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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一书收录的论文汇集了新近知识劳工在新自 

由主义经济语境中的劳动分析，分别讨论了计算机动画、电影、图书馆、 

报纸等产业的知识劳工的劳动如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彻底商品化， 

这是国际学界针对传播产业知识劳工如何遒遇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剥夺的 

批判前沿研究。关于传播与信息技术、劳动和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讨论和 

辩论是本土传播研究的薄弱环节，本论文集的出版为中国学界提供了批判 

传播研究经典的问题意识和分析路径。

—— 曹 晋 I 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哈佛燕京学者

《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一书基于莫斯可教授透彻的分析和畚智的判 

断 ，汇编了来自欧洲、北美以及亚洲等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具体生动地阐 

明了知识工作者每天面对的艰难选择：不得不在创造性驱动和勉强糊口以及 

为工作条件辩护之间寻找平衡。加拿大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 

传播与社会学教授文森特•莫斯可是西方传播学界享有盛誉、成果卓著的 

学者之一，是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他和凯瑟琳•麦克切尔所 

主编的《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一书已成为欧美传播学者和学生的必读书。

—— ß 拉 •英 迪 美 国 科 罗 拉 多 大 学 传 播 学 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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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晋Vincent M o sco主编

本套译丛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曹晋教授主持的2011年■■浦江人才计划- 

(编号 J 1PJC034丨：教育部规划项目|传播新科技，知识劳工与市场经济 

转 型 " （编号 J 1YJA860003)和复旦大学985三期整体推进人文科学研 

究项目_新媒体.新修辞与大众文化的变迁- 丨编号：2011RAWXKYB050} 

的系列成果之



译者序®

曹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2008年六月，望重士林的国际著名传播政治经济学家文森特•莫 

斯可（Vincent Mosco)及其夫人凯瑟琳•麦克切尔（Catherine McKercher) 

来华与会演讲，之后，我们还到杭州小住三日。 那连日的快晴和明媚 

的湖光山色、环绕堤岸的依依垂柳无一不映照出杭州的饱满与葱郁，我 

们就在如此秀美的天堂畅谈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若干议题，也酝酿出一起 

主编论著的理念。®

承蒙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厚爱，推动出版笔者和文森特•莫斯可联袂 

主 编 的 “批判传播研究”系列，其中，凯瑟琳与莫斯可（Catherine 

McKercher and Vincent Mosco, 2007)选编的《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论 

文集也是力作之一，® 全书18篇论文（19篇中文翻译版递交译文出版社 

审核后，删除了原著中一篇论述中国知识劳工的论文）汇集了新近知识 

劳工在新自由主义经济语境中的劳动分析，分别讨论了电脑动画、电 

影、图书馆、报纸等产业的知识劳工的劳动如何被商品化，这是国际学 

界关于传播从业者劳动与媒介产业商业化关联的批判前沿研究。

劳工问题一直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论题之一，伴随后工业资本主义 

的进程，狭义、广义的知识劳工问题和高科技产业的知识劳工问题再现 

于 《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论文集。凯瑟琳与莫斯可敏锐洞察到新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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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

播产业领域的知识劳工地位下滑并非加拿大独有，这是一个全球性议 

题，两位学者以其卓越的学术声望，选取了近二十位学者聚焦关切正在 

无产化的知识劳工及其相关论题，例如媒体与劳工如何生存于劳资关系 

紧张的当代市场经济语境；或如作为公共领域论争和讨论的劳工话语主 

要源泉之一的劳工报道已被完全削弱；或如高科技背景中的图书馆无产 

者的职业技能的持续衰减；或如种种“制作花絮”短片就好莱坞创造性 

劳动偏向于强调白领工人的创意劳动所发挥的作用，而忽略外包工人的 

贡献;或如外包工作流向体现的核心国家与边陲国家的不平等；或如美 

国高科技产业“长期性临时工”（permatemp)的工作、薪酬、福利、保 

障高度不稳定的社会情境及其抗争；或如亚洲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 

妇女会遭遇到以公司和政府组织的形式存在的制度性权力，她们与信息 

技术的关系错综复杂；或如 1997年受雇于联合包裹服务公司（UPS)的 

卡车司机工会（Teamsters Ur^ion)的 175000名会员发起的联合罢工，这是 

美国劳工二十多年来第一次迫使一个大公司让步，且在薪酬、工作条 

件、就业保障和合同出租（contracting out)等几个关键的工会要求上做出 

妥协；或如劳资双方对抗中成功的罢工如何颠覆权力的宰制而成为胜利 

的想像力量鼓舞劳工斗志；再如全球大电信产业正在被新自由主义、全

①  《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曹晋教授与加拿大皇后大学著名传 
播政洽经济学家Vicem Mosa»联合主编的“批判传播研究”的译著之一，该译丛是复旦大 

学新闻学院曹晋教授主持的2011年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 目 “新闻民工修辞的政治 

经济语境分析”（编号：11PJC034)和 2011年教育部一般规划基金项目“传播新科技、知 

识劳工与市场经济转型”（编号： 11YJA860003)的系列成果之一。

②  2010年秋季，笔者与文森特•莫斯可教授又细致规划了《传播与社会的批判研 

究》( Critical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Edited by Jin Cao，Vincent Mosco, and 
Leslie Regan Shade. Shanghai, China；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2013)的框架， 

且决定邀请Leslie Regan Shade —起担任此套英文读本的主编，我们仍然信赖上海译文出 

版社的编校品质和学术出版声誉，2013年将由该社出版筹备良久的全英文读本。

③  笔者2010年后的学术研究深受《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的论述启蒙，学术议题 

逐步聚焦转型中国经验社会的传播问题。如 “知识女工与中国大陆出版产业集团的弹性雇 
佣制度改革”研究》（曹晋，2(M2)、 《新媒体、知识劳工与弹性的兴趣劳动》(曹晋，张楠 

华，2012)、 《指尖上的世界：都市学龄前儿童与电子智能产品侵袭的玩乐》（曹晋、庄 

乾伟,201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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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球化、去管制化等力量改变，加拿大电信劳工工会受到异常猛烈的冲 

击……

上述种种劳工的办公室劳动不是过去典型的工人在工厂的劳作，在 

全球工人阶级的论述中容易被忽略，而实际情况是办公室的知识劳工没 

有从市场经济分享到红利。从本论文集的资料和笔者在本土的田野考察 

所反映的知识劳工的生活与工作实践情况，可见作为政治进程的弹性雇 

佣制度与强制性市场经济逻辑已经侵蚀全球的办公室空间，从而产生许 

多新修辞表述的新型劳工，如恩达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 “网络工作 

者（net-worker )、弹性上班员工（flex-timer )、长期短工（permatemp )、众 

包(crowdsourcing )、游移工人（precariat)等收录进我们词汇中的名词与 

林林总总的其他概念，显示出一系列正在进行着的工作节奏与劳动形式 

的转变。这类专门词汇是划时代的资本和劳动重构的产物，其态势在 

2 0世纪6 0年代就已出现端倪，并且自那时起便愈发清晰化。”（Enda 

Brophy and Greig de Peuter, 2008)如今，低薪、奖金刺激与岗位弹性聘 

用成为新的威胁媒体劳动力的审查力量，工作的不确定性和生活的漂泊 

感在不断增加，员工对未来的憧憬已经随着社会阶级的固化而消解。

引荐 《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进入中国学界既渴望前瞻全球学术的 

视野，但更迫切的是我们希望借他山之石来反思本土问题，学者不禁自 

问：中国的知识劳工境遇如何？部分海外汉学家和本土学者对中国工 

人阶级转型的理论阐述资源相当丰富，视野开阔，对本土社会情景也有 

深人、睿智的洞察，如李静君（1999)、沈园（2006)等，但其研究仍然 

是传统的国有企业工人和农民工的范畴，并没有注意到中国大陆正在扩 

大化、去权力化的知识劳工阶级及其在市场化境遇中被剥夺和阶级流动 

的问题。转型期中国的“市场经济”正是 197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 

迅速从凯恩斯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转型，中国在1990年代以后逐步接受 

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同时新媒体技术日新月异的迅猛发展，后者很快 

缔结市场经济且日益侵蚀，甚至宰制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国的知识劳工 

本来随着大陆高等教育的正规化培养而获得独立的教育与经济地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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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

其社会权力却因为失去固定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而被削弱，而且， 

新媒体技术的普及也严重冲击知识劳工的劳动力价值。目前，生活于欲 

望爆炸、就业困难、工资下降、劳动时间延长、工作压力加大、生活成 

本增加（三大福利产品彻底商品化）的社会情境中的知识劳工不得不驯 

服于彻底的市场经济转型，其正面临去福利化和去权力化之后的生活风 

险和政治冷漠。关注本土知识劳工，本身隐含了对媒体集团化弹性雇佣 

制度的内在质疑,一方面国家应该扮演落实劳动法规的主角，而不是一 

味把绝对多数的劳工“包袱”抛给市场，而仅仅保护集团高层的少数人 

利益，国家可以宏观干预降低劳动力被商品化的幅度与强度，不能简单 

以 “市场化的机制”和利润效益衡量文化产业；另一方面，笔者试图呼 

吁国家建立社会安全制度的保障体系，支持媒体集团为弹性知识劳工配 

套合理的系列福利并建立基本公正的工资制度与考核指标。

作为人到中年的师者，耕耘三尺讲坛，传道、授业、解惑也，为学 

生的茁壮成长而欣慰，另有忘年学友真诚坦荡的学术交流，这是人生旅 

途何等珍贵的情谊！而与本书并肩翻译的学友的协作，也是笔者感念万 

千的宝藏！笔者选择了修习本科课程的学生方兆玉、汪家岱、刘璟、方 

曲韵、周琪、潘蓉蕾、彭晓华、余方觉、马佳辰、张嫣、王君来分别参 

加本书导论和第一到第十章的初译（每人承担一章），曹晋、罗真、吴冬 

妮在此基础上全部重新核对原文再次翻译修订，罗真的英文功力与严谨 

颇值嘉许；曹晋、林曦联合对龚智慧（11 一  1 2篇）、李新安（13 —14 

篇）、汪遒（15 — 17篇）、陈媛（18 — 19篇）的翻译进行了两次逐字逐句 

的深度修改。最后，笔者利用哈佛燕京访问研究的机会在哈佛大学的图 

书馆（Widener Library)完成全书的统一审校工作，文森特•莫斯可的博 

士姚建华正好来波士顿与我商议论文田野调查的路径，他的选题就在知 

识劳工与大陆市场经济转型的范畴之内，彼此的讨论和Widener Library 

丰富的文献更加深化了笔者最后对此论文集要义的理解。

上海译文出版社执著于学术论著的出版，从赵月瑟老前辈到张吉 

人、王巧贞等青年学友，无一不是我所想致谢的良师益友，本套译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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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是彼此反复衡量、协商的结果，人生的因缘际会酿造了出版机

会，再次谢谢所有帮助出版本套译丛的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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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知识劳工和信息社会的理论化

文森特•莫斯可凯瑟琳•麦克切尔

“劳动”（labor)和 “工作”（work)这两个词拥有多种含义。两者都既 

是名词又是动词，它们既可以指代人类劳动的过程，也可以指代其产品。 

劳动既可以是在批量生产线上单调乏味地辛苦劳作，也可以是身处条件 

极棒的独处空间从事创作。作为我们劳动产品的劳动成果可能是有形的， 

也可能是无形的，从商品、服务到创意都可以包括在内。我们既可以通过 

劳动产出新产品一正如本书的作者们所亲身经历的一样，我们也可以劳 

动至死，其含义既可以从字面理解，也可以当作一种隐喻。个体工人的主 

要资产是他们的劳动力。通过劳工运动中的联盟结合，劳工的力量可以抵 

制，有时甚至可以击败资本的力量。

《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一书收录的论文提供了关于劳工理论、方法 

与基础扎实的多样视角。18篇论文关注并探讨两个彼此关联的观点，其 

在学术和政策争论中正日益成为热点问题：其一是信息社会正在崛起； 

其二即推动其崛起的知识劳工的队伍正在壮大。本文将对上述观点的研 

究轨迹做一简短概述，并且指出本书为其发展所做的贡献。

理解知识劳工

关于传播与信息技术、劳动和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讨论和辩论由来 

已久。西方关于这一课题的宽泛历史还应当涵括如下学者的工作：亨 

利 •德•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他预测了 18世纪从体力劳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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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

脑力劳动的转型；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他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 

“一 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的形成有所涉及；以及查尔斯•巴贝奇 

(Charles Babbage)，他于19世纪制造的“差分机”是为计算机所做的首批 

严谨设计之一。上述几位和其他一些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哲学家对我们 

思考劳动和信息技术的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为了给本书设定一个 

语境，最好是集中关注二战后开始蓬勃发展的论争，学者们在此时开始注 

意到非制造业职位的数量增长。战后初期，学术研究偏重于发展工具来追 

踪作为一支经济力量的信息产业的发展轨迹。福拉斯蒂耶（FourastiO 

(1954)提供了第一次对于农业、工业与不断发展的服务业之间分工的持 

续分析。马克卢普(Machlup) (1962)是首批对经济中数据和信息部分的增 

长进行详细描述的先行者之一。波拉特（Porat) (1977)在此成果的基础之 

上用资料证明，经济已经从以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二产业（制造业）为基 

础变为了以提供服务和信息的第三和第四产业为根本。但是马克卢普和 

波拉特在揭示上述转型的政治、社会、文化意义之时，其理论的精密性都 

无法与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 (1973)相媲美。

按照贝尔的说法，我们所经历的不仅仅是数据和信息的增长，也不 

仅仅是主要的职业分类的变化，而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转变。资本主义 

已经被企业家和其投资者统治了长达两个世纪之久，这两者构成了资产 

阶级。贝尔认为，现在，伴随着一个依赖技术，特别是依赖信息的生产和 

传播的社会的崛起，一个新的领导阶层，一个由训练有素的科学和技术工 

作者组成的真正的知识阶层正在逐渐上升至主导地位，并且最终将成为 

后工业资本主义的领导者。由继承得来的财富和权力的重要性将会下降， 

一个真正的精英阶层将会占据统治地位。这样的一个社会并不一定会更 

加民主，但是贝尔预见到，权力的来源将会从家族继承的传统基础向技术 

和科学知识转移。队伍日益壮大的知识劳工将会在实质上推动和管理这 

一全新的后工业经济，从而带来经济的稳步增长和历史意识形态的衰落。 

按照贝尔的说法，随着技术运算法则和基于知识的判断标准获得支配性 

地位，围绕公共政策的政治论战将会日趋衰微。毫无疑问，这样的一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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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知识劳工和信息社会的理论化

会中也会存在冲突，然而这些冲突将会是技术上的而非意识形态上的。贝 

尔在他下一本远为悲观的著作里（1976)认为：惟一出现严重分歧的可能 

性并非存在于经济和政治领域，而是在文化领域。危险来自一种日益深陷 

于消费享乐主义和非理性信仰的文化。这两个表面上对立的因素一物质 

主义和反主流的文化，会威胁到后工业主义的根基，因为它们破坏了延迟 

的满足，也动摇了对技术理性的支持，而其正是后工业主义得以维系所必 

需的两个方面。

不久，便有其他人进行了总结：把文化的问题暂置一旁，后工业主 

义也并非天生就具有进步性。对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而言，后 

工业主义意味着跨国媒体和传播产业的崛起，而它们将会为鼓吹美国价 

值观不遗余力地提供支持，其中包括美国的军事和帝国野心，同时还会借 

助日益集中的市场力量将其他的替代选择排挤掉。哈里•布雷弗曼（Hany 

Bravennan)警告说，对于服务业、零售业和知识产业的绝大多数劳工来 

说，劳动将受到严格管制并最终被去技术化，就像当年发生在制造业流水 

线上的情形一样。诚然，考虑到知识劳动的非物质性，与工业时代相比， 

将创意和执行分离以及将创意的权力（比如，设计和管理）集中到一个占 

统治地位的阶层手中将会变得更加简单。

自从贝尔、布雷弗曼和席勒在2 0世纪7 0年代早期提出这些议题以 

来，关于后工业社会一直有着广泛的争论。学者们使用从历史学方法 

(B olk和 Downey, 2003)到民族志方法（Barley和 Kunda，2004)的诸多方 

法为丰富这一领域的文献资料做出了重要贡献。不过在一些关键领域，共 

识依然存在。比如，由工业劳动向知识劳动的转变已经在西方发达国家出 

现，而且也开始在发展中国家初露端悅，这个观点业已获得共识。人们承 

认，的确，制造业和农业的许多工作在过去和现在也都需要大量的知识。 

但是今天，越来越多的工作开始与信息、传播以及知识的生产和分配有 

关。另外，人们还一致认为：去技术化、技术升级以及再技术化的动态 

过程正在职业的等级体制内进行着。尽管大多数人都认为，劳动过程不可 

能简化为某个单一的过程，但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部门，这些过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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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

—个或另一个会占据主导地位（Brint, 2001; Huws, 2006; Powell和 

Snellman，2004)。然而人们也赞同，通过减少工作中的技术要素，或者通 

过撤销工作岗位、用自动化系统来取代这些职位，公司已经从中获利。这 

一点尤其适用于传统上由妇女占据的岗位（Huws，2003)。当去技术化或 

者撤销岗位不可能办到时，公司也能借助将工作转移至本国低薪地区或 

者转移去海外的手段来同样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因为知识劳动通常不 

要求远距离移动物质资料，所以尤其容易遭遇所谓的外包业务。总体而 

言，这个过程是商业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一种延伸，这种政策将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企业-劳工社会契约（保障一份可支持生存的工作，并 

附有一揽子福利）转换为一种企业优先的政策，使得工作成了供奉在生产 

效率和利润这对双重神坛上的祭品。

关于知识劳工和信息社会的研究业已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提出了许 

多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们对研究和干预行为有着重大的影响，其中最重要 

的问题必须解决我们如何界定和使用这些术语。由于这个问题有着广泛 

的争论，所以为每个术语提供一系列定义要比想象并强行设定一个貌似 

正确的含义更为有用。此种路径在本书中便有所体现，本书所收录的文章 

探讨了一系列广泛的含义，从而为读者考量诸种可能性提供了机会。

例如，书中有对“知识劳动”的狭义理解，其被界定为包含创造性的 

劳动。具体来讲，佛罗里达(Florida, 2002)将知识劳动限定为：直接操纵 

符号来生产一个原创的知识产品，或者给现有产品增加明显的价值。从这 

一观点出发，知识劳动包括诸如作家、艺术家、网页设计人员以及软件开 

发人员等人的工作。

一个更宽泛的定义将加工和传播信息的这部分人群的工作也包含在 

内。如此一来，诸如迪帕■库玛（Deepa Kumar)所研究的联合包裹服务公 

司（UPS)的员工，格雷戈 •唐尼（Greg Downey)、詹姆斯 • F •特雷西 

(James F. Tracy)和马里斯.L .林(Maris LHayashi)为本书所撰写的章节 

中所提及的图书馆员也都被涵盖在内了。将这些工作统统视作知识产业 

的原因正如这些章节所描述的，越来越多的劳动涉及利用信息更快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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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知识劳工和信息社会的理论化

效地传递信息产品。显然，知识领域中创造性劳动和非创造性劳动之间的 

分野十分模糊。这一点从下述例证中可见一斑：那些看上去在知识生产 

中较为边缘的劳工却给信息产品增添了实际的价值。拓宽定义还有一个 

实用的目的：知识劳工的含义并非简单地由外部标准所衡量，而且还由 

劳工自身的主观体验来衡量。像佛罗里达这样的学者之所以将创造性劳 

动与信息加工或发布区分开来，是因为他们感觉到前者在劳工的生命中 

扮演了特别的角色。然而，今非昔比。这一点的证据不仅可以在对信息时 

代职业种类的分析中看到，而且也可以从不同行业的劳工“融合”于相同 

的工会组织的上涨势头中看到，如美国传播工人协会（Communications 

Workers of America)及其加拿大的对应组织，通信、能源和文员工会 

(Communications，Energy and Paperworkers Union)。这些工会把记者与电话 

接线员，即采写和播报新闻的人与操作摄像机和音响设备将新闻传至受 

众的人聚集到了一起。通过成功地动员了看似存在根本差异的成员发起 

劳工行动，这些工会也证明了联合行动的价值（Mosco和 McKereher, 

2006)。然而，整个北美传播产业所存在的混杂的劳工融合模式，包括一 

些创意工会融合失败的案例，使得如何界定知识劳工这个术语的问题依 

然悬而未决（McKercher 和 Mosco, 2007)。

最后，知识劳工最宽泛的一个定义涵括了参与到知识产品生产和分 

配链条中的所有劳工。这种观点坚持认为，包括硅谷和海外拿低薪的移民 

妇女在内的那些装配电脑线路和组件的劳工都是知识劳工，因为他们是 

知识生产的中心引擎—— 电脑的生产价值链条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Smith, Sonnenfeld和 Pellow, 2006)。与之相似，负责销售通信产品和服 

务的呼叫中心劳工也会被涵括进知识劳工的这一宽泛定义之内，因为他 

们在信息销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还因为他们运用通信技术产品开展其 

工作。甚至有人还会补充，如果没有通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先进 

监管系统，对于这些劳工劳动的管理和控制也将无从实现(Head, 2003)。

围绕术语“信息社会”的含义进行的争论，尤其是在信息社会与资本 

主义的关系问题上的争论，也存在一系列相似的可能性。从该术语的最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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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来说，它所描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种特定类型的经济活动的发 

展—— 也就是承认，知识产品的生产、分配和交换已经占据了比农业和工 

业更多的经济活动。从这一观点来看，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动力机制并没有 

发生根本上的任何改变，本书中迪安•科尔比（Dean Colby)和惠•卡普尔 

(Jyotsna Kapur)所撰写的章节也许最为明晰地表述了这一点。以使用价值 

为基础生产交换价值，组织经济以使剩余价值最大化在全球政治经济中 

依然十分重要，甚至可以认为比以前更加重要。通过扩大产品和劳动的市 

场规模，通信和信息技术以及知识劳动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资本主 

义的根本性质从来未被质疑过。如果借用丹•席勒(Dan Schiller, 1999)的 

修辞，大概可以把信息社会的经济描述成“数字资本主义”，不过首要问 

题在于“数字资本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

另外一种观点可能认为，术 语 “信息时代”或 “信息社会”代表了一 

种新型的资本主义，其在通过扩展市场强化该体系的一些基本趋势的同 

时，也对这些基本趋势造成了挑战。从这个方面来说，信息社会就不再仅 

仅是对一种经济活动更多地与信息相关的资本主义社会类型的描述。更 

准确地说，信息社会意指其中的活动给资本主义的延续能力带来了严重 

问题的社会，因为它在该体系和法律架构的内部和外部开创了生产的新 

形式。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 2003)的著作就是范例，如在 

集中关注资本主义还是集中关注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决裂之间游移不定。 

卡斯特尔在称其为“信息资本主义”（informational capitalism)和称其为一 

个 “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之间举棋不定的事实揭示了一个真正重 

要的问题，虽然传统资本主义的要素依然存在，但人们仍需对这样一种观 

点持开放态度：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本质上全新的社会的诞生。尽可能充 

分地运用包括劳工在内的生产方式依然重要，即便社会关系越来越多地 

围绕通信和信息而建构，但其仍然是确定无疑的资本主义。然而，创造通 

信和信息网络的巨大且仍在不断增长的生产力，同时也对资本主义管理 

和约束这些网络的能力带来了挑战。落在了价值创造轨道之外的那部分 

信息传播行为一从简单的免费下载材料到通过Youtube将一条视频信息

006



导论知识劳工和信息社会的理论化

发送到世界各地，再到借助网络空间的掩护实施诸如洗钱之类的犯罪活 

动一都对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独一无二的统治地位造成了威胁。开放的信 

源和黑客网络对数字世界里的知识产权带来了挑战，犯罪分子和恐怖分 

子利用数字技术隐藏形迹，由此得以进一步发展其犯罪活动。网络开始替 

代商品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心。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的世界，其特征就是下 

述两者之间存在着的紧张关系：一是希望变为免费的信息，另是想要利 

用信息为创造剩余价值这一单一目的服务的资本主义。

卡斯特尔公开游移于两种观点之间，他的作品体现了学术界在信息 

社会的含义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其他学者，比如哈尔特和内格里（Hardt 

和 Negri, 20CM)与泰拉诺瓦(Tenanova, 2005)采取的是一种更为鲜明的立 

场：从信息社会中模糊了真实和虚拟之间界限的网络，到其模糊了物质 

和非物质之间差别的劳动等方面来看，信息社会正在把资本主义改造为 

某种本质上与先前根本不同的社会形态。因为无力把创造价值的过程控 

制在资本主义流程和制度的范围之内，资本主义转型成了信息社会，而信 

息社会的规则和关系正在变得日益混杂。根据这种观点，一个建立在信息 

网络基础之上的社会抹去了工作场所和家庭、劳动和休闲以及经济价值 

和社会价值之间曾经清晰的界限，通过如此种种，这个社会开始变成一个 

新型的社会。先不要制造迷思，这个社会当然不是乌托邦，单单看其对广 

泛监控的依赖，就可以质疑其乌托邦的宣称。不过从上述观点来看，传统 

资本主义正在遭遇到越来越多样、越来越强烈的冲击，这造成了一些根本 

性的问题，种种问题导致部分学者开始转向一种新型社会一信息社会去 

寻找答案。

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

本书各章节对于如何理解信息社会中知识劳工的相关争论进行了深 

化和扩展。本卷文集源自2 0 M 年启动的一个项目，该项目由加拿大社会 

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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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cil)资助，目的是研究传播产业中的工会和融合现象。该项目集中关 

注印刷业、广播业、电信业和其他信息技术产业部门的劳工如何应对技 

术、工作和产业的变化。我们尤其感兴趣的是劳工们如何通过寻求自身形 

式的联合来应对技术融合和公司并购中的相关现象，其中技术融合打破 

了曾经彼此区隔的不同种类媒体之间的壁垒，公司并购则导致了跨媒体 

集团的崛起。劳工们的自身联合开始渐渐成型，集合了整个传播产业劳工 

的大型工会的产生以及传统工会结构之外的新型组织的代表一劳工联 

盟的崛起。新型劳工组织在计算机产业中尤为突出，诸如华盛顿技术劳工 

联盟(简称WashTech)等组织就是其表现。就像米歇尔•罗迪诺-科洛西诺 

(Michelle Rodino-Colocino)为本书所撰章节中描述的那样，WashTech成功 

地将一群以难以联合而闻名的劳工召集到一起，且正在领导他们在微软 

取得一些重要胜利。

我们这个研究项目的第一个重要成果是《加拿大传播学期刊》的一 

期特刊（McKercher和 Mosco, 2006)，其中收录了以“传播劳动” （The 

Labouring of Communication)为主题的一些文章。这期特刊刊载了与我们的 

研究项目相关的数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加拿大、美国、法国、台 

湾等地研究知识劳工领域的学术论文。本书是我们这个项目的下一步进 

展，其将实体对象的范围从通讯劳工扩展到了知识劳工，同时扩展了地理 

范围，对亚欧以及北美的其他地区劳工的研究均被囊括其中。本选集还有 

一本我们合著的姊妹著作，所探讨的是身处信息劳动全球分工新形势下 

的劳工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全世界的知识劳工会联合起来吗？

除了提供各种理论路径、方法策略和研究对象之外，本书的诸位作 

者还在重视历史、社会整体性、道德哲学和实践方面达成了共识。莫斯可 

(1996)将这四个方面视作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特征。其实，不管研究路 

径是政治经济学还是文化研究，不管研究对象是媒体还是知识劳工，上述 

四个特征都是应当恪守的研究原则。

虽然部分论文的内容会侧重四原则中的某一个，不过每个章节都遵 

循着贯穿全书的统一思路。本书部分论文明确地将知识劳工阶层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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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发展的历史意义作为其关注点，比如为了使劳工在新兴的美国广播 

