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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

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

强调，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 维护好工人阶级和
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 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 “十四
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
思想、原则和主要目标，明确以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为根本目的， 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把实现好、维护好 、发
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

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实现
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 这对工
会更好地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

益、 竭诚服务职工群众的基本
职责，带来了新机遇、提出了新
要求。

“十四五 ”期间 ，为适应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 工会履行维权
服务基本职责也出现新的变化

和走向。
在内容上， 从重点维护职

工劳动经济权益向改善职工生

活品质拓展。
长期以来， 工会把维护职

工劳动经济权益作为重点 ，做
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十四
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
标需要着重关注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职工群众的美好生
活需要不断增加、日益广泛，从
追求生存权益向追求发展权益

转变， 从追求物质权益向追求
民主权利、精神权益转变，从利益
诉求一体化、 同质化向差异化、多
元化转变， 对工会的要求不仅
限于维护其劳动经济权益 ，也
期盼工会能够在推动改善职工

生活品质上下更大功夫。
工会要积极构建以精准帮

扶为重点，覆盖广泛、快捷有效
的服务职工工作体系， 打造工
会特色的职工服务系列品牌 ，
培育一批职工群体受益面广 、
改善职工生活品质的服务项

目。 健全完善常态化送温暖机
制，推动职工服务中心（困难职
工帮扶中心） 转型升级并纳入
社会救助体系， 巩固和拓展城
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成果 ，建
立健全防止返贫监测机制和困

难职工家庭常态化帮扶机制 ，
大力支持和组织开展职工互助

保障活动。 进一步做好司机之
家、劳动者港湾、爱心驿站 、暖
心驿站、 爱心接力站等工会户
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工作， 更好
发挥工人疗（休）养院、工人文
化宫、 职工互助保障组织等服
务职工的作用。 实施提升职工

生活品质行动， 培育一批以满
足职工需求为导向的服务项

目，健全职工需求与政策帮扶、
制度保障、 社会服务相结合的
制度机制，在做好物质服务、生
活服务的同时， 提供更高水平
的精神和文化服务， 加强人文
关怀和心理疏导， 打造健康文
明、昂扬向上、全员参与的职工
文化，更好促进职工体面劳动、
舒心工作、全面发展。

在对象上，从重视普遍群体
向“三新”领域就业群体聚焦。

近年来 ，新产业 、新业态 、
新商业模式迅猛发展，“三新 ”
领域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蓄水

池。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 ，
2020 年我国共享经济服务提供
者约为 8400 万人。 新冠肺炎疫
情加速“三新”领域就业群体的
发展。 新就业形态优点是灵活
性、成长性强，不足是确定性 、
稳定性差，“三新” 领域就业群
体也面临权益维护方面的困

境， 现有劳动保障体系尚不能
完全涵盖“三新”就业群体 ，有
些就业人员与平台企业关系没

有被认定为标准劳动关系 ，其
劳动权益未能得到有效保障 。
这对工会做好包括“三新”领域
就业群体在内的维权服务工作

提出了新要求。
各级工会要积极推动出台

规范新就业形态劳动用工的法

规政策，健全共享用工方式，完

善灵活就业人员劳动用工 、社
会保险制度， 推动灵活用工集
中的行业制定劳动定额指导标

准，推动平台企业、关联企业与
就业者就劳动报酬、支付周期、
休息休假和职业安全保障等事

项开展协商， 推动政府部门加
强劳动保障监察， 为就业者提
供更加贴合、便捷的服务。工会
组织要拓展“三新”领域就业群
体入会渠道， 持续开展货车司
机、快递员、护工护理员、家政
服务员、商场信息员、网约送餐
员、房产中介员、保安员等八大
群体会员入会行动， 推行网上
申请入会、 集中入会仪式等行
动，把他们有效地吸引过来、组
织起来、稳固下来，紧密团结在
党的周围， 不断巩固党执政的
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在方式上， 从线下为主向
线上线下相融合延伸。

