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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工薪阶层的冲突 

  
【法】让－克罗德·迪劳内 

  
我想用简短的篇幅来描述工薪阶层再1世纪初的政治地位（第一部分） ，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在全球

范围内他们之间的团结、分工与分裂的结论性因素。 

一、三部分劳工今天各自动态 

  
目前的劳工分三部分。第一个就是农民，第二个是物质生产的工人，第三个是服务者。各自的比重如何？

其动态又是怎样？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基于在全球范围内众所周知的三个部门统计。 

（一）农业劳动者 

表1和表2有劳动者和非劳动者 

表1 ：世界劳动人口的演化（ ％ ） （ 1950-1990 ） 

来源：BIT统计（统一的最后一栏=万元） 

  
考虑到农业人口，表1表明这类人口的下降是一个结构性和重型倾向。我们可以预计，在

约为世界总劳动人口的47%。如果我们忽略估计，近似一半人口在喂养另一半。 

因此，世界上主要劳动人口仍是从事农业工作，但越来越少。提高生产率的重要进程，可以

来。众所周知在法国，农业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4%。在中国，占50 ％的人口（参看表2 ）
要集中在发长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对于这部分劳动人口，全球化可能是被认为是消极的过

（二） 工人 

我们所说的劳质生产劳动是指其结果是使用原料经过工业转化而来的。正是由此，工人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总共

1990
农业 67,1 61,3 56,1 52,0 48,9 1 222

  
工业 14,9 17,2 19,2 20,3 20,0 500

  
服务业 18,0 21,5 24,7 27,7 31,1 777

  
总共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2 499



层。考虑到非劳动人口不是很众多，我们可以断定，世界工人阶级的占总劳动人口的20 ％。

  
国际劳工组织统计（见表1 ）显示的劳动者数字的增长主要在1950年至1980年（ +5百分比）

至1990年开始停滞。因为我们知道这一类人口在工业发达国家正在减少，这些可视为两种运动

不发达国家，增加；2 ）在工业发达国家减少;这种转化运动将会发生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

表2；中国劳动人口演化（1981-2004）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5） 

（三）服务业 

表3显示世界和中国三部门比重的变化 

表3；世界（1990-1950）和中国（2004-1981）行业的相关变化 

  

显然从这些数字显示这些变化主要是在服务业，而不是传统的工人阶级。如果我们考虑

这些演化，虽然在不同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很相似。第三行业劳动力的增长是一个比较

洲发达国家，1975年左右，服务人口超过了总劳动人口的50 ％。目前，这些国家的服务业

。它是一个假全球化还是一个新的发展时代。我个人认为（与许多人一样） ，我们属于一

们1987年在法国出版了一本书（服务社会的风险），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了这一状况。 

根据我们所知的当代趋势，以下是我们给出的结论： 

1、劳动力主要是农业劳动力。正如我们已经看到，世界人口的一半正在喂养另一半。在

一个较小的部分或劳动人口将会有这样的要求。但是有补偿性农业工程（工业用途） ，可降低

少。此外，还有新的社会责任给农民（自然属性）。 

2、工人阶级人口在增长，但其增长速度低于服务业人口。工人阶级，是马克思和恩格斯

在平稳演化。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基于其意识和力量上的物质生产也促进其他类工薪阶层的

口。 

3、服务业形成一种人口异质性。他们由两个大类组成： 1 ）那些工作主要面向全球化（全球市

金，竞争，运输，商业流通，及相关技术）的人 ； 2 ）那些工作主要是通过刺激人口年龄

化（世界公民） ，她的健康水平，她根据社会演变的需求水平（健康服务需求，培训，个

究）。 

考虑到这些变化，提出两个问题： 1 、如何为工薪阶层改变政治局势？如何从全国的角度

2、从国际的角度看，国际无产阶级是如何演变？ 

  
二、从内（国家）和外部（国际）的角度看阶级斗争 

  
我们相信，在过去的20年，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增强了他的社会基础和能力，即使其

消失。在苏联社会主义未能形成官僚主义之后，资产阶级今天作为争取自由的先锋队。他作

表。从内部（国家）和外部（国际）的观点看，相比之下，工薪阶层分化和利益冲突，有时

明知困难，似乎任何革命的目的都是一个中等和长期的目标。我们由识别其内部和外部方面

  1981 1985 1990 1995 2000 2004
第一   68,1   62,4   60,1   52.0   50,0   46,9
第二   18,3   20,8   21,4   23,0   22,5   22,5
第三   13,6   16,8   18,5   24,8   27,5   30,6

总共(%)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总共

(u=10000) 
  

44 165 
  

50 112 
  

65 323 
  

68 855 
  

73 992 
  

76 823

  世界变化1990-1950 
(% points) 

中国变化 2004-1981 
(% points) 

第一 -18 -21 
第二 +5 +4 
第三 +13 +17 



势，，即使当今他们都是紧紧相连。 

（一）内部阶级斗争 

在短期内，工人阶级和其他工薪阶层的连贯性和衔接性因素没有分歧和冲突的因素重要。

1、综合因素 

● 服务的发展有赖于建立一个高层次的科技产业。用“后工业”来形容目前的社会是不合

● 服务工人跟产业工人一样受到剥削。它们产生剩余价值。目前他们之中有些是高薪的

的现象。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贪婪。  

● 女工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女权运动增强了传统工会的力量。 

2、分化和虚弱的因素 

● 工人阶级不仅是数值下降，她在社会上越来越不被看重。  

● 像法国，工人阶级已失去了她的传统盟友：农民，他们也减少和松动，其先前的立场

● 新的工薪阶层对生活的概念不同于传统工人 。  

● 女权运动通常认为工人阶级只是一个男权的运动和工会不理解自己的需求.  
● 在新的工薪阶层中，其中一部分是高薪，而另一部分是低薪。贫富差距到处都是。这

技术上的先锋队。他们的通常看法与工人阶级相反，即全球化是一个很好的正常进程。任何重返民族

为都被视为一种倒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