业中发出声音而进行的抗争，再比如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人们对自动化 

图书馆的种种期待。甚至在那些并非主要关乎历史的章节，其作者也对某 

些特定发展的源头保持了敏感，如中国知识劳工的崛起、加拿大自动化社 

会服务项目的进展以及英国地方报业记者的组织联合。

除对历史的敏感外，本书诸章节还因这样一种共识而彼此相通，即 

必须将知识劳工所面临的具体议题置于由相互联系的经济、政治、文化力 

量交织而成的、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语境中。因此，研究印度新兴计算机产 

业的那一章没有仅仅涉及西方媒体如何刻画印度女工，还揭示了该产业 

对于印度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尤其是那些被高科技发展抛弃的人。与之 

相似，有一个章节研究的是罢工运动对知识劳工来说所具有的意义，该章 

节将示威行动放到狂欢这一古老文化传统的背景中去理解。在看似无关 

的事物间建立联系一就后一个例子来说，就是在罢工与米哈伊尔•巴赫 

金(Mikhail Bakhtin)的文化理论之间建立联系一使作者得以指出其所分 

析的经验对象所具有的更普遍的意义。这并非易事，因为作者必须遵守严 

格的字数限制。然而，不管多么简短，每个章节都为理解围绕着知识劳工 

和信息社会的更加广泛的议题做出了贡献。

本书中的各章节还表明，高质量研究并非就是简单地遵循那些适用 

于历史研究、访谈、调查或者文献研究的方法标准；也还需要解决研究中 

所提出的道德哲学方面的问题。本书的每位作者都或多或少地用他们自 

己的方式提出了其研究发现中所附带的价值问题。例如，一个有生活不能 

保障的知识劳工存在的世界符合道德标准吗？ 西方国家中的高技术劳工 

应当组织起来去阻止公司和政府将知识工作外包到海外吗？ 我们是否应 

当理所当然地要求报纸上登载劳工新闻，来报道劳动阶层的日常生活和 

他们的组织呢？ 那些反映电影拍摄过程的D V D是否使关于电影制作所 

需劳动的迷思永久化了呢？ 探讨研究的道德意义并不意味着可以简单作 

答。更多时候，尤其是在认真对待这一问题购时候，在探索此领域的过程 

中会显露出进行价值判断所固有的复杂性。不过即便如此，它仍然可以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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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我们的理解。

除了认定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分界是透明的之外，本书中的文章还表 

明，研究与社会实践之间的界限也远非牢不可破。这种对实践的坚持采取 

了多种形式：支持或者反对传统工会，促成或者阻碍意欲促进妇女经济 

改善的政府政策，建议动画制作者抵制自己供职的外国公司去技术化的 

做法，即便这会威胁到他们的工作。实践会像坚持价值判断的做法一样， 

引发同样多的复杂问题。然而，本书收集的论文都以多种不同的方式确认 

了进行这样一种研究的重要性：这种研究不仅帮助读者理解知识劳工的 

领域，还为如何改变现状提供指导。在一些情况下，提供行动指导就是描 

述其他人是如何行动的，如 U P S的劳工是如何在美国劳工饱受攻击的时 

期，成功发起罢工；或者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劳工怎样尝试新型的抗议方 

式，他们以雇主的公众形象为攻击目标以敦促其达成更有利的集体谈判 

协议。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如对WashTech的研究论文，作者本人也是参 

与者。不管实践的具体路径如何，研究者一直坚持信奉研究和行动、知识 

和社会变革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本书按照探讨主题的相似性分为几个部分。本书的首章是对劳工致 

力于在美国媒体中争得一席之地的努力所进行的历史分析，接下来的一 

章所写的是未能保住媒体中一席之地所带来的一些后果。依靠档案材料， 

尤其是工会和联邦传播委员会（FCC)的记录，科林 • T ■弗内斯-沃尔夫 

和伊丽莎白 _ A •弗内斯-沃尔夫(Colin T. and Elizabeth A. Fones-Wolf)探 

讨了媒体和劳工在新政时期的旧金山这一劳资关系的战场上的矛盾关 

系。此章节通过资料证明了“劳工播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这是一个由 

工会主办的广播节目，播出节目的电台隶属于因奉行反劳工政策而臭名 

昭著的赫斯特集团。此章在以下几个方面尤其重要：它证明了当劳工获 

得媒体近用权时他们可以带来多大的改变，同时也表明了由此给商界带 

来的恐惧。这个广播节目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旧金山地区工会运动所具 

有的创新特质。而且它在听众中产生了良好的共鸣效果，积聚了一大批受 

众，因为它满足了公众对于有别于标准的商业化节目的另类节目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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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媒体中的知识劳工在动员人们支持该节目，以及在随后为了维系该 

节目播出而进行的抗争中均扮演了重要角色。赫斯特公司进行了反击，最 

终撤掉了这个节目。两位作者用资料证明了广播电台的游说团体以及 

F C C在封杀节目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们最后以指出上述案例与当下 

为劳工在美国广播界中争取一席之地所做的努力的相关性来做结。

在下一章，克里斯托弗• R •马丁(Christopher R. Martin)通过资料证 

明了公司努力削弱劳工在媒介中的地位所带来的后果。他的文章把焦点 

对准了一个特定类型的知识劳工的消亡，这就是劳工报道记者。劳工报道 

曾是美国新闻业的一大支柱，在历史上曾提供有关工会和劳工的常规新 

闻。劳工报道尤其重要，因为此一类型的报道令富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劳 

工话语成为公共领域论争和讨论的主要源泉之一。马丁指出，当前美国和 

加拿大主要报纸中的劳工报道记者已所剩无几。作为一类报道对象，劳工 

经常沦落到与第三世界等同的地位：只有在举行罢工或者别的“破坏活 

动”时才引人关注，恰如贫穷国家只有在发生自然灾害和政变时才会吸引 

到媒体的报道，其余的时候则被忽略。根据美国和加拿大主流媒体的访谈 

材料和数据，马丁论证道，虽然诸如隶属工会的劳工减少，传统上设立工 

会的制造业工作减少等外部因素对劳工报道的消亡也有一定的影响，但 

还是那种几乎一心瞄准高端读者的、受市场驱动的媒体产业文化最终导 

致了劳工报道地位的衰微。

本书第二部分的诸章节带我们来到了图书馆，并且展望未来。首章 

便是格雷戈•唐尼对未来的范本图书馆所做的奇妙叙述，该图书馆也是 

1962年 “21世纪西雅图世博会”中最吸引人的展品之一。唐尼对推动同 

时也是迎接所谓的“图书馆21”诞生的那种热情进行了描述，这件展品不 

仅配有书籍和图书馆员，而且还装备有“一个只要按下几个查询按钮就可 

以发布数千个文献段落的电子大脑”。这一个案研究相当重要，因为它是 

万能图书馆这一展望的具体体现，从公元前3 世纪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到今 

天的google,这个构想一直令人们深深着迷。唐尼论证道，包括高层政府 

官员、公司领导，甚至美国图书馆协会在内，负责制定知识世界中这一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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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相关政策的一些最强势的力量都认同电脑可以取代图书馆员的知识劳 

动。除了罗列由“电子大脑”运作的图书馆的种种几近滑稽的局限之外， 

唐尼对“图书馆21”的分析还表明，尽管存在诸多不足， “未来图书馆” 

却着实预示了当代图书馆中知识劳工地位的下降，此话题在下一章被继 

续讨论。

“图书馆21”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展会参观者，四十多年后，詹姆 

斯 _ F •特雷西与马里斯_ L •林描述了图书馆和其管理员们是如何继续 

进行自身调整以应对技术革新的挑战，而且描述了，公司和政府的领导者 

们都认为信息是一种有价值的商品，不该被那些在美国大学研究类图书 

馆工作的知识劳工控制。特雷西是一个研究媒体知识劳工的传播学者，林 

是一个大学图书馆员，他使用一个由“图书馆员”和 “无产阶级”组合而 

成 的 “图书馆无产阶级”（libratariat)术语，意在唤起人们对学术图书馆业 

中所发生的变化的关注，而这些变化在与“图书馆21”工程相关的文献里 

没有丝毫提及。他们探讨了职业技能的持续衰减，由此导致图书馆员转变 

为更少技能，更不被重视，更加难以担当图书馆重要的公共服务职责的劳 

工。依据通过调查搜集到的图书馆员们自己的意见，他们坚持认为，对 

信息和传播技术日益增长的依赖正在使图书馆工作的性质发生改变，同 

时，供职于其中的知识劳工的角色也在发生改变。上述状况对信息收集与 

交换的方式，以及图书馆员与其赞助者一客户的关系均有重要意义。

知识劳工在电影和音像产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接下来的两章探讨 

的便是此一领域的问题，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极少受到学界关注。好莱坞 

电影的生产需要大量的媒体劳工，但是因为大众媒体将似乎无休无止的 

注意力投向了明星演员和导演，这一事实被遮蔽了。约翰 • L •沙利文 

(John L. Sullivan)对其倾向的一种新形式进行了研究：声称讲述了电影制 

作过程、专门为流行电影的D V D而制作的花絮短片。正如沙利文在其对 

2005年租借率最高的二十部D V D所做的详尽分析中所论述的那样，种种 

“制作花絮”短片就好莱埠创造性劳动的性质做了即便隐晦、但也依然十 

分重要的宣称。在 “制作花絮”短片中，好莱坞实施产业化生产这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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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被系统地抹杀和歪曲了。花絮纪录片偏向于强调白领工人的创意劳动 

所发挥的作用，片中场景展示的是身处会议室和电脑遍布的工作场所中 

的媒体从业者，他们在分享创意，在发挥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花絮纪 

录片会用到很多对导演和明星演员进行的访谈，他们都在为彼此将良谋 

和创意带到银幕上的才华而互致敬意。然而片中却很少或者根本不提生 

产过程中工会劳工所发挥的作用。由此导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在 

传播理论中的概念分裂被具体化了。花絮短片所隐含的观点是：制作电 

影所需的创造性劳动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不必受制于资本主义制度下那 

些管控劳工的规则。而且，虽然创意劳动的国际化外包已经成为好莱坞产 

业模式的基本经济现实，但这些纪录片却仍把电影生产描绘成一种雇佣 

本国创意劳工完成的美国本土的事情。

在下一章，通过把我们带到全球动画制作的中心之一台湾，戴皖文 

论证了电影生产远比好莱坞愿意承认的来得复杂。基于对动画制作人的 

访谈和全球动画产业的资料，戴皖文展示了在动画制作全球分工的主要 

节点地区工作所需要面对的挑战。其研究尤其擅长展现技巧娴熟的动画 

制作人日常工作状态的复杂之处，他们必须不断地就创造性、独立性和工 

作保障等问题进行协商。作者还描述了台湾政府和电影制片商为了重新 

平衡本土公司与全球巨头之间的关系而做出的促进二者合作生产的努 

力。结果台湾公司雇佣美国的剧作家，或者将一些工作外包到中国大陆。 

论文还指出，关注劳工的商品化和去技术化过程的理论视角是有用的，但 

还需要另外一些视角理论来加以调和，借此关注在主导全球动画产业的 

大型跨国集团的国外基地中存在着的、为境况地位而进行的抵制和抗争， 

即便这种抵制和抗争只是个体劳工层面。

没有人会否认中心1 缘关系对于分析知识劳工的重要性，但是正 

如下一部分中的各章节所表明的那样，对全球化进程的合理关切也需要 

用密切关注本土条件的影响力来进行平衡。格雷戈•高尔（Gregor Gall)的 

论文旨在理解英国的媒体公司如何以及为何没能摧毁全国记者工会 

(NUJ),同时，为何NUJ也未能在组织方面取得关键性的突破。在研究地

013



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

方新闻业的劳资关系已达十五年之久的高尔看来，理解这一状况的关键 

在于理清地方报纸产品市场的空间构成方式（也就是说，它们是当地或地 

区报纸而非全国性报纸）、工会影响和国家劳工法这三者之间特定的相互 

关系。如此，他的文章便为下述问题提供了基础扎实的理解：地方的、 

国家的以及国际的力量和进程是如何既给媒体产业中的知识劳工组建工 

会造成了挑战，同时又为其带来了机遇。

佩雷 •马西普（Pere Masip) 和何塞普 •路易斯 .米柯（〗〇Sep Uufs 

Mic6)关注的也是记者群体，不过他们的关注焦点是新技术的使用，西班 

牙电视新闻编辑室正在因之而发生变化。西班牙的电视系统中尚有佛朗 

哥政权的残留印记，这一点具体体现在不平等的雇佣模式中：供职于公 

共广播系统的记者们往往享有完全的工作保障、显著的地位以及公务福 

利，而那些在私人广播系统中工作的人们往往不属于工会，但是更能接受 

新技术。两位作者抵制了对新技术和新情况所做的相关研究通常持有的 

技术决定论，他们利用自己对西班牙电视业的详尽了解来描述，广播记者 

们是如何在商业主义的压力、对新技术拥有的热情，以及对新技术所能带 

来的利益的不确定之间达成妥协平衡，去使自己有能力适应一个多媒体 

报道时代的到来。他们得出结论说，根本问题不在于媒体劳工不愿意采用 

新的工具，而在于媒体公司抵制新闻生产中社会关系的改变，而这种改变 

的方式会使记者们得以充分地利用他们的工具。

最终，万达•赖德奥特(Vanda Rideout )将我们的注意力从媒体劳工 

转向了地方知识劳工的另一个群体，他们负责给加拿大的农村人口、失业 

人口和贫困人口提供政府资助的失业保险和就业咨询服务。她的论文“不 

存在信息时代的乌托邦”，依据的是她所做的细致详尽的田野调查，该调 

查背景的特征是政府施加高压要求削减开支，减少福利，利用信息技术来 

提供服务，由此而对想要设法满足社会福利需求的劳工制造巨大压力，种 

种需求的复杂性无法用技术手段轻易解决。这些劳工中有很多人之前是 

政府雇员，如今都成了合同工，每年都不知道下一年他们的合同是否可以 

续签。他们还得与各种限制条件斗争一从使用拨号上网的老式电脑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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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的技术支持和培训一导致他们为本该在此一过程中成为搭档的客 

户提供充分的服务变得更加困难。

如果说前两部分中的章节突出的是全球化背景中的地方抗争，那么 

接下来的这一部分则是从全球的视角出发来探讨中心缘的问题。首 

先，文森特•莫斯可和安德鲁•斯蒂芬斯(Andrew Stevens)关于外包工作 

到国外的研究，描述了促使西方知识产业部门的公司不得不将知识劳工 

的工作送往世界低薪酬地区的种种压力，这些工作中包括创意劳动，如软 

件工程、建筑设计、金融分析、放射诊断学以及法律服务。本章概述了支 

持和反对知识工作外包的典型理由，随后又对质疑这些观点的思潮加以 

关注。尽管有那么多的相关讨论讲的都是向贫穷国家输出工作的问题，其 

实大部分跨境外包是发生在发达国家内部的，比如将工作从美国输出到 

加拿大、爱尔兰、以色列等国，这些地方的教育水平和英语语言技能较 

强，而且有着相当高的文化相似性。此外，尽管向中国、在知识产业内尤 

其多地是向印度的工作输出正呈增长之势，但是一些印度的跨国公司——  

比如Wipro、ICICI、Tata和 Infosys— 通过在美国和加拿大积极展开境外 

业务，已经带头开始扭转这一外包趋势。不过莫斯可和斯蒂芬斯也发现， 

抵制与日俱增，而且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新动向，这些变化正在促使富裕国 

家和贫穷国家的劳工联合起来，努力建立工作、薪酬、福利和工作条件的 

基本标准，而不管工作的流向如何。最后，在围绕外包的赞歌和争论中， 

外包的高失败率显然没有得到足够关注，尤其是在知识产业部门失败率 

特别高，因为在知识产业中地域和文化因素很重要。

接下来，惠•卡普尔对外包文化进行了分析，其中包括种族歧视和 

性别歧视，它们充斥于北美社会对亚洲劳工一特别是印度妇女一 的看 

法由之形成的形象之中，而印度妇女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高技术产业中 

的知识劳工。她也描述了印度国内日益增长的一种道德恐慌：外包工作 

被认为对传统的文化和社会关系构成了威胁。如此一来，她解构了构成 

“外包”，更广泛来讲还包括“全球化”等相关话语的许多迷思，并且建 

议为了更好地掌控正在变革的国际劳动分工格局，知识劳工们需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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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和国际层面上的联合。她在总结时说，马克思主义一女权主义视角对 

信息工作女性化议题的探讨可能是个起点。

下一部分章节的作者们进行了各种理论争鸣，勾画出了知识劳动研 

究中概念地形图的主要部分。这些章节也因作者们运用各自观点探讨社 

会变革途径，以及用资料为几个重要范例佐证的做法而出色。这组研究以 

恩达•布罗菲（Enda Brophy)和格里格 •德 •波伊特（Greig de Peuter)分 

析围绕着所谓抽象劳动进行的争论为开端，这些争论因采取意大利自治 

论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立场的学者们而变得突出。此种观点认真分析了向 

新型信息和知识劳工的转变，并对源自这种转变的新型政治活动进行了 

突出强调，认为其有潜力破坏或颠覆工业资本主义的传统社会关系。通过 

集中关注“不稳定性”（precarity)术语和临时性劳工在世界知识产业中日 

益增长的重要性，作者们为如何推进关于抽象劳动的讨论提出了建议。劳 

工势力在世界范围内的衰落，以及全球性公司在通信和信息新技术推动 

下的崛起，将世界上包括知识劳工在内的大量劳动力转变成了不稳定的 

劳动力。这种形势需要进行新型的抵抗，而这种新型的抵抗与传统的马克 

思主义和传统的工会主义都不相同。

迪安■科尔比所撰章节重复了布罗菲和波伊特对关于信息社会的话 

语中大量必胜信念的批评，但他对自治论者的传统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呼 

吁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更传统的形式和工人阶级的斗争。科尔比对那 

些认为新媒体会带来一种新经济并最终会带来新的生产方式的人予以了 

尖锐的批评。他认为需要将视线从享有特权的知识劳工群集的大都市中 

心移向大批生活在赤贫状态不了解什么是特权、什么是知识劳工的人的 

地区。

通过对美国高技术产业中处境日益不稳定的劳动力进行分析，米歇 

尔•罗迪诺-科洛西诺把前两章概述过的观点的要素进行了组合。她论证 

说，始于对社会阶级的理解的批判传统仍然大有可为。她的文章集中关注 

的是为改善新型“长期性临时工”（permatemp)的工作质量而进行的抗 

争，新 型 “长期性临时工”指的是在微软之类的公司里辛苦劳作的高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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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劳工，长期性的临时工状态事实上导致了他们的工作、薪酬、福利和 

保障高度不稳定。基于访谈材料、文献记录以及她在劳工运动中的自身经 

历，罗迪诺-科洛西诺追踪了一种新型劳工组织一劳工联盟的形成和发 

展，及其华盛顿技术劳工联盟的活动的具体表现，该组织已经在美国围绕 

高技术工作外包展开的广泛的全国讨论中成了一个重要的发言者。

利萨 •麦克劳林（Lisa McLaughlin) 和海伦•约翰逊（Helen Johnson) 

的研究，探讨了知识劳工性别分化的复杂情形，这对亚太地区的妇女尤其 

有影响。基于其在该地区进行的田野调查，她们论证了在妇女参与的若干 

不同的知识劳动领域里存在着的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的张力。她们非常清 

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妇女会遭遇到以公司和政府组织的形式存在 

的制度性权力，也还存在着多种形式的下层力量。她们用证据表明，妇女 

可以通过行动创造更好的工作场所，更平等地使用传播工具，进一步向社 

会正义迈进，而且其行动往往会取得成功。因此，研究认为该地区的妇女 

和信息技术的关系错综复杂，是在结构和能动性的相互作用中建构，并且 

需要有效的政策和政治干预。她们在文章的结尾为如何提高妇女在亚太 

地区信息经济中的地位提供了具体建议《

本书最后一个部分的各个章节探讨了一系列不同的领域，它们通过 

关注一个共同的焦点而彼此相连，即劳工们近些年所使用的终极武器——  

罢工。由迪帕•库玛所写的该部分的第一章分析的是被广泛视作最近的 

美国劳工史上最成功的罢工行动之一，即 1997年受雇于联合包裹服务公 

司（UPS)的卡车司机工会（Teamsters Union)的 175 000名会员发起的联合 

罢工。库玛论述了美国劳工二十多年来是如何第一次迫使一个大公司让 

步，且在薪酬、工作条件、就业保障和合同出租(contracting out)等几个关 

键的工会要求上做出妥协。这次罢工成功的关键是工会在这场双方观点 

的斗争中赢得了公众的支持。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成 

功地用理由证明了，争论中的问题并非是UPS独有的，而是可以影响到 

广大的美国工人阶级。库玛利用其对该工会的深入了解和对媒体对这场 

罢工的报道的分析阐明了该事件的来龙去脉。她在最后指出了这场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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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般的劳工运动的意义，同时也特别指出了其对知识劳工具有的 

意义。

我们很早就知道罢工有其自己的文化。为了加深理解，伊恩•纳吉 

(Ian Nagy)利用米哈伊尔•巴赫金的文化理论分析到，罢工同时运用了狂 

欢的情感体验和象征意义。纳吉注意到，狂欢化研究的特征之一是始终把 

权力作为中心主题，权力是颠覆的驱动力也是颠覆的目标。罢工和狂欢是 

在用行动表达把世界翻个底朝天的渴望。如果说成功的罢工体现了下层 

对上层的胜利，那么包括知识劳工罢工在内的众多罢工中非常典型的狂 

欢氛围便是对胜利的想像和预设，从而为罢工者注人了行动所需的能量。 

纳吉论证了文化理论对于理解劳资双方之间紧张对抗的重要性，并且运 

用个案研究证明了自己的分析，个案中包括那场反对康拉德•布莱克 

(Conrad Black)的 《卡尔加里先驱报》（CaZgary//era⑷的罢工。他得出结 

论：虽然狂欢主题在各种各样的劳工抗议中都会出现，但是其可能在知 

识劳工的示威罢工中具有尤其重大的意义。

本书的最后一章由锡德•施奈德（Sid Shniad)完成，他是加拿大电信 

劳工工会（Telecommunications Workers Union of Canada)的研究总监。这个 

工会在没跟其雇主泰勒斯公司（Telus Corporation)签订任何合同的情况下 

维持了五年，随后在2005年举行了一场激烈的罢工运动。施奈德的分析 

将泰勒斯纠纷置放于如此语境：电信产业正在被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去管制化等力量改变，这些力量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已经席卷了众多产 

业。他的工会受到的冲击尤其猛烈，因为该工会曾享有北美电信产业中最 

优惠的合约之一。这项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电信公司（BC T d )历尽艰辛达 

成的协议使该工会在决定一些问题的时候拥有相当大的权力，而大多数 

工会只能将这些问题的决定权留给资方。但是当泰勒斯接管BC Tel之 

后，一切都改变了。作为去管制政策的直接产物，泰勒斯带着复仇的心态 

坚持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工会出于自己激进的传统对此给予了反击，历 

史上这个工会曾经接管了温哥华电信局，以此表明它不需要资方来运营 

电话公司。施奈德对随后的斗争进行了描述，并且为该产业中的劳工以及

018



导论知识劳工和信息社会的理论化

知识劳工总体进行了总结。他的观点为这本内容多元的文章选集提供了 

一个合适的结论，本书有助于我们理解仍在继续的信息时代知识劳工的 

形成过程。

最后，我们要感谢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委员会对传播产 

业的工会和融合的研究项目的资助。我们还想感谢安德鲁•斯蒂芬斯和 

皇后大学的大卫•拉文(David Lavin)对我们研究工作的帮助。最后，我们 

还要对卡尔顿大学(Carleton University)的卡莉•布坎南（Carrie Buchanan) 

致以诚挚的谢意，她为本书诸章节所做的编辑工作极为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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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 r
第 一 早

劳工节目的停播：赫斯特集团、 

跨媒体所有权和工会争取旧金山 

媒体近用权的斗争

科林 .T .弗内斯-沃尔夫和伊丽莎白• A .弗内斯-沃尔夫

1940年 1 月，赫斯特报系总经理 J . D ■戈塔托斯基 U  D. 

(Wtatowksy)向赫斯特电台领导发去一封信，直接而不客气地问道： “你 

能告诉我你们正在采取什么措施停止我们K Y A 电台上播出的这些宣传 

吗？”信中所谓的旧金山当地电台上的宣传指的是“劳工播报”（Labor on 

the Air),这是一个由该地区产业工会委员会赞助的日播工会新闻评论节 

目（J. Gortatowksy给 E. Stoer的信，1940年 1月2 2日，6051号记录）。在过 

去的一年半当中，这档号称拥有成千上万名听众的节目一直在播出被赫 

斯特集团的领导层认为是好斗和激进的内容。而这个历史上一直与工会 

对立的传媒集团不想沾染上“被称作劳工电台的污名”（E.Stoe!•给J. Fly 

的信，1940年 10月2 3日，6051号记录）。后来就在同年，因隶属赫斯特 

集团网络的当地报纸和外部商业利益的怂恿推动，K Y A 电台的高层宣布 

停播劳工播报节目。

对于经常在广播时遭遇审查与歧视的工会运动来说，K Y A事件是美 

国传媒系统中种种不公现象的一个例证。在工会主义者看来，只有一小部 

分体现公司集团利益的意见大行其道，而反对的声音却搁置在公众意识 

的边缘。有一段时间，政府曾指示广播电台要为公众利益服务，提供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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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这一指示所昭示的广播电台的前景激起了劳工广播要拥有更多 

听众的抱负。然而，电台却仍然被公司集团的利益所控制，而且当个别公 

司，比如赫斯特集团，开始在电台广播与新闻报纸市场占据垄断地位之 

后，劳工甚至面临着更大的威胁（McChesney，1993)。到 2 0世纪3 0年代 

末，赫斯特集团已拥有了三家报纸和一家广播电台，即位于旧金山湾区的 

K Y A。同时，此集团还在纽约、洛杉矶、密尔沃基、圣安东尼奥、匹兹堡 

以及巴尔的摩拥有多家媒体。当赫斯特的右翼集团在其市场中用权力有 

效地将劳工拒于主流媒体的大门之外时，跨媒体所有权对工会造成的威 

胁已经十分明显。

跨媒体所有权带来的后果给劳工造成了普遍的伤害，但这同时也使 

媒体知识劳工有限的独立性得以显示，尤其是那些在商业环境中工作的 

劳工新闻记者。随着2 0世纪3 0年代末至4 0年代劳工运动在旧金山及 

其他地方蓬勃兴起，工会开始赢得更大的大众媒体近用权。工会长时间 

以来一直维持着发行量有限的小规模报纸，工会记者希望可以利用广播 

把他们独有的进步言论传播给更多的听众。在旧金山， “劳工播报”节 

目反映出了工会的改革精神与热情，这正是地区工会运动的重要特征。 

该档节目的热播证明了劳工广播者有能力填补媒体中拥有公众需求的 

空隙。劳工媒体中的知识劳工在动员劳动阶级的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 

的角色。然而，他们对商业媒体的依赖证明是一个致命的弱点。于是必 

然的，赫斯特集团收紧了它的肌肉，在其媒体网络中对劳工新闻进行狠 

狠地挤压。赫斯特集团审查底稿，解雇工会的记者，制定右翼的编辑方 

针，并且叫停了劳工广播。赫斯特媒体帝国的劳工无论如何都必须严格 

服从公司的命令。

主流媒体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一向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爆发 

二战前几年的旧金山，劳工运动动员起了当地对进步改革前所未有的公 

众支持。但是在随后的几年中，以强大的赫斯特集团为首的商界，却几 

乎将劳工从报纸和广播中完全驱逐，作为替代，他们用持续不变的亲商 

业（business-friendly)节目来填饱公众的胃口。一旦赫斯特集团认定“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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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播报”对企业现状产生了威胁，这档节目便消失了。围绕 K Y A 电台 

的争议实实在在地证明了，当只有仅仅几个集团控制整个系统时，公平 

而民主的媒体绝对只是虚幻的概念。

旧金山工会主义

旧金山的工会运动一直以其富有有据可查的工厂斗争精神（workplace 

militancy)与政治行动主义(political activism)传统为荣。追溯到19世纪晚 

期，旧金山的工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左派人士成立了劳工委员 

会和其他一些联盟，以制止资本家对该座城市的政治和经济文化领域的 

控制。然而，工会拥有权力的时代却转瞬即逝。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导致劳工退出了这座城市的政治舞台，雇主组织针对工会堡垒和一系列 