伴随着 5G、人工智能等技
术的发展应用， 互联网和手机
应用已深度渗透到职工生活的

方方面面。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
信息中心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9.89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70.4%。 网
民群体中职工占 69.7%。 职工
通过网络进行生活娱乐、 获取
服务已经是一种常态。 互联网
深刻改变人类交往方式， 职工
的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社会行

为方式发生深刻变化， 工会维
权服务工作要与时俱进 、乘
“网”而上，加强“互联网+”工会
建设，打造工会工作升级版。

各级工会要强化互联网思

维，加快推进智慧工会建设，通
过线上线下的深度融合， 对职
工 “大数据” 的深入挖掘和分
析， 使职工可以通过网络随时
与工会组织互动， 掌握职工群
众所需所急所盼， 不仅做到面
对面 ，而且做到 “键对键 ”，拉
近工会与职工之间的距离 ，走
好网上群众路线 。 推进 “互联
网+”工会普惠性服务工作，以
就业服务 、技能提升 、法律维
权 、困难帮扶等为重点 ，建设
工会网上服务职工平台 ，拓展
网上服务渠道 ，为职工提供全
天候全覆盖全方位的普惠性

服务。 积极开展项目化服务 ，
推动线下服务向信息化 、数字
化 、智能化发展 ，促进线上服
务与线下服务相互补充 、有效
衔接。

在格局上 ，从发挥自身优
势向整合社会资源推进。

职工权益的实现是一个

系统工程，党委和政府的重视
支持是根本保证 ，法律制度的
健全落实是重要保障 ，社会各
界的参与配合是有力支撑。 做
好维权服务工作 ，既需要工会
组织切实履行基本职责 ，将已
有的工作载体 、 工作方式 、工

作手段、 工作品牌运用好 、发
挥好，同时也需要工会主动向
党委汇报 ， 积极争取政府支
持 ，推动形成党委领导 、政府
重视、各方支持、工会运作 、职
工参与的工作格局 ，建立健全
党政主导的维权服务机制 ，使
职工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

要加大工会源头参与力

度，积极推动涉及职工利益的
法律法规政策制定和修改 ，完
善劳动法律制度体系。 推动出
台工会源头参与的政策法规 ，
明确工会源头参与地位 、作
用 、方式 ，形成有制度 、有保
障、有落实的工会源头参与体
系和工作机制。 健全劳动关系
协商协调制度 、政府与同级工
会联席会议制度 、企事业单位
民主管理制度 、 集体协商制
度。 深化“法院+工会”劳动争
议多元化解工作 ， 加强与司
法、律师事务所等相关单位合
作，联系引导社会组织为职工
提供专业化服务。 加强与新闻
媒体及新媒体的合作 ，对侵害
职工合法权益的行为及时发

声，对维权服务的先进典型总
结宣传 ，营造尊重职工 、关爱
职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良
好社会氛围。
作者 吕国泉 系全国总工

会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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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工资报告2020-2021：

近期全球工资趋势

2016-2019 年， 全球工资
增速在 1.6%到 2.2%间波动；如
不计算中国的数据， 这四年间
的实际工资增速则在一个较低

水平， 即 0.9%和 1.6%间波动。
在二十国集团的发达经济体 ，
实际工资增长在 0.4%至 0.9%
间波动， 而二十国集团的新兴
经济体的增速更快———每年在

3.5%至 4.5%之间。 从 2008 年
到 2019 年，中国的实际工资增
长了一倍多。 在二十国集团的
发达经济体中， 韩国工资增长
最快（22%），其次是德国，实际
工资增长 15%。相比之下，意大
利、 日本和英国的实际工资则
有所下降。

