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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急剧增长, 欧美等国推行以劳工标准为核心内容的 SA8000认证体系对我国出口企

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尽管 SA8000容易被发达国家所利用从而对我国构成新的贸易壁垒,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

到它的实质是促进全世界劳动者权益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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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SA8000标准认证体系诞生的背景分析

记得在五年前我国加入WTO 的时候 , 国人大呼 狼来

了! ,五年过去了, 狼 不仅没来,相反中国这只 羊 加快了

融入世界的步伐,国际贸易环境大大改变使我们从国际分工

中获取到了更多的利益: 十五 期间, 我国对外贸易年均增

长24. 6% , 是改革开放以来外贸发展最快纪录, 远高于同期

世界贸易和我国经济的增长水平。2004 年进出口总额突破

万亿美元大关,进出口、出口总额均排世界第三位。2005 年

进出口继续保持 20%以上的增长速度, 总值达 14221 亿美

元。这在世界经济相对低迷、国际贸易增长缓慢的情况下不

能不说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在加入

WTO使我国的竞争力得到了进一步释放。

但也正是这样骄人的外贸成绩给我国招致了许多麻烦,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我国对外贸易磨擦正在成为国际社会的

焦点。中国目前是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案件最多的国家,

也是许多发达国家修改普惠制被迫提前 毕业 的发展中国

家。继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之后,我国遭受反倾销的原因又

多了一条: 道德壁垒。欧美等发达国家他们以 人道主义 

(发展中国家大量使用童工及强制性劳动, 工作环境恶劣是

非人道行为)、社会倾销 (劳工标准低劣形成的出口竞争优

势)、贫困化进口 (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

导致发达国家非熟练工人失业增加,与熟练工人收入差距拉

大并导致贫富分化加剧, 购买力分布变窄)、移民压力 (各

国劳工标准不同会加大劳动力国际移动的压力,发展中国家

知识分子涌入发达国家加重了他们的财政负担)等理由极力

坚持将劳工标准问题纳入到WTO 多边贸易谈判框架中, 相

继推广旨在提高劳工标准的 SA8000认证体系。欧美一些大

型企业如耐克、沃尔玛、麦当劳、雅芳、家乐福等已经加入

SA8000 的认证行列, 他们的采购部门已陆续要求其供应商

必须通过 SA8000 论证, 否则将重新考虑合作关系。珠江三

角洲一带的若干出口企业已因未能通过认证而被采购商撤

销订单。

除了上述经济及政策原因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欧美许多国家的消费者通过手中 购买的权力 要求企业提

供符合 SA8000标准的产品。有调查表明, 这些国家的消费

者在享受了足够的从发展中国家出口的 物美价廉 的商品

之后,消费倾向开始改变 ! ! ! 即使多花点钱也愿意购买通过

SA8000认证的产品而不愿购买沾着劳工的血汗的廉价商

品。这样的消费人群在法国占 58% , 英国占 60% , 美国占

84% , 加拿大占 89%。消费者的手中 购买的权力 迫使着企

业必须重视其劳工权益的保护。

鉴于以上原因,我国出口企业在继 ISO9000 质量标准认

证和 ISO14000环境保护标准认证之后, 又要面临一项新的

以保护劳动者权益为核心的 SA8000 标准认证体系。SA8000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认证体系? 是又一匹凶横的 狼 向我

们扑过来,阻挡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吗? 我们是不是

应该把它当贸易壁垒去指责和防范呢?

二、将SA8000视为新贸易壁垒的理由

自从 SA8000诞生以来, 正如五年前一样 ,我国媒体和理

论界对其煲贬不一。某工商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欲向

我抡 SA8000 大棒, 劳工密集型产业厄运临头#文章, 视

SA8000为我国劳动密集型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克星。主流

的声音都认为虽然它为约束企业道德、保护劳工权益提供了

可能,但又容易被贸易保护主义所利用, 成为一种更为隐蔽

的,不同于传统的非关税壁垒 ! ! ! 道德性壁垒。其主要理由

如下:

1. 实施SA8000 标准违背自由贸易的比较优势原则, 将

削弱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 限制这些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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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出口。SA8000 的的重点制约行业是纺织业、服装业、玩