灾难性的罢工发起了一次战略攻击，这使劳工运动的势头在旧金山遭遇 

了突然的打击。财力雄厚的商业群体对工会进行打压，直至其顺从或彻底 

解散(Issel，1987, Kazin，1986)。

在工会噤声和雇主压制的十年过去之后，2 0世纪30年代初形势发生 

了有利于劳工的回转。经济大萧条的爆发，以及随后富兰克林•德拉诺- 

罗斯福总统实施的利于工会的新政法规，使得一直在沉寂中酝酿的工人 

运动一触即发(》啤 ^和 Gall, 2002)。1933年，码头劳工们使之前处于休 

眠状态的国际码头工人协会(ILA, International Longshoremen’s Association) 

重新开始运作；次年5 月，太平洋沿岸的码头劳工发动了一次联合罢工。 

其他海事劳工随之纷纷加人这次罢工浪潮。船主们对工会的行动进行反 

击，许多报纸也煞有介事地低毁罢工劳工。在全市范围的总罢工（General 

Strike)的支持下，海事工人们最终接受了调解，重新返回工作岗位，经过 

了此次罢工，他们变得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勇敢(Nelson, 1990)。

在 20世纪30年代的旧金山，组织运动、罢工以及政治行动主义简直 

司空见惯(Nelson, 1990)。不过随着劳工队伍的壮大，裂缝也开始在运动 

内部出现。在国家层次上，历史更长更加保守的行业工会(craft unions)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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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崛起的产业工会主义(industrial unionism)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将劳工 

阵营一分为二。1937年，一些产业工会诸如汽车劳工联合会、矿工以及钢 

铁劳工联合会组成了产业工会联合会（CIO,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并且脱离了更为保守的，行业导向的美国劳工联盟 

(AFL,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Zieger, 1995)。由分裂带来的冲击 

波震撼了旧金山的劳工运动。作为国家层次上分裂的反映，C10成立了旧 

金山产业工会委员会（San Francisco Industrial Union Council)来对抗 AFL 

的旧金山劳工委员会(San Francisco Labor Council)。在旧金山滨水区以及 

其他的地方，A F L和 CIO之间的对抗常常引发冲突，有时甚至还会升级为 

血腥的地盘争斗。

在劳工运动内部进行相互残杀之时，旧金山有着根深蒂固的势力的 

商界则在设法抑制工会的发展。在对抗劳工的斗争中，雇主们找到了一个 

重要的盟友，那就是商业报纸。在总罢工时期，在旧金山湾区经常被劳工 

日报称为“雇主媒体”的报纸业主们联合起来发动了一次反对罢工的运 

动，他们灌输给公众铺天盖地的关于工会狂乱暴徒的报道，并且警告公众 

这可能是共产主义者的暴动（Nasaw，2000; La6or//eraW, 1938年 11月 10 

日）。1936年 1月 《国家》（7716灿^〇™)上的一篇文章称滨海区的劳工新闻 

“至少5 0 %是假的”，是 “有敌意的报纸为了使其他群众反对滨海区的雇 

员”而捏造出来的（Carlson, 1936)。尽管城市工会运动本身也扶植了一 

家活跃的平面媒体来提升劳工的形象，但是只看商业报纸巨大的发行数 

字，就会明白它的声音相比之下仅仅是少数受众听到的低语而已。

赫斯特集团

旧金山湾区影响最大、反对工会联盟最为激烈的商业报纸是《旧金 

山观察家报》，这家报纸的所有者是媒体大亨威廉•兰道夫•赫斯特 

(William Randolph Hearst)，他被雇员们称为“老总”（the Chief)。许多当 

代观察家都认为《旧金山观察家报》对总罢工的结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

第一章劳工节目的停播：赫斯特集团、跨媒体所有权和工会争取旧金山媒体近用权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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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赫斯特自己也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反对工会的社论。罢工结束之后， 

赫斯特集团西海岸股份的管理人约翰.弗朗西斯.尼兰（Min Francis 

Neylan)向他们的老总发去了越洋电报： “旧金山摧毁了总罢工……您现 

在可以把头抬得比上周更高了。”（Nasaw，2000 : 493, Seldes，1938)赫斯 

特与旧金山工会主义者的冲突只是他与组织起来的劳工长期作对的一个 

片段而已。作 为 美 国 资 本 主 义 精 神 ，即 彻 底 个 人 主 义 （nigged 

individualism)的坚定支持者，赫斯特对于他将之等同于共产主义的劳工运 

动总是满怀猜疑，并且在他自己的集团中对工会主义采取十分强硬的方 

针。在 20世纪早期，为了与其采矿公司的工会主义者斗争，赫斯特用上 

了打击工会的所有手段：他雇用使用恐吓与暴力手段的代理人，解雇工 

会中聚众闹事的煽动者，让劳工停工，还雇用破坏罢工的工贼。2 0世纪 

3〇年代，美国报业工会（American Newspaper Guild)成立以后，赫斯特这 

个 “老总”试图摧毁该工会。在旧金山，赫斯特的《旧金山观察家报》解 

雇了几名报业工会的会员，工会指控报纸管理部门这是恐吓（Lundberg, 

1936; Laöor //eraW, 1939 年 3 月 23 日）。

到 20世纪30年代中期，赫斯特集团已经控制了一个庞大的覆盖全国 

的媒体帝国，其中包括报纸、杂志、电台以及一家电影公司。他的媒体受 

众有数千万美国人。研究赫斯特的学者大卫•纳索（David Nasaw)撰文指 

出这位“老总”的报纸“总是发出同一种声音，那就是赫斯特的声音” 

(2000 : 484)。这个声音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反动。具有讽刺意味 

的是，赫斯特开始他的媒体职业生涯时自称为平民主义者，对公司利益持 

批判态度。他当年甚至支持过罗斯福的第一次总统竞选。然而到了 2 0世 

纪 30年代中期，赫斯特反把手中的匕首指向了罗斯福总统，甚至公开给 

总统扣上“赤色分子”的帽子进行攻击。对罗斯福政府的这一攻击，再加 

上来自报纸行业的其他攻击，使得这位总统深信新闻界在合谋反对他，这 

就 促 使 他 发 起 了 联 邦 传 播 委 员 会 （FCC, Federal Coraimmications 

Commission)对媒体垄断的调查。确实，自从20世纪20年代电台出现起， 

赫斯特就开始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这位老总认识到电台“可以被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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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报纸本身利益的实现”（E. Gough给 J. Connolly的信，1933年 1 月 24 

日，6051号记录）。1928年，赫斯特买下了他的第一家电台，密尔沃基的 

W 1 S N - A M。1934年，赫斯特集团又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获得了旧 

金山的K Y A 电台，随后电台就搬进了《旧金山观察家报》的大楼。到了 

1936年，已有将近两百家广播电台在播报赫斯特的新闻。在旧金山湾区， 

除了《旧金山观察家报》，赫斯特还拥有其他两家报纸，分别是《旧金山 

新闻呼声报》（San Francisco Ca/Z ßu/fchn)和 《奥克兰问讯者邮报》 

在旧金山和美国其他许多地区，赫斯特媒体的势

力简直所向披靡。

广播学者鲁特•布林策(Ruth Brindze)在 1937年对赫斯特的媒体垄断 

行为发出了警告。她认为，赫斯特集团的媒体不仅对赫斯特本人激烈而带 

有党派偏向的观点给予重点强调，而且还将其他不同意见统统拒之门外。 

她举出了 1936年总统选举中的一个例子，当时赫斯特在匹兹堡的电 

台_ W C A E拒绝播放来自共产党的候选人的演讲（Brindze, 1937)。赫 

斯特还同样将广播这一媒体力量用来打压工会。在 1939年一次针对他在 

芝加哥的报纸的罢工运动中，这一地区的电台广播员拒绝播放工会的观 

点，而是把播放时段卖给了赫斯特(W〇r/fcraW ，1939年 6 月 2 9日）。就 

算不对自己媒体帝国内的工会进行打压，赫斯特和他的报纸也会对工会 

运动整体进行诽镑中伤，劳工们也不会对他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在 

1935年旧金山的劳动节庆祝活动上，当 60000名游行者的队伍经过《旧 

金山观察家报》大楼时，他们尽情地对其发出了嘘声(Nelson, 1990)。

赫斯特集团并不是惟一力图给劳工公众形象抹黑的媒体。在整个美 

国，新闻界都为商业利益所控制。那些大的商业财团控制着大部分主流报 

纸，而财团和劳工之间的关系向来就处于敌对状态，报纸机构都是些从商 

家获取广告收益的资本主义企业，其中很多都经常与工会水火不容。商业 

媒体都对工会摆着一副冷面孔，将劳工新闻深埋在靠后的版面或者干脆 

忽略。当主流报纸确实认为劳工新闻具有新闻价值的时候，比如在罢工期 

间，他们通常也不会为劳工说什么好话。因为被印刷媒体拒之门外，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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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开始转而寻找其他方法去传播信息，以捍卫自己的形象（Fones-

WoH, 2006) 0

劳工广播

电台广播的兴起掀起了美国传媒系统的革命，也为工会提供了打破 

公司对媒体控制的可乘之机。因为20世纪20年代曾有过试播的经验，工 

会迅速认识到了广播的强大力量。电台使得工会成员以及普通大众舒舒 

服服地待在家中就可以接收到劳工广播，这样就避开了雇主的干涉。在一 

批年轻劳工领袖，尤其是其中的CIO工会成员的带动下，2 0世纪3 0年代 

劳工运动已经开始大力使用广播电台。电台成了组织活动的重要工具，成 

了罢工中的重要武器，建立工会团体以及身份认同的辅助力量，同时也是 

教育和政治行动的重要手段。另外，它不仅明显增强了劳工内部的交流能 

力，而且大大提高了劳工引导公众舆论的能力（Fones-Wolf, 2006)。CIO 

的组织主管，阿兰 .S •海伍德(Allan S. Haywood)承认劳工的财力不足以 

介入报纸领域，他将电台视作“纠正报纸对于CIO的歪曲报道的力量”， 

同时也是劳工运动向公众传播的最重要的渠道之一(Haywood, 1941)。

在旧金山，工会主义者也加人到了席卷全国的劳工电台节目浪潮之 

中。 《国家》杂志的奥利弗•卡尔森(Oliver Carlson)将码头上从1934年罢 

工运动中涌现的一支新出现的工人力量描述为“一支热情激昂的部队，里 

面的人年轻，有文化，善于表达，并且要为码头劳工建立更新更高的标 

准”（Carlson, 1936)。出于如此十足的干劲和战斗精神，旧金山的码头劳 

工在1937年 1 0月在 K G G C 电台创办了“劳工在前进”（iator 咖 

Marc/0节目。这个由国际码头和仓库工人工会（ILWU, International 

Longshoremen’s and Warehousemen’s Union)赞助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间 

6:30至6:45播出。该档节目为劳工媒体的知识劳工们与普通大众进行交 

流提供了新的渠道。多年在媒体中遭受打击之后，这次劳工终于找到了一 

个讲坛去反击“雇主走狗那些鼓吹劳工没用、罗斯福没用，新政没用，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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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者没用，鼓吹走向繁荣的惟一道路就是击垮工会的言论”

1938年4 月2 1日）。这个节目的内容包括当地劳工新闻、评论以 

及特写，节目迅速拥有了忠诚的追随者，并被称赞为劳工运动中“全城传 

播劳工信息最有力最重要的媒介之一”（Voice 〇/Ae Ferferahon，1937年 10 

月 14 日，Laftor ZferaW, 1938 年 4 月 14 日）。

然而播出没多久， “劳工在前进”就因为企业的反对而遭到了扼杀。 

《劳工先驱报》（iakr/feraW)指控有“不知名的雇主团体”向电台经理 

S . H  .帕特森（S . H . Patterson)和威廉•格罗夫（William Grove)施加压 

力，要求其停播这一劳工节目。来自劳工的抗议最初挫败了电台停播“劳 

工在前进”的企图，然而K G G C随后也做出反应，对节目的内容进行严格 

审查，并把所有被视作“有争议”的内容全部剔除。4 月，节目为期6 个 

月的播出合约到期，电台拒绝了续签新合约的要求(/■ator/ZeraW, 1938年 

4 月 1 4日）。在对一次次乞求和请求商业电台丢给(有时还不给）自己一些 

播放时段的境况感到灰心之后，劳工记者们抗议说： “雇主们享受着覆盖 

全国的广播，他们将各种无意义的废话大量倾倒进人们的居室。他们在宇 

宙电波里不受限制地放纵喧闹。”然而如果工会试图进行广播的话， “在 

10个电台中的9 个甚至都无法租到播出时间”。而当一个劳工节目被罕 

见地播出并且产生了影响时， “雇主们的组织一定会想方设法使其消失在 

电波之中” 1938年 4 月 2 1日）。在劳工日报的敦促下，无 

数劳工和社会团体向联邦传播委员会抗议节目的取消（Vbice

1938年4 月 1 4日）。而委员会并没有顺从I L W U的立场恢复节 

目的播出，于是等于火上浇油，更加助长了在工会运动内部本来就有的对 

企图扼杀劳工节目的阴谋的强烈怀疑。

“劳工播报”

虽然工会主义者没能使码头劳工在K G G C电台的节目恢复播出，但 

是劳工节目也并未在旧金山的电台长久消失。1938年 6 月 1 1日，旧金山

027



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

产业工会委员会和赫斯特旗下的K Y A 电台签订合约，在每周一至周五的 

晚上6:30至 6:45,也就是之前码头劳工节目的时段，播出他们的节目。 

新节目的名称是“劳工播报”，6 月2 0日在劳工报纸大张旗鼓的宣传中开 

播了。K Y A 电台的功率大约是K G G C电台的50倍以上；它的广播大概可 

以覆盖200万听众，广播范围向北延伸可以远至不列颠哥伦比亚省（C/O 

/Ve««, 1938年7 月 2 日）。在很多情况下，这一节目都进人了那些处于劳 

工报纸发行圈之外的家庭和社区。不到6 个月，节目便号称已经拥有了30 

万到4 0万 名 听 众 1939年 1 月 2 6日）。这个节目为旧金山 

工会主义者提供了宣传劳工政治和经济目标的强有力的声音。

被一位听众形容为“富人电台中的穷人新闻”的 “劳工播报”，保留 

了与其前任“劳工在前进”相同的工会新闻和评论节目。节目由麦克•奎 

因（Mike Quinn)写作，由卡尔•巴朗（Karl Bairon)播报，每天的广播稿所 

用 的 新 闻 材 料 来 自 附 属 的 地 方 工 会 Z/eroW，1938年 6 月 2 3 日； 

Koice o/t/je federation，1940年 10月 1 2日）。这个节目还有着对喜剧的鉴 

赏力和表演才能，它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语气来满足听众的需要：这一小 

节是催人奋起的战斗呼吁，下一小节则成了反映码头工人困境的情真意 

切的故事；选举时节是严肃的政治分析，劳资冲突时则有对资方的刻薄嘲 

讽。 《旧金山观察家报》（它与 K Y A 电台为同属一家公司的兄弟公司）的 

老板克莱伦斯•林德纳（Clarence Lindner)把节目的内容形容为是“对•雇 

主进行的恶毒(但措辞巧妙）的攻击”（C. Lindner给 J. Brooks的信，1940 

年 1月 1 1日，6051号记录）。而对于那些对劳工们的事业持支持态度的人 

来说，这档节目则提供了关于美国劳工所面对的问题的及时、直接的工会 

视角。

“劳工播报”还经常对劳资纠纷进行评论。在 1939年夏末，I L W U的 

广播合同最后期限迫近之时，节目对那些借国外战争牟取暴利的船东进 

行指责， “炮声隆隆之时正是财源滚滚之际”，而他们却依然对那些装载 

着这些致命货物的雇工吝啬无比（C/O 1988, 1939年 9 月 1 9日和22 

日，以及1939年 6 月2 6日的广播稿）。商界对劳工的敌意转向了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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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试图（但没有成功）驱逐生于澳大利亚的码头工人领袖哈里•布里奇 

斯(Harry Bridges)。作为关于驱逐的审讯的领头者， “劳工播报”起而为 

布里奇斯辩护，对政府在此案件中的暗箱操作行为进行指责，并号召大家 

加 人 “支持哈里•布里奇斯委员会”。

节目还在劳工的范围之内针对更宽泛的问题和意见提供反映现实的 

观点。西部工会邮政人员的一次地方罢工为“劳工播报”提供了机会去宣 

传工会对于工作场所中“效率问题”的看法。节目使听众可以及时了解到 

州和国家的最新政策，另外还支持一些进步的举措，如 “火腿蛋”

( “Ham ‘n’ Eggs”）项目，这是一项由政府财政扶持的针对年老穷困者 

的救济项目，以及罗斯福新政议程（C/O 1988，1939年9 月2 8日广播

稿）。偶尔，这个 CIO工会的节目还会留出时间与A F L工会进行对抗， 

A F L的主席威廉•格林(William Green)便常常被“劳工播报”拿来当“靶 

子”。有一次旧金山的一个A F L分会勾结雇主试图攻击一个CIO工会， 

节目便斥责A F L的领导“把工会制度视作一种玩弄政治手段，图谋个人 

权力，游戏弄权争夺个人好处的东西”（C/O Fite 1988, 1939年 9 月 2 6日 

广播稿）。

“劳工播报”在旧金山湾区的地位渐渐稳固。有时 K Y A 电台要处理 

一 千 多 封 热 心 听 众 的 来 信 /feraW, 1940年 10月 1 8日）。1940年年 

初的一个例子很好地展现了这个新传播工具在动员城市劳工时的重要 

性。旧金山商会长时间积极鼓吹地区大约60〇〇〇人失业的问题要靠市场 

自己解决而不能采取公共救济措施，有一次他们宣布了一项计划，要为 

25名失业居民提供工作。不仅商会自己心知肚明， “劳工播报”的制作人 

员也看穿了这一举动实际上是一种虚伪的公关伎俩，于是要求商会摊牌 

亮底。节目还鼓动听众在2 月 1 7日到商会大楼下举行集会。到了周六， 

数百名劳工前去游行示威，此举令商业团体不知所措。这次使旧金山湾区 

经济的薄弱之处得以暴露的集会，令许多商界人士蒙羞 

1940 年 2 月 15 日，C. Lindner 给 J_ Brookes 的信，1940 年 2 月 17 日，6051 

号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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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节目很受欢迎，然而在播出了两年之后， “劳工播报”还是在 

1940年的 10月被K Y A 电台停播了。节目停播引发了铺天盖地的公众抗 

议。 “今天晚上我们是含着眼泪收听你们最后一期节目的，” 一位听众写 

道。另一位听众说： “许多节目没有了我都可以不在乎，但你们的节目是 

我最不想失去的。”因为K Y A 电台不许在节目中公布即将停播的原因， 

所以一开始停播事件被迷雾笼罩着。一位来自圣何塞的听众这样说道： 

“我们失去了一位每天晚上6:30来访的朋友……我真的不明白你们为什 

么要退出？是因为钱吗？ ”一位更加愤怒的听众宣称“我们要一直抗争， 

直到那可恶的冻结解除，你们重新开播”（ia6〇r//eraW, 1940年 10月 18 

日）。很快就有消息传来渐渐透露出停播的原因。K Y A 电台的负责人哈罗 

德•梅亚尔(Harold Meyer)于 10月8 日星期二通知该节目的制作人员立即 

停播，仅仅说是因为节目“有争议”，因而违反了全国播音员协会 

(NAB,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roadcasters)新颁布的道德准则。梅亚尔同 

意播完当周的节目，但是他真实的目的是试图改变节目的内容造成是CIO 

自愿退出的假象（E.stoer给 J. Fly的信，1940年 11月 1 9日，6051号记 

录；Foice o/t/ie /Weration, 1940年 10月 1 2日）。节目停播后产业工会委 

员会透露，类似的审查在节目播出过程中是司空见惯的（C/O/Ve««，1940 

年1〇月1 9日）。劳方的媒体知识劳工再一次触碰到了在商业电台言论自 

由的界限。

旧金山的工会主义者强烈声讨节目的停播。劳工呼吁听众们向KYA 

电台，联邦传播委员会（FCC)以及国会发去他们的抗议（L«6〇r ZferaW, 

1940年 10月 1 1日）。工会和社区组织与听众一起，用信件淹没了政府。 

在节目停播的第二天，加利福尼亚州议员谢利丹•唐尼(Sheridan Downey) 

向 F C C主席詹姆斯•劳伦斯•弗赖伊（James Lawrence Fly)寄去了一封 

信，信里全是对K Y A 电台行为的抗议（S. Downey给 J. Fly的信，1940年 

10 月 23 日，General Correspondence; 《Labor Herald》’ 1940 年 10 月 25 

日）。CIO的主席约翰_ L •刘易斯(John L. Lewis)甚至自己写了一封信向 

委员会抗议( _  77™«，1940 年 10 月 31 日；La6or //era/, 1940 年 11

030



第一章劳工节目的停播：赫斯特集团、跨媒体所有权和工会争取旧金山媒体近用权的斗争

月8 日）。此后不久弗赖伊给全国播音员协会主席（NAß)奈维尔•米勒 

(Neville Miller)写了一封信，以期引起他对这次争议的关注(J. Fly给 N. 

Miller 的信’ 1940 年 11 月 8 日 ’ General Correspondence)。

然而，与它的前任（“劳工在前进”节目）在 K G G C电台的命运一样， 

“劳工播报”再次播出的希望十分渺茫，尽管它拥有山呼海啸般的支持。 

所有其他的当地电台都把该节目列人了黑名单。而 “对这个事件给予了认 

真关注”的 F C C也未采取任何举措，争辩说他们无法干涉电台的节目编排 

(J. Fly 给 S. Downey 的信，1940 年 10 月 23 日，General Correspondence)。在 

过渡时期， “劳工播报”转向了纸质媒体，在 《劳工先驱报》上开设了一 

个名为“停播”（Off the Air)的专栏。另外，节目的制作者还希望将“劳 

工播报”的事业继续下去，他们在旧金山湾区的乡镇和城市轮流向公共听 

众播放直播的“开放论坛”。当然，与之前的广播节目相比，新的节目形 

式显得苍白无力，无论是专栏还是巡回广播没有持续多久。随着时间一个 

月一个月的拖延，要求节目恢复播出的呼声渐渐减弱。如果说这次劳工节 

目的停播只是一个孤零零的个案的话，那么本次争议也极有可能会大事 

化小，小事化了，至多只剩下一些牢骚。不过事实却是，全国许多电台都 

在利用全国播音员协会的这一条款作为借口排挤工会的广播节目，此举 

触怒了劳工，使劳工运动的火焰熊熊燃烧。

劳工争取播放时段的斗争

在 1939年中期，为了能够平息越来越多针对广播业播放煽情及猥亵 

内容的批评，换掉那些受到威胁的管理规定，全国播音员协会正式通过了 

大家自发制定的新的道德准则。新准则要求广播从业者要有“高品位”， 

还将出售播放时段用来播放争议话题和直白宣传定为非法行为，还规定 

作为服务公共利益的责任的一部分，电台有必要为持反对意见的代表提 

供免费的播放时段。从表面上看，这一准则是为了使广播节目更注重平 

衡，然而不幸的是，对于工会来说，全国播音员协会认定劳工问题天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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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带有争议性的，这就指示协会的成员电台拒绝为工会提供播放时段。克 

里斯托弗 •斯特林（Christopher Sterling)和迈克尔 •吉特罗斯（Michael 

Kittross) (2002 : 213)指出，新准则实际上“严格限制了除商业广告商之 

外的其他群体的电台媒体近用权”。在他寄给弗赖伊主席的针对K Y A 事 

件的信中，约翰 • L •刘易斯指出， “争议问题”条 款 “会带来危险，即 

有组织的劳工将不能得到电台的广播权为任何实用目的服务”（J. Lewis 

给 J. Fly 的信，1940 年 11 月 8 日，General Correspondence)。

即便是在新准则实施之前，劳工也经常被迫为了获得播放时段而斗 

争。公司享受着不受限制的电台播放时间，然而在2 0世纪二三十年代， 

相比于劳工工会敲开的一些通往广播界的门，更多的门就在他们面前砰 

地关上了。1935年，美国公民自由协会（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公 

布了劳工审查案件的结果，案件涉及匹兹堡、宾夕法尼亚、尤里卡、加利 

福尼亚、俄克拉何马等工会广播被电台禁止的地方。全国播音员协会的条 

例将电台拒绝工会组织的行为合法化了。举个例子来说，在俄亥俄州的阿 

克伦城，工会主义者利用电台成功地在当地的橡胶行业中组建了工会。然 

而在1939年 10月，W J W 电台援引全国播音员协会的新规定，停播了阿 

克伦产业工会委员会长期负责的周播节目。每当有节目停播，CK)都会控 

诉其不正当，认为新的准则只是一种托词，其真正的意图在于扼杀劳工节 

目（Fones-Wolf, 2006)。

F C C 调查赫斯特集团

如果F C C没有在1941年 3 月宣布将在全国范围内对跨媒体同时拥有 

报纸和电台的所有权的问题进行调查的话，围绕K Y A 的这一争议很可能 

就会像其他众多被禁的工会广播一样湮没无闻了。然而事实却是，在听证 

会期间，K Y A事件成了企业对社区跨媒体传播渠道的控制导致持异见 

者一如组织劳工—— 裨压制的典型例子。当然，F C C此举最早并不是出 

于对工会电台的关注。此次调查源于罗斯福政府日益担心，由共和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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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纸电台垄断体正在联合对抗自己。确实，1940年报业公司已经控制 

了现有电台的 30% (Brindze, 1937; Sterling 和 Kittross，2002)。不过在对 

跨媒体所有权问题进行调查时，劳工节目审查得以跻身全国关注的焦点。 

在调查过程中，来自CIO的阿兰• S •海伍德在委员会面前陈词，他表示 

自己曾经希望劳工在电台能比在印刷媒体得到“更公平的对待以及更好 

地表达意见的机会”。然而海伍德指出，在电台广泛存在着歧视劳工的倾 

向。他报告说“报纸下属的电台已经造成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案例”。他将 

K Y A事件作为显示商业媒体的垄断会带来危险的例子予以强调指出，认 

为这一事件是对民主与平衡理念的践踏。他还引用了发生在纽约、密尔沃 

基和底特律的案例，在这些地方，报纸下属的电台都中止了工会广播；而 

且其中的两家电台，密尔沃基的W 1 S N和纽约的W I N S电台都是属于赫斯 

特集团的。

在 1941年 9 月，F C C传召了其头号目标，也是全国最知名的媒体集 

团和罗斯福总统的老对头一赫斯特集团前去作证，劳工电台的问题受到 

了空前的关注。在委员会就赫斯特集团旗下的印刷媒体和广播电台之间 

的关系问题搜集证据的过程中，F C C的调查员意外获得了一批公司内部 

人士之间的信件，而其中一部分就涉及K Y A 电台的争议。联邦调查员甚 

至根据这些信和电报勾勒出了赫斯特报系早在K Y A 电台的“劳工播报” 

节目之前就开始干涉广播内容的行为。赫斯特集团的一名负责人，J • 

V •康诺利(J.V. Connolly)在 1931年写道，他们的老总赫斯特认为“他的 

报纸应该利用电台来进行宣传”。报纸和电台在运作上应当是先后相继的 

互助关系，而非竞争关系（J. Connolly给 E. Gough的信，1931年 12月 18 

日，6051号记录）。一封1933年 4 月由曾经的赫斯特集团领导E ■ J •高 

夫(E.J.Gough)发出的电报直接陈词： “广播电台应该如此运作，同室操 

戈，也就是它不会对同一集团服务领域内的报纸造成损害。”（E. Gough 

给 J. Connolly的信，1933年4 月2 9日，6051号记录）F C C的律师还举出了 

许多例子，其中不乏证据说明赫斯特的管理层将特定的社论和新闻报道 

交由其所属的广播电台指定其播出。在很早的时候，高夫就明白报纸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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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台会招致格外严格的监督。任何对热点问题的审查都会使公司可能 

面临“不公平”和 “歧视”的指控(E. Gough给所有电台负责人的信，1936 

年3 月2 1日，6051号记录），但这并未阻止赫斯特的行动。1939年 8 月， 

美国报业有限公司（赫斯特集团控股的公司）的领导，约翰_ S •布鲁克斯 

(JohnS. Brookes)写信给当时赫斯特电台的负责人E • M  •斯托尔（E.M. 

Stoer),内容有关建立“合适的政策检查”制度以确保不会有政治性的广 

播妨碍为赫斯特集团“赚得更多利润”的努力（J. Brookes给 E. Steer的 

信，1939年 8 月 3 1日，6051号记录）。很明显，布鲁克斯说这话时所指的 

对象里面就有'^倾”节目，因为斯托尔在上一封信中向他保证了他们不 

会让任何“共产主义性质的节目”在赫斯特的纽约电台播出（E.Stoer给 J. 