2020 年上半年， 由于新冠
疫情影响， 三分之二国家的平
均工资水平或增长率面临下行

压力；在另外三分之一的国家，
平均工资的增加主要是人为作

用，反映出低薪工人大量失业。
疫情时期， 平均工资可能会因
就业结构的急剧变化而大幅扭

曲，这就是所谓的“结构效应”。
在巴西、加拿大、法国、意大利
和美国，平均工资显著上升，因
为失业主要影响的是那些工资

水平较低的人。 相比之下 ，日
本、 韩国和英国的平均工资则
面临下降的压力。 为了维持就
业， 一些国家已经采取强有力
的保留工作岗位措施， 失业率
的激增得到缓和。在这些国家，
疫情的影响可能更多地体现为

工资的下行压力而不是大规模

失业。
危机对低收入工人造成更

大的影响， 从而加剧了工资不
平等。在许多国家，工作时间的
减少对低技能职业的影响 ，特
别是对初级工作的影响， 要高
于对高薪管理者和专业人士的

影响。 据估计， 在部分欧洲国
家，如果没有工资补贴，收入最
低的 50%工人估计将损失工资
的 17.3%， 远远超过所有工人
的预计降幅（6.5%）。 收入最低
的 50%群体工资总额在平均总
工资的占比从 27%下降了 3 个
百分点到 24%， 而收入最高的
50%群体所占比例从 73%上升
到 76%。

许多国家在疫情期间推出

或扩大了现有的工资补贴 ，以
保障就业。在一些欧洲国家，临
时工资补贴可以弥补因工作时

间减少而损失的约一半工资 ，

并减轻危机对工资不平等的影

响。在有数据可查的 10 个欧洲
国家中， 预计工资补贴可补偿
工资总额的 40% ， 其中包括
51%的工资损失是因工作时间
减少而导致的。

为支持低收入工人， 许多
定期调整最低工资的国家在

2020 年上半年按计划提高了
最低工资。 分析显示， 在全球
60 个定期进行最低工资调整
的国家中，所有计划于 2020 年
第一季度进行的调整如期进

行； 而通常于第二季度调整的
9 个国家中， 有 6 个在危机中
仍按原计划进行调整。在 87 个
不定期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国

家中， 有 12 个国家在 2020 年
上半年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 ，
这一数字低于前一年。这表明，
危机可能促使一些政府推迟了

今年可能进行的调整。

最低工资
和工资收入不平等

90%的国际劳工组织成员
国有法定或经协商的最低工

资。 最低工资制度在各国之间
差别很大，从简单到非常复杂，
各不相同。在全球范围内，约一
半有法定最低工资的国家有单

一的国家最低工资标准； 另一
半国家的制度更为复杂， 具有
多个最低工资标准， 具体由行
业部门、职业、雇员年龄或地区
决定。

在全球范围内 ， 预计有
3.27 亿工资收入者的工资为或

低于适用的每小时最低工资 。
这一数字占所有工资收入者的

19%，其中包括 1.52 亿女性。尽
管从绝对数量上讲， 收入为最
低工资或低于最低工资的男性

要多于女性，但在这类工人中，
女性所占比例过高： 尽管女性
在全球收入高于最低工资的雇

员中占 39%， 但她们却占全球
收入为最低工资或低于最低工

资者的 47%。
据估计，全球有 2.66 亿领

薪工人的收入低于现行的每小

时最低工资标准， 这是因为他
们没有受到最低工资法律保

护， 或者是因为没有遵守最低
工资规定。 最常被排除在最低
工资制度法律范围之外的群体

是农业工人和家政工人。 报告
显示 ， 截至 2020 年 ， 预计有
18%有法定最低工资的国家将
农业工人、 家政工人或两者都
排除在最低工资制度之外。 不
遵守规定的最重要指标之一是

非正规就业比率高， 这对工人
的一般权利， 包括最低工资的
执行，构成重大挑战。在非正规
就业程度很高的国家， 要使最
低工资发挥效用， 就必须同时
采取鼓励正规化的措施。 其他
措施包括有针对性的劳动监

