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 文 摘 要 

   本文研究之目的，旨在釐清與世界貿易組織核心勞動基

準論爭有關之四大課題 ：第一、論爭之環境背景 ：世界貿

易組織以外 ，其他相關國際組織對世界貿易組織與勞動基

準連結所持的主張和推動理念 。第二、論爭之內容 ：世界

貿易組織核心勞動基準論爭當事人的立場 、主張與論點 。

第三、論爭之演進過程 ：世界貿易組織成立前 「國際貿易

與勞動基準 」連結的歷史淵源與論爭的形成 。第四、論爭

之學理分析 ：從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與法學觀點 ，分

析論點並研究世界貿易組織與核心勞動基準連結的主要關

鍵。 

 

   「國際貿易與勞動基準 」連結的歷史已有百年。本文從

十九世紀初歐洲人道主義者歐文 (英國人)、略格朗(法國人)

的推動言論起至 1996年世貿組織新加坡部長宣言前 ，進行

「連結」歷史的研究，再從 1996年世貿組織新加坡部長會

議到西雅圖部長會議探討 「核心勞動基準」論爭的課題 ，

最後對整個論爭背景的未來發展提出推論 。另外，在相關

國際組織的論爭背景上 ，也從國際自由工聯 、國際勞工組

織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會議文獻及報告書 ，研究當事

國家與國際組織不同的論爭立場 、組織特性、建議「連結」

之途徑。 

 

論爭當事的兩造有 ：（官方）歐美先進工業國家與東協

為首的開發中國家 ；（勞資雙方 ）國際雇主組織與國際工會

組織；（政治經濟菁英 ）第三世界政治經濟菁英與崇尚社會

責任的多國籍企業 ；（經濟學派 ）新古典經濟學派與新凱因

斯/新機構經濟學派；(民間)反對新殖民主義的主義者與崇

尚勞動人權的公益團體 。 

 

   論爭的核心有三大方面 ：第一、對未遵守「核心勞動基

準」之國採取強制性 「貿易制裁」措施是否會嚴重減損該

國國際貿易上的比較競爭優勢 。；第二、世界貿易組織與

國際勞工組織協同治理 「核心勞動基準 」是否將嚴重 「邊

緣化」國際勞工組織既有的組織功能與精神 。第三、規範

「核心勞動基準 」為「國家內政與主權 」課題或「全球勞

動人權」課題。 



   論爭的內容與主張方面 ：第一、論爭的內容方面 ：「認

為在國際貿易違反核心勞動基準是社會傾銷的行為 」與「廉

價的勞動成本是開發中國家的唯一競爭優勢 ，此非社會傾

銷行為，而是開發中國家合理的比較競爭優勢 」。第二、論

爭的主張方面 ：1.贊成世界貿易組織與核心勞動基準連結

主張：「核心勞動基準是國際勞工組織中最核心 、最基本的

勞動基準 。此勞工的基本權益和各國的發展水準無關 ，是

應給予無條件的承認與遵守 ，違反核心勞動基準是一種侵

犯勞工基本勞動人權的表現 ，應該在世界貿 易組織的規範

下制止漠視勞動人權的行為 。」；2.反對世界貿易組織與核

心勞動基準連結主張：「強制在世界貿易組織規範核心勞動

基準的背後是一種貿易保護主義者的藉口 ，是一種漠視各

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程度 、侵犯國家主權的作法 ，而且國際

勞工組織的國際勞動基準有些根據過去西方先進國家的經

濟、文化及社會狀況所制定 ，無法滿足現在開發中國家目

前的經濟及科技狀況 ，不能符合現代全球化競爭的需求 ，

所以在世界貿易組織強制規範是無法達到國際勞工組織本

有的三方主義(勞、資、政三方共議)、自願性、公約適用

彈性化原則與符合現代化精神 ，皆是開發中國家 在適用上

面臨極大困難之處 。」 

 