Brookes的信，1939年 8 月3 0日，6051号文件）。

文件所揭露的真相

FCC最终将目光转向了 KYA电台。调查员发现， “劳工播报”节目 

在加利福尼亚北部地区成功热播的两年间，赫斯特公司的内部通信则讲 

述着一个私下进行且与节目平行发展的、有关管理层的焦虑与在公司走 

廊上渐渐成形的阴谋的故事。这段记述是伴随着1938年 6 月，节目开始 

于赫斯特旗下的KYA电台的开播。一个CIO的节目不知如何得以溜进了 

全国最反对工会的公司之一。人们对于当初KYA电台接受了节目的负责 

人知之甚少(赫斯特管理层后来因为这一决定将他解雇了）。让人难以相 

信的是，公司的高层官员，包括赫斯特电台台长E • M  •斯托尔在内，竟 

然在节目播出一年多之后才知道有这样一档节目存在， “劳工播报”只是 

由于公司的疏忽才得以幸存。在与布鲁克斯就政治性广播进行交流之时， 

斯托尔就开始清理公司电台中所有具有潜在争议危险的节目。在旧金山， 

他就发现了 “劳工播报”。斯托尔在向布鲁克斯的报告中警告说，CIO的 

这档日播节目是KYA电台中“惟一危险的节目”，尽管他也提到了几个 

关于汤森计划（Townsend Plan)的节目，这是一个关于国家养老退休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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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计划。斯托尔还提醒布鲁克斯，如果电台取消了节目的播出，CIO 

“会惹出大麻烦”。事实上，节目最初的合同是到1940年新年到期。毫无 

疑问，是 CIO可能采取行动的威胁才使节目得以多存活了 10个月。在信 

的结尾他建议，今后在接受任何具有“可疑性质”的节目之前他都先向布 

鲁克斯征求意见（E. Steer给 J. Brookes的信，1939年 9 月 1 日，6051号 

记录）。

与 K Y A有关的信件和电报在一个又一个忧心忡忡的管理层成员之间 

往返。1940年 1月， 《旧金山观察家报》的发行人克莱伦斯•林德纳担心 

公众现在会把他这张K Y A 电台所属的报纸与“‘左倾’的 CIO宣传”联 

系起来。事实上，他警告说， “反对这个节目的情绪越来越强烈……广告 

商甚至都因此变得焦躁不安起来”，而且主张对此立即采取解决措施，

“扼杀或者根治”（C.Lindnei•给J.Brookes的信，1940年 1月 1 1日，6051 

号记录）。斯托尔在当月的晚些时候写信给布鲁克斯，向他的上级报告有 

关 C IO问题的最新棘手境况。就像林德纳一样，他希望能清除此节目。但 

是他举出了这一行动所面临的诸多障碍，比如政府对CIO持同情态度，以 

及受到F C C审查传召的“极大可能性”。因为意识到CIO具有好战的名 

声，他还对劳工对于节目禁播可能做出的反应表示了担忧，他预见到了 

“身体暴力，抵制或者劳工纠察队”（E. Stoer给 J. Brookes的信，1940年 1 

月 1 8日，6051号记录）。在当年2 月发生了针对旧金山商会的抗议之后， 

林德纳指出这个事件即为“K Y A 问题的具体例子”（C. Lindner给 J. 

Brookes的信，1940年2 月 1 7日’ 6051号记录）。

赫斯特集团的管理层甚至对播放“来自CIO的商业广告”都心有疑 

虑，而他们对播出商业节目却没有任何担心。1940年 3 月，斯托尔写信给 

当时K Y A 电台的负责人雷兰德•奎因（Reiland Quinn)表示感谢，因为电 

台收到了来自码头雇主协会（Waterfront Employers Association)和旧金山雇 

主委员会(San Francisco Employer’s Council)关于 K Y A 电台播放亲商业节 

目的赞扬信(E. Stoer给 R. Quinn的信，1940年 3 月 5 日，6051号记录）。 

在关于“劳工播报”的争议处于高潮之时，K Y A 电台的官员还在与旧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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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商会商量节目合作事宜（c. Lindner给 J. Zellerbach的信，1940年 11月 

1 5日，6051号记录）。

赫斯特集团管理层在1940年的春夏季积极努力试图找到一个罪名中 

止 “劳工播报”，或者至少减弱一下节目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公司官 

员拙劣地犯了许多可笑的错误。4 月，奎因向一位旧金山的律师格罗夫•

J -芬克(Grove J. Fink)咨询，希望能在法律上找到可以破坏CIO这档节目 

的毛病。可是芬克没有发现任何可以取消节目合同的正当理由。接下来， 

电台的负责人又想到向全国制造商协会（NAM,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提供对抗性节目。实际上，全国制造商协会在K Y A 电台已 

经有一个节目了，名叫 “美国家庭罗宾逊”（American Family Robinson)。 

费了好大力气之后，奎因和K Y A 电台的其他工作人员设计出了一个“圆 

桌讨论”节目，邀请各色商界名流讨论社会议题。在一个事例中，他建议 

在哈利•布里奇斯被驱逐一案进行审讯之时，全国制造商协会的节目可 

以讨论“侨民问题以及这一问题与就业的关系”。不过后来奎因也承认这 

次节目“听上去十分愚蠢”（R. Quirm给 E. Stoer的信，1940年 6 月 26 

日，6051号记录）。就好像在发疯般地找到任何看上去差不多可行的点子 

一样，管理层随后又提议在紧接“劳工播报”之后的时段为较为保守的 

A F L提供播放时间。他们以为这两个相互竞争的劳工组织“会在广播中相 

互扼住对方的咽喉”，从而暴露“劳工运动内部的矛盾”（E.Stoer给 C. 

McCabe 的信，1940 年 5 月 29 日，6051 号记录；R. Quinn 给 E. Stoer 的 

信，1940年 6 月2 6日，6051号记录）。A F L的节目随即在7 月份开始播 

出。这第二个劳工节目却给了电台反戈一击，除了和他们长期以来的劳工 

对手进行论战之外，A F L的广播迅速将矛头对准了本地商业，这让 KYA 

电台大为惊愕。这两档“每一个都会惹乱子”的节目一结合，林德纳断 

言，会抵消掉“由全国制造商协会制造的任何粉饰性的节目”（C. Lindner 

给 R. Berlin的信，1940年 8 月 1 5日，6051号记录）。

到了当年秋天， 《旧金山观察家报》的克莱伦斯•林德纳和其他赫斯 

特集团的高层还在继续抱怨劳工节目给商界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向K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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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台的负责人施压要求停播这些节目。只要劳工节目仍继续播出，林德纳 

就拒绝在他的报纸为K Y A 电台做宣传。尽管也担心劳工对节目停播的反 

应和F C C的干涉，但是公司还是顽固地为禁播这些节目而行动。而实际 

上 A F L比 K Y A 电台动作更快。由于被电台对其广告稿严厉的审查所激 

怒，开播不久的A F L劳工节目单方面在9 月下旬终止了合同。斯托尔给 

新上任的电台负责人哈罗德•梅亚尔发去电报，满纸喜意： “对 A F L的 

事情干得好。很高兴能听到这样的消息。”他还决定在与CIO节目签订的 

合约1〇月8 日到期之后，K Y A 电台不再与其续签，并要求梅亚尔使拒绝 

的理由“尽量看上去可信”（E. Stoer给 H. Meyer的信，无日期，6051号 

记录）。

既然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赫斯特集团在旧金山湾区的产业也为可能 

受到的反冲做好了准备，赫斯特报业的发行商让梅亚尔“握紧你的 

枪”。劳工节目停播在望之时，K Y A 电台的高层和赫斯特集团旧金山的 

报纸就已开始讨论在这两家媒体之间进一步整合的事宜，商定双方要互 

相扶持（H. Meyer给 E. Stoer的信，1940年 10月 1 0日，6051号记录）。 

1940年 10月初，K Y A 电台对外正式宣布他们拒绝与“劳工播报”节目 

续签合同。随后，梅亚尔报告说北加利福尼亚播音员协会（Northern 

California Broadcasters Association) “热烈支持”电台停播劳土节目，并 

且一致同意拒绝在其辖区向CIO提供播放时段（E. Stoer给 H. Meyer的 

信，1940年 10月 2 3日，6051号记录）。1 1月份，被关于 K Y A 事件的 

抱怨包围的F C C主席弗赖伊，要求斯托尔对外发布关于此事件的立场 

公告(J. Fly给 E. Stoer的信，1940年丨1 月 1 3日，6051号记录）。斯托 

尔引用了全国播音员协会关于“争议问题”的条款，然后举出了两个看 

上去微不足道的事例以证明节目具有挑衅性。第一，他指出 1940年 9 

月的一次节目据称冒犯了爱尔兰天主教徒，但是他并未明白指出那些冒 

犯人的言论究竟是什么。在第二个例子中，斯托尔无耻地把A F L和 CIO 

之间的争吵作为禁播“劳工播报”的理由，无辜地宣称K Y A 电台发现自 

己身陷“愈演愈烈的劳工争斗的中心”。当然，K Y A 电台实际上是有意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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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劳工之间的争斗并在一旁煽风点火（E. Stoer给 J. Fly的信，1940年 11 

月 1 9日，6051号记录）。

1〇月2 3日，斯托尔在与全国播音员协会会长奈维尔•米勒交谈之后 

反思道： “K Y A 电台的事态可能会激起CK)与广播业的全面冲突。”的确 

如此，在调查中F C C发现了针对赫斯特集团这把“冒烟的枪”的不利证 

据，从而使劳工们最大的怀疑得到了证实。赫斯特媒体帝国的高层官员在 

来自内外部的商界压力之下，的确曾直接强迫K Y A 电台将劳工节目停 

播。几年来，即便有，劳工界也只有极少数的直接证据可以证明大的商业 

集团串通起来企图将工会拒于电台广播的大门之外。然而在这里，调查使 

真相大白于天下，赫斯特管理层曾直白地说要破坏劳工的媒介目标。联邦 

政府和全国最臭名昭著的媒体公司之间的冲突引发了一系列事件，最终 

把 “劳工播报”推向了 20世纪4 0年代关于跨媒体所有权的争论的前台。 

这档CIO的节目具体展现了劳工为在商业主宰的媒体获得公正待遇的 

斗争。

1940年 3 月 E • M  •斯托尔写的一封信尤其明了，这封信是一个允 

许存在跨媒体所有权的世界暗中布下对抗劳工的安排的集中展示。电台 

负责人雷兰德•奎因曾写道，他认为应当保留“劳工播报”，因为该节目 

可以带来不菲的收人，斯托尔对此回应道： “我很愿意放弃由这节目带来 

的收人……即使我也能意识到其对电台来说是一笔相当巨大的损失。”斯 

托尔的观点使下面这种观念不再可信，即一种持有异见的声音可以在赫 

斯特版本的媒介自由市场中顺利地进行竞争。那些认为美国要实行利润 

至上的媒体体制的人一直鼓吹，有需求的节目，或者说可以盈利的节目一 

定可以找到人要，广播电台就是经典案例，这是市场的要求。而 “劳工播 

报”却既受欢迎，同时对K Y A 电台来说也是一棵摇钱树。事实上，赫斯 

特集团内部的一些人也曾公开质疑节目到底是否会伤害公司的利益。 《旧 

金山新闻呼声》的发行商宣称没有一张赫斯特的地方报纸曾因为K Y A具 

有争议的节目而失去任何一个广告客户（E. Sloer给 H. Meyer的信，1940 

年9 月2 0日，6051号记录）。然而在此，意识形态压倒了任何商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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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斯特公司对于工会年深日久的反感，加上劳工与外部商界之间固有的 

敌意最终导致CIO的节目走向了末路。如果这种状况延伸到整个媒体领 

域的话，那么对于任何有损美国企业利益的观点来说，最终都将是灾难性 

结局（E. Stoer给 R. Quinn的信，1940年 3 月5 日，6051号记录）。

对当代的启示

K Y A 电台事件引发的争议仍具有特殊的当代意义。尽管跨媒体所有 

权问题一直饱受争议，但直到1975年 F C C才通过法规，禁止向已经拥有 

了一家报纸的媒体颁发同一个市场的广播许可证。然而，2 0年之后的 

1 9 %年电信法案(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又把许多针对广播所有 

权的限制解除了。这一法规还委托F C C每两年便对有关广播所有权的现 

存法规进行重新审查，看其是否仍然适用。2001年 9 月，F C C发起了一项 

行动，重新审查关于跨报纸和广播所有权的规定。在这一行动试图解答的 

问题之中包括，上述规则是否“对于保护观点的多样性来说依然必要”， 

还有，是 否 “商业驱动”能够更有效地促进观点多元化。两年之后在重新 

审查所有权限制之时，共和党占多数的F C C批准允许一家传媒企业可以 

在单一市场内拥有8 家广播电台，3 家电视台和1 家报纸。但是随后的法 

院判决禁止了将这一变化付诸实施。最近几个月，委员会又对此议题进行 

讨论。那些对目前商业主宰的媒体系统持批评态度的人们又开始担心， 

F C C会进一步放宽现行的所有制法规。 一 个批评者指出： “如果一家公司 

或一个所有者吞并了所有的当地媒体，那么再想知道在你的社区里面真 

正发生了什么就很难了。”（Komp, 2006)

劳工电台的记者只是众多被媒体垄断边缘化的群体之一。20世纪60 

年代晚期，日益自满的劳工运动已经很少再有兴趣去促进社会变革或是 

动员工会成员们行动，他们放弃了自己大部分的广播实践。到了 2 0世纪 

70年代劳工的声音已经彻底从电台中消失了，这对于工人运动整体具有 

灾难性的影响。几十年来公司所支持的反劳工媒体活动将这样的工会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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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刻入了美国人心中，即工会本质上是堕落邪恶的，要么就是对经济发展 

毫无用处的负担。今天，工会的入会率已经跌到了 2 0世纪20年代以来的 

最低点。

然而，今天新的工人运动还在继续努力以在媒体中争得一席之地， 

并且在努力适应着信息传播领域的技术进步并与之共同发展。就像当年 

广播电台为工会主义者提供了动摇传统纸质媒体限制的新机会一样，互 

联网的迅速发展似乎也为劳工媒体的知识劳工提供了可以到达广大民众 

家中的、最民主和最容易获得的媒介渠道(Shostak, 2002)。2005年，全国 

最大的两大工会组织,食品与商业工人工会（UFCW, United Food and 

Commercial Workers)和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IU, 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分别发动了反对沃尔玛的媒体活动，沃尔玛是全国最 

大的公司同时也是最臭名昭著的反工会的公司。两场分别名为“唤醒沃尔 

玛”（U F C W举办 )和“提防沃尔玛”（SEIU举办）的活动以网站为阵地展 

开，这两场活动并未将组织劳工作为其必须达到的目标，而是想要发动一 

场公共运动以期改革公司的商业行为，其中特别针对吝啬的薪水和员工 

微薄的津贴。 “唤醒沃尔玛”活动的领导者保罗•布兰克（Paul Blank) 

说： “这是一种新形式的社会组织。你让人们从网上下载资料并让他们走 

出家门走到自己的社区，再用新的方法将你的信息传播出去（C/u'«^〇 

2005年 11月 2 0日）。”这两次活动催生了一部颇受欢迎的纪录 

片，并成了许多报纸的头条，活动不仅使沃尔玛的公众形象受损，甚至还 

引发了所谓的沃尔玛立法，要求大的雇主至少要为员工提供最基本水平 

的健康福利（Green, 2006)。

劳工同样没有放弃对电台的希望。最近几年还出现了劳工广播的复 

苏，有 60个城市的工会主义者在制作劳工电台和电视节目，其中大多数 

是周播节目。同时，劳工独立通讯社（WINS, Workers Independence News 

Service)每天提供简短的劳工新闻快报在将近100家电台播放D 但仍有许 

多劳工媒体的知识劳工坚持主张，如果还是继续依靠商业电台获取播放 

时间的话，劳工将会始终处于媒体的边缘。对于想要真正在媒体拥有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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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会来说，他们需要控制属于自己的媒体。再回到旧金山湾区，旧金山 

劳工委员会在2005年 6 月通过了一项决议，推动出台一个新的全国性的 

“劳工媒体战略”。劳工委员会指出“媒体的去管制化(deregulation)导致 

了强盗大亨们对媒体的审查和控制”，其意图是促进企业利益而使劳工噤 

声。这项决议要求建立**24小时播出的劳工电台和电视频道”来播出工 

会和劳工阶级的节目。同时决议还支持对普通成员进行传播技术的培训， 

以 培 养 新 的 劳 工 媒 体 的 知 识 劳 工 （w'™. u P P nel. org/LaborMedia/ 

SFresolution.html.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劳工电台帮助唤醒了沉睡的劳 

工运动，而到了 2 1世纪，电台和其他一些新的传播工具，如网络，很有 

可能会为工会和关涉工人权利和社会正义的其他运动提供重新获得活力 

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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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煞劳工：美国和加拿大劳工 

报道的衰落

克里斯托弗• R •马丁

罗伯特• B •赖克（Robert B. Reich)(后来成为比尔•克林顿总统政 

府的劳工部部长）在其 1991年出版的著作《国家的作用》（77^ 〇/ 

中预言，在即将到来的一个世纪中，关于劳动场所和社会阶级的 

传统思考方式将发生引人注目的变革。全球经济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劳 

动和职业保障的状况，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已经形成三大类职业：常规 

生产服务(routine production services)(如流水线生产和数据录人），面对面 

服务(in-person services)(如侍应生、家庭护理助手、汽车修理工等）和符 

号分析服务（symbolic-analytic services)(如研发科学家、土木工程师和记 

者等），这第三类职业是“对各种符号的运用操作，符号如数据、语词、 

口头和视觉表征等”（Reich, 1991: 177)。

赖克认为，在劳动力市场中，符号分析型劳工（我们通常也会称其为 

知识劳工）是最有可能获得成功的，因为常规生产工作越来越多地输出到 

了薪酬低的国家，国内的面对面服务类工作则越来越多地由流动性更强 

的全球廉价劳动力担任（工会为国内和国际的劳动力市场建立公平标准的 

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弱，这也意味着能够得到保护而免于受到商界巨头特 

权影响的劳工也越来越少）。

超过15年之后，赖克的很多预见已经得到了更为清楚的印证。常规 

生产工作已经从美国和加拿大这样的国家中大量转移出来；而从事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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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服务的劳工，他们的薪水和津贴基本上没有变化或者在降低，相比较而 

言，知识劳工的境况相当不错，其中一些尤其出色。一些世界顶级的企业 

家是软件工程师；很多房地产开发商越来越富有；电视新闻界的名人每年 

进账以百万计。

然而，知识劳工们也在经历着经济剧变。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已 

经使资本能够绕过国界和劳动法规，在全球市场寻找更便宜的劳动力，另 

外一些技术则使企业将知识劳工完全抛弃成为可能。例如，中国和印度的 

那些有才干而薪水低的电脑编程员已经取代了他们拿高薪的美国同行 

(Preston, 2006)。百老汇的现场演奏音乐家正面临着被电脑处理过的“虚 

拟乐队”取代的威胁(Hollander, 2004)。在北美地区，电台直播节目主持 

人的位置已经被事先制作的录音占据，这使得许多广播电台的运作都依 

靠自动控制仪器，以至于发生社会突发事件时他们往往措手不及 

(Campbell，Martin 和 Fabos, 2007)。

这些剧变同样影响到了新闻业。2004年，路透社跨越半个地球，把 

关于美国公司的报道工作转交给了运作费用更低的班加罗尔分社的劳 

工。事实上，只要不要求人必须亲身到场，任何教育程度较高的知识劳工 

所从事的工作都可以移往国外(Blirder, 2006)。传媒集团正在压榨他们的 

新闻机构以实现更高的利润率。非常有名的一个例子是，总部位于芝加哥 

的论坛报业公司（Tribune Company)近几年在其拥有的《洛杉肌时报》裁 

掉了超过2 0 %的员工，于是在此期间一直舒舒服服地保持着1 8 %的利润 

率。接着在2006年，他们解雇了《洛杉矶时报》的发行人和编辑，原因是 

他们试图坚持报纸记者的职业操守而拒绝继续裁员（Gitlin, 2006)。因 

此，当公司为了贏得更高的短期利润或取'说投资者而采取各种策略，如将 

岗位转移到海外，或者进行大规模裁员之时，大部分知识劳工也极易遭受 

几乎影响着所有劳工的经济不稳定。

这些变化将新闻业置于一个令人关注的困境之中。记者是一群自身 

也在承受着全球经济剧变影响的知识劳工，而他们同时又是这些剧变及 

剧变对所有劳工所造成的影响的讲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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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目前这种直接对劳工和劳动场所进行报道的记者，即劳 

工及劳动场所记者，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新闻机构中已经几乎不见踪影的 

状况，所有人都应当给予特殊关注。在一个劳动性质正在急剧变革的时 

代，为什么美国和加拿大的新闻媒体对于报道与劳工相关的议题准备如 

此不足？这一章所关注的就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劳工和劳动场所报道的现 

状和这种报道衰落的原因及影响。

劳工新闻的政治经济学

商业新闻机构具有营利动机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是近年来这 

一动机有增强的趋势（Bagdikian, 2004; Bennett, 2005)。新闻机构是创造 

资本的实体(常常隶属于更大的娱乐或产业集团）而且依赖广告收人，因 

此他们的财务目标与新闻业的道德准则和目标是相悖的。特别是有关劳 

工和劳动阶级的新闻报道，极为鲜明地体现了商业与新闻业之间的冲突， 

因为它暴露了劳资双方在薪酬、劳动规定、医疗保障、养老福利、职业保 

障以及要求公平合同的权利等问题上存在着力量的不对等。新闻媒体不 

愿意常常强调这些问题，因为这会向他们和他们的广告商所赖以生存的 

整个政治经济体系提出质疑（如 Breed, 1955, McChesney，1999)。本内特 

(Bennett)提到，即使像炫丑约时报》和 《华盛顿邮报》这 样 “独立、高品 

质的(媒体)机构”也 “很少对政治或经济上的共识提出质疑”（2005: 

82)。

对于劳工/劳动场所新闻对政治和经济共识构成的威胁，新闻组织有 

两种方法来应对。第一，在编辑层面，记者们学习策略性地组织关于劳工 

问题的报道框架，以避开对自己有“亲劳方”或 “亲资方”偏向的指控。 

新闻媒体“找到了一种基于劳资双方立场之‘共同之处’的叙事方式，即 

从消费者的视角来报道劳资关系”（Martin, 2004 : 4)。举例来说，关于交 

通运输业罢工的报道会将焦点集中在滞留人群遇到的困难上，首要关注 

的是迅速恢复对乘客的交通服务，而将劳资关系问题弃置于次要地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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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种劳工报道的消费者视点看上去对劳资双方的立场毫无兴趣，因此 

在运作过程中它被当做一种“客观”的报道立场，但是这种报道方法最终 

能够产生“淹没公民权、政治活动、阶级关系等议题，突出消费议题，宣 

扬 ‘一个无阶级的美国’的神话”的效果(Martin, 2004 : 4 - 5)。

第二，在管理层面上，新闻机构仅仅通过不给记者分配劳工/劳动场 

所的报道任务就可以尽可能地减少劳工新闻。因为报道任务的分配可以 

帮助负责新闻采访的官员决定哪些事情可以成为新闻（Gans, 1979; 

Tuchman, 1978),不给某类报道分配人员就可以减少该话题的常规报道。

劳工报道的兴起

在美国，除了国内公用无线电台（NPR, National Public Radio)还雇有 

一个关注劳动场所问题的通讯记者之外，劳工/劳动场所报道在地方和全 

国广播新闻中几乎已经不存在了。加拿大的情况也差不多，在国有加拿大 

广播公司（CBC)的电视或电台里没有一个全职的劳工报道的通讯记者。 

这就使报纸成了惟一可能有记者每天对劳工和劳动场所问题进行常规报 

道的媒体。

报纸上的劳工报道有着丰富的历史。美国报纸最早提及劳工记者可 

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但是在19世纪晚期报纸记者很少署名，所以 

他们的作品不容易确认。直到2 0世纪早期，随着新闻业采纳了更加专业 

的标准，署名才变得普遍起来，于是出现了更多为人所知的劳工记者。

第一个明星劳工记者是约翰• J •利里(John J. Leaiy)，他在波士顿 

和纽约的几家报纸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于 1918年 去 《纽约世界报》 

( ― W W W )负责劳工报道的工作，此后就一直待到1931年这家报纸 

关闭。利里在1920年获得了普利策奖，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劳工记 

者，他获奖的一系列文章报道的是1919年冬天美国煤矿劳工大罢工期间 

西弗吉尼亚的美国矿工联合会(United Mineworkers of America)与煤矿主之 

间的激烈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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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里的门徒之一是路易斯•斯达克（L〇uiS Stark),他于 1917年开始 

为炫丑约时报》工作，1924年成为负责劳工报道的全职记者。 《纽约时 

报》在 1929年和 1934年又分别吸纳了两名劳工记者：约瑟夫_沙普兰 

(11(«601151叫)丨611)和人.日.拉斯金（厶_11[1381^11)。在 19^1年离开这一报 

道领域成为时报的一名社论作者前，斯达克已经成为第二位获得普利策 

奖的劳工记者(1942)。

斯达克的一大贡献是帮助拓展了劳工报道，使其不再仅仅局限于报 

道罢工。1954年 5 月 1 8日 《纽约时报》刊载的斯达克的讣告总结了他的 

贡献： “他并不是这一行业里第一个劳工记者，但他却是最早在处理罢工 

和停业报道时超越了传统劳工报道概念的人之一。”相似地，A _ H ■拉 

斯金在1951年因其报道而获得西德尼•希尔曼基金奖（Sidney Hillman) 

时，呼吁记者们要写出题材更为广泛的劳工报道。 《纽约时报》在 1951 

年 12月 1 6日刊载的对颁奖仪式的报道中这样改述了拉斯金的话： “拉斯 

金先生在接受奖项时说，这次对劳工记者获奖人选的选择，具体体现了劳 

工新闻报道已经发生的变化。他指出，过去劳工记者曾认为他们的工作就 

是报道罢工。而现在，他补充道，劳工记者报道关于劳动者和劳资关系的 

方方面面。”

从 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6 0年代， 《纽约时报》一直保持着大量的 

劳工报道，任何时候都至少有4 名劳工记者在编。在那个时期劳工记者的 

地位是被正式认可的。 《纽约时报》在报纸上对即将推出的劳工系列报道 

进行宣传，而且还在公司的广播电台W Q X R 为斯达克和拉斯金这样的高 

级劳工记者开设了劳工广播节目。

2 0世纪30年代中期发生了一些大事： 《全国工业复兴法》（ 

/miuitriaZ fiecm;e?7 和 《瓦格纳法案》（Wagner 4c〇 ( 《国家劳工关系 

法》）获得通过；报业协会（Newspaper Guild)成立；产业工会联合会 

(CIO)创立，这些事件促使大部分美国报纸都纷纷向劳工报道领域分派记 

者。1951年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举行了为期两天的劳工报道大会。会上 

一位劳工记者估计“从这里(马萨诸塞的剑桥市)到圣路易斯有23名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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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一个专题小组甚至认为应该有更多的劳工记者： “应该有至少 

200名劳工记者一至少兼职记者应该达到这个数字—— 因为在每一个工 

业城镇都有一些劳资新闻，如果报纸认识不到迎合那些挣工资的读者是 

有利于报纸的，那也太差劲了。”（Wanl，1951: 27)

但是到了 20世纪80年代末，劳工报道在全美国失去了昔日的辉煌。 

经过人员退休和重新分派， 《纽约时报》只剩下了一位记者负责报道劳工 

事务，而大部分其他报纸千脆把这块报道完全抛弃了。

加拿大的劳工报道始于20世纪40年代，其发展轨迹与美国相似。早 

期的著名劳工记者有维尔弗莱德•里斯特（Wilfred List), 他从 1942年开 

始一直到1985年退休都在为《多伦多环球邮报》撰写劳工新闻。弗莱 

德•琼斯(Fred J〇nes)20世纪4 0年代中期开始在《多伦多电讯报》专门负 

责劳工报道，1〇年之后又由弗兰克•得雷(Frank Drea)接替了他的工作， 

1961年弗兰克因劳工报道获得了国家报业奖（National Newspaper Award) 

