人，似乎还没有准备好拿起这些新式

的工具，捍卫工人的权益。 

在中国，工会干部常常说，“工会没有执法权”，或者是根据“属地原则”而把工人案件推

脱。我们想必都听过无数遍的老生常谈：“现实是现实，法律是法律”——也就是说，大家都默

认了，尽管中国的劳动法规定很严，但它在现实中并不能落到实处。 

而在南方国家，大家听到欧盟即将推出新法、德国通过了新法来规范供应链尽职调查，首先

想到的却是，“这应该很难懂吧？”，“我们需要向专业人士来学习了解怎么样运用吧？”。不

过，让供应链内现存的各种工具变得可用，本身是工会和所有劳工组织的使命。我们不能指望任

何专业人士从我们的视角出发帮我们开辟一条道路，我们自己本身就应该是开路人。 

而这条路其实也并不难行。 

比如德国的供应链法——首先，它并不是只有德文版，官方有提供它的英文版，有助借助翻

译器或 AI把它变成自己使用的母语。其次，它虽然严谨且条文众多，但我们不需要对每一条都滚

瓜烂熟，而只需要——在发现一个涉嫌违法行为的时候，去寻找该法律当中是否存在对应的规

定，就可以了。 

比如当我们发现一家工厂的企业工会主席由人事经理担任，可能违反中国的工会法（见第十

一条），我们也可以很快找到，德国供应链法同样是支持工人自愿组织和加入工会的权利（见

section 2(6)）——这就对上了，我们就可以用它了。 

当我们发现一家工厂可能拖欠工人工资或经济补偿金，我们也可以很快找到，德国供应链法

同样有规定（见 section 2 (8)）——我们就可以引用它了。 

而无论是 RBA，SA800，还是德国供应链尽职调查法，他们其实都针对工作安全、工作时间、

工资发放、就业歧视、禁止强迫劳动、自由结社、沟通举报制度，等常见的劳工权益问题，做出

了明确的原则指引和规定。为方便查找，中国劳工通讯尝试粗浅地整理对应表放在附录，供大家

使用。如有错漏，还请读者不吝指出。机构原则（按工人权益整理）  

通过不断地使用法律，我们可以让这些条文被人看见、让它不断发挥它的潜力、带出更多可

能性。我们同样相信全球南方工会带着工人个案、带着工会组织对这些工具的需求，一起拿起这

些工具来用——会让工具变得可操作、更有用。 

因此，当中国劳工通讯跟企业、母公司和品牌展开对话交涉的同时，我们也一定会重复一个

动作：把地方工会带入进来。 

无论是百富、佳世达、艾礼富，还是其他我们正跟进的案子，我们都采访了地方工会，告知

他们此事的发生涉嫌违反了中国的法律，同时，我们也会将我们发现的问题和对工会的建议以信

件的方式邮寄给地方工会。 

显而易见的是，比起中国劳工通讯，全球南方的工会作为工人的利益代表，他们有更多的力

量去撬动品牌、带动整个供应链更好维护工人的权利。无论是供应链法、企业联盟，还是不少企

业自己的社会责任承诺，都尊重工会的成立、工人集体谈判和罢工的权利。只要工人的代表者工

会愿意作出行动，企业必然需要回应，也就能促进企业与工会共同推进劳工待遇的改善。 

 

https://www.acftu.org/ghjj/ghjczzjs/zdwj/202011/t20201116_730378.html?7OkeOa4k=qAkjrAkoSZIoSZIoSeGxWgnY099X6XSmynNDiMv.NyQqqqqqqqqqqqqqSa
https://www.acftu.org/ghjj/ghjczzjs/zdwj/202011/t20201116_730378.html?7OkeOa4k=qAkjrAkoSZIoSZIoSeGxWgnY099X6XSmynNDiMv.NyQqqqqqqqqqqqqqSa
https://www.bmas.de/SharedDocs/Downloads/DE/Internationales/act-corporate-due-diligence-obligations-supply-chains.pdf;jsessionid=F6E56139735CD74FA0499172D987AD4E.delivery2-master?__blob=publicationFile&v=3
https://www.bmas.de/SharedDocs/Downloads/DE/Internationales/act-corporate-due-diligence-obligations-supply-chains.pdf;jsessionid=F6E56139735CD74FA0499172D987AD4E.delivery2-master?__blob=publicationFile&v=3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e/2PACX-1vQMjcAW856bjmqQ_12L-QJbi_LvtL4uZoafV5qCqzW0NdWEJ4EBJzHOA8TxWQczQkAncLGMvTxHcQrW/pubhtml?gid=0&single=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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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fishman64/ Shuttersto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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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建议 

