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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大华衣厂案件始末大华衣厂案件始末

$%%& 年到 $%%% 年美国纽约发生一起使

美国华人制衣界震动的案件——— 大华衣厂案

件。$%%& 年 ’ 月纽约华埠华人制衣企业大华

衣厂 ()*+ ,-.+/ 0 1 位熨衣工人因为要求过时

钟工资与合理工资，被华人老板梁建文解雇，

1 位工人于是向美全国劳工关系局 (2+/345+6
7+84- 9.6+/345 :4+-; 0投诉。稍后，又有 1 位曾

在大华衣厂工作的工人加入要求赔偿，也被

与大华衣厂及与大华衣厂有联系的金辉衣厂

解雇，当其中一位工人前往大华衣厂的继承

者 <=, 衣厂见工时，该厂拒绝雇佣，这 1 位

工人也于同年 > 月向全国劳工关系局投诉。

该局派出检察官调查，证明工人投诉属实，于

是代表工人在该局的法庭提出起诉，$%%% 年

# 月 "" 日开庭。由于被告的三间衣厂老板都

没有出庭，法官判决工人胜诉，并要求 <=,
衣厂必须重新雇佣被大华衣厂解雇的 ? 位工

人，金辉衣厂则雇佣另外 ’ 位工人，三间衣厂

老板还必须赔偿被解雇工人的经济损失!。

同年 $@ 月，在纽约州刑事法庭继续审理，梁

建文又被指控强迫工人每周长时间劳动，每

周只向工人发 $?@ 元支票，其它薪金用现金

支付，且现金部分被克扣 ?A 。梁的解释是因

为工人急需现金，并愿意拿出薪金的 ?A 的

报酬来请人去为他们将支票换为现金，梁本

人并没有从工人的薪金中拿走一分钱。而这

种支付现金的情况在华埠其他衣厂普遍存

在，如果他本人不采取这种做法，他就有可能

请不到工人。而为工人到中城换钱的吴姓华

人也在法庭上证明梁所说属实，吴说他找换

店换钱拿了工人薪金的 $A ，他本人从工人

薪金中取了 1A ，然后将现金拿给梁分发给

工人。令人注意的是在梁被这几位工人控告

的同时，有近百名原来曾在梁的衣厂工作的

工人前往法庭，在精神上支持梁，工人纷纷表

示梁是一位好老板，按时发工资"。$@ 月 "&
日再次开庭，虽然现场有十几位工人旁听，支

持梁建发，但最后判决梁有罪#。$" 月 " 日，

法庭最终判决梁入狱 $% 天，罚款 $ 万元，引

起了华人制衣界的极大恐慌。因为华人衣厂

普遍存在用现金发薪的现象，一些衣厂怕受

制裁而纷纷关门歇业，而这又相应苦了工人，

不少工人面临失业的危险。

大华衣厂案件值得深思：$、从衣厂东主

梁建发角度来说，他是应工人的要求才用现

从大华衣厂案件

看美国华人制衣业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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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薪，为了拿到现金又必须请人去以支票