和海伍德•布龙奖(Heywood Broun Award)。

《多伦多电讯报》是一份保守的报纸（1971年它被《多伦多太阳报》 

接替），但是在那个时代，左派、中立、右派的报纸都报道劳工事务。劳 

工新闻学的研究者基尼•科斯坦（Gene Costain)解释说“战后时期基本持 

保守立场的报纸如果不报道劳工和它的政治力量—— 平民合作联盟 

(CCF，Cooperative Commonwealth Federation),该组织在 1961 年又改名为

新民主党(NDP，New Democratic Party)---的行动，就会很难维持编辑可

信性”（Costain, 2002: 12)。科斯坦说，从 20世纪4 0年代中期（在工会 

大规模增长的十年之后)到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的大部分报纸都有至 

少一个记者被分派报道劳工事务。

最后的劳工抗争报道记者

到2007年年中，美国发行量最大的25家报纸中只有4 家还有全职的 

劳工/劳动场所记者，它们分别是（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 《芝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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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论坛报》和 《波士顿环球报》® 。我在这里做一个质的区分：有些报纸 

会雇用全职的负责劳动场所报道的记者或专栏作家，但他们的任务更多 

集中在生活方式问题而非劳动问题上，比如与老板相处，远程办公，或办 

公室恋情的伦理规范等。当我提到劳工和劳动场所报道时，我指的是那些 

关于工会和其他形式的劳工代表组织、劳工运动，以及职业公平与歧视之 

类的劳动者议题的报道（参看Jackson, 1994; Seeger，1999/2000)。而排名 

前 2 5的另21家报纸，或者根本没有劳工报道记者（如 《纽约每日新闻》 

和 《5 阿密先驱报》），或者这个领域的报道已经萎缩到与其他报道杂揉 

的地步（如 《芝加哥太阳时报》的劳工/劳动场所/小企业/药物/保健 

报道）。

考虑到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些报纸的读者主体都是那些有工作的 

人，那么发行量最大的2 5家报纸中绝大部分都不再全时进行劳工和劳动 

场所报道这个事实就十分值得注意了。加拿大的劳工报道现状更糟糕。发 

行量最大的前1〇家日报中没有一家有全职的劳工报道任务安排。科斯坦 

(2002 : 3 - 4)报告说“(劳工报道的）专门部门几乎消失了”，只有在个 

别的地方，如安大略省的温莎， “加拿大汽车劳工协会（CAW, Canadian 

Auto Workers)的力量还使劳工报道依然是这个城市政治文化的一个主要 

部分”。飢伦•沃思格（Karen Wireig),加拿大媒体协会（Canadian Media 

Guild)的通讯协调人，在 2006年 9 月 2 9日与笔者的电话交谈中表示同意 

笔者的看法，她说： “劳工事务在这里已经不再是一个报道领域了。大部 

分劳工议题都刊登在商业版上，而且只有在罢工、停业和有新的组织成立 

时才会被报道。”

这种情况在加拿大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多伦多明星日报》

①美国居于前列的日报都没有包含报道领域分配列表的数据库。于是我联系了美国 
位列前二十五名的日报编辑室(对报纸的选取根据的是2004年 〈编辑和发行人》的发行量排 

名）去询问：（1)在其报纸中有没有名宇为劳工、劳动场所或与之相似的名字的报道领域； 
( 2 )如果确实有这样的报道领域存在，它的人员配置是怎样的。在美国，位列前2 5名的曰 

报发行量占了美国日报总发行量(全国总共1456份日报）的28.5 % 。在加拿大，我分析了位 

列前十位的日报，它们的发行量占了加拿大日报总发行量(总共1〇1家日报）的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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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尤其显著。1892年，与 《多伦多新闻报》（7brWlf〇7Ve««)发生劳动争 

端而被停业的报纸劳工另外创建了《晚间明星日报》 咕 Stor)。一 

个聪慧的年轻记者，约瑟夫•阿特金森(Joseph Atkinson)在 1899年进入报 

社并担任主编，他将报纸改名为《明星日报》 Star),并一直使报纸 

保持了半个世纪的辉煌，直到他1948年去世。 《明星日报》的第一期就 

亮出了口号： “一份人民的报纸”，阿特金森也一直使报纸坚持善恶分明 

的社会道义感，为失业保险、养老金、国家健康计划、最低工资和工会权 

利等事项而活动。

阿特金森还提出了六条道德准则来指导《明星日报》的运作，直到今 

天 《明星日报》的董事会依然还在负责将其坚持下去。原则的内容包括对 

社会公正、个人和公民自由以及劳工权利的坚持。在报纸网站（WWW. 

thestar. C〇m)2005年 2 月的备忘录中，报纸的所有者明星日报集团声明， 

他们仍然带着“自豪和信心”捍卫着这一要求，但是同时也表明在坚持阿 

特金森平民主义者传统(populist tradition)时要有所限制： “明星日报集团 

对遵守和推广阿特金森原则的坚持只限于《多伦多明星日报》的运作，并 

不涉及明星日报集团的其他报纸和产业。”

事实上，明星日报集团对这些指导方针的遵守还有另外一个局限： 

《明星日报》这家加拿大最畅销的报纸没有一个劳工报道记者，但它却有 

忠于劳动人民的明确承诺，而且它还是由被停业的劳工建立的。

《明星日报》当时的特派员唐•塞勒(Don Sellar)在2004年 1 月3 1日 

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了《明星日报》缺少劳工记者这个问题。该报纸的 

媒体专栏作家安东妮娅■泽比西艾思（Antonia Zerbisias)在 2006年 6 月 5 

日的专栏中发表了同样的议论，她提到，缺少劳工记者导致了这样的结 

果：当多伦多交通委员会(Toronto Transit Commission)的雇员们发动了酝 

酿已久的罢工，全国约70万的上班族极其震惊无法出行时，这个国家没 

有一家媒体(包括《明星日报》）有独家的内幕报道。 “因为我们没有人像 

汽车记者培育关系渠道或国会记者维持消息来源那样，全职地报道劳工 

事务、培养关系，因此没有人去找劳工采访，也没有人去找那些可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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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消息的工会或城市官员，”泽比西艾思解释道。

如果考虑到网络和博客之类的“新媒体” 一它们已经转移了一部分 

受众对传统新闻来源的注意力一 也不能弥补劳工报道不足这一缺口， 

那么劳工报道在主流新闻机构的衰落就更加令人不安了。新媒体的使用 

率确实在增长：每三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经常从网上看新闻”。但是 

这些网络新闻的消费者们一般只把网络新闻看作一个补充，而不是首要 

的消息源(Pew Research Center, 2006)。而且，最有人气的新闻网站都是 

由主流新闻机构开办的（比如M S N B C和 C N N )，或是对主流媒体新闻进行 

重复利用（如雅虎网站就利用美联社、路透社或今日美国网站等主流新闻 

机构来提供它的大部分新闻）。博 客 使 参与 式 新 闻 （participator 

journalism)一公民记者以非主流的视角所写的新闻一成为可能。但是 

只有4 % 的美国人经常阅读博客（Pew Research Center，2006), 而且大部分 

博客都是评论而非新闻，因为很少有博客网站具备进行原创报道所需的 

资源，而原创报道正是好的新闻工作所要求的（Lemann，2006)。关于劳动 

和劳工的新闻内容可以通过在线搜索找到（如 W W W .  labourstart. org), 但是 

对一般读者来说这些内容难以方便地看到。

因而，主流新闻媒体仍然十分重要，因为他们仍是大众获取新闻的 

首要源头，而且无论他们的报道是足够还是缺乏， “新”媒体都会与之有 

相同的反映。

衰落的原因

一些报纸的编辑和作者喜欢这样的解释，认为劳工/劳动场所报道的 

衰落仅仅是对加人劳工组织的劳工人数下降的反映。如果只看美国，这似 

乎是正确的，因为有组织的劳工人数已经从1954年接近整个劳动人口 

3 5 %的最高值跌落到了 2006年的12% (2007年劳工统计局数据)。

但是答案其实更为复杂。1% 3年 ，加拿大和美国的劳动人口的工会 

会员率都为29% (Upset and Meltz, 2(XM)。从那时起美国的会员率有了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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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下降，但是在加拿大，会员率却在继续攀升，仅仅是在过去10年间才 

有所下滑。2006年加拿大劳动人口工会化的比率是30.8% (2006年加拿大 

数据），在美国劳工看来这是一个令人嫉妒的数字。因此，用工会化的比 

率作解释经不住比较分析：尽管美国劳工报道甚为惨淡，而加拿大的情 

况更加糟糕，虽然它有较高的工会会员率。

与其将劳工/劳动场所报道的衰落单单归咎于组织化的劳工会员数的 

下降，去研究一下新闻媒体自身的发展趋势和实践或许更有助益。正如文 

森特•莫斯可所说的，与其他媒介内容的生产一样，制作新闻是一个“复 

杂的生产过程，这一过程越来越像总体经济中的劳动过程，不论这个变化 

过程是怎样不稳定”（1996: 158)。确实如此，新闻工作与其他类型的劳 

动一起，被许多相同的经济条件影响着。像总体经济中的其他行业一样， 

新闻媒体也生产产品，即新闻自身，新闻产品有时被直接卖给消费者（例 

如花钱买报纸），更经常的情况是卖给广告商，这是其最主要的收人 

来源。

新闻成了企业生产的商品，这种情况限制了新闻机构对什么是新闻 

的定义，以及新闻机构采取何种组织架构来进行日常新闻报道。下面我从 

三个方面对劳工/劳动场所新闻的衰落进行解释，即新闻媒体的公司架 

构，新闻媒体的目标市场；新闻媒体在定义新闻时想象力的匮乏。

新闻媒体的公司架构

公司所有权是劳工报道衰落和消失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大型媒体 

集团，包括报业连锁，在夺取市场份额和将其企业哲学和实践推广到更多 

的新闻编辑部方面，是非常有效的机构。在美国，排位最靠前的13家连 

锁企业发行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日报（Campbell et al.，2007)。加拿大报业 

集中的程度更令人震惊。根据加拿大报纸协会的数据，到 2005年为止， 

最大的6 家报业连锁拥有加拿大100家日报中的6 3家，而且控制着全国 

每日发行量的85. 3 %  (加拿大报纸协会2006年数据）。根据克朗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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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nberg)、贝赞森（Bezanson)和索尔斯基（Soloski)的观点，大型连锁报 

业 “要受投资市场里那些无休止的需求的支配，投资市场中有个人、公 

司、投资机构，以及一些被动投资者，而这些投资者不论大小，他们的兴 

趣都在股份、利润、收益、股价；简言之，他们的兴趣是商业，而不是新 

闻” （2001: 2 )。

主要兴趣在利润意味着劳工报道可能会因为报纸的所有者蔑视劳工 

而成为牺牲品。一些报纸发行人蔑视劳工和工会这一点在新闻行业中已 

是十分明显的事实了（Hardt 和 Brennen，1995; Nerone, 1994 ; Sinclair, 

[1920] 2003)。因此，劳工报道所讲的故事很可能是新闻机构中负责企 

业经营的人不喜欢听到的。

比如，在熝特律自由新闻报》（0心 & Free P m « )，公司的拥有者们 

在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劳工的长时间冲突最终导致了劳工报道的减少。 

曾在底特律报业罢工和停业期间失业两年零四个月的记者约翰•加拉格 

尔(John Gallagher)说，劳资问题确实对魏特律自由新闻报》劳工报道的 

最终消失有一定的影响。停业结束后，新闻报道人员被裁减，报道的任务 

也被重新分派。报纸的劳工报道转而由两个经济记者和一个特写作者以 

兼职的形式共同分担。

正如媒介研究者丹尼尔■乔姆斯基（Daniel Chomsky)所说的， “估量 

媒体所有者对其机构的影响是困难的”，因为他们总在否认，而且缺乏证 

据(2006 : 2)。但是，在对发行人阿瑟 •海斯 •苏兹伯格（Arthur Hays 

Sulzberger) 1952年到1962年间寄给《纽约时报》编辑的成百封备忘进行 

历史研究时，乔姆斯基发现，这位发行人经常干涉编辑事务，而且要求新 

闻编辑室去调查他自己特别关注的事情。并且乔姆斯基解释说，这些要求 

暴露了这位发行人特定社会经济阶层的利益。 “该报纸所有者的要求…… 

一直都偏向富人阶层而不是普通公民的利益。……苏兹伯格从来没有指 

示人做过一篇关于普通劳工的报道。在苏兹伯格的观念与记事本中，工会 

只是一种对社会的威胁。”（2006: 11)乔姆斯基还发现新闻编辑室对这 

位发行人的种种要求有极高的回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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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的研究并没有证据表明苏兹伯格想要减少《纽约时报》的 

劳工报道。事实上，在这段时期炫丑约时报》还始终维持着至少4 名劳工 

报道记者。但是它证明了发行人确实对报纸的编辑工作有很大的影响。我 

们可以推测，在那些发行人清楚地表达了他们对组织劳工的看法的媒体， 

劳工报道很有可能会受到影响。例如，迈克尔•西弗顿（Michael Siftcm)是 

Osprey传媒的创办者和执行总裁（CE O ) ,该集团拥有2 1家报纸，发行量 

占到加拿大所有日报发行量的近6 % ，他在2003年曾讲道： “我们非常努 

力地使‘这一家族产业’保持非工会化。”（Clarke, 2003)

新布伦瑞克省(New Brunswick)有一个发行人进行干预的更明显的例 

子。当地的一家企业集团即欧文集团（Irving Group of Companies)(通过其 

布伦瑞克新闻子公司）拥有该省仅有的三家英文日报，另外还包括4 家广 

播电台、大部分社区周报、主要的新闻网站Canadaeast.com。欧文集团还 

拥有300多家运输、石油、林业和建筑公司。该集团是加拿大最大的集团 

之一，雇用着新布伦瑞克8 % 的劳动力，在该省占据强势地位（Steuter, 

1999 , 2004)。社会学家艾琳•斯图特（Erin Sterner)对欧文炼油公司1994 

年到 1996年的罢工案例进行了分析，发现欧文集团利用它对该省报业的 

垄断控制在对罢工者们进行描述时使用了一种“失败主义的语调”， “报 

纸将罢工者们尝试对抗欧文帝国权势的行为描述得十分愚蠢。”（Steuter, 

1999 : 637)斯图特还解释道，欧文家族的成员并不害怕介人编辑事务。 

之前的一个事件显示“报纸的编辑采取了反对他们雇主的立场，于是他们 

被当众责骂”（1999: 631)。

新闻媒体的目标市场

劳工/劳动场所报道消失的原因还可以归结为新闻媒体集团越来越强 

的市场驱动性，以及他们几乎一心只关注一个目标市场—— “高收人” 

(upscale)消费者阶层（McManus, 1994)。报纸产业频繁地使用“高收人” 

这个词来委婉地描述其读者群，从而弱化了社会经济阶级话语，仿佛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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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关乎品位。但是，这种对高收人阶层受众的关注，意味着新闻机构已经 

将劳动阶级的读者从他们的商业计划中抹去。

在理想化的情境中，新闻事业首先应当永远忠于所有公民（Kovach和 

Rosenstiel，2001)。但是一旦涉及出售版面给广告商时，就不再是人人平 

等了。其实过去并不总是如此。在之前的2 0世纪4 0年代，劳工报道在美 

国的地位已经非常稳固，在加拿大也已基本立足，当时的报纸热衷于尽可 

能多地吸引读者，然后把这些读者卖给广告商。正如报业史学家赫伯特• 

凯尼（Herbert A. Kenny)对这一时期的观察： “报纸销量意味着发行量， 

发行量意味着广告，而广告意味着利润。”（1987: 16)

报纸将自己卖给潜在广告客户的手法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条路径。 

例如，1940年 9 月 2 8日赫斯特报业集团在该行业的行业杂志 <编辑和出 

版人)> (ßÄter &  上登载的一则广告采用的就是宣传大数量的手

法。这幅跨页广告有一个很大的标题“家庭的力量”，下面是一张现在已 

经很老套的照片：穿着合宜的爸爸坐在安乐椅上，妈妈、小女孩和小男 

孩围着他。照片被框在一个巨大的锯齿形中，将这个非常普通的家庭与它 

在经济中的角色联系了起来。旁边的文字声称，在这个国家的核心市场 

中，广告商可以“利用这一关键力量中大部分被证实（具有购买力）的单 

位……这些家庭单位为可支配的财产所支撑……而赫斯特的报纸就是面 

向这些家庭的”。此时的赫斯特连锁包括晚报和周日的《星期日纽约日 

报-美国》（Sumiiy A1«« KwA _/ouma/-/4merican)和 《洛杉肌先驱快报》（Los 

Angeles Herold-Express)一 在 1940年它们都是所在城市居于领头地位的 

日报。

在 〈编辑和出版人》杂志上做广告的其他报纸也用了相似的策略。 

《巴尔的摩太阳报》在 1940年 7 月 1 3日这一期上刊登的广告列出了这个 

城市主要产业主的名单，又补充说他们“支付非常不错的薪酬，通过在 

«太阳报》刊登广告来开发这块市场可以使这一点给你带来好处”。 〈泛 

加哥论坛报》在 1940年 8 月 2 4日的广告中夸耀道： “通 过 《论坛报》， 

用一次很经济的支出，你就可以得到平衡的、覆盖广泛市场的报道，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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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可以深人芝加哥每一个社区和郊区的家庭。” 1940年 9 月 1 4日 《波 

特兰俄勒冈人报》 Oegom'an)上的一则广告告诉广告商们说： 

“从大篷车时代开始，俄勒冈郡已经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它可能会给你 

带来意想不到的发现，例如，俄勒冈波特兰地区的厨房电子炉灶比纽约市 

还要多。”

因此，1940年美国报纸要传达的主要信息是，它们有着大量读者， 

这些读者收人不错，有能力购买潜在广告商们的产品，如电子厨具。加拿 

大的《多伦多明星日报》也传达了同样的信息。1940年 9 月 1 4日， 《编 

辑和出版人》刊登了《每周星报》（《多伦多明星日报》的周六版）的整页 

广告，广告中指出它“吸引了加拿大大批的消费人群……现在它可以为广 

告商提供全国范围内最广和最好的大众覆盖，而且加拿大现在的购买力 

很强”。

那段时期也有一些报纸将目标专门对准高收人受众。从 1896年被阿 

道夫•奥克斯(Adolph Ochs)收购以来， 《纽约时报》一直都锁定更专业 

的高水平读者(Sdiudson，1978)。奥克斯的策略是避免跟那些更通俗的、 

大众导向的报纸一如普利策的约世界报》（A W  W W W )和赫斯 

特的炫丑约日报》（/Veu; iWUouma/)—— 作正面对抗，而是另外辟出了一 

小块地盘供他相对较小的报纸生存。几十年后〈纽约时报》还是继续走同 

样的路子。例如在1940年 11月 2 日 《编辑和出版人》杂志的广告上， 

《纽约时报》向其潜在广告商们说道： “当然， 《纽约时报》专注于高收 

人的家庭，它是通向更高收益的钥匙。”与之相似，1940年 8 月 3 日的一 

则广告称炫丑约先驱论坛报》 /femW rnfea)是 “美国商业中心 

阅读率最高的报纸”—— 也就是说，它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成员们读得最 

多的报纸。

《洛杉矶时报》同样采用了更有针对性的推广策略。在 〈潍辑和出版 

人》1940年 9 月2 1日的一则广告中，该报纸运用了一个卡通形象：一个 

微笑的《洛杉矶时报》的人化形象穿着晚礼服，在销售男女服装和家具。 

这则广告陈述道： “全国广告商们在富有的南加利福尼亚市场寻找富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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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代表者，大量的零售数据作为路标引导他们……他们还会发现， 《纽 

约时报》（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的大发行量（海岸地区最大的晨报发 

副 。”

对 《纽约时报》、 《纽约先驱论坛报》、 《洛杉矶时报》这样的报纸 

来说，迎合受众中更加高端的部分是一种合理的商业策略。1940年，这三 

家报纸都是晨报，而且没有一家是其所在市场的最大报纸，市场领跑者是 

前面提到的赫斯特连锁报业的晚报。

从 1940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报业进一步合并，几乎所有的大型晚 

报都退出了市场。 《纽约时报》和 《洛杉肌时报》现在成了它们所在城市 

最重要的报纸。尽管美国几乎每一个报业市场都是被垄断的，但是这个国 

家几乎所有报纸—— 包括碰约时报》和 《洛杉矶时报》一 都将目标对 

准了高收人阶层的消费者，而不是全体国民。例如， 《纽约时报》2006年 

媒体宣传包在广告文案中就夸耀其读者群的“高质量人口构成”，甚至还 

强调了基于阶级的术语“白领职业”，以显示它的读者与美国整体成年人 

口相比， “可能担任专业和管理类工作的人口的比例要高出一倍”①。

在多伦多，《明星日报》制作的媒体宣传包（media kit)讲道： “我们 

所拥有的正是你想要的消费水平高、受过良好教育的富有目标群体。”它 

最强劲的对手， （杯球邮报》（ 加拿大享有威望的全国性 

报纸)称自己拥有“数以百万计的高层次读者”，其媒体宣传包这样说： 

“他们并不是普通人。他们拥有可支配的财富，并且是受教育程度最高、 

最具有影响力，最富有的加拿大人，他们是最抢手的。”

«编辑和出版人》的广告和当代报纸对广告商的诉求用经验事实证 

明了批判媒介学者们发现的一种趋势。正如本•巴格迪坎(Ben Bagdikian)

①报纸的媒体宣传包 (media k it)指的是媒体向潜在广告客户发放的营销资料。宣传包 

一般包含报纸的发行信息和报纸读者的人口统计特征描述。许多报纸现在都将这部分内容 
发布在它们的网站上。2007年， 《纽约时报》的媒体宣传包可以在www. nytimes. whsites. 
net/mediakil/ 上面找到； 《多伦多明星日报》的媒体宣传包可以在www. thestarworks. ca/ 
NASAPP/cs/ContentServier? pagename = tsmediakit/Render&c = Page&cid = 1076443445961 上找 

到； 《环球邮报》的媒体宣传包可以在www. theglobeandmail. com/advertise/上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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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 “总体上讲报纸和杂志想要的不仅仅是读者，他们想要的是富有的 

读者。”（2004 : 227)巴格迪坎为此提供了证据，到了 2 0世纪 7 0年代 

末，许多日报已经改变了策略，转而去吸引更少但更富有的订阅者，为 

了那些更富裕的郊区读者，他们常常减少对城市和农村地区低收入订阅 

者的发行量。社会学家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在 2 0世纪 7 0年代 

末对这一正在蔓延的趋势也有过议论。 “地方报纸，”他说， “已经根 

据阶级形成了分层，至少在一些较大的城市中是这样的。”（ 1979: 

248)。到了 2 0世纪9 0年代，报纸的关注点从大众读者（包括所有潜在 

读者和市民）到 “高层次”人口（只包括富有的消费者）的转变已经差不 

多完成了。

麦克切斯尼(McChesney)曾经指出， “此种转变的一个有力证据出现 

在底特律，1998年，这座城市最后一个全职的劳工报道职位在〈娘特律自 

由报》被砍掉，而与此同时该报纸在郊区增加了 15个新的编辑职位” 

(1999: 55)。对 183家美国日报进行的一项独立研究将这种偏向高消费 

群体的市场导向与公司规模联系起来。也就是说，报纸所属的母公司越大 

(以这一报业连锁的总发行量为衡量标准），它就越可能采取以市场为基 

础的策略来吸引向上层流动的消费者(Beam, 2002)。

随着报纸将它们的关注点转向高收人读者，劳工报道通常就被一种 

以生活方式为导向（lifestyle-oriented)的劳动场所报道取代了。劳工报道在 

传统上将它的故事情境设定为以阶级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下的集体劳工行 

动，而新的劳动场所报道寻找的故事写的都是在表面上没有阶级差别的 

经济制度下奋斗的个人。这种劳动场所报道的内容包括年轻的专业人士 

的生活和他们在办公室绯闻、求职面试技巧、个人数字辅助设备、报销账 

单和办公室聚会礼仪等方面的问题。用 《砰球邮报》媒体宣传包中的话来 

讲就是，劳动场所报道的目的就是吸引那些“高层次读者”—— “他们拥 

有可支配的财富，是最抢手的”。

但是新的劳动场所报道是真正劳工报道的一个糟糕的替代品。从新 

闻业的视角来看，问题在于：被 〈杯球邮报》媒体宣传包称作“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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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部分人，不包含在“最抢手的人口”之内的人们该怎么办呢？ 主流 

新闻媒体会讲述他们的故事吗？

当然，有那么几家报纸（至少在美国）仍然在报道劳工的事情。有时 

劳工报道的存在是因为尚有对劳工事务进行报道的职业原则（有人或许会 

认为，即使是那些“受教育程度最高”的读者也会想要知道劳工和劳动领 

域正在发生的事情）。比如说， 《纽约时报》就保留有一个劳工报道记 

者，还会派相关报道领域的记者来报道一些关于劳工和阶级的问题。 《纽 

约时报》最近所做的关于劳工问题的合作报道中，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 

例子，这个持续了三个星期包括十四篇文章在内的系列报道分析了社会 

阶级地位对工作、教育、地理分布和婚姻的影响，题目就叫做“阶级有 

异”（Class Mattere) (/Vew y〇rÄ 7Ymes, 2005)。

在其他的例子中，报纸坚持对劳工报道和阶级问题进行报道的动机 

却可能并不那么令人钦佩，更多是出于实际目的。正 如 《芝加哥论坛报》 

劳工记者斯蒂芬.弗兰克林(Stephen Fmnklin)所解释的， “伊利诺伊州有 

接近一百万人属于工会”—— 这个读者群实在太大以至于他的报纸不敢 

忽视(Fmnklin, 2004)。但是， 《芝加哥论坛报》坚持劳工报道显然与意识 

形态无关：弗兰克林提到， 《芝加哥论坛报》很多次都运用它的社论页 

面对他所做的报道进行了攻击。

新闻媒体想象力的匮乏

最后，新闻媒体在讲故事时缺乏想象力也导致了劳工报道的消亡。 

尽管像路易斯•斯达克和A ■ H ■拉斯金之类的记者数十年来都在致力于 

拓展这一报道领域，但是劳工报道的主要素材还是合同谈判。尽管在集体 

性的合同谈判事件中出现罢工的情况已经非常少见，但是罢工的可能性 

(或者雇主停业的可能性)还是提供了大部分劳工报道的戏剧化情节（其中 

潜在的戏剧性紧张跟赛车比赛中随时发生碰撞的可能性很相似）。当罢工 

确实发生的时候，它们往往成为拉着通栏大标题的重头故事，这与和平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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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达成协议时的短小报道形成了对比(Puette, 1992)。

大部分的劳工记者和编辑已经沦为新闻程式化（routinization of the 

news)的受害者，他们用一成不变的方式报道着这些还在继续发生的故 

事。正如塔克曼(Tuchman)的解释， “新闻工作者之所以找常见的故事来 

报道，是因为这些故事都是用老一套的手法被报道，而且报道起来很顺 

手”（1978: 57)。但是1981年，劳工记者报道合同谈判的惯用方法经历 

了一次变革。里根总统在 1981年解雇并替换了参与罢工的飞航管制 

(PATCO,飞航管制员工会）劳工，这之后美国罢工事件的数量急剧减 

少，劳工报道的数量也随之减少（Erickson和 Mitchel]， 1996)。显然，罢 

工威胁的降低使得惯常的集体谈判报道丧失了其叙述的冲突性，这样本 

来就缺乏想象力的报社更没什么可报道的了。

报道惯例的改变并不意味关于劳工就没什么故事可以报道了。如果这 

样说的话，那就好像冷战结束之后对美国国务院的报道就要减少一样，因为 

多年来都是由冷战主导着关于国务院的报道。但是要继续进行劳工报道，需 

要编辑和记者更具想象力，在组织故事上多下点工夫，同时进取心更强。

当然，只有对劳工/劳动场所报道最狭窄的界定才会将它限制为主要 

是对正规的集体谈判的报道。举个例子说， 《纽约时报》的劳工记者史蒂 

夫•格林豪斯(Steven Greenhouse) 2006年7 月 1 4日的一篇文章就描述了 

在加利福尼亚的亚哥拉山区（Agoura Hills)的某些不起眼的角落，从中美 

洲移民来的日间劳动者是怎样通过非正式投票为他们自己争取了每周十 

五美元的最低工资。这篇文章无关美国劳工联盟(AFL)与产业工会联合会 

(CIO),也不是什么脱离组织以取得联合的对抗方式的改变，它不是发生 

在传统的劳动场所中，但是在一种重新想象的、涵盖更为广泛的劳工/劳 

动场所斗争报道的框架下，它确实是适合的。

结论

如果没有一种可以挖掘出原创故事的劳工/劳动场所报道，那么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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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和劳动场所的问题就只能得到偶然的、无趣的关于罢工或停业的报 

道。 《多伦多明星日报》的公共编辑沙朗•波恩塞德(Sharon Burnside)曾 

在 2006年9 月 2 9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跟我说，不存在劳工/劳动场所记 

者： “劳工动乱一发生就会被报道。”这种对劳工报道的处理方式在加拿 

大和美国占据主导地位，因为现在的大多数新闻机构都缺少一个经常进 

行劳工报道的记者所具有的专业知识，这就意味着只有当劳工给日常事 

务和消费者带来“问题”时才会被报道。

想要提高关于劳工阶级或不富裕人群的报道的努力展现了新闻的产 

业特性与新闻专业实践之间的紧张关系。例如，在努力对贫困者和劳动阶 

级的问题进行更好的新闻报道的过程中， 《圣保罗先锋报》(&. PaU/ 

Pioneer Preis)在 1998年开创了贫困报道（poverty beat)。2002年这项报道 

被终止，原本负责该项报道的记者被派去报道那些反映报纸预算优先考 

虑的事项：要么是 **20岁左右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要么是子女教育和家 

庭问题”（Cunningham，2004 : 37)。在这个例子中，就像劳工/劳动场所 

报道一样，新闻业对所有公民—— 包括那些“普通人” 一的忠诚让位给 

了新闻媒体的政治经济常识：吸引高收人消费者并创造永远增长的公司 

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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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早

图书馆员和通用自动计算机（Univac): 
1962年西雅图世界博览会上的 

自动化和劳工

格雷戈•唐尼

在丹尼尔•贝尔（1973)提出其广为人知的主张，称美国劳工正在进 

人 “后工业社会”的十年之前，也就是我们现在将之理解为“信息时代” 

的那段时期，两种趋势正开始影响各种劳动场所，即战后的知识生产爆炸 

和随之出现的对处理信息流的数字计算机的应用。但是，美国知识消费、 

整理和使用的主要机构之一，即各种不同形式的图书馆，对数字信息技术 

的接受却出奇滞后。如今，像谷歌这样的网络搜索公司和亚马逊这样的网 

络购物公司，是投人了最多的资源用于扫描、存档、整理古今印刷文化的 

机构，它们使在线“数字图书馆”（digital library)的比喻看起来有着诱人 

的真实(Kelly, 2006)。不过就像本章所描述的那样，从近半个世纪前图书 

馆劳工和计算机的最初相遇开始，人类劳动为这些数字化工程创造的价 

值一直以来都十分明显。这一价值是通过信息收集、整理、消费和生产的 

整个过程实现的。

1962年的21世纪西雅图世界博览会上，在美国宇航员和前苏联宇航 

员之间，太空针塔和单轨列车之下的某个地方（Connelly, 2002)，静悄悄 

地隐藏着另外一件展品，可能在那个夏天10 000 000名前来世博会的许多 

参观者眼中，这件展品是一个古怪的落伍物件，它就是—— 图书馆。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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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图书馆并不像许多参观者先前所想的那样是怀旧的新古典主义的卡 

内基图书馆的模样，而是对未来已经取得了实实在在技术进步的那一天 

进行了展望。这个图书馆不仅有以书为载体的物化知识，也不仅仅包括了 

以图书馆员为载体的人类智慧，而且还装备有“一个仅仅按下几个查询按 

钮就可以分发成千上万份文献部分篇章的电子大脑” F〇rÄ Hm«, 

1961年 12月 1 5日）。它就是“将书本和机器智慧地结合起来”的 “未来 

的自动化图书馆”，它为人所知的名字是“图书馆21”（LIBRARY-21) 

(Tauber, 1962 : 228; Trezza，1962 : 561)。

“图书馆21”于 1962年 4 月 2 1日中午正式开放，美国图书馆协会 

(ALA,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主席弗洛里奈尔•莫顿（Florrinell F. 