随著更多供应链相关的法律落实，供应链内部又因为绿色经济的兴起、生产布局的重组而加

速洗牌，针对关厂、搬迁和拖欠工资的事件将会持续一段较长时间。 

由中国沿海工厂工人的抗议，到全球供应链内各组织和法例可以产生的作用，中国劳工通讯

勾勒了一个尝试改变的方向。然而，要在更大范围地落实供应链内劳工待遇的改变，则工厂所在

的本国和跨国品牌所在的国外双方都要共同作出转变。 

中国劳工通讯对此提出如下建议。 

 

针对本国的工会组织： 

● 工会应积极与企业谈判建立工会 

● 工会要留意企业的经营状况，透过工人了解企业一线的情况 

● 就工人侵权的可能性，工会应代表工人跟企业展开谈判，并积极使用供应链法给公司施压 

● 长期而言，工会应与工厂及跨国品牌建立起集体谈判的恒常机制 

 

实践操作方面,我们推荐中国工会尝试以下“三步走”: 

 

1 首先,地方工会可以对本地制造业企业做摸底调查，搞清楚本市/县区有什么工

厂是为哪些知名大品牌生产。通过列出这些工厂和有关联品牌的信息，做表也

好，制图也好，掌握并及时更新这些基本资料。同时，当市县区已经搜集了足够

的工厂和品牌资料，各省可以整合分享信息，勾勒出品牌都在哪些地方生产，构

建起大品牌的产业链生产地图。这样，一旦某个地方发生品牌撤离或是与品牌有

关的工人事件，其他地方为同一品牌生产的工厂和工会也应同时警觉起来。中国

的优势是举国体制，我们应当有能力运用举国体制做好这样的摸底调查和跨省统

筹。 

 

2 当某一地发生了工人事件/品牌撤离等事件时，地方总工会应该得到全总的直

接授权，让他们可以地方工会的名义，直接写信给跨国母公司/跨国品牌/利益相

关方。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按照中国劳工通讯对中国工会系统的了解，我们建议

这层授权应该下放到地市这一级工会。当然，若地方工会直接给品牌利益相关方

写信，也应同时抄送给上级工会，特别是备份给省总工会和全国总工会，确保各

级工会都知悉此事并在有需要时出面统筹。 

 

3 同时，在先期可以推出一个试点实验方案---我们建议，在全国范围内选择 5

到 6个省市，作为试点方案的参与者。其中一半可以选择沿海较发达地区的省

份，也就是品牌/企业移出的地方；另一半则选择内陆省份,也就是企业有可能搬

入的地方。由这些地方的工会，开始落实以上两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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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工厂所在的本国政府： 

● 政府从良好的营商环境出发，可以留意企业的往绩，是否有侵犯工人权利的案例及违法可

能——政府应该不希望这种行为继续在本地发生，既影响本地工人的权益，也不构成良性

发展的企业经营环境。 

● 政府应秉持第三方的角色，不要过度站在某一方介入劳资冲突，而应让工会出面代表工人

和企业谈解决问题。 

 

至于工厂在国外的品牌、企业组织及公民社会组织： 

● 供应品牌和母公司：应遵守本国的法律和生产国的地方法律，并要求地方工厂也切实履行

法律法规——由此，这些品牌和公司不仅遵守法律，更可以完善自己可持续发展的生产供

应链。 

● 企业组织及认证机构：作为有声誉的商业组织，应持续监督企业切实履行应遵守的组织规

定，并对违法案例展开调查和责成企业改正；也建议这些组织可以与代表工人的非政府组

织和工会多多沟通交流，共同完善供应链内部的可持续发展。 

● 公民社会组织伙伴：从工人的角度出发，公民社会组织应更加积极地运用新推出的供应链

法例和各种可行的资源，与跨国企业就侵犯工人权益的问题展开对话，协助企业作出改善，

最终惠及全球工人。 

 

全球供应链的改善空间十分巨大，特别是新的供应链法例持续在推出，更让工会和工人们有

新的工具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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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任何新的法规要落实、新的工具要好用，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空间，而新的工作方法

变得可复制，也需要不断地在实践中检验和改善。中国劳工通讯希望，我们能和全世界工人运动

的支持者们一起，共同展开新的尝试与实验，推动工人权益在本国工厂及跨国产业链的可持续改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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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中国劳工通讯尝试按工人权益整理的各机构基本原则 

 

 工人权益 

主要规定 具体规则 SA 8000 
RBA Code of 
Conduct 

German 
Supply Chain 
Act       

 
工作安全 

识别、评估和减少/消除工人可能遇到的潜在的

健康和安全危险 3.1, 3.7 section B (1) section 2 (5) 
 

 为工人提供工作场所的健康与安全信息和培训 3.6 section B (8) section 2 (5) 
 

 避免让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接触高危工作环境 3.2 section B (1) / 
 

 提供防护装备/措施 3.3 section B (1) section 2 (5) 
 