换现金，这必须付一些劳务费，所以从工人的

现金薪水中扣去 $% ，梁本人并没有从中渔

利。况且这种现金付薪的情况在华人衣厂中

颇为常见，如果他不这样做，就有可能找不到

工人，可以说他是不得不这样做；"、从工人的

角度来说，现金使用起来更方便，大部分工人

乐于接受现金付薪，为此他们愿意出一小部

分钱用来请人为他们换现金。一位熟悉美国

华埠制衣业的社区人士表示：事实上工会衣

厂 &美国制衣厂分为工会与非工会两种 ’希望

老板多发工会支票，而老板确实无法接到更

多工会定单，无法发给工人更多的工会支票，

有些工会衣厂的工人被迫收取现金，而在非

工会衣厂，工人的确是要求老板部分或全部

用现金发薪的!。工人们在意的是是否及时

发薪，梁建发按时发薪，比起一些拖欠工人工

资的无良老板来说，梁可称为一位好东主，因

此起来控告梁的是极少数工人，这点可以从

工人到现场支持梁建发得到证明；(，大华衣

厂之所以成为被告，也是有其经营不当之处，

有违法现象存在。整个事情的起因在于工人

要求大华衣厂付超时工资与合理工资，这说

明衣厂存在超时工作和工资过低的情况，而

这也是今天美国华人衣厂不可否认又普遍存

在的问题，美国主流社会舆论常因此称华人

制衣厂为“血汗衣场”，有以偏概全之嫌，极大

地抹黑了华人制衣业，不利于其今后的发

展。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见，现今美国华人制

衣业是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

二二、、美国华人制衣业艰难现美国华人制衣业艰难现

状的原因分析状的原因分析

近年来，美国华人制衣业发展不景气，加

上一些华人衣厂东主不惜违反美国劳工法令

来牟利，使得华人衣厂蒙上 “血汗衣厂”的恶

名，)*** 年夏天美国联邦劳工部对纽约市的

*+ 多间衣厂进行调查，发现有 ,$% 的衣厂违

反劳工法，许多华裔制衣商被逮捕"。这些衣

厂东主主要的违法现象包括：每小时向工人

付低薪甚至拒绝或逃避付薪、实行计件工资、

拒付或少付超时工资、非法使用家庭衣工，让

工人回家赶工、非法雇佣童工、计时不准确，

有的雇主故意少算工时、涂改支付记录以应

付检查、没有固定的付工酬时间等#。

为什么美国华人制衣业违法现象如此严

重- 华人制衣工厂真的是所谓的 “血汗衣厂”

吗- 就我个人认为，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美国华人制衣业正处于一个相当尴尬的境

地，但华人衣厂也并非舆论所谓的 “血汗衣

厂”。

&一 ’ 来自政府的影响 美国主流社

会的排华倾向也体现在它对华人制衣业的政

策上，它始终没有把华人制衣业当作民族经

济的组成部分之一进行扶植。要了解美国华

人制衣业的发展，有必要明了美国服装业运

转的各个层次。处于最高地位的是制造商 &或
称为发衣商 ’，他们决定生产品种和数量，监

督设计和纸样裁剪，然后供应织物，提供转运

和裁剪设备。实际的生产交给承包商，即制衣

厂东主，由厂主雇佣工人来缝制衣服，厂主负

责对工人的雇佣、解雇和管理。工人生产出衣

服后，制造商就把衣服推销给零售商。如果衣

服销售不畅，制造商就会停止订货，由承包商

承担损失；如果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也由承包

商负责。近年来美国实行北美自由贸易政策，

为了获得更多利润，政府把大量制衣定单转

向国外劳动力更廉价的地区，国内衣源紧缺，

发衣商乘机压低价钱，而制衣商为了能取得

定单往往不得不接受发衣商的苛刻条件。法

国《欧洲时报》则说：)*** 年美国华人车衣业

由于成衣商将大批衣源转移到劳工价格低廉

的国外生产，再加上劳工部门对华人车衣厂

执法严厉，动辄抓人罚款，因此，本来已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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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夕阳工业”的车衣业更加雪上加霜，单

$%%% 年内就有上百家衣厂关闭!。

&二 ’ 从工人的角度来考虑 华人车

衣业工人绝大多数为妇女，美国华人制衣业

开始起步正是由于移民法的修改导致大量妇

女移民涌入美国，从事制衣业似乎就是妇女

当然的职业，而相当多的妇女从事此行业并

没有太多的不满。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被

认为由妇女干的工作总是那些工资较低、地

位较低、技术水平较低的工种。而美国劳务

市场上严格的男女分工也是重要原因，早在

华人打进美国制衣业之前，就一直是由来自

欧洲的廉价女移民劳动力支撑着美国制衣

业，随着来自欧洲的移民逐渐被接纳进美国

社会的主流，这个行业就由较新的因名额有

限群体特别是中国人和西班牙裔接手。

制衣工作并不需要经验，工作的技术要

求不高，华人妇女即使在国内没有从事过此

行业，也可以边干边学。制衣工作不需要固

定的上下班时间，在华人制衣厂中尤其如此，

许多华人制衣商还为工人提供弹性和可选择

的工作地点，作为对低工资的一种补偿，这对

于还要照顾家人生活、对家务工作有全盘责

任的华人妇女来说是很合适的，她们可以在

上班时间请假去接送孩子，甚至可以在上班

时把较大的孩子带在身边照顾。我个人认为

美国舆论报道华人衣厂低薪的提法，很大程

度上是主流社会一厢情愿的事，欧洲裔制衣

商之所以退出制衣业正是因为赢利过少，为

他们所不能接受，而近几年发衣商与政府将

大量定单发往国外，也正是为利益所趋，华人

在其他行业难以有抗争机会，所以他们挤在

这个大经济边缘的小小领域里挣扎，处境艰

难，却抱有希望，希望有一天能拥有自己的事

业，而许多妇女也将此作为实现日后美国梦

的一个踏脚板，为此她们愿意牺牲自己，用血

和汗去工作。而这种对低工资的接受往往引

起其他族裔工人的不满，这情形犹如美国当

初掀起排华浪潮一样，由于中国移民接受低

下的工资、吃苦耐劳，因而对他们造成威胁，

他们恐慌之至奋力鼓吹把华人赶出美国，禁

止华人移民入内。所以，我认为，“血汗衣厂”