Morton)、华盛顿大学教授兼“图书馆21”顾问委员会主席欧文•利伯曼 

(Irving Liebennan)为其剪了彩。据其赞助人说，第一天有三分之二的博览 

会参观者参观了“图书馆21”（Trezza, 1962 : 561)。那个时期的重要图书 

馆领导都用惊叹的口气来描述这件展品。西储大学（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图书馆科学学院的院长杰西•谢拉（Jesse Shera),也是这个行 

业中对自动化最直言不讳的拥护者之一，如此描述这个图书馆，这 是 “一 

台由专业图书馆员和技术助理进行操作的计算机”，它可以“依据个体的 

教育水平、年龄、语言能力为咨询者提供关于所选题目的带有简单注解的 

参考书目”（1963: 11)。即使是30年后， 一 些信息科学学科的作者依然 

对这些图书馆员的远见叹为观止，图书馆员不仅向来自全国以及全世界 

的世博会参观者展示了一台斯佩里-兰德(Speny-Rand)公司生产的尖端通 

用自动计算机(Univac, Universal Automatic Computer),而且还确实利用这 

一机会对“许多高水平图书馆员”进 行 了 “计算机使用基础”方面的培 

ijl|( Hayes, 1995： 25, Salmon, 1993： 15 - 16)。

但是如果看这些景象的背后会发现， “图书馆21”并不像表面上那 

么成功。卖方捐献的技术不堪经受每日使用的折磨，经常坏掉。人们在 

Univac前面排起的长队使其宣称的快速计算变得毫无意义。来自全国的 

84名幸运的图书馆员志愿在为期6 个月的展览会中每人轮班服务4 0天，

第三章图书馆员和通用自动计算机（Univac): 1962年西雅图世界博览会上的自动化和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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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们自己家乡的图书馆相比，他们的工作环境可以说是差了不少。尽管 

接受了为期一周的关于tt计算机使用基础”的高强度培训，但是这些图书 

馆员既没有参与对Univac设备的设计，也 不 “操作”计算机本身。事实 

上，虽 然 “图书馆21”的官方主办人是美国国会图书馆，但是展品本身却 

是由空军委托制造的，它是对未来图书馆的一个憧憬，以展现资助防御体 

系（defense-subsidized)的电子工业的成果，而且是由为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和私人企业服务的冷战防御顾问设计的。

这一章讲述了“图书馆21”的故事，目的是为了探究图书馆自动化 

和图书馆劳工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重要意义，这一时期在全国联网的 

公立数字信息机构的发展过程中十分关键，而且这些数字机构如今仍在 

继续发展。1962年 “图书馆 21”开放之时，战后的公共图书馆调查 

(Public Library Inquiry)声 称 “其他的大众传播机构”可以比公共图书馆 

“接触到更多的人群，并且与人们的接触更加频繁和规律”仅仅过去了 1〇 

年（Berelson， 1949: xi)。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的医学文献分析与检索系 

统(MEDLARS)、国会图书馆的机读目录（MA R C )、麻省理工学院的信息 

传输复合(1NTREX)等实验项目，都在努力使科学信息检索自动化，使传 

统的图书馆目录计算机化，以及创建一个广泛的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信息 

处理环境（Burke, 2002; McCallum, 2002; Stevens, 1970)。当时新成立的

图书馆资源顾问委员会(CLR, Council on Library Resources)---这是一个

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私人组织，旨在扶植有关新技术在图书馆和信息事 

务中的应用的基础研究项目以及实践试点项目。一主管韦尔纳•克莱普 

(VernerCIapp)已经委任美国高级研究计划署（ARPA)的 J _ C • R .里克 

莱德U.C. R.UckIider)为 “未来的图书馆”设计一个蓝图（Liddider， 

1965)。但是在“图书馆21”出现时，图书馆业的广大从业者几乎没有听 

说这些大胆的行为。在他们看来，图书馆行业正在遭受严重的技术劳工短 

缺，而计算机既可能缓解这种状况，也有可能使其更加严重（Stnmt和 

Stnmt， 1961)。博览会上的84名图书馆员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工作 

部门，如学术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公司图书馆等，设在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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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特海湾(Puget Sound)的 Univac是他们接触的第一个信息自动化的实体 

样本。 “图书馆21”的设计者对这些图书馆员的劳动的理解，以及反过来 

这些图书馆员对自己在图书馆2 1中的角色地位的理解，说明了在后来40 

年中仍然继续发展的“未来图书馆”（如今它又面临着来自谷歌和亚马逊 

这样的公司的技术竞争），与其说是一种以效率的名义对技术进行的不可 

避免和“科学”的应用，不如说是在系统设计者、信息机器和知识专家之 

间进行的一场复杂的协商。

未来的设想

那个提出“图书馆21”这一想法的人于1955年在天主教大学获得了 

图书馆科学的硕士学位，不过约瑟夫•贝克(Joseph Becker)曾经在15年 

前，也是在二战期间在军事情报部门工作过，后来接着又为CIA服务了 

25年，他的工作是“管理和存取大量对情报至关重要的分析数据” 

(Hayes, 1995 : 24)。当代的写作者无法就贝克当时是否“曾经建议ALA 

拿一件使用计算机的展品去参与即将到来的1962年西雅图世博会”这一 

点达成一致（Salmon, 1993: 15 - 16)，也无法认定“A L A是否曾委托乔 

(约瑟夫的昵称)为‘未来图书馆’下一个定义”（Hayes, 1995 : 25)。不 

过不管怎样，A L A的图书馆技术项目协调人奥•特雷扎（ Al Trezza)同意 

了这个将图书馆和计算机融合进一个展品的想法，并且 C L R也同意在 

I960年启动一项投资31 000美元，由贝克指挥的可行性研究（Marcum, 

2002: 4; Martin 和 Ueberman, 1962 : 230)。这个项目最终一 共花去了 

300 000美元，其余的资金都来自美国空军的罗马空军发展中心提供给 

A L A的一份合同，他们的要求是“按照其在公元2000年的可能模样，为 

电子信息中心合理发展出一个富有高度想象力的概念”（ALA，1963: iv; 

Martin和 Lieberman，1962 : 231)。A L A迅速召集了一群专家对“图书馆 

21”进行具体细节的开发，其中包括一个由7 人组成的顾问小组，其中4 

人来自政府和私人的国防签约公司（defense contracting)(包括还在CIA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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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贝克），3 人是大学和政府的图书馆员；还有一个由17人组成的顾问 

委员会，其中包括4 名图书馆学院的教职员，2 名联邦行政机构的领导，2 

名私人公司的高层（包括贝克的好朋友及同事罗伯特 •海斯（Robert 

Hayes))，9 名图书馆管理人员。但是大部分工作还是由贝克和海斯完成 

的，他们至少从1958年开始就一起合作研究信息检索自动化的项目了 

(ALA, 1963： iv)0

这些小组拿出的“图书馆21”的设想蓝图直接基于政府、公司以及 

军方对于战后交叉学科科学和技术研究报告中提到的“信息爆炸”问题的 

关心（Bowles, 2000)。他们想象中的自动化的未来在地域上非常广泛，在 

那特定的地域内“远程咨询和自动化目录搜索”将 会 “使回答来自遥远站 

点—— 比如家、办公室、学校或者地区信息中心等地方的问题成为可 

能”。这些遥远的站点“任何人都可以操作”，而且设计得“像电话一样 

傻”，因而需要不经过特别培训的劳工。一旦碰到诸如用户需要一本实体 

书这种极少见的情况， “自动传输机”就派上用场了，利用它可以使“从 

一本书或者一份文件收到的那一刻开始，整个处理程序都由图书馆的工 

作人员来控制而非亲手操作”。一 台 “由技术服务部门管理和维护的”中 

央计算机将会参与完成所有这些新的功能，比如：它可以成为一台“为 

那些在信息理论或者类似问题上遇到研究问题的人提供服务的计算器”； 

也可以成为“一个为有着特定课题兴趣的用户设计的查询文件夹，帮助他 

们找到目前可供阅读的图书书目”，还可以成为一台“为那些只有浏览了 

全部资料内容才可以确定相关信息的人服务的文献检索机器”；最有野心 

的想法是，它可以成为“一台分析设备，高级用户可以就一些复杂的问题 

与计算机进行对话，然后通过反复给出一系列回答来逐渐找到解决问题 

的方法”（ALA ,1963: 12-14)。

这一蓝图不仅重复了 20年前范内瓦■布什（Vamievar Bush) (1945)所 

提出的著名的“扩展存储器”（Memex)的设想，而且也和技术史学家保 

罗爱德华兹(Paul Edwards)称之为“闭合世界”（closed world)的冷战中 

军事一研究一产业综合体（military-academic-industrial complex)的话语相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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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这也是布什参与创造的。在那个世界中， “计算机最早被用来使计算 

自动化，然后又控制武器、引导飞机，再往后就通过模拟对控制问题进行 

分析”，最终的目标是达到“自动控制”（Edwards, 1996 : 71; Zachary, 

1999)。

这样一来，这一为克莱普后来称之为“按钮操作图书馆” （push

button library) 的构想 (1%2: 7) 而设计的人一机互动方案就假设， 由终端 

用户进行操作的传播和运输技术将会免去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在处理物质 

资源的流通时所需要付出的劳动，这些技术包括：远程使用目录卡片、 

通过电视远程浏览文本、远程复制发送缩微胶卷和文件的复印件，甚至可 

以从不对外开放的机械化仓库将书远程“传送”到图书循环台上去。但是 

这种种的设想场景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可以按需提供可查看复制的多媒 

体资料的并极大扩展了的全球网络，依然需要图书馆劳工对虚拟的元数 

据进行管理一 整合、编目（科目描述）、归类（图书编目号码）、索引（关 

键字），以及摘要，更不要说用同样的控制语言对查询问题进行系统编制 

了。人们所认识到的惟一的新劳动就是对这台多功能的图书馆计算机自 

身的维护，这一工作将由“技术服务部门”来负责。

设计展品

在 A L A对 “图书馆21”的设想中，技术处于比人的劳动和材料搜集 

更加重要的地位，而且展示会的建筑布局设计本身也体现了这一点。由洛 

杉矶的建筑师范斯_约翰逊(Vance Johnson)设计的9 000平方英尺的展览 

空间，被分成了 “两个环形的展示区，每一个直径都是6 0英尺，且每一 

个都被6 英尺高的树脂玻璃或者木头墙环绕着”，并 “由直线通道连接” 

(ALA， 1963: 1)。这两个环形区域中较为传统的一个用来满足儿童的信 

息需求：教学和识字。 一 条窄窄的楼梯通向儿童世界，这里摆放了 2 〇〇〇 

多本来自世界各地的儿童读物，还有电影、幻灯、 一 个迷你影院，一个 

“儿童迷宫展品”，还 有 “五彩缤纷的现代家具”（Batchelder,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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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 65)。在儿童世界的上面，是面向高中生和展示多媒体设备的学习 

资源中心： “闭路电视、电话机、智能学习系统Uutotutor)、双轨道磁带 

[唱片]”，还 有 “备忘教学（memo-tutor)、微型胶卷阅读器-打印机、留 

声机、收音机、提速阅读器（Speed Reader)、动画 X、电子操作盘、缩影 

卡片阅读器、缩微胶卷阅读器”，这些全部是由卖方捐赠的。设立学习资 

源中心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不远的将来“将会越来越强调个体的学习责任 

和海量资源的重要性，而这些资源学生们将可以从他们学校的资源中心 

得到”（ALA，1963: 3)。这里， “个体的责任”的意思是将老师和学校图 

书馆员进行教育所需的劳动直接转移到学生身上。

这个展品的另外一个环形是快速查询中心（Ready Reference Center), 

要满足的是成人的信息需求。它部分由《大英百科全书》赞助，囊括了 

*730种精选参考书”、一 台 1 乐 914”复印机，还有一个由800本书构 

成 的 “成人纪实类浏览书集”（adult non-Gction browsing collection)。但这 

个环形的最大看点是斯佩里一兰德公司生产的“Univac Solid State 90”计 

算机。磁盘存储器中储存了三种信息，可以根据各种不同的打点输人被打 

印出来，可得到的信息包括： “从所存储的8 400个图书书名中生成的个 

性化参考书目；74名作品曾被收人〈洒方世界巨著丛书》（Oeat ß〇〇fo 〇/ 

Ae IFeWm W W W )的作者的语录；以及自由世界里92个国家的地理信息” 

(ALA, 1%3: 2)。Univac的硬件包括“两台用于输人问题的打孔机、储 

存器、处理装置，还有6 个磁带单元(每个都有一个冰箱那么大），还有一 

台用于打印输出答案的每分钟6〇〇行的打印机”（Melton, 1962: 2492)。

“图书馆21”的展区为达到引人注目的戏剧性效果而设计，里面满 

是最先进的商业技术，不过它同时也考虑到了，其中还要容纳工作着的真 

人图书馆员，以提供解释和培训方面的服务。图书馆员需要向公众解释这 

些不同的展品，而且要在这次世博会上展现A L A的公众形象。不过除此 

之外， “图书馆21”还意图“为这些图书馆员提供一次在机器一图书馆环 

境中的培训体验”， “探索在面对这些全新概念的引进时的专业反应”， 

“逐步形成高级图书馆教育课程的合理标准”。所以这个展览会可以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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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劳工和图书馆员的教育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主办方希望，这些博览 

会上的志愿图书馆员“可以带着他们对于当今技术的了解回到他们的社 

区，同时愿意在他们自己的图书馆里对其可能的用途进行开发”。为了资 

助项目的这个部分，美国图书馆从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获得了近 

110000美元的资助，用于选拔、培训、 “雇用”为6 个月的展会服务的图 

书馆员，这一工作是在海斯的指挥下利用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学学院的设 

备进行的(ALA, 1963: 3 - 4)。最终负责Univac这个展区的人员包括了 

84名图书馆员、6 名 “《大英百科全书》顾问”，还有一批未知数目的 

“非专业工作人员”（Martin, Hayas 和 Lieberman, 1963: ii, 4)。

寻找与培训图书馆员

虽然卖方提供了参考顾问和Univac的操作员，但是 A L A的小组必须 

自己寻找那84名图书馆员。他们在专业的出版物上，比如《A L A公告》 

(AL4ßu/toin)刊登了广告，结果收到了 2 000多封咨询信。不过接下来， 

步骤将会有所变化以使选拔过程更加有序。1 % 2年 1月，这个小组向所有 

购书预算在50 000美元及以上的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以及各州的 

教育部和“专业图书馆协会的高级成员”寄出了申请表。截至 1962年 3 

月，大约收到了 1500份申请，每份申请中都附有一封推荐信。为了在两 

个星期之内，且没有面试帮助的情况下从这些申请者中挑选出84名图书 

馆员，他们考虑了以下几个要素：所有人都必须有正规图书馆学院的学 

位（除了一个人，其余都符合h 他们在差旅费用有限的条件下对地区的 

选择尽可能做到平衡(从15个州里挑选）；他们还试图根据图书馆员的经 

验将其与展览的各个部分进行匹配（学校图书馆员将在儿童世界里工 

作）；相当坦率地说， “外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理论上讲大部 

分参观者只会看到这些工作人员而不会和他们交谈”。这些图书馆员不仅 

要提交照片，而且还要填写他们的身高、体重、 “健康状况”，还 有 “生 

理缺陷”（ALA, 1963 : 4; Martinetal.， 1963 : 6 ,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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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外貌的强调是必要的，A L A小组后来写道，因 为 “职业图书馆 

员的公众形象”并不是“讨人喜爱的”，而是一种“刻板印象”。他们从 

没有解释过这种刻板印象究竟是怎样的，不过从他们对自己的工作人员 

打破这一刻板印象的做法的赞扬，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这一刻板印象的 

一些特征。这些被选中的“图书馆21”的工作人员是这样被描述的， “长 

相至少是可亲的，穿着得体，性格开朗，愉快友好”。另外，参观者还 

“惊奇地在这些职业图书馆员当中发现了男性”，显然，这些图书馆员也 

进行了性别上的筛选。从这84名图书馆员的姓名来看，其中3 7名是男 

性—— 这个比例远远高于1%2年各个层次的图书馆专业人员的男性百分 

比（Martin et al.，1963: 12，26 - 36)。

一旦被选中，每个图书馆员都必须参加五天的培训，课程由海斯设 

计并指导。这个课程旨在用三种方式“将数据处理领域的神秘感去除”： 

使展会工作人员对“设备有足够的熟悉感，以便于他们可以自信地回答相 

关问题”；让工作人员能够**4图书馆形象的框架内向公众展示设备”； 

向工作人员灌输“关于数据处理设备作为图书馆工具的潜力的相关知识 

和热情，以使他们回到分散在全国的家乡时，可以批判地审视自己图书馆 

的需求而不会惧怕技术的影响”。换言之，这 84名图书馆员将会接受： 

( 1)买方设备的技术培训，（2 ) 关于设备对未来图书馆重要性的公共关系 

培训，（3 )灌输 “热情”消 除 “担忧”方面的态度培训，却又有违常理地 

声称这可以带来对种种技术发展前景的“批判性”使 用 （Martin et al., 

1963: 7,56-57)。

关于 “批判性”使用的培训部分的确包含了一个警告，海斯对此是这 

样表述的， “对于广大商家和图书馆来说，用于建造这个智能复合系统的 

费用，尤其是将必要信息转换成计算机化格式的费用，要高于从它们那里 

直接获取的潜在利益”。但是紧接着，海斯又做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联想。 

他首先声称，在 “这个国家大大小小”几乎所有的图书馆中“将简单的文 

字性操作机械化”必然会“节约费用和时间，提高运作效率”，这 “不仅 

可以收回花在设备上的成本，而且可以带来更高的效益”。接着他还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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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将这些文字性工作自动化还有“额外福利”：信息检索系统所需要 

的数据现在都以“计算机化的形式”存在了，因 此 “信息检索几乎变成了 

文字性操作计算机化的免费福利”（Martinetal.，1963 : 60)。但是这种说 

法完全将生成元数据这一技术过程从劳动进程中剔除了出去，而且甚至 

根本没有提到自动化(还有使用的集中）可能会使生成元数据的劳动变得 

更辛苦、更费时，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劳动量都更大。

运作“图书馆21”

也许在“图书馆21”的培训中缺乏对于技术性的元数据生成过程的 

强调是不可避免的，因这些展会所召集的图书馆员并没有参与为计算机 

的检索演示而创建元数据的工作。事实上， “图书馆21”项目的工作环境 

以及劳工关系使这些图书馆员更像是随机的文书类劳工，而不是受过训 

练拥有技术的专业人员。这份工作无疑是临时性的：每个图书馆员为这 

个展台服务3 3天到4 0天，或者说是这届从1962年 4 月持续到10月的博 

览会会期的六分之一。但是这份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无报酬的。所有的 

参与者都可以得到“飞机汽车往返的路费”，还有每日1〇美元的餐费， 

另外他们还被分散安排在华盛顿大学的宿舍或这届世博会的专用宿舍内 

住宿。除了这些补贴之外的所有费用就得由他们在家乡所属的机构来支 

付了。大约6 0 %的人从他们的雇主那里领到了薪水，但是其他4 0 %的人 

为了参加展会不得不利用“假期、补班，或者领不到钱就离开”（Martinet 

al.，1963: 5, 7)。

这份工作本身就能把人累垮。工作人员一天到晚要“接待成百上千 

的人，对这些人要小心照顾并且让他们感到愉快，在混凝土地板上站好几 

个小时依然还要保持高涨的情绪，不得不快速吃饭（他们的午饭晚饭只有 

一个半小时），同时必须应对不熟悉的住房设施、公共交通，以及一个通 

常十分陌生的环境”。在这样的条件下，图书馆员的表现显然算是相当不 

错了，A L A是这样描述的， “大大超出了任何正常的预期”。不过展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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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者也承认，即使是这样， “图书馆21”当初也确实应该使用144名图 

书馆员—— 是原来劳动力的近两倍—— 来满足他们面临的需求（Martin et 

al.，1963: 5, 12)。甚 至 连 “未来图书馆”都经受着图书馆劳动力的 

短缺。

在不同的“圈子”里，任务的具体特性也不同。儿童世界中， 一 名来 

自新墨西哥州圣塔菲的图书馆员伊丽莎白 •玛古丽丝（Elizabeth 

Margulis),是 “一个富有经验的儿童图书馆员”，她当场被提职去协调其 

他图书馆员的工作。在意在为未来的高中图书馆提供范例的楼上的学习 

资源中心，也出现了一次相似的提职， “来自贝尔维尤（华盛顿）中学的 

帕特里西娌•福斯特小姐（Miss Patricia Foster)的慷慨助人以及丰富的知 

识”被用来提高设备安置的效率，安排一个图书馆员为参观者解说，以及 

通过搬开椅子来“防止单个参观者独占设备”。然而，这个区域的图书馆 

员发现“器材的维护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因为 “大多数器材无法承受 

成百上千人使用的重负，无法承受连续6 个月每周84个小时到9 1个小时 

不停地运行”。而且很多硬件设施到达得很晚，以至于“不可能对工作人 

员进行‘现场’指导”，同时也“几乎没有任何技术上的参考资料”，尽 

管展示的所有器材都是可以买到的商品，而不是未上市的样本。没有使用 

说明成为一个持续造成影响的问题，因为这些设备都没有保修合同（这是 

另一个降低成本的方法）。事实上， “这些工作人员都不得不自己学会一 

些简单的维护技术”。展览的设计者自豪地宣称， “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在 

工作中获得了这方面的知识；只有一少部分人面对这种情况没有做出调 

整”（Martinetal.，1963 : 9-丨0, 18-19)。但是，他们并没有问，劳工们 

针对技术环境所做的这种“调整”，对于任何试图在新技术理想下重塑图 

书馆的整个运作然而却没有来自劳工本身的设计投人的举动来说，会不 

会仅仅是一个特例。

“图书馆21”项目中的Univac部分很好地阐明了这类关于技术革新 

和劳工参与的问题。在对这些展会图书馆员进行的关于图书馆自动化未 

来的培训之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使他们能够向公众介绍这个领域，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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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解释计算机在图书馆信息储存及技术操作中的作用”（ALA, 1963: 

2)。但是正如一个通晓技术的图书馆科学教授杰西卡•迈尔顿（Jessica 

Melton)所指出的（1962)，她参观博览会时，Univac硬件本身“图书馆员 

是无法接触到的”，它们事实上“由操作员控制”。迈尔顿是西储大学文 

件与传播研究中心的助理主管，她 在 《图书馆杂志》 上 

撰文将Univac展览评价为一个卞怪可笑的新奇玩意儿”。例如，Univac 

设计的一个程序可以将存储的电子文本打印出来，而这个电子文本是根 

据一本印刷参考书上的文本输入的。迈尔顿评论道， “喜欢思考的人一定 

会奇怪，为什么人们为了获得一份打印出来的（洒方世界巨著丛书》中的 

引文(有时候只是引文的一部分)要花30分钟排队，而他们其实只花两秒 

钟就可以穿过障碍，走到仅隔十英尺的图书馆阅览区查看架子上的索引， 

然后从书架上抽出要看的那册书，舒服地坐下阅读完整的内容。”另外一 

个程序可以“由一份将学科科目（比如 “空间科学”）和个人信息（比如年 

龄、性别、受教育情况）结合起来的清单，产生一份量身定做的个性书 

目”。但不幸的是，在填写清单、看着它被打孔机慢慢地打到处理卡 

(processing card)上、再等待计算机处理出结果这一系列步骤之后，却往 

往会等来这样的回答， “由于图书馆自身的局限，Univac计算机无法为您 

提供建议。”迈尔顿抱怨说，这个展品根本没有指出计算机在“还远离21 

世纪”的图书馆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比如“日常管理、账单薪金、按照不 

同分类准备目录卡片，为专科信息和难控制的信息而设立的集中化或分 

散化的中心，从其他一些这样的信息中心中提取磁带文件（tape file)或者 

为了这些信息中心而收集磁带文件”，还 有 a—种所有用处中最神奇的： 

计算机可以作为一种搜索工具去为目前尚未做好索引，或者还未做好足 

够索引的文件开发深层索引”（Melton, 1962 : 2491 -2493)。这样的用途 

将需要图书馆劳工为一个容量极大的库生成元数据，不过对于展会上的 

工作人员来说，并不需要这些创造性的、需要智力的劳动。

“图书馆21”的设计者也非常清楚这些批评，他们在最终报告中将 

责任直接丢给了劳工。他们承认“对打印稿的传送速度太慢存在一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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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还有些参观者不满他们获得的个性化参考书目”，对此设计小组是这 

