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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全球化運動（Anti-Globalisation Movement） 

概念詞：尋底競賽、血汗工廠、自由貿易、公平貿易、企業責任 

 

‧ 反全球化並非反對/否定全球化本身，而是反對「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

諸如剝削勞工、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平等加劇、環境災難等，而這些也正是「反

全球化運動」涵蓋的議題。 

‧ 反全球化人士往往認為大財團是經濟全球化的大贏家，窮人受到嚴重剝削，勞工權益受

到侵害，造成嚴重貧富懸殊。 

‧ 由於反全球化人士主要不滿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財富不均，因此大多的反全球化運動都

是在國際性經濟會議召開期間發動 

‧ 經濟全球化雖然令發展中國家得到發展經濟的機會，已發展國家也在全球投資中獲利。 

 

 

反全球化例子 

年份 事作 簡述 衝突 

2005 韓農來香港示

威，抗議世界貿

易組織第六次部

長級會議。 

近千名南韓農民來港進行反全球化示威，抗議包

括美國等國家對國內出產的農產品提供補貼，並

以低價傾銷出口，導致南韓農民生計受損。 

與經濟全球化、貿

易自由有衝突。 

2011 美國紐約「佔領

華爾街」 

反對資本主義而發生的社會運動，抗議金融及地

產霸權。 

與經濟全球化、貿

易自由有衝突。 

2011 香港的「佔領中

環」 

反對資本主義而發生的社會運動，抗議金融及地

產霸權。 

與經濟全球化、貿

易自由有衝突。 

2014 台灣「太陽花運

動」 

台灣大學生佔領立法院抗議《海峽兩岸服務貿易

協議》，擔心大陸會利用經濟力量來改變台灣的

在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觀。 

與經濟全球化、貿

易自由有衝突。 

2016 英國發動「脫歐」

公投 

外來移民(歐洲難民)破壞英國社會和諧，並增加

恐襲風險。 

* 歐洲一體化(歐盟)是全球化一個重要里程碑 

與地球村、普世價

值觀(人權)、政治全

球化有衝突。 

2016 德國反難民潮 敍利亞內戰、北非政局動盪，大量難民逃往德

國。德國發生多宗懷疑難民性侵女性案件，部份

反難民的德國右翼份子提出驅趕難民。 

與地球村、普世價

值觀(人權)、文化多

元化有衝突。 

2017 美國特朗普 修訂重返亞洲制略、禁七個回教國家國民入境、

計劃在美國邊境興建墨西哥圍牆 

與地球村、多元文

化有衝突。 

 

配合 : 恐怖主義 温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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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全球化×經濟全球化  尋底競賽＝爭取外資降低成本（血汗工廠＋環境污染） 

經濟全球化面對的最常見批評之一是「尋底競賽」（Race to the Bottom），即在國際分工下，企

業會在全球尋找最低廉的勞動力，發展中國家為吸引外國投資而爭相降低成本，例如壓低工資

及工人生活水準。發展中國家的低廉勞動力吸引外資設廠，帶動經濟增長，但勞工權益和環境

往往因此被犧牲。當發展中國家發展到一定程度，工資、勞工保障、治污標準提升等增加生產

成本，跨國企業為降低生產成本，目光會轉向生產成本更低的國家。「世界工廠」中國曾因成

本低而興起，也因成本增加而「沒落」，可算是尋底競爭典型例子。 

反血汗工廠運動×企業社會責任  

1990 年代中期開始出現跨國「反血汗工廠運動」，批評對象為著名品牌，要求該些公司承擔社

會責任，如制定企業行為守則、建立監察機制等。 

政府訂立勞工法、最低工資法，以及容許設立工會、工會有集體談判權等，都能改善和爭取勞

工權益。個人可反省消費行為習慣，民間組織則能起監察作用。 

相關新聞：香港「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SACOM）2014 年派員到日本時裝品牌 UNIQLO

的內地供應商的工廠「放蛇」，發現相關工作工時長、薪酬低，工人每熨一件衣服僅獲 0.29 人

民幣，指摘相關公司為血汗工廠。2015 年 1 月，UNIQLO 發聲明稱「尊重人權及確保我們產品

合作伙伴的工人有適當的工作環境」，是母公司迅銷（Fast Retailing）的關注重點，並已敦促工

廠就相關問題作出行動。 

公平貿易 

反全球化運動組織提出「公平貿易」（fair trade）運動，冀減輕剝削（普遍發生在種植香蕉、咖

啡豆、可可豆、茶葉等的發展國農民身上）。公平貿易是一種另類的貿易模式，一般都由生產

者（農民或工人）組成合作社或組織，集體與產品收購商訂定價格（設最低收購價），免受中

間人或大企業壓價，產品有「公平貿易機構標籤」以茲識別。 

政治及經濟全球化 

政治全球化體出現國際性聯盟如歐盟、東盟，國際組織如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WTO）。

世貿之主要目標是消除各地的貿易壁壘等，目的是推動全球經濟一體化，但這些國際組織由美

國為首的已發展國家控制，很多時忽視發展中國的權益。例如貿易自由化扼殺韓國本土農業發

展，抗議包括美國等發達國家補貼國內農產品出口，損害韓國農民生計。 

 