    1946至 1948年所擬定的國際貿易組織哈瓦那憲章「公

正勞動基準 」條約，是近代推動核心勞動基準進入世界貿

易組織規範的源頭 。但因國際貿易組織未能如願成立 ，而

集中被連結的角色改由領導全球國際貿易規範長達半世紀

久的關貿總協定 GATT來代替。1980年代以前，美國及國際

自由工聯以 「公正勞動基準 」的內容，推動「公平國際勞

動條件」與「社會條款」進入國際貿易體系的規範 ，但由

於關貿總協定 GATT中諸多開發中國家積極反對 ，使美國從

1953年艾森豪總統時期到 1978年卡特總統 GATT東京回合

談判時期屢次提案受挫 。1993年至 1996年期間，國際組織

(國際自由工聯、國際勞工組織 ILO、經濟合作暨發展協會 、

ILO與聯合國社會發展領袖會、七大工業先進國雇用領袖會

議)與歐美先進國家是推動世界貿易組織與核心勞動基準

連結議題諸多「推手」。當時有兩次積極對立的場面 ，一者

為 1994年國際勞工組織 ILO第 81屆年會上 ，「東協五國

ASEAN與美、法兩先進工業國形成意見對立 」，另一者為 1994

年關貿總協定馬拉喀什部長級會議上 ，「希望將社會條款放



入未來將成立的世界貿易組織規範意見的美 、法、奧地利、

比利時、葡萄牙與西班牙六國 ，遭遇巴西、巴基斯坦、秘

魯與阿根廷等三國的反對意見對立 」，但此次提議卻能在主

席聲明文備忘錄記載：「在新成立的世界貿易組織中建立貿

易制度與國際勞動基準關聯性 」。 

 

   世界貿易組織成立後的論爭提議與遭遇反對有二 ，其

一、1996年底的新加坡部長會議：「美、歐盟為首的先進工

業國堅持將勞動基準問題做為未來世界貿易組織的工作日

程之一。遭遇東協之馬來西亞及印度 、巴基斯坦、埃及等

開發中國家 ，堅決反對世界貿易組織體制與核心勞動基準

相連結」，但在會後則發表一篇 「新加坡部長宣言 」第四段

文，則是首次全球官方最正式相關 於勞動議題的世界貿易

組織部長宣言 ；其二、1999年底的西雅圖部長會議 ，場內

場外大亂 ，場外：許多非政府組織 、民間團體及激進人士

進行西雅圖街頭示威 、遊行與暴動 。場內：美國、加拿大

與歐盟提議的設立 「勞動基準工作小組 」、「世界貿易組織

貿易、發展、社會及環境因應全球化工作小組 」、「貿易與

勞工常設工作論壇 」，遭到許多開發中國家與澳洲的反對駁

回。 

 

   經濟文獻(OECD)、不同的經濟學派、不同的經濟社會發

展、東西方不同的文化 、國家主權立場 、人權道德立場與

兩大的國際機構 (國際勞工組織與世界貿易組織 )等七個角

度，對兩造論點進行學理分析而得知 ：一、對核心勞動基

準相關的經濟實證方面的佐證仍須努力 ；二、國際勞工組

織的三大組織制度「三方主義(勞、資、政三方共議制度 )、

自願性原則及公約適用彈性化原則 」與世界貿易組織 「官

方共識決 、法規拘束力及強制貿易制裁 」的形成制度有協

同治理的困難 ，能否使國際勞工組織的組織制度不被 「邊

緣化」及兼顧世界貿易組織協同治理核心勞動基準執行與

監督能力 ，是決定未來兩大組織在勞動議題 「連結」與否

的主要關鍵 ；三、「連結」立法方面，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法

制基礎上可採取勞動基準附加協定模式 ---名為：「與貿易

有關勞動基準協 定」(Trade-related aspects of Labor 

rights，簡稱 TRILs)。因此，在經濟學的實證 、處理論爭

的模式、制度「連結」的合理途徑三大方面 ，是未來世貿

組織、國際勞工組織與核心勞動基準連結與否的突破關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