样回应的， “被安排照看ünivac高速打印机的图书馆员有责任解释这些 

明显的困难” 一就是说他们应当是可以抵挡任何指责的公关人员，而不 

是经过训练专门解决信息问题的专业人士。这个展台的设计者还认为（其 

他）一些图书馆员应当为Univac的缺陷负责。他们耐心地指出： “由计算 

机生成的书目的质量几乎与系统没有任何关系。” “用来编程的书目是由 

图书馆员挑选的；列表的任何不当理所当然都是由于编程的错误，而不是 

机器的问题……时间和资金的短缺也导致了不能对更多的图书书目进行 

编程。”因此， “图书馆21” 的参观者对Univac计算机的不满应当归咎 

于劳工，他们所做的决定，他们的技术，以及他们对时间和费用的耗费都 

是被指责的对象。设计者也承认“他们也讨论过是否在Univac展区使用 

高水平专业图书馆员，让他们来操作一些电脑设备以及向公众解释计算 

机在图书馆服务中的作用的问题”，但是，资金问题又一次成为障碍： 

% 这个区域中使用高水平专业人士的花费实在太高，所以这个想法被放 

弃了。” （Martinetal. , 1963 : 4, 14)我们并不清楚使用高水平的专业图 

书馆员来操作计算机所需的费用“太高”，是因为这些人员需要接受过更 

为密集的、更为广泛的培训，还是因为计算机实际上比其他部分需要更长 

的人工劳动时间。不过无论因为哪一点，就像迈尔顿所认为的那样， 

“‘图书馆21’失去了一个创造广为人知的‘新型图书馆员形象’的机 

会，这些新型图书馆员到2000年对计算机的正确使用方法的掌握，就像 

他们现在对如何使用《韦伯字典》上的书边标目索引（thumb indexes)的掌 

握一样熟练。” （1962 , 2492)

**图书馆21”的设计者并没有向这些图书馆员展示他们如何运用信 

息技术与技巧，而是指导他们的工作人员变成“公共关系专家，以便展现 

出现代图书馆员最出色的一面”，从而打消人们对计算机对未来的影响的 

担忧，以及对图书馆员在未来是否还能生存的怀疑。他们认为这84名为 

展台工作的图书馆员应该负责为人们解释，这么多不同而又不相关的部 

分如何在这一“未来图书馆”的设想中并存，以及它们为什么应该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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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就像作者承认的那样， “只是站在这个展品旁边，它不会自我解 

说……参观者只有和工作人员交谈才能更清楚地了解它”。而对于工作人 

员来说，也只有经过专门的培训，以及看到“一些指出了这个展品系统背 

后的想法和设立几个部分的意图的媒体报道”之后，才更清楚地了解了这 

个展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每件技术品上都很清晰地标上了企业卖 

主的商标，然而这个展品上“却没有A L A 的清晰标识”（Martin et al.， 

1963: 10, 12, 15)。结果，经过了“图书馆21”技术上和理念上的建构 

之后， “未来图书馆员”的任务就是为了扮演一个双重的、矛盾的角色： 

(1)作为一个正式培训过的公共关系专家，服务于生产新型图书馆设备的 

公司（鼓励公众以及他们的同行使用这些工具）；（2 ) 充当未经正式培 

训、没有报酬且不被正式承认的设备照看者，所服务的还是那些公司（它 

们还拒绝支付维修保养的费用和技术使用说明）。

评价“图书馆21”的影响

不过总的来说，看上去所有这些矛盾都没有降低这一行业对于“图 

书馆21”的热情。1962年的夏天，950万博览会的参观者中有180万体验 

了 “图书馆21”。 《图书馆杂志》上的一位作者认为“毫无疑问， ‘图书 

馆 21’是这个世纪为图书馆和图书馆员所开展的最重要的公共关系活 

动”（Field, 1963: 831)。另一位作者则感叹这件展品并不像太空馆那样 

“富有挑战”、 “灵感毕现”，但是也承认“图书馆21”并 “不是一个失 

败，它是有价值的”，还 说 “图书馆事业能够在世界博览会上被展示本身 

就已经是一项成就了”（Stokes, 1963 : 974)。两年之后出版的一本引导高 

中生从事图书馆业的就业指导手册，就借用了对“图书馆21”的描述来鼓 

励年轻人从事图书馆业的工作（Meyer, 1964 : 22)。很自然地，贝克自己 

也觉得这件展品“将这个职业表现为充满活力、新潮先进，且致力于满足 

普通人的教育和娱乐需求” （Tucker和 Becker, 1964 : 29)。C L R的韦尔 

纳 •克莱普承认“通 往 ‘按钮操作’图书馆的道路将会漫长、缓慢而且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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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书本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没有被替代的危险”。他还吹嘘“图书馆21” 

“意味着超过200万美元的投资”（这个数字无疑包括了所有被捐赠而且 

经常发生故障的卖方的器材）（ClapP，1962: 10)。

就连对展会上图书馆业的计算机化被展现的笨拙方式进行过狠狠地 

批评的迈尔顿也承认， “那些使图书馆在一届科学博览会上占据了一席之 

地并且拉到了赞助的图书馆员，应当得到这个行业的感谢”（Melton, 

1%2 : 2493)。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图书馆21”的最大成功却恰 

恰是并没有计算机化的儿童世界。展品的设计者认识到“儿童世界比这个 

展品的任何其他部分都更像参观者们所熟悉的图书馆的服务”（Martin et 

al., 1%3: 13)。也许只是无意的，这件展品使“好书和阅读在这个高速 

机械化的社会中所具有的力量得到了充分的展现”（Field, 1963: 831)。

但是对外传达一种积极的公共关系信息只是A L A最 初 为 “图书馆 

21”设定的目标之一。那么，想要训练一批遍布全国各地的有影响力的图 

书馆员，使他们理解和推动图书馆自动化这一内部目标又完成得怎样 

昵？设计者自豪地报告说，大部分操作过这个展品的图书馆员“已经不再 

畏惧图书馆的自动化”，也 “不再担心他们会被机器或者计算机代替”。 

相反， “他们赞赏在一些特定区域使用机器可以将人从单调沉闷的苦工中 

解脱出来，从而有更多的时间用来从事图书馆工作中创造性的、专业性的 

部分”（Martin et al. , 1963: 10)。但是关于工作人员“意识”到了所有这 

些事实的表述其实更多是“图书馆21”的组织者事先就已持有的观点，而 

他们没有试图真正去对图书馆员的反应和想法进行评测。 “图书馆21”的 

结构就已经明确地使其图书馆员脱离了元数据生成这样“创造性”和 “专 

业性”的任务。项目设计者没有意识到，无论这些图书馆员对于技术有着 

怎样的“畏惧”，他们至少已经跟1400名同行一起特别申请了前来体验 

并使用这些工具。那些真正“畏惧”的人难道不会待在家里么？

也许一个更好的问题是，这 些 “图书馆21”的工作人员是如何看待 

他们自己在这种新的自动化劳动过程中的位置的。在为他们开设的培训 

课程中，海斯为这些参与者定义了未来图书馆中四种可能的角色：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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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操作者、设计者还有“器材提供者”（Martin et al.，1963: 118)。与 

此同时，贝克和海斯当时还在合写一本教科书，里面也着重强调了这几种 

角色，这本一年后得以出版的教科书题为《信息存储和检索：工具、要 

素、理论》（1963) (/formation Storage a/wi r〇o/s，

TT^or^)。作者描述了在所有信息系统中，操作者应如何为任何系统错误 

负责： “图书馆员，账户管理员和信息专家—— 他们都必须面对每天向用 

户提供信息、安排系统功能、文件维护、人员配置、控制操作等问题…… 

如果出现了故障或操作不当，操作者就要在场，很显然他们就要为此负 

责。”这样的错误从技术上可以被分为三个等级。对于诸如打孔机操作员 

或者手工文件书记员等所谓机器型（nmchinomorphic)操作者来说， “人完 

完全全就是机器上一个齿轮”，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情况，因 为 “事实证 

明，人类在完成某些特定功能的时候是十分有效的机器”。对于那些扮演 

“交流纽带”的操作者来说，被定义为与机器行为相反的人际互动行为是 

关键：因为“消费者不愿意和一台机器交谈，他想要和一个有着甜美声 

音的可爱小姐交谈一她总是能让紧张的神经放松下来”。最后，还有一 

些操作者要承担起“判断”的角色以保证机器的正常运行，他 们 “用自己 

的判断力在判断的标准欠明了的情况下对机器的运行情况进行矫正”，或 

者处理信息检索中的一些“特殊情况”（Becker和 1 ^ 38，1%3 : 226 - 

27, 280)。但是在这种结构下，操作者无论如何都不会被认为是系统的合 

作 “设计者”或 者 “编程者”。

从 A L A报告中的回答可以发现， “图书馆21”的参与者似乎都将他 

们自己看做是处于第二类与第三类操作者之间的角色：是买主、管理 

者、自动化设备的推销者，且在使用者(老主顾）、 器型”操作者（书 

记员）和供应商（私人公司）之间进行协调斡旋，但是他们与设计者沾不上 

边（国防签约工程师）。 “图书馆21”的工作人员认同了他们在博览会上 

的公共关系角色，称这对他们这一行来说是一项日益重要的基本要求，建 

议 “给当今的图书馆员进行‘人际关系’方面的指导”，并且重视“作为 

国税支持的机构的代表与公众打交道的技能和知识，以及作为指导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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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相处的技能与知识”。想必自动化的公共支出和自动化带来的劳 

动变化将会使这种对“人际关系”技能的需要更加迫切，因为图书馆员会 

努力向本地的纳税人和同事劳工证明技术自动化系统的合理性。经过再 

培训而变成了公共关系经理的图书馆员，将 会 “变得更加外向，以向外人 

讲述图书馆的故事”（Martin et al. , 1963: 117)。

结论

讲 述 “图书馆的故事”今天依然重要。这 8 4名 1962年 为 “图书馆 

21”这一展品服务的图书馆员从全国各地带来了他们的专业知识，他们的 

热情和他们（通常没有酬劳）的劳动，为的就是直接体验一下“未来图书 

馆”。但是那个名义上由美国图书馆协会主办的图书馆实际上主要是被冷 

战时期的军事1 究一产业复合体中的顾问和卖主的需求和设想所影响 

而建造的，这个图书馆对一个省力的自动化世界进行了矛盾的介绍。这些 

图书馆员一方面用其专业知识管理展品的传统部分，另一方面又竭尽所 

能避免那些遍布展区的令人头疼的先进设备故障和崩溃。但与此同时，他 

们还必须接受再培训，培训的目的是教导他们，使其接受在他们的组织、 

学校和行业中使用计算机。然而悖于常理的是，这台同样的计算机对于这 

些图书馆员来说却是一个禁区，因为这些所谓的信息专家被重新塑造成 

了公共关系专家，专门安抚对之充满疑虑的公众们那“紧张的神经”。 

图书馆资源顾问委员会（CLR)的克莱普通过将所谓的传统主义者对“图 

书馆21”的反应与I 械论者”（mechanist)(—般要更进步）的反应进行 

对比，对这一状况进行了总结： “传统主义者，如人们预料的一样，憎恶 

在这个图书馆展品中机器对图书馆的人侵，认为这是对图书馆业的否定。 

而另一方面，机械论者则感觉，即便是这种规模的投资，其效果也是微乎 

其微的。”（丨％2: 10)

像这种闭合世界中设计了冷战图书馆自动系统的“机械论者”与大 

量注定要去操作这些系统的“传统主义”图书馆员之间的矛盾，促使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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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图书馆资源顾问 

委员会(CLR)在 “图书馆21”展览之后的9 月举办了一次特殊的关门商议 

(retreat),他们希望“一个有效的联盟将可以促使图书馆员和技术人员打 

破双方对于彼此的刻板成见，发现共同面对的问题，并且在图书馆机械化 

的目标和双方为了达成这些目标可以采取的方法上达成共识”（Markuson, 

1964: 1)。这是一场直到今天依然在继续的对话的开端。

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当图书馆员们拿出关于“未来图书馆”的设想与 

外面种种“技术性”竞争者相竞争时，他们发现自己又一次开始努力获得 

关注。但是这次他们的对手不再是国防签约公司和他们的高级研究员，这 

次是像谷歌和亚马逊这样的互联网商业巨头在为我们设定新千年的“信 

息获取方式”应当是怎样的。西雅图的故事提醒我们，所有这些公司都要 

依靠一张巨大的由有偿和无偿的劳工组成的网来帮助他们实现将信息传 

达给大众的目标（支付一定的价钱）。如果图书馆和互联网的劳工们可以 

探明他们各自的历史，明确表达他们的共同利益，发现相似的环境，站出 

来支持对信息乌托邦(Infotopia)的其他补充性设想，那么一个可以体现民 

主理念而非受国防合同和市场操纵的数字化“未来图书馆”也许就可以在 

我们掌握之中了。

第三章图书馆员和通用自动计算机(Univac): 1962年西雅图世界博览会上的自动化和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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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图书馆无产阶级（Libratariat) ?
信息时代的劳工、技术和图书馆业

詹姆斯. F .特雷西与马里斯• L •林

本章标题中的关键词是“图书馆员”和 “无产阶级”的合成，合成这 

个词语是为了使人们注意到学术图书馆业（academic librarianship)所发生 

的微妙而又确定无疑的变化，其变化关乎图书馆员职业中所包含的专业 

技能的持续弱化，它们使图书馆从业者逐渐向这样一类劳工转变：更加 

缺少技能，更加不被重视，且更加缺乏完成图书馆中关键的公共服务任务 

的能力。基于图书馆员们自己的观点，我们认为，对信息传播技术（K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日益增强的依赖正在改变图书馆 

员的作用和图书馆工作的性质，它严重地影响了知识收集和交流的方式， 

同时也改变了图书馆劳工与他们的客户之间的关系。

学术图书馆员构成了知识劳工中一个重要的分支，他们致力于完成 

一 项格外重要的公共服务使命。根据J • G •梅耶尔（J.G.Meijer)(1982: 

26)的论述： “图书馆业是文化事业的一种形式，其主要特征是尽可能促 

进人类文化遗产被最好地利用，因为它是记录在文档中的用符号编了码 

的思想的汇聚之地，这些文档现在被而且必须被整理好随时备用，以实现 

促进文化发展的最终目标。作为知识储备与交流的中介人和管理者，图书 

馆员从个人日常工作的改变中就可以敏感地感知到知识获取及分享的方 

式所发生的细微及显著的变化。”

为了研究技术是如何改变图书馆工作的，我们调查了学术图书馆员

083



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

对信息技术的看法，调查了这种技术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日常实 

践，以及就他们的职业而言技术变化意味着什么。2006年 8 月，我们以 

水陆路邮件的形式对全美研究图书馆协会（A R L ,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成员机构雇用的219名咨询图书馆员（reference librarian)进行 

了调查。我们向被调查者保证这次调查完全匿名。调查总共完成并回收 

了 8 7 份问卷，占问卷总数的4 0 % 。我们向图书馆员询问的问题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技术是如何侵人他们的具体日常工作的，技术对于图 

书馆业而言意味着什么，以及他们是否认为技术会对他们各自图书馆的 

公共服务任务产生影响。接下来，我们就被调查者对技术与图书馆工作 

所持的观点进行了讨论，并将这些观点置于批判理论和历史语境中进行 

考量。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信息传播技术使用的增加使同时身为实体空 

间、工作场所和公共机构的学术图书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B use hman， 

2003; Harris，Hannah 和 Harris， 1998, Mann, 2001. Weigand, 1999； 

Winter, 1993)。信息传播技术使用户不必再亲自跑去图书馆，从而导致 

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用户访问量急剧下降（Carlson, 2001)。为了应对使 

用量的下滑，许多图书馆开始更多地转向多功能定位，以吸引有“多样化 

需求”的用户，而不再仅仅局限于为那些出于传统的研究需求而去图书馆 

的用户服务。这样一来，图书馆的管理者们便不得不将图书馆改造提升为 

一个集“技术驱动型的教学、学习和研究模式”为一体的场所(Albanese, 

2003 : 34)。正如一位图书馆的管理者所言，图书馆应该提供“一站式购 

物”，图书馆员不仅要帮助客户找出资料和开展研究，而且要“提供一系 

列的指导性资源”（Albanese, 2003: 35)。因此，图书馆管理业务越来越 

类似于多功能服务，而这种服务通过自动化过程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实现 

了，尤其是通过像谷歌这样的商业搜索引擎。相当一部分参与此次调查的 

图书馆员表达了他们对新技术给图书馆工作带来的变化的关注，这些关 

注与我们在专业图书馆文献中发现的对信息传播技术的乐观评价相互混 

杂交相映照。现在我们就对这些观点做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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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图书馆—— 从地面到云霄

图书馆工作者或管理者对图书馆及技术所做的研究和评价，都倾向 

于将技术视作更广泛的社会文化领域中的一个既成事实加以接受，因而 

现代大学和学术图书馆也就这样被接受了。而人们对技术的社会变革力 

量的坚信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倾向，技术被人们视作社会、历史与职业变革 

的根本性要素，并且独立于人类活动与制度传统发挥作用。凯文•罗宾斯 

(Kevin Robins)和弗兰克.韦伯斯特（Frank Websler)(1997 : 7 0 )将这一倾 

向的源头追溯至有盎格鲁血统的美国社会所长期坚持的“工业化意识形 

态”（ideology of industrialization)。他们用它来指“一种思想传统，即认为 

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一只看不见的手，且独立于权力与控制等社会因 

素之外”。这套被广泛信服的观念使得批判性地分析技术、权力和社会变 

革的深层含义变得尤其困难。杰拉尔德•苏斯曼（Gerald SuSS_ ) (  1997: 

1 5 9 )指出：

对于那些想象在信息传播技术中有着巨大社会潜力的人而言， 

存在着这样一种幻想：数字技术可以使人们在工业革命和工厂的大 

规模生产系统中丧失的个体创造力和手工艺重新回到人们的手中和 

心中。然而被很多人忽略的一点是，技术从本质上来说只是社会权 

力和规划的一种具体体现，而且人类做出成就的可能性被企业经营 

者的目标所限制，这些企业经营者越来越多地从跨国经营的角度出 

发进行思考，从个体角度出发的考虑则越来越少。

类似地，技术所引发的图书馆的组织变化也常常由于专业图书馆文 

献对技术的肯定性论述而被掩盖，其肯定性论述必然也涉及图书馆员在 

技术被引入时的角色，尽管这一点在论述中往往被省略掉了。一个根植于 

丹尼尔•贝尔（1973)关于技术驱动的后工业化社会的理论之中的主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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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是，信息传播技术在改变了作为物理空间的图书馆的同时，也在为了应 

对到来的信息时代而对图书馆员们进行着再技术化。在对那些宣告“作为 

信息专家的图书馆员”（librarian-as-information-professional)已经到来的文 

献进行有用的梳理回顾之后，哈里斯（Harris)、汉娜（Hannah)和哈里斯 

(Harris)(1998: 97)总结道： “信息革命的倡导者们将自己视作一个新职 

业时代的建构者，负责革除过时的思想观念及陈规旧习，从而创造出一个 

全新的未来，在那里图书馆员们可以在后工业时代的元信息（raeta- 

information)职业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

尽管这一有关图书馆业的主流逻辑依然继续存在，但下面我们将会 

探讨，这种坚持图书馆员应该适应技术的观点应当怎样被深深质疑。事实 

上，图书馆行业传统上就被定义为一种女性职业，而对信息传播技术日益 

增强的依赖使图书馆员不得不承担起一些新的职责和角色，这就导致他 

们原本就不稳定的职业地位更加具有不确定性。罗玛 •哈里斯（Roma 

Harris)提到：

自动化到来之后，这个行业本身就不高的地位将会进一步降 

低，因为越来越多之前需要专业能力的工作开始转由辅助性专业人 

员和文书类人员来完成。与此同时，行业内部剩余的几类地位较高 

的工作被重新命名。通过此过程，图书馆工作这种地位低、女性多的 

身份标识便可以被那些从事“新”的更高地位的人逃脱了。

然而，信息传播技术的应用在许多重要的图书馆技术专家看来，仍 

然是一种积极的、受欢迎的，甚至是自然而然的发展，如果没有它拯救图 

书馆，图书馆就难以免除被淘汰的命运。有例为证， “正是由于更多和更 

新的数字技术的引人，学术图书馆才得以继续存活，而非，即便有这些技 

术的引入图书馆还能继续存活”，弗吉尼亚大学人文学科前沿技术学院的 

院长伯纳德.弗里舍（Bernard Frischer)解释道(2005 : 42 - 4 3 ,原文有强 

调标志）， “如果在教育系统和文化的发展方面管理得当并且进行战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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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那么图书馆就可以用最小的成本获得最高的收益，完成从古旧的 

模拟技术到最新数字技术的飞跃……学术图书馆最终将成为网吧，我们 

在其中可以快捷舒适地与遥远的地方相联系”（2005 : 43 , 51)。另一位数 

字图书馆的积极倡导者温蒂•普拉特•卢热（Wendy Pradt Ixjugee)仅仅将 

技术简单地解释为是自然的发展。卢热说， “正在发生的变化呈现出的是 

一条发展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伴随着分散加合作的模式的出现，图书 

馆在校园社区内外将会扮演更加多样的角色，也就是说，图书馆正在知识 

的创造和传播过程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并且正在成为这一过程中 

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重要合作者。”（2002: 1)

尽管有许许多多关于信息传播技术的乐观预言，然而涉及技术发展 

之后或过程中的图书馆员角色的讨论经常是犹豫不定含糊不清的。而且 

图书馆员们也鲜有机会表达他们如何理解技术对于图书馆及他们的职业 

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正如约翰•布施曼（John Buschman) (2003 : 4)所指 

出的： “当这个领域的‘重要人物’如此长时间以来几乎都在文章中持续 

进行自相矛盾而又天马行空的夸张表述和对未来的设想时，也就难怪图 

书馆员们几乎一直有种被围困而无法突破(under siege)的感觉了。”

如果说围困的隐喻在此处稍显过火的话，这个隐喻却并非不对。在 

此类文章里，图书馆员的劳动逐渐被技术包容和取代的过程几乎被完全 

忽视了。不过，批判社会学家们对劳动场所自动化的深层意义进行研究却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利用布雷弗曼（BravermanM 1974)的观点，文森特 • 

莫斯可解释了自动化是如何标志着劳动过程的强化(intensification)的，其 

过程在文书工作的自动化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莫斯可说道： “办公自 

动化的闯人并没有将劳工从重复性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从而赋予他们创造 

性和自由，相反，它进一步加强了对知识劳工的管制。处理信息并将信息 

转化为有用形式的技能不再由秘书、书记员和研究员掌握，这种技能转移 

到了机器那里。于是，自主性少了，零碎的技术和工作越来越多，管理控 

制也越来越多。”（1982: 123, 126)图书馆员尤其容易受到这些过程的影 

响，因为现代办公室的自动化，根据安德鲁•克莱门特（Andrew C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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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221)的说法， “主要针对的是中层职员，而非人们可能会认为的 

文书。这是一个多少有些混乱而难以界定的阶层，包括监管人、中层经 

理、技术人员、专业人员等。”

事实上，信息传播技术中体现出来的去技术化趋势是一个同样也包 

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更广泛进程中的一部分。在 “企业化”了的高科技大学 

中，效率、生产力及收益这三重使命正在迅速成为图书馆员和教授们共同 

的核心目标。凯瑞•纳尔森（Cary Nelson)和斯蒂芬•瓦特（Stephen Watt) 

(2004 : 92)认为，依照商业导向的管理原则， “盈利”不需要考虑复兴智 

力活动，实际上“盈利” “意味着尽可能降低授课成本，把课程全力推向 

尽可能广阔的市场，以满足更多投资方的需求”。换句话说，就是通过持 

续引人远程教学、 “电脑教育软件”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兼职劳动力的依 

赖，将大学的教学使命商品化。大卫•诺布尔（David Noble) (2001: 4)指 

出：这样一来， “教育的商品化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教授们的‘无产阶级 

化’（proletarianization),或者用更加婉转的说法，就 是 ‘去专业化’ 

(deprofessionalization)”，而许多教授对这一点后知后觉。

学术劳动的自动化是大多数产业中生产活动理性化及被控制的结 

果，诺布尔对这一过程的表述是对图书馆业目前状况的发展所做的一个 

格外适合的推论。 “一旦教员和课程上了网”，诺布尔谈道， “管理者就 

会获得对教员的表现和课程内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力地直接控 

制，从而使进行行政管理、监督、组织化、规训甚至审查的可能性大大增 

加”（2001: 32)。与之类似，知识和信息存储、获取以及传递过程的商品 

化和集中化也都为图书馆业的相对去专业化打下了基础。

然而，仍然有一些参与我们此次调查的图书馆员对技术持有坚定的 

正面观点，因为他们尚未意识到技术中包含着管理的必要性。就像马歇 

尔•麦克卢汉肯定性地将电子媒介视作“人体的延伸”一样，技术被认为 

是一种可以帮助完成图书馆工作的力量。举例来说，对问题“计算机和通 

讯技术在哪些方面从性质上改变了（如果有所改变的话）你所在图书馆的 

公共服务任务”的52个回答进行分析，有 18个回答（占3 5 % )对所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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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引进技术的做法即使不完全认同，也至少持部分支持的态度并表示有 

信心。这些回答中的很多都十分简略，不过也有一部分回答较为详尽。

* 公共服务任务和原来差不多，但是提供服务的方法更加先 

进了。

* 我们可以为用户更快地服务，有时质量也更高。

* 同使用书面印刷索引的时代相比，检索有用信息的效率高 

多了。

* 我认为就任务而言没有多大的改变，但比起十年前来我们致 

力于实现更广的服务范围，因为我们有这个能力了。

* 我们的任务没有变化，但技术使获取信息更为方便，从而极大 

地提升了我们完成任务的能力—— 可获取信息的数量和种类都增加 

了，经常无需访问图书馆就可以一周7 天全天 2 4小时随时获取 

信息。

* 公共服务的任务没有变化—— 不过工具变化了，它们大大为顾 

客提供了便利……计算机信息技术为学生和教职员工的教育和研究 

需求的满足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网上、远程可获取的信息更加丰富， 

同时获得服务也更加容易了》

然而，正如我们下面所要讨论的，对于这一问题，也有数量相当的回 

答对技术给客户一图书馆员关系以及图书馆更为广泛的公共服务任务所 

带来的综合影响表达了质疑。图书馆员们对技术的疑虑绝非不合逻辑，尤 

其是从图书馆管理者如何分配资源的行为来看，管理者们逐渐减少了对 

印刷及基于微缩胶卷的传统信息形式的资源投人，转而增加电子存储传 

输的信息资源。带着如此认识，我们现在开始对学术图书馆资源中的政治 

经济情况，及这一情况对于图书馆员和图书馆劳动来说所意味的东西进 

行进一步研究。

第四章图书馆无产阶级（Libratariat) ? 信息时代的劳工、技术和图书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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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资源和劳工

在专业图书馆研究文献中可以发现一种虽常常被一笔带过但却依然 

十分引人注意的担忧，如此担忧针对的是图书馆强调信息传播技术却相 

对忽视了更为传统的方面，而在信息时代，图书馆员们很可能正是将自己 

定位为或置于这些传统方面。举例来说，在一篇针对“信息科学范式” 

(information science paradigm)的有力的评论文章中，托马斯 .曼（Tho m a s  

M a r m )谈 到 “强大的商业和政府力量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他们在努力实现 

让普通的百姓和家庭在家中上网的目标”，如此一来就“在提供上网服务 

时完全将图书馆和图书馆员置于一边”（2001: 274,原文有强调标志）。 

曼在文中指出，图书馆越是通过配置资源将自己定位为提供免费上网服 

务和舒适椅子的场所，图书馆和图书馆行业的存在前景就会变得愈加不 

确定。

曼的观点在美国劳工统计局（BL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2006— 

2007年关于图书馆员的职业前景报告中得到了证实。这一研究说： “实现 

了计算机化的系统使图书编目工作更加简单，以致图书馆的技术人员都 

可以完成这项工作。此外，许多图书馆装备的设备使用户在家或办公室就 

能直接与图书馆的计算机相连接，这样一来用户就可以完全绕过图书馆， 

完全靠自己进行研究。”该研究同时指出了 “图书馆员依然有存在的价 

值”，不过是在其他一些专业性更强的工作方面，如 “管理员工，帮助用 

户掌握数据库搜索技术，处理复杂的咨询请求，准确定位用户的需求”。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研究进一步指出，未来几年图书馆员的新职位将 

