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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劳动大众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工人运动风起云涌。这其中，尤以希腊的大罢工

最为声势浩大：2010年2月10日，希腊总工会举行大罢工，抗议政府增加燃油税、削减财政赤字、拒绝给公务员加薪。2月24日，希

腊公务员工会和私营企业工会联合举行24小时大规模罢工，罢工人数达到200万（希腊全国人口1100多万，工人约有500多万）。3

月11日，为了抗议政府紧缩财政的计划，希腊公务员和私营企业员工再度举行全国性大罢工，此次罢工人数达到250万。一时间，

机场停运、学校停课、公交停驶、银行歇业、医院关门，全国各地的行政办公室也被迫关闭，希腊社会几乎陷入瘫痪。  工人运

动的新特点  罢工的主体——参与罢工的主力军范围空前广泛，不但包括各阶层工商企业员工，甚至涵盖了所有公共部门。其

中，公共事业部门的人员一直是罢工的一大主力，这是希腊罢工的一大特色。由此可见，不论是一般的工人，还是政府机构的公务

员，尽管工作环境有所差别，福利待遇也有高低，但其阶级地位是相同的，阶级属性没有变。  罢工的内容——希腊的罢工体现

出一种“百家争鸣”的态势，罢工的理由名目繁多。政府养老金体系的改革一直是重中之重，是历次罢工运动的主线。今年的罢工

主要是抗议政府提出的提高汽油价格、减少养老金和冻结工资的削减财政赤字的财政紧缩计划，其目的是对政府的决策施加压力，

使之尽可能地朝着有利于广大人民的方向发展。这些内容都是与工人阶级的生存和发展紧密相关的，是他们最基本的权利和要求。

但是，即使连最基本的权利和要求，资产阶级也不愿轻易放手，不放弃对每一点剩余利润的榨取。  罢工的方式——尽管在罢工

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波折，如示威的群众向警察投掷石块、砸烂橱窗玻璃、和防暴警察发生冲突、警方发射催泪瓦斯等，但是罢工

依然是和平的，以非暴力的方式为主，采用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合法方式进行。  诱发大罢工的原因分析  直接原因——债务

危机惹的祸。近年来，面对结构性改革的急迫需要和对变革根深蒂固的抵制，希腊政府几乎毫无作为。加上金融海啸对全球经济的

影响，使希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本来就存在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目前正在遭受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下滑的影响。2009年底，国际三

大评级机构相继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希腊2009年的财政赤字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2.7%，为欧元区最高。为了换取欧盟的支

持，希腊政府不得不宣布采取严苛的措施，改革矛头直指中低收入者阶层，危及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因此招致民众的强烈反对。

希腊政府在试图让工人阶级和陷入困境的部分中产阶级为危机买单的同时，却极力保护富人。巨大的差异，使希腊民众产生了强烈

的不公平感。在罢工活动中处处可见示威者手持横幅，上面写着“向富人征税”、“反对富豪统治”等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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