具业、鞋业、日用五金、家用器皿、食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

业,这些正是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产业, 前面

所列的外贸喜人的成绩大部分都是他们创造的。如果要求

他们通过 SA8000认证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这一优势: 一是

满足该标准的要求必将提高劳工工资、改善劳动环境、提高

劳动保护等,势必提高企业生产成本 ;二是接受 SA8000 标准

监督检查和认证本身需要一笔不菲的费用。这对仅有微薄

的价格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

如果在全世界不分发展阶段推行不具备资金和技术优势的

发展中国家是不公平的,是违背被发达国家奉为金科玉律的

比较优势 的自由贸易基本原则的。

2.提高发达国家市场准入门槛, 增加贸易摩擦和我国贸

易环境的不稳定性。SA8000 标准诞生以来就一直成为我国

对外贸易摩擦的新的集中点,以 社会倾销 为理由的反倾销

案件巨增,发达国家企业动辄以 SA8000 标准为借口,胁迫我

国企业让利让价甚至取消订单,其实是以 人道主义 为幌子

来保护其国内受到发展中国家竞争最为严重的 夕阳产业 。

3.劳工标准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劳动生产率,

存在国别差异是正常的。欧美国家无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

的不同阶段而试图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统一标准实质是借 人

权 干涉他国内政, 向发展中国家倾销其价值观念的霸权主

义的做法。

基于以上理由,国内许多学者、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都

认为 SA8000已经以 人道 的名义变成了新的贸易壁垒。

三、SA8000标准认证体系的实质并非是贸易壁

垒

尽管 SA8000 认证目前没有在全球推广,是否将它纳入

WTO规则体系之中一直还在争论, 还是一种非官方性、非强

制性、非唯一性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证体系。但我们从以

下视角分析 SA8000并非是仅仅是发达国家因为前面所述原

因对发展中国家挥舞贸易保护主义 大棒 ,它已经得到了许

多国家政府、工会、企业和消费者的关注和认可,完全有可能

成为与 ISO9000 与 ISO14000同等地位和影响的、在全球范围

内被普遍接受的, 可被第三方认证机构审核的新的国际标

准,问题只是时间的早晚。

首先, 从 SA8000诞生的背景、内容和宗旨来看, 是为了

保护全世界劳动者的权益。SA8000 ( 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是美国非政府组织社会责任国际 ( SAI)的咨询委员会

于1997 年 10月发布, 2001年 12 月修订的全球第一个可用于

第三方认证的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它旨在通过道德的采购

活动改善全球工人的工作条件, 最终使劳动者 体面劳动 。

其内容是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世界人权宣言及联合国儿

童权益公约制定的, 有九大条款, 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 1)用工标准:不应使用或支持使用童工; 不得使用或支持使

