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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英国工党与工会关系嬗变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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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华，李华锋 

  英国工党是在工会运动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政党。
人结社法》，允许工会合法存在，工会组织和工人斗争随之蓬勃发展，
英国职工大会。1900年，职工大会与费边社、社会民主联盟、独立工党等
的在于争取增加议会中的工人议员。1903年，该委员会制定了会章，
为英国工党。迄今，英国工党与工会关系已经走过百余年的嬗变历程。
党政治的角度看，英国工党与工会的关系都是十分独特而罕见的：工
会为工党设立政治基金等。理性地分析工党与工会关系嬗变的特质，有助于准
迁，深化对英国近现代社会政党与群众团体之间关系的认识。 

  一、工人运动主导权：由工会转移到工党 

  在工党与工会的百年关系史中，伴随工党的执政与在野，以及工党、工
之间发生过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其关系发展跌宕起伏，呈现出阶段性、
政府的成立和1983年金诺克重建工党的启航为标志，则可以划分为三
委员会的成立到1945年工党上台执政为第一个阶段；从1945年工党上台
为第二个阶段；从1983年大选失败后重建进程启动迄今为第三个阶段。
大的转向，工人运动的主导权最终由工会手中转移到工党手中。 

  在第一阶段，面对新世纪、新形势，工会认识到，单靠纯粹的工
有真正的劳工代表，并发出“直接、高效和有影响的声音”[1]（P16
社会主义组织建立选举联盟[2]。作为劳工运动的领导者，工会占有绝对
得工党在其出现早期不具有政党的典型特征，如公布党章、拥有个人党
时，工党也没有独立性，其发展在极大程度上受到工会的影响。如果工
持的态度，工党的发展就比较顺利，否则工党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8年6月，在工会的同意和支持下，英国
纲和党章，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党[3]（P197-200）。其中，由
1917年写就的党章第4条款则被视作是工党的基石、象征和灵魂。该条
人享受他们劳动的全部成果，要在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公有制以及在能
进行控制的最佳体制的基础上对劳动成果进行最公平的分配。随后，工党
1931年两度组成工党的一党内阁。即使如此，工会控制工党的基本局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工党加入保守党领导的战时联合内阁，这
高了工党治理国家的能力[4]（P46-49），使工党在战后首次大选中以多
为首的英国工党一党内阁。1945年秋，工党在例行代表大会上通过了《
史上第一次宣布，英国工党的最终目的是在英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在这一阶段，由于工党已作为主要政党登上英国政坛而与保守党平分秋色以及工党政治精英的中
化，工党与工会关系开始呈现出新的态势。虽然由于工业化的进一步
会的力量和影响继续增大，但在工党与工会的相互影响上，明显向均衡的方向
政党，为了维护全体选民的利益，能够促使工会做出一定的妥协和让
另一方面，工党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又必须为工会服务，在国家治理、政策
则一味地靠损害工会界的利益实现经济与社会目标，最终只能适得其反。威
工会行为的《代替冲突》白皮书的失败，以及卡拉汉政府不考虑工会
英国经济停滞，导致工会掀起大规模罢工浪潮，直至工党政府垮台的事
这一阶段，工党与工会关系矛盾最为突出，工会的影响力极大地牵制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工党在大选中的连续失利，尤其是1983
最为危险的境地。在金诺克的领导下，工党开启了以推动政党现代化、
中，削弱工会的党内权力和工会对工党的负面影响是重要的内容，二者
动。同时，由于撒切尔政府的极力打压和英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根本性
过三任领导人的不懈努力，工党终于在90年代中后期上台执政并获得
地位、影响和作用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二者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
工党与工会关系发展演变的主导者。其主要表现是工党主要从全民党的角度，特
定政策，很少给予工会专门的关照[1]（P143-159）。 

  二、关系态势：工党在野时二者相对和谐，工党执政时二者矛盾相

  在工党与工会关系的嬗变中，工党逐步实现了由选举联盟向政党、由第三党向
赢得上台执政的机会。如果从工党执政和在野的角度看，工党与工会



并且随着执政时间的推移矛盾愈加严重，甚至导致工党下台的局面。不
呈现出矛盾相对缓和、总体相对融洽和稳定的状态。之所以形成这样
同、追求目标不同有关，也和保守党的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工党角度看，作为英国的主要政党甚至是两大政党之一，从上世
上台执政和连续执政作为根本目标。在政治钟摆的摆动法则支配下，
后工党在政治舞台上的基本状态。处于在野地位时，工党的核心目标
处于执政地位时，工党政府是国家利益的代表者，这就对其整合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正常运转，工党不仅要关注和维护所代表阶级、阶层
其他方面乃至整个国家的利益诉求。在实践中，工党对这种利益的平衡是很

  必须看到，工党的执政环境也并非一成不变。当环境恶化时，工党不
且还常常会要求工会作出让步，配合政府的政策。一般情况下，工会
步。但是，工会作为劳工利益的代表，其让步是有限的，否则工会就
多，工会认为政府政策超过其所能忍耐的限度，就会采用激进的方式加以反
70年代中期，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英国遭受严重的经济与金融危机，威
“社会契约”对工会的经济承诺，反而不断要求工会配合政府，帮助政府渡
化，最终走上公开对抗的境地。 