 有应急计划和响应规程 / section B (2) / 
 

 发生工伤时，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 3.3 section B (3) / 
 

 预防、管理、跟踪和报告工伤和疾病 3.7 section B (3) / 

 

 

应向工人提供干净的洗手间设施、饮用水和卫

生的食品配制、存储和用餐设施；提供的工人

宿舍应保持洁净安全 3.8, 3.9 section B (7) section 2 (9) 

 

 

建立一个健康及安全委员会，需要有工人代表

及管理方代表，委员需要接受培训，需要恒常

评估职业病及安全风险，记录评估内容、修正

及预防措施 3.5 / / 

 
 

工人有权离开有即时、严重危险的工作环境，

而无需获得企业批准 3.10 / / 

 
工作时间 

每周的工作时间包括加班不应超过 60 小时，或

不超过当地法律规定的最长时间 7.1, 7.3 section A (3) / 
 

 所有加班都必须是自愿行为 7.3 section A (3) / 
 

 工人每七天应至少休息一天 7.2 section A (3) / 
 

 需要适合的工时和休息安排，防止过劳 / / section 2 (5) 

 生活工资/ 

最低工资 按照所有适用的法律标准 8.1 section A (4) section 2 (8) 

 
 

工资（不计算加班费）需要符合当地法律最低

标准或行业最低标准，或集体谈判协定 8.1 / / 
 

 禁止将扣减工资作为一种纪律处罚措施 8.2 section A (4) / 

 
 

每次发薪时，应及时向工人提供清晰易懂的工

资单 8.3 section A (4) / 
 禁止就业歧视 提供不受骚扰及非法歧视的工作场所 5.1 section A (6) section 2 (7) 

 
 

不应强迫工人或潜在工人接受可能带有歧视性

的医学检查（包括怀孕或童贞检查）或体检 5.4 section A (6) / 

 
用工方式 

使用临时工、派遣工和外包工必 

须符合当地法律限制 8.5 section A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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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择业、禁

止强迫劳动 

不得雇佣被强迫、受束缚（包括债务束缚）的

劳工 2.1 section A (1) section 2 (3) 

 
 

必须以工人的母语向所有工人提供书面的雇佣

协议 / section A (1) / 

 
 

雇主、代理和子代理不得持有或以其他方式销

毁、隐藏或没收身份证 2.3 section A (1) / 

 
 

工人无需为其受雇而向雇主的代理或子代理支

付招聘费或其他相关费用 2.3 section A (1) / 

 
年轻劳工规定 

不得雇用 15 岁以下的人、或未达强迫教育年

龄、或该地区最低就业年龄的人士（三者取年

龄最大者） 1.1 section A (2) section 2 (1) 

 
 

可雇用 15-17 岁的人（年轻劳工），但如果他

们有强制教育，需要在课时之外 1.3 / / 

 
 

年轻劳工工时不能超过每天 8 小时；其上课、

工作和通勤总时数不能超过每天 10 小时 1.3 / / 

 
 

年轻劳工不得从事可能危及其健康或安全的工

作，包括夜班和加班 1.3, 1.4 section A (2) section 2 (2) 

 

 

如当地法律未作规定，学生工、实习工和学徒

工的工资应至少达到同等或类似岗位的初级工

人工资水平 / section A (2) / 

 不得对工人 

使用暴力 

不得对工人实施暴力（包括性骚扰、性虐待、

体罚、精神或肉体胁迫、霸凌、公开羞辱或言

语侮辱等） 5.3, 6.1 section A (5) / 

 
 

不得使用私人武装或警察对工人造成肢体伤

害、不人道对待或妨碍结社自由 / / section 2 (11) 

 自由结社/  

工会 

尊重所有工人自愿组建和加入工会、进行集体

谈判与和平集会的权利 4.1 section A (7) section 2 (6) 

 

 

工人和/或其代表应能与管理层公开交流沟通并

表达看法和疑虑，而无需担心会受到歧视、报

复、威胁或骚扰 4.3 section A (7) / 

 
准则实施 确保供应商/外判商遵守准则 9.10 

section E 
(12) 

section 2 (5), 
section 3, 
section 9 

 
 

向供应商和工人检举者提供保护，确保其举报

的保密性及匿名性 9.6.1 section D (6) section 8 

 
 

为其工人制定沟通程序，使工人能够提出任何

问题，而不担心遭到打击报复 
9.6.1, 
9.6.3 

section D (6), 
section E (8) section 8 

 
 恒常评估及监察准则实施情况 9.3, 9.4 section E (9) 

section 4, 
section 5 

 
 有预防及修正措施 9.8.1 

section E 
(10) 

section 6, 
section 7 

 
 建立文档及记录 9.8.2 

section E 
(11) sectio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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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反规定的惩

罚措施 不能参与公共合约 / / section 22 

 
 罚款 / / 

section 23, 
section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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