用强迫性劳动,或要求交押金寄存身份证; 不得有违人权公

约规定的歧视行为和性侵扰行为; 不得从事或支持体罚、精

神胁迫或言语侮辱等。( 2)工时与工资 :不得要求员工每周

工作超过 48 小时, 每周加班不得超过 12 小时; 每周至少有

一天休息;加班有额外津贴等。支付员工工资不低于行业最

低标准,并以员工方便的形式支付; 扣除工资不能是惩罚性

的等。( 3)健康与安全: 提供安全环境, 降低工作危险因素,

尽量防止意外或健康伤害的发生; 提供安全卫生的生活环

境,包括干净浴室、洁净安全的宿舍、卫生食品存储设备等。

( 4)管理系统:公司应按本标准制定社会责任与劳工条件的

政策并定期审核;委派专职资深管理代表具体负责,并与非

管理层自选一名代表沟通; 建立程序证明所选择的供应商与

分包商符合本标准的规定等。

从其内容可以看出它的条款并不是什么新的苛刻的规

定,相当多的内容都与国内劳动法异曲同工,甚至国内劳动

法的要求还要严格一些。国内企业正在这些方面与标准要

求实在相去甚远(其实连国内劳动法的要求也达不到)于是

便纷纷指责是专门针对他们而设的 贸易壁垒 , 实在有为自

己过低的劳工标准辩护的嫌疑。其实冷静的思考一下, 即使

它是贸易壁垒也是个善意的壁垒, 是通过壁垒的手段来促进

劳动者权益的实现。其精神本质是强调对人的尊重, 强调劳

动者自身的价值和尊严, 强调企业伦理道德责任,宗旨是 赋

予市场经济以人道主义 。

其次,从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来看, 企业发展必须

以人为本 ,首先就得对创造了价值的劳动者负责。 经济

人 的人性假设是西方经济学自其鼻祖亚当∃斯密以来的经

济学家进行经济研究的出发点, 认为所有社会的经济利益和

社会利益的实现都是由 经济人 的利己动机推动的。但是

后来的经济学家却过分强化 经济人 的利己性而忽略了斯

密曾说过 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 在追求自己的利

益往往使他比在真正出于配音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

利益 。也就是说, 斯密所说的经济人同时也是道德人, 正是

在道德的支持下完成了追求自身利益和促进社会利益的双

重目标。由此可见,企业做为社会的公民,也是 道德人 ,社

会赋予企业生存的权利,根据权责对等原则,追逐利润最大

化也不应该是企业的唯一目标, 企业有必要在履行经济和法

律责任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 包括对公共利益负责、对消

费者负责、对员工负责、对其他市场主体负责四个方面。过

去我们已经强调并认可了企业要注重环境保护(如要求通过

ISO14000 环境保护认证体系)、要给消费者提供满意的产品

和服务(如要求通过 ISO9000 质量认证体系) , 却往往忽略了

一条那就是对自己的员工负责。近年来开始强调 以人为

本 但操作中仅仅是 以人才为本 ,强调对 人力资源 即高

级劳动力的重视。SA8000只不过是强调企业应该对自己的

员工尤其是普通劳动者负责而已。如果企业把人等同于物,

仅当作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手段, 势必加剧劳资矛盾, 不仅

危害社会稳定, 也不利于企业提高 软实力 和可持续发展。

SA8000作为一个明确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 它将企业

的道德要求指标化,要求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追求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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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最大化的同时必须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而不是依赖于更

长的劳动时间、更大的劳动强度、更低廉的劳动工资、更糟糕

的劳动环境等一系列不道德的做法换得发展。应该说

SA8000 是中国企业提升形象与国际竞争力不可逃避的挑

战;是为人的全面发展, 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应尽的

责任。我们除了勇敢面对,根除陋习之外别无他法。因此可

以说SA8000 和 ISO9000和 ISO14000是一脉相承的, 都是企业

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最后,从经济增长的目的和劳动者权益实现的价值来

看。由于近年来我国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的重资本

轻劳动、重人才轻普通劳动力的倾向, 使得两极分化趋势不

断加剧,基尼系数不断提高, 众多劳动者尤其是 农民工 的

基本劳动权利和劳动保护水平低于经济增长的水平。这已

经严重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甚至局部地区出现了 民工

荒 。我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正在强资本的雇佣下渐渐丧

失。无论有多少看似有理的理由, 面对 中国增长的奇迹 ,

我们在把 SA8000 有意无意忽略甚至加以指责和防范的时

候,却忘了最根本的: 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 8%

甚或更高的 GDP增长率? 是为了完成每年 5000 亿美元的出

口任务? 是为了给国外投资者更高的回报? 是为了让劳动

者有一份不能体现自身劳动价值、不能保证个人健康和尊严

的工作?! 如果广大劳动者面对骄人的 GDP 数据, 巨额的贸

易增长,却分享不到任何好处甚至只能用极端的做法讨回自

己的血汗钱,这样的增长有什么意义?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劳动在人类社会具有至高无上的

地位,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源泉。而经济增长和社会

发展的归宿是劳动者 ! ! ! 人的目的性的实现。因此无论什

么情况下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忽略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

综上所述, SA8000 认证体系其内容与宗旨与我国现有

的劳动法、质量法、标准化法、环境保护法完全一致;其实施

与企业形象的提升和企业长远利益的实现是同一方向; 其要

义与我们党和政府提倡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不谋而合。我们在看到 SA8000 给我们

带来的痛苦的同时更应该将它作为推动我国社会和谐发展

的一支有力的杠杆。SA8000 这剂良药的确很苦, 任何事物

都是利弊共存, 关键是分清孰轻孰重,找到扬长避短的办法。

五年前 狼来了 的呼声未止, 新的 狼来了 呼声又起。面对

SA8000,我们的办法只能是 疏 而非 堵 , 历经阵痛之后良

药定会起到长远的疗效! 这样的 贸易壁垒 最终能够促进

社会的公平和进步,何罪之有? 我们能去指责和逃避吗? 如

果真的这样不幸,那企业的发展与经济的增长就会与党中央

提出的 以人为本 的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

标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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