  在两党制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工党与工会关系因工党执政或在野所
保守党工会政策的影响。长期以来，作为右翼政党，保守党在政治上注重
策，对工会进行打压和限制。这既为工党争取工会的支持提供了良好的外在
创造了条件，促进了二者的接近并保持相对和谐的状态。如在80年代，
弱了工会的党内权力，但仍较好地维系了二者的关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撒切
个方面对工会进行极端的削弱和打压[7]（P29-110）。当然，在战后
“共识政治”，保守党的工会政策向原工党政府的工会政策靠拢，把工
动采取措施“安抚和结交他们”[8]（P72），使得当时工党与工会的距

  三、关系走势：由工人运动两翼到社会伙伴关系 

  伴随工党的执政或在野，工党与工会关系的嬗变看似存在周期性
复，而是呈现出螺旋式周期性发展的态势，即从战后工党成为两大政党之一
执政时矛盾增多、在野时关系缓和这一现象的同时，也逐渐地呈现出由
益疏远的走势。 

  1.二者的联系力度逐渐弱化。20世纪上半叶，工党与职工大会通
沟通。工党每一次的大选纲领都是与职工大会协商的结果[3]（P65-79
过冲突，但互相支持、并肩奋斗仍是主流。工党和工会在某种程度上
杈”。工会是工党的阶级基础，也是工党经费的主要支柱；而工党亦成
义上“只不过是工会在议会中的工具，它的实际活动被局限在解决工
纪下半叶，工党与职工大会的专门沟通渠道长期处于缺失状态，即使
犹如昙花一现。到布莱尔时期，甚至工党的大选纲领也不再争取职工大

  2.工党服务工会的意识渐趋淡化。工党最初的追求目标就是维护
工会在议会中的政治代表，但随着工党成长为主流政党，工党逐渐由
求的实用主义倾向渐趋浓厚，其政策主张中示好工会的成分渐趋减少。到布
策，给工会提供的不是特权，只是平等的机会，也不像以前工党政府那
不利的立法，而是强调现有工会法律框架的不变[10]（P158-159）。

  3.工党对待工会的态度和方式渐趋强硬化。起初，争取和劝说工
立法手段是工党所不敢想像和极力反对的。20世纪末，迫使工会接受自己的主
与劝说工会一道成为工党对待工会的主要方式。 

  工党与工会的日益疏远，在战后初期主要是工会主动使然。随着
成为两大政党的共识，保守党上台后也不制定反工会的立法，工会的遭遇
会对工党的需求有所降低，加之工党内部高层陷入长期的激烈争论和
工党的政策。从60年代起，工党与工会关系趋于伙伴化的主要施动者
中，规范工会的内容不断增多，并遭到工会的反对，从而恶化了二者的
内权力过大而影响到工党的革新和上台执政，工会在社会生活中权力
从而开始有意识地削弱工会在党内的权力，认可保守党对工会进行的法律限制。

  四、工会的作用：由工党发展的推动力量到制约力量 

  英国工党与工会关系嬗变的百年，也是英国工党在政坛上沉浮的百年。百余年
国两大政党之一、多次上台执政、确立英国福利制度等成就，也经历

  在二战结束以前的工党发展史上，除了1931年因麦克唐纳事件使工党遭受
慢地发展、壮大。从最初参加议会选举只有2名候选人当选，到1906年有
从一战时首次入阁，到20年代首次组阁；从二战时参加内阁，到二战
是工党实力增强的生动写照。 

  二战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工党实际上处于衰落状态，在与保守党的政党
时间看，从1945年到新工党上台的1997年，在52年的时间里，保守党
未有过连续三次大选失利的经历，而工党先后出现过大选三连败和四
工党在大选中以绝对多数当选，执政根基非常牢固，但此后直到1983



现下滑状态，即使赢得大选，优势也不明显，甚至是组成少数党政府。
党执政史上最值得肯定和称赞的成绩，而威尔逊、卡拉汉的工党政府都
期困扰英国经济发展的问题，总是陷于疲于应付的状态，以至于给民
党”的形象。 

  在二战前后发展状况的截然不同，固然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工
二战以前，工会虽然对工党的发展并非总是持积极的态度，但是，不能否
力量。正是工会在财政、选举、政策等方面的支持，使得工党逐步发
壮大的制约力量。在工党变革上，工会总体上属于党内的左翼，是阻止工党
施上，工会常常是只顾及自我利益的集团，是工党政策不能有效实施的重要阻力
上，工党与工会的密切关系与工会动辄罢工的行为结合在一起，严重影
149）。工会在工党发展中作用的转向，关键在于二战前后工党地位的不同，使得工

  布莱尔曾多次界定工党与工会的关系。他声称，工党是工会党的看法完全
殊的紧密关系对双方都不利，工会应在一个健康的、民主的社会中找准
言人而不是作为一个党的代言人而出现[10]（P163）。工党要管理整
支配它[9]（P3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