察、 开展宣传提高认识以及提
高生产率。

《确定最低工资公约》（第
131 号）规定，确定适当的最低
工资水平应开展社会对话 ，并
应考虑到工人及其家庭的需要

以及经济和体制因素， 包括现

行费率水平。研究结果显示，发
达国家设定的最低工资平均为

工资中位数的 55%左右， 发展
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设定的最

低工资平均为中位数的 67%左
右。在发达国家中，绝大多数国
家的最低工资定在工资中位数

的 50%至三分之二之间。 在发
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 最低
工资与工资中位数比从孟加拉

国的 16%到洪都拉斯的 147%
不等。 在全球范围内，2019 年
最低工资总额的中位数相当于

每月 486 美元的购买力平价 ，
这意味着世界上有一半国家的

最低工资低于这一水平， 一半
国家的最低工资高于这一水

平。
在全球范围内， 获得时薪

或低于小时最低工资的大多数

人位于家庭收入分布的尾部 ，
但最低工资收入者的特征因国

家和地区而异。在欧洲，在收入
为最低工资或低于最低工资的

劳动者中， 平均有 69%位于收
入分布的下端。 与较富裕家庭
相比， 较贫困家庭中收入为最
低工资或低于最低工资的劳动

者年龄可能更大， 并且是有孩
子需要抚养的单亲父母。 在非
洲， 所有收入为最低工资或低
于最低工资的劳动者中只有

52%位于收入分配的下半部
分。在发展中国家，许多低收入
工人是自雇劳动者而非领薪工

人。这表明，有薪就业往往会增
加平均家庭收入， 而在发展中
国家， 实施最低工资的同时应

采取措施为贫困家庭的工人创

造有薪就业。

为更好的“新常态”
制定适当的工资政策

短期内， 需要通过强有力
和包容性的社会对话， 制定适
当和平衡的工资政策， 以支持
经济复苏。在不久的将来，受新
冠疫情影响的经济和就业后果

可能对工人工资造成巨大的下

行压力。因此，需要考虑社会经
济因素， 进行适当平衡的工资
调整，以保障工作，确保企业的
可持续性， 保护工人及其家庭
的收入，维持需求，避免通货紧
缩。 最低工资的调整应审慎地
进行平衡和校准。 虽然有必要
通过调整最低工资水平来抵消

价格上涨， 确保低薪工人及其
家庭维持生活水平， 但在某些
特殊情况下， 实施更大幅度的
加薪可能是困难或有风险的 。
集体谈判考虑到企业或行业的

特殊环境和情况， 是实现平衡
的最佳途径， 在危机期间具有
很高的社会价值。 考虑到成本
影响，在第二波封锁期间，可能
需要延长工资补贴。

在危机后为更好的 “新常
态”，法定或经谈判确定的适当
最低工资标准有助于确保实现

更多的社会正义和减少不平等

现象。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劳动
世界未来的百年宣言》 呼吁对
劳动世界的未来采取以人为本

的方法， 强调法定或通过谈判
确定的适当最低工资的重要

性。经验分析表明，将最低工资
设定在适当水平时， 可以从法
律上涵盖最有可能从事低薪工

作的工人， 当最低工资得到有
力实施时， 不仅可以保护工人
免受过低的收入， 也有助于减
少不平等。根据《确定最低工资
公约》（第 131 号），通过基于证
据的社会对话， 在国家一级商
定最低工资的内容， 包括适当
的水平。 为了最有效地发挥作
用， 最低工资必须伴随着其他
政策措施， 以支持非正规经济
的正规化、 创造有薪就业以及
可持续企业生产力的增长。 最
低工资只是社会保护、 财政政
策和集体谈判等一系列政策中

的一个， 有利于促进社会正义
和经济增长。

来源：国际劳工组织，整
理：孙岩，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
院研究部讲师、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