 

 



 

3 
 

排外主義（Xenophobia） 

事件 排外理據 反對意見 

美國興建美墨圍牆  取回邊境控制權, 堵截非移民及

防止毒品走私。 

 置兩國於敵對狀態 

 批評非法移民願接受較低待

遇，搶走本地人的工作機會。 

 將摧毁數以百萬人的生

活，不應重走隔離。 

美國移民禁令  難民於 120 日內、7 個中東穆斯

林國家的國民在 90 日內被禁止

入美；敍利亞難民無限期被禁。 

 防範恐怖份子，保衛國土。 

 禁令違反美國核心 

 不應因宗教而歧視他人 

美國出 TPP (跨太平洋戰

略經濟伙伴關係協議) 

 美國優先，保障國工人的生計。 

 避免美國企業到海外設廠 

 影響美國經濟及在亞太

區的影響力，是送給中國

的大禮。 

 跟數十年自由貿易政策

相違背 

英國脫歐  海外移民大量湧入,英國人憂慮

工作機會、福利被分薄 

 作為歐盟成員國須接受歐陸移

民,承受恐襲威脅 

 歐盟成員國可相幫助，透

過集體行動解決跨國問

題，包括恐怖主義與氣候

變遷。 

德國襲擊難民案  多宗恐怖襲擊證實與 難民大多

是穆斯難民有關 

 右翼分子提出以暴力 

 德國面對人口老化，需要

新移民填補勞動力。 

 西 歐 種 族 多 元 化 是 現

實，應促進族群平等融

和、減少猜疑歧視。 

匈牙利築百公里圍欄  難民大多是穆斯林，威脅歐陸的

基督教文化。 

 有民調顯示多數受訪歐洲人對

穆斯林持消植態度。 

 有礙經濟文化交流 

法國禁布堅尼(穆斯林泳

衣，由頸部包裹至全身) 

 布堅尼的宗教色彩濃厚，被指是

挑釁。 

 擔心外來文化凌駕本國文化 

 涉及宗教歧視 

 布堅尼並不裸露，强禁或

有傷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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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全球化運動出現的因素  

1. 發展中國家：貧富差距、金融殖民、農民蝕本（經濟）  

2. 已發展國家：工人失業（經濟）  

3. 文化衝突    4.環境污染  

1. 發展中國家  

‧各國貧富差距擴大：全球化導致國際分工，貧窮國家多為低技術的生產工序，勞

工只能賺到微薄的利潤，沒有足夠的資金和技術去其他國家投資賺取利益；相反發

達國家能以更低的成本生產貨品，擴大海外巿場而獲取厚利。國與國之間的貧富差

距在全球化下持續擴大，發展中國家人民普遍不滿，導致反全球化運動的出現。  

 

‧金融殖民主義的出現：隨着世界各國開放本國的金融市場，例如取消外匯管制，

不少美國和歐洲大金融機構在發展中國家從事金融投資活動。由於跨國企業具有豐

富的金融投資知識，往往霸佔各國金融市場，賺取大量利潤，導致各國的投資者不

滿。這些金融財閥甚至導致 2008 年金融海嘯出現促使經濟衰退，引發各地人民普遍

不滿，結果催生佔領華爾街、佔領中環等行動。  

 

‧損害發展中國家農民利益：發達國家一般擁有較高的農業技術，採用機器化生產，

農作物產量極高，加上發達國家基於貿易保護主義大力補貼本國農民，令發達國家

的農作物擁有很強的國際競爭力。貿易自由化下，發達國家的低價農產品大量傾銷

到發展中國家，降低市場價格，令發展中國家農民收入減少，甚至破產，不滿情緒

使他們加入反全球化運動，例如美國每年向農民提供數億美元的補貼，低價的玉米

搶佔國際市場，導致墨西哥 200 萬農民失業。  

 

2. 已發展國家  

‧產業空心化：已發展國家由於生產成本較高，生產工序便流向更低成本的發展中

國家，本國則發展成以服務業為主經濟。這轉變導致已發展國家有大量工業工人失

業，他們的技能亦未能符合服務業的要求，造成結構性失業。產業空心化導致這些

國家低層工人普遍不滿，成為反全球化主力。  

 

3. 文化衝突：西方文化通過商品、電影、書籍等媒介進入其他國家，同時將西方價

值觀輸出，引起巨大的文化衝突。例如西方電影提倡男女平等、開放的男女關係

令傳統的伊斯蘭教徒不滿。文化和傳統的矛盾導致反全球化運動的出現。  

 

4. 全球化導致嚴重環境污染：在國際分工下，發達國家將「高污染、低增值」的生

產工序遷往發展中國家。由於發展中國家普遍生產技術落後及環境保護法律不足，

生產過程製造更多污染物。因此不少人士認為全球化導致地球更受污染，環境污

染亦由發達國家轉向落後國家。例如 H&M、Puma 等外國品牌在中國的生產基地

都排放過量污水，嚴重破壞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