的提法是美国阴影不散的排华政策的一个借

口。

&三 ’ 工会商会等组织开展的工作

往往不能收效，甚至适得其反。为改善华

人制衣工人的工作与生活状况，为工人争取

更多的合法权益，美国华人制衣业界以及社

会工作者很早就纷纷组建各种团体。近年来

为工人利益奔走的机构主要有成衣纺织联合

工会第 "(—") 分会、制衣业总商会等，但它

们在工作方式与技巧上有相当大的欠缺，并

不能很好地维护工人利益，有时往往适得其

反。

成衣纺织联合工会 "(—") 分会致力于

使华人衣厂工会化，希望全部华人制衣工人

成为工会的一员，由此团结起来进行统一斗

争。在工会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华埠制衣厂百

分之八九十的工厂加入工会，成为工会衣厂，

有一小部分工厂并没有加入，这使得美国华

人制衣厂有工会与非工会之分，工会只为工

会衣厂争取权益、争取衣源，非工会衣厂就不

在它的职责之内，这种区别对待本身就不太

合理，工会的工作往往得不到非工会衣厂工

人的支持，而对工会衣厂来说，工会的工作常

有不太恰当之处，只注重在某些具体事情上

为工人讲话，而在涉及劳动契约合同之类的

重大问题上却很少出面维护工人利益，其工

作常常得不到工人的配合，所以工会的工作

实际收益很小，以至于工人劳动条件改善甚

微"。工会在 *+ 年代就大力开展反对所谓

“血汗工厂”的斗争，可它“却不明白许多华人

妇女都挑着家庭经济的重担，大部分人宁肯

默默忍受这一切，也不愿公开抗议导致失

业。”$%%# 年 ( 月工会发起所谓的“星期日不

上班”运动，结果不少工会衣厂与非工会衣厂

海 外 侨 情海 外 侨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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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开工，某些衣厂则紧闭大门拒绝工会的

检查。工会开展此项工作的原意在于想改变

华人衣厂 “血汗衣厂”的形象，以争取更多的

衣源，可工会工作人员不明白只要能挣到工

资，一些华人妇女是愿意在周日上班的。纽

约女服车衣业商会对“星期日不上班”运动的

提倡就颇不以为然，该会认为车衣业是季节

性行业，有淡季与旺季之分，一年中有 $ % &
时间为淡季，工会衣厂一周工作不足 ’ 日已

是很普遍的现象，为弥补工资的损失，工人很

乐意与雇主合作，在旺季加班。在过去 () 年

中，工会厂商接到的工会衣源日渐减少，淡季

更少，一旦有定单，工会厂商与非工会厂商及

外国衣厂竞争，所以在旺季时为了完成承包

任务，为以后的衣源着想，常必须在周日加

班。如果不加班，完成不了任务，没有衣源，

不仅衣厂受损，工人也将面临无工可做的危

险，所以工会应该采取较为弹性的做法，在旺

季时允许周日上班，一味提倡 “星期日不上

班”并不是明智的做法$。(##* 年 (( 月，工会

与大都会制衣商会和华人车衣商会又发生矛

盾，加入工会的会员衣厂必须及时地缴纳保

证金和福利金，由于负担较重，不少衣厂纷纷

采取各种方式逃避，工会因而公开指责华人

制衣业主不断通过换名转厂的方式逃避工人

的薪金及福利金，甚至冻结厂商的银行存款

及住屋，以此要求华人衣厂东主缴纳保证金

和福利金，而华人衣厂业主则认为工会没有

想办法为华裔衣厂提供足够工会衣源，却冻

结厂商的银行存款及住屋，这将迫使华埠更

多衣厂关闭，工会一味要求缴纳保证金和福

利金，对他们来说是过高的要求，工会完全不

顾及会员的就业机会与福利，双方因而争执

不下 。

在以上几重因素的影响下，华人制衣业

已处于一个非常艰难的境地，而华人衣厂东

主则是举步维艰、处境尴尬，合法经营几乎是

无利可图，为了在这美国华人传统的行业中

谋求一个小小立足点，他们常不得不做出为

美国法律所不允许 +而在某种程度上又为华

人工人所接受 ,的行径，为了生存他们必须把

生产成本削减到最低限度，无力保障工人的

福利与健康，于是华人衣厂中付低薪、超时工

作、非法雇佣童工、现金付薪等现象成了积重

难返的问题，如果美国政府不改变对华人制

衣业的不扶植态度，这些问题很难在短期内

解决，华人制衣业 “夕阳工业”的命运是难以

拯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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