“受到政府预算和计算机化的信息存储和检索系统日益增长的使用的限 

制。这两项限制将会导致图书馆员的雇佣人数减少，同时图书馆员会越来 

越多地被薪水更低的技术人员或助理人员所取代”。过去几年资金和资源 

的配置造成了对信息传播技术的依赖日益增强。研究图书馆协会（ARL) 

的 123家图书馆过去十年间在信息技术上的花费增长显著。1994一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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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每个A R L图书馆在所有新资料上的花费平均为5 427 797美元，这些 

资料包括书、期刊及电子资源。其中，在电子资源上的花费为349 261美 

元，刚过总数的6 % 。2004 — 2005年，每个图书馆平均的资料花费为 

9 464 401美元，但是其中超过3 5 %的钱一 3 366 147美元一 花在了电子 

资源上(Kyrillidou 和 Young, 2006 : 21)。

进一步研究这些数据就会发现花费中有很大一部分被用于购买电子 

期刊。1994一1995年平均每家图书馆的此项开销为188 057美元；十年 

后，这个数据达到了 3 038 574美元，增长率超过了 1600%。相比之下， 

诸如电子书一类的“一次性”计算机文档开销增长了 6 6 % ,从 247 536美 

元增加到 372 539 美元(2006 : 20 - 21)。

图书馆在技术方面的开销越大，它们用来保存维护实体资料和雇佣 

高素质员工的费用就越少。这种趋势在联邦拨款部门和大学管理者们重 

视科学研究而将资助图书馆置于次要位置的倾向影响下进一步加剧。根 

据亨德森(Hendenson)的观点（1999),布施曼对(2003 : 67 - 68) “高等教 

育的资源从图书馆抽走的总体模式”有相关的论述，他指出了 “1945— 

1993年间，图书馆在开支中所占的比率缩减了 1 5 %”，这种削减大多数 

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 “一家由政府拨地的研究型大学的图书馆资 

料预算，”布施曼继续指出， “一直在上下浮动，最后的结果是1983年为 

331万美元，而 1994年为298万美元。”而在此期间大学获得的联邦研究 

和发展基金增至原来的三倍多。

总体上说，资源向图书馆自动化进程的投人转向在越来越大的程度 

上影响了图书馆员在工作场所的活动。例如，参与我们调查的几位图书馆 

员谈到了为客户提供远程服务时所面临的挑战：

* 电子资源的盛行，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意味着我们将永远无 

法再亲眼见到我们的一些客户了。

* 我们的图书馆目前正在对参考内容进行从纸质版向电子版的 

转变，以满足大量参加了远程项目和在家学习的学生的需求，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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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咨询台上更多的问题涉及网络连接而非内容，于是我们的专业 

人员就在那里解答认证问题、网络问题以及连接失败的问题。

* 也许一个变化是越来越强调“使客户在其所在地满足需求” 

(meet the patrons where they are),图书馆员为此已经尝试了聊天室、 

短信等途径，这就推动了游动式的图书馆工作方式。然而对技术使 

用的增加是基于这个事实，即客户的“所在地”越来越可能是在 

远方。

* 用户们不再像以前一样亲自到图书馆来了，他们还在使用图 

书馆的资源，但是变为远程使用。我们不得不更加努力以确定他们 

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因为这些需求不再像过去客户亲自来图书馆时 

那样容易弄清了。

随着资源分配和开支决策正在加快一个完全自动化的工作场所的形 

成，它们所形成的恰恰就是未来图书馆工作的构成和未来。我们现在就来 

进一步思考这些发展对图书馆工作可能造成的潜在影响。

自动化及其对图书馆工作的意义

我们调查所得的数据显示，图书馆员越来越依赖信息传播技术来完 

成他们的工作。当他们被问到你的工作场所，你平均每周花多少时间 

用计算机完成工作任务”时，几乎9 0 %的受访者回答他们有超过一半的 

工作时间都是在计算机旁度过的，其中6 7 %的人一周花费的时间为26小 

时到30小时乃至更多，超过2 0 %的人一周花费21小时到25小时。

同时我们也请那些工作了 1〇年及以上的被访者回忆1〇年前他们用计 

算机完成工作的时间。尽管仅从受访者的回忆就得出任何推断性的结论 

都略显草率，不过这些数据还是暗示了一股令人不安的趋势。在受访的 

51名对此问题进行了回答的图书馆员当中，只有2 4 %的人回忆说10年前 

他们平均每周在计算机边花费的时间达到了 26小时到30多小时；1 8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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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回答是21小时到25小时。不过大多数人，即5 3 %的人回忆，10年前 

用计算机工作的时间少于20小时。

对以计算机为媒介(c〇m Puter-mediated)的活动的高度依赖，表现出来 

的是关于图书馆工作性质的更加深刻的变化。表面上技术可能使常规工 

作变轻松了，但实际上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更加多样的新职责。根据温特 

(Winter, 1993: 177)的说法，对于图书馆而言， “技术创新倾向于把常规 

性的重复工作统统转移到其他劳工或机构外的服务提供商那里。这就在 

常规任务被转移出去的同时，又开辟出了更多承担新任务的领域”。这种 

情况与20世纪长期进行着的家务领域(domestic sphere)中技术对服务工作 

的取代不无相似之处。厄休拉■胡斯（Ursula Huws，2003 : 44)解释了当 

公共服务被商品化程度更高的形式取代时—— 比如当剧院和电影院被电 

视机取代；公共交通被私家车取代；或者回到我们的主题，图书馆人工 

检索被自动化商品化了的程序所取代或者强化时一前者是如何变得越 

来越稀少，同时价格变得越来越高的。胡斯补充道： “雇佣服务被购买 

商品取代也导致了服务劳工的有偿劳动被消费者的免费劳动所取代，从 

而创造出了许多与购买、操作以及保养这些家用设备相关的新任务。” 

(2003： 44)

刚刚实现的便利迅速被一系列新出现的工作搞得光彩不再，消费者 

陷入的这一技术困境或许会与涉及信息传播技术时图书馆员的地位日益 

模糊的状况相互呼应。举例来说，一些参与了调查的受访者便表达了对于 

不得不承担技术所带来的一系列新任务时的挫败感，一位受访者将之称 

为 “计算机技工”，这是在知识信息专业人员之外要承担的任务。

学生同教职员工逐渐开始认为图书馆员们可以处理任何与计算 

机相关的问题，而非仅限于与图书馆相关的问题。客户曾要求我帮 

助解决他们的校外电子邮件账号，帮助他们找出网站的登录方式， 

甚至帮助他们进行网上订购。我们渐渐地被看做了技术专家，而这 

就使我们有责任去掌握更多技术。

第四章图书馆无产阶级（Libratariat) ? 信息时代的劳工、技术和图书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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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观点认为技术可以减轻工作，然而事实有两面性，技术 

只是在把工作捣来捣去……大学不再把课程表邮寄给学生，而是由 

学生自己去图书馆上网打印……昨晚我帮许多学生下载（虚拟私人网 

络）客户端以使用校园无线网络，而整个晚上真正的咨询问题只有 

两个。

一个很大，对我而言也很烦的变化是向我们询问的技术问题大 

大增多了。这些问题不涉及学术研究，而是一些诸如如何下载文件、 

操作软件之类的问题。我尽力了，但我既没有能力也不想成为一名 

计算机技工或者自动化专家。

一旦剔除了打印机出错一类的问题，我们所接受的咨询问题就 

急剧减少了，与 ‘‘图书馆是通往信息的大门”的定位相反，我们的服 

务目标越来越倾向于使“图书馆成为一个工作和学习的场所”，更多 

的群体学习空间，更多舒服的家具和咖啡馆就是这一点的证明。

尽管有上述担忧存在，许多重要的图书馆专门机构还是对图书馆工 

作性质和角色的变化表示期待和鼓励。主要由于技术变化的大潮看上去 

不可逆转，因而图书馆员们被告知必须积极主动地进行角色转换。髙校和 

研究图书馆协会（A C R L ,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an)发布 

了一本名为“宣传工具箱”的手册(advocacy toolkit, 2 0 0 6 ) ,意 在 “使基层 

的图书馆员和其他图书馆工作者做好准备，为图书馆进行草根层的宣 

传”，这本手册为该行业接受并提倡一系列差异日益增大的角色定位的做 

法提供了例证描述。比如说，以往图书馆员‘揭供咨询服务并可能有各自 

专长的领域”，而现在他们“必须提供各种类型的资讯服务，在有专长领 

域的同时，还要在大量不同的形式和安排之中对许多领域都有所涉猎”。

“过去，指导或帮助客户使用图书馆就是在馆内，即终端使用（P〇int-〇f- 

use)或者说面对面，以及面对一些小群体进行指导”，而现在，相关任务 

大大扩展了从而需要被重新定义： “指导/帮助客户是终端使用式的、面 

对面的、虚拟的、小群体式的，以及在教室里面对面环境中大群体教学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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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且要针对各个年龄层、各个级别和各种不同风格的学习方式提供服 

务。而且这些服务既可以是异步的，也可以是同步的”（ACRL, 2006: 

23)。以前， “图书馆员和图书馆专职人员的发展和继续教育基本上都与 

图书馆本身相关”，A C R L手册进一步指出，今天， “图书馆的专职人员 

必须接受更广泛的教育和训练，包括软硬件、教与学、基本管理问题及诸 

如硬件调试、维护和联网之类的技术事务”（ACRL, 2006 : 24)。

由于图书馆已经越来越完全地依赖技术，图书馆工作和客户活动中 

两个根本转变就显得无法避免。首先，也是早已开始进行的转变，是图书 

馆工作人员任务量的增加。其次，曾经由图书馆提供的公共服务工作逐渐 

变为客户在图书馆、家中和工作场所进行的“消费活动”（通过信息传播 

技术搜索、检索、复制）。许多图书馆员十分清楚自己的角色是如何转变 

的，然而仍然有一些人没有意识到，任务变得繁多混杂是如何使他们在信 

息传播技术的冲击中变得不堪一击、无足轻重的。当被问到“你认为十年 

之后的咨询图书馆员是否还可以维持目前在你们图书馆中所拥有的重要 

地位？如果你预见到会有显著的变化，那么技术又是如何加快或推动这 

些变化的？ ”时，我们调查的受访者中只有一小部分意识到，他们的工作 

正在朝着被温特称为“疑难排除信息顾问”（1993: 189)的角色方向变 

化。又一次，技术依然被认为完全是在协助完成—— 而非是在建构—— 图 

书馆员的公共服务任务。我们再次引用受访者的回答：

寻找信息是一项困难的工作。掌握不断发展的技术更是一大挑 

战。咨询图书馆员是一种重要的资源，他们可以帮助客户在信息的 

海洋中把握方向，各取所需。在我看来，未来十年里这一需求会继续 

存在。信息科技专家还远未使数据库搜索界面实现用户友好，他们 

想象中的人们搜索的方式跟人们实际寻找信息的方式之间存在着巨 

大的差距。他们不明白这一点。

计算机的出现并未使这种关系发生太大的变化。公众仍然不知 

道最好的信息是什么.在哪里。如何获取信息以及如何区分（好坏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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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依然由图书馆员掌握。帮助越来越多地通过网络提供，尽管如 

此，在这一点上我并不把技术视为对图书馆员的一种威胁。

我欢迎在我的领域内出现的所有技术。我年纪大了（60岁）但我 

觉得它对我的工作有积极的作用。我相信未来1〇年之内咨询图书馆 

员仍将至关重要，他们可以对我们所订阅的大量电子信息去芜存 

精。客户绝对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图书馆员应当担负起向导 

的职责。

我认为在一个曰益数字化的时代，咨询图书馆员的角色应该是 

通过人的介入来改善书目描述，以提升自动化搜索的质量。我们还 

应该帮助开发更高级的检索工具。当所有的事都可以在网上完成 

时，优化搜索的能力将变得尤为重要。

然而，在回答这个问题的50位图书馆员中，有 41位都认为技术将给 

图书馆的公共服务任务或多或少带来一些显著的变化。其中，18位受访 

者对他们所在图书馆引人技术的做法持明显的怀疑态度。 一 些人将之视 

为对图书馆业整体的威胁，另一些人则表达了对图书馆管理层日益脱离 

图书馆的日常运转的担忧。

我们当然在自己的图书馆中一直都自问那个问题。在过去几年 

中我们眼看着咨询数量急剧减少，部分原因可能是培训力度的加大 

使学生意识到可以有多种选择，可以上网搜索数据库而不用再亲自 

跑去图书馆。对网络的依赖也要被视为这种减少的一个关键原因。

随着技术使技术服务工作的劳动密集程度降低，同时使将工作 

外包出去的可行性增大，最终图书馆中的惟一工作将是纸质资料的 

维护或协助客户。

这儿的管理者们正在赶走学科专家，导致我们在科技咨询方面 

几乎一窍不通。我们创造了技术手段来解决问题，而我们自己在服 

务 时 “无话可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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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管理者们继续保持目前的思路，咨询图书馆员的地位将会 

越来越低。在工作不需要与公众打交道的人们（即管理者、图书馆技 

术人员）看来，技术将统揽一切，图书馆服务将更加自助……我认为 

咨询服务未来1〇年不需要有太大的变化……也许是2 0年；然而，我 

们的管理者们刚刚宣布这个学期就要关闭咨询台。他们认为这对于 

有 23 000名学生而言完全是一种摆设。

我预计再过1〇年，信息技术部门将接管信息获取服务中无需由 

教师和学生亲自完成的那一大部分工作。既然获取信息与保存有持 

久价值的信息不再像之前的印刷书籍和期刊时代那样不可分离，图 

书馆往往就会忽视其保持延续性（preserve continuity)的任务，为其提 

供少于必需的资金或直接无视这一任务，为的就是在这个可以随处 

获取信息的世界里竭尽全力保住自己的位置。

当前， “谷歌”居于统治地位，大多数学生的搜索活动始于谷歌 

止于谷歌。对大部分客户而言，不需要 u最好”， “差不多可以"就 

行。技术无疑正在加剧这种趋势。我只希望自己能以一个咨询图书 

馆员的身份退休，而不是丢了工作，年老时连养老金都没有。

第四章图书馆无产阶级（Libratariat) ? 信息时代的劳工、技术和图书馆业

此外，几位受访者还对客户对于技术的依赖将如何改变公众对图书 

馆本身及其为用户所提供的功能的预期表达了担忧。一些图书馆员认为， 

这些新的以技术为导向的预期预示着图书馆和图书馆工作将发生巨大的 

变化。

因为越来越多的信息可以在网上获取，客户们就认为没有必要 

去图书馆寻求帮助了。尽管许多查询技术可以转移至网络世界（鉴别 

信源、组织信息、心理联想等能力），但人们仿佛已经忘记了图 

书馆。

客户，尤其是本科生，如今希望能够获得即时完整的文本。他们 

对如何做研究没有概念，甚至懒得上楼从书架上取一本印刷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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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化”（google-ization)造成了这样的局面：我们现在看的是 

电子书和电子参考书，纸质印刷卡片索引被束之高阁或直接扔掉（那 

些东西今天只有教职员才看得懂）。3 0 岁以下的人中还有知道（印 

刷）书目是什么并且还会去架子上拿来使用的吗？

刚开始，这样的技术革命需要很多辅助，然而随着所有东西都 

在被计算机化.往后的每一代人在计算机使用方面都日益精通，当 

然这也是必需，甚至他们现在干什么都只靠计算机了。我不太确定 

今后是否还会需要那么多的图书馆员/中介者之类的辅助人员，因为 

我想将有越来越多的人对自身能力有足够的自信，当然，不排除也 

有许多人不那么自信。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

电信技术的便利和易于掌握提升了使用者的期望值。我们的学 

生认为即使是在凌晨4 点他们也同样应该获得帮助。

图书馆员也提到了技术使他们可以进行“远程办公”，这也就表示此 

类工作可能会被图书馆机构外包给独立服务提供商。在我们的调查中，近 

四分之三( 7 3 %  )的受访者承认他们在家使用计算机以完成工作任务。其 

中，4 5 % 的人表示他们每周花费的时间为1 至 4 小时，2 5 % 的人表示他们 

一周花费5 至 1 0小时乃至更多。图书馆员的工作转移到家中表明了信息 

传播技术对图书馆业的性质业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现在再来回想一下 

诺布尔(2001)对货字大学”中的教授们的论述，即一旦工作被移到网 

上，就会意味着监视力度的增强，工作程序化，以及任务被外包给技术水 

准较低一因而成本也较低一的人员。

结论

学术图书馆对信息传播技术的高度依赖改变了图书馆员的工作任务 

和工作场所，从而对作为知识劳工的图书馆员的地位与角色带来了挑战。 

本章部分在图书馆员自身的观点的基础上，对技术给图书馆工作及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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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任务所带来的改变的程度作了评论性的综述。我们调查所得的结 

果显示，并不像专业文献中那样对技术前景持有乐观的态度和预期，图书 

馆员对信息传播技术的体验和看法以及他们眼中技术与他们的职业的关 

系要复杂得多。在许多例子中，图书馆员对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未来将会怎 

样深感茫然。这些观点与我们在本章中用到的那些对工作场所自动化以 

及信息社会做出的更具批判性的分析不谋而合。

事实上，不仅批判学者们一段时间以来已对那些有关技术与工作的乐 

观预言提出了质疑，而且许多图书馆员也对他们的职业和图书馆的公共服 

务任务正在受到占有优势的信息传播技术内容和基础设施提供者的特权影 

响的状况有着同样的担忧。除此之外，如果图书馆的资源配置继续向信息传 

播技术倾斜的话，图书馆工作从人工和面对面服务向以计算机中介为客户 

提供服务的转变将预示着这样一种趋势，这种趋势会使图书馆员整体的职 

业地位进一步降低。未来这方面的研究可能会对图书馆劳工所受的教育及 

培训状况，以及信息技术在这些过程中被应用的程度进行批判性的分析。

第四章图书馆无产阶级（Ubratariat) ? 信息时代的劳工、技术和图书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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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营销创意劳动：

好莱坞“拍摄花絮”纪录片®

约翰 . L  • 沙利文（John L. Sullivan)

虽然好莱坞电影的制作需要数以百计乃至千计的媒体劳工的集体努 

力，但这一事实却往往因为大众媒体始终将其关注焦点集中于为数不多 

的明星演员和导演身上而被掩盖了。然而最近，电影产业中创造性劳工的 

形象变得越来越突出，一些讲述电影“幕后”的电视节目、互联网站和博 

客，以及发行的电影D V D中的“附赠”影片（bonus)都对他们进行了重点 

展现(Caldwell，2006)。随着过去五年D V D销售量暴涨（从 2001年的45.3 

亿美金到2005年的74亿美金，数据来自Video Business, 2006)，电影制 

片厂在发行的D V D 中加人了附赠影片，其中就包括制作精良的表现电影 

1 白摄花絮”的纪录片。到目前为止几乎还没有关于这些附赠纪录片的系 

统分析(Brookey和 Westerfdhaus, 2005)。考虑到这些纪录片被作为营销 

工具的目的一目了然，如此遭遇冷落的研究状况也就可以理解了。的确， 

这些纪录片充斥着对影片娱乐特性的夸张表述，此外还有对危险特技和 

经过电脑处理的复杂特效的惊人展示。

然而，除了这种露骨粗糙的促销作用之外，这些纪录片还通过一些 

方式对好莱坞创造性劳动的性质进行了含蓄的表达，包括系统地低度再 

现(under-represent)—些劳动形式，相比于后勤杂务和市场问题更加突出 

创造力和个人自主性，以及围绕着每部电影的制作过程创造出一种好莱 

均式的叙事，其中往往少不了矛盾纷争、扣人心弦的意外变化和后台的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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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动作。此外，就像布鲁基(Brookey)和韦斯特菲尔豪斯(Westerfelhaus)所 

认为的那样，好莱坞电影发行的D V D相当于“一种新的加工产品，它由 

许多互相关联的文本构成”（2005: 124)。这一章探讨好莱坞工业化生产 

的事实如何通过摄花絮”纪录片被系统地抹杀和歪曲，以及这些纪录 

片如何歌颂新兴的创意经济（creative economy)的优点而无视许多劳动阶 

级和创造型专业人士所面临的经济困境。

劳动与创意经济：好莱坞模式

一些经济学家、学者和记者宣称，新的经济现实是一种流动的、受 

过教育的和有弹性的劳动市场，在此，个体工人的知识与才华是一种关 

键资源，这种资源能够被战略性地使用和安排，无需面对传统制造与服 

务领域中实体营业场所对金融流动性的妨碍，就像理查德•佛罗里达 

所言：

很多人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之中。但 

是，从根本上来讲更准确的说法是，我们现在拥有的是一种由人类 

创造力来推动的经济。创造力—— 韦伯字典中将其定义为“创造出有 

意义的新形式的能力” 一是竞争优势的决定性来源……技术和经济 

的创造力是由艺术与文化的创造力培养而来的，并与之相互影响。

劳工们拥有非传统的工作环境，趿着便鞋，带着笔记本电脑……这 

种新型创意经济给人们指出了一个潜在的劳工理想国（labor utopia), 在那 

里，不再需要代理人的雇工拥有无限的流动性，他们可以带着他们的创造 

性才华和技巧去往任何一个工资和福利更高的地方。

①作者对苏■卡利•詹森博士（ Dr. Sue Curry Jansen)在复审这一章节的早期草稿时所 

做的出色协助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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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其他一些学者认为，创意经济所暗示的那种颇有市场和利于 

劳工的万灵丹根本不像其被吹捧的那样。这些批评家指出，事实上，制造 

业中 ‘'«特式”集中模式的消亡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美国劳动力退步到了 

经济不稳定状态。例如，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_ Riikin)将这种根本的 

经济转变描述为商品和服务的“网络化”，这一转变允许公司只与某一特 

定工程所需的劳动服务签订合同，从而可以减少成本：

这种用以组织商业的网络方式……使那些最大的跨国公司可以 

与供应商建立战略性关系，从而无须拥有自己的实体工厂、设备和 

人才就可以生产产品。在一个竞争曰趋激烈，产品和服务更加多样， 

产品生命周期更加短暂的世界里，公司通过控制资金和分配渠道， 

同时将拥有和管理实体资产的负担抛给更小的公司，以使自己始终 

位于顶峰。

这种网络方式被称为“好莱坞”模式，反映了 20世纪50年来以来电 

影生产的主导模式从集中化的大规模生产向以项目为中心（project- 

centered) 的方式的转变，后者即与特定的创造型人员签约， 建立临时合作 

关系。美国商业的网络化已经成为劳动市场大规模转变的一个标志 

(Castells, 2000),并且被当做其他信息产业彻底重组的一个模板 

(Schiller, 1999)。在这个意义上讲，电影产业引领了一种在解除了传统雇 

佣关系的基础上繁荣起来的商业模式，它迫使组织劳工的势力从这一过 

程中退出。

作为一种展现媒体生产过程的大规模散布的信息形式， **«摄花絮” 

纪录片提供了一扇窗，从中可以窥见好莱坞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其中包括 

创造才华在一种网络化了的新经济中是如何被利用和管理的。虽然这些 

短片并未有意识地展示这种趋向于使用更多自由工作者的转变，但是这 

样录制纪录片对学者来说具有启发性，因为其中隐含着关于新的创意经 

济如何运作，以及新的创造型劳动力如何不同于其他类型的传统工作等

103



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

问题的观点。除了它们这种向潜在观众推销电影的明显目的之外，这些纪 

录片还因为颂扬新型创意市场带来的利益而没有考虑其付出的代价，从 

而进人公众关于劳动力和经济之间关系的论辩中。

在表面上，好莱坞的％ 摄花絮”纪录片相对来说比较直接而且相当 

世俗。片长一般在10分钟到40分钟之间，片子中融合了对制作人员或者 

演员的“特写”采访、幕后镜头和来自电影本身的实际场景，以使观众能 

够深人了解主流电影背后的制作过程。几乎每一部好莱坞电影发行的商 

业 D V D都包含这种纪录片。

2005年租借率最高的20部电影的D V D被选来进行分析(见表5.1)。 

选择赚钱最多的D V D影片是因为这些电影的潜在观众最多，而且因为好 

莱坞制片厂会花费最多的力气和资源来记录他们今年最大电影的生产过 

程。这 20部影片的选择是基于D V D 租金总额而非D V D销售额，这是因 

为许多卖得最好的发售D V D是孩子的动画片，其中许多都是直接制作成 

D V D而不会首先在剧场里播映。因此说，D V D租金列表提供了一幅更加 

准确的关于美国成年观众最多的电影的图表。®

表5.1 2005 DVD租金总额排行

排名 电 影 名 称 类型 收益(百万美元）

I 国家宝藏(博伟影视公司/迪士尼 动作 64.85

2 全民情敌(索尼）（//üc/〇 喜剧 64.47

3 拜见岳父大人(环球影业）（ 心 Foefers) 喜剧 60.65

4 烈火雄心(博伟影视公司）（ 抑） 动作 52.51

5 牢狱风云（派拉蒙）（&  iWrf) 喜剧 51.58

6 男 生 女 生 黑 白 配 (索 尼 D 喜剧 50.61

7 恋恋笔记本(新线影业/华纳兄弟）（77k Ataeioot) 剧情 49.35

8 掘金三壮士（派拉蒙）（ a A D 喜剧 48.68

9 怪兽婆婆(新线影业/华纳兄弟）（ ) 喜剧 48.54

10 超级奶爸(博伟影视公司/迪士尼）（ 喜剧 48. 10

① 因 为 《十二罗汉》的 DVD不包括任何“拍摄花絮”短片，为了便于分析，将其替 

换成了在2005年出租量最大的电影中排名第2 1 位的《西班牙女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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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排名 电 影 名 称 类型 收益(百万美元）

11 百万宝贝（华 纳 兄 弟 ßa/)y) 剧情 47.61

12 十二罗汉（华纳兄弟）■* 7W /ue) 动作 46. 10

13 灵魂歌王（环球影业 剧情 45.40

14 特洛伊(华纳兄弟）（7>吵） 剧情 44. 83

15 史密斯夫妇(20世纪福克斯）（Mr. &  Sm/A ) 动作 44. 17

16 撒哈拉(派拉蒙）（Sa/ia ra) 动作 44. 13

17 胜利之光(环球影业） Zig/m ) 动作 43.74

18 飞行者(华纳兄弟）（77^ M a te r) 剧情 43. 67

19 撞车(狮门公司H C rash) 剧情 43.09

20 火线对峙t 博伟影视公司/迪士尼） 动作 42. 82

21 西班牙女佣（索尼 喜剧 42.57

来源：（《视频商业》，2006)

* DVD版本不包括“拍摄花絮”纪录片。

歪曲好莱坞里的创造型劳动力：看不见的工人阶级

美国电影中的劳动力十分多样，跨越了很广的职业范围，从作家、导 

演、编辑到电工、酒宴承办人，数字绘景师都有。由于当下的电影业为独 

立结构，所以这些创造型的工作者通常是在特定的电影项目中被短期雇 

佣。因此，尽管他们的劳动包含很高的技巧和专业性，但这个行业的失业 

率仍然很高(Wasko, 2003)。于是，在竞争激烈的好莱坞劳动力市场中， 

在一部电影中的工作受到鸣谢不仅仅是一个行业礼貌或个人荣耀的问 

题，而且是一种使工作者得以充实自己的履历以获得未来工作的关键性 

的行业惯例。考虑到它的重要性，那些涉及电影界鸣谢的惯例在雇佣合同 

中精心措辞并且受工会规则的保护。在讲述一部好莱坞主流电影的制作 

过程的时候，这些D V D中的纪录片会提及一些明显为最终产品贡献了力 

量的关键人物。虽然电影的最终鸣谢名单很长，而且详细地呈现了对电影 

作出贡献的所有个人与其对应的工作名称，但是在这些“拍摄花絮”纪录

105



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

片中的屏幕上被提及的媒体工作者仅仅是为一部特定影片工作的人的一 

小部分。

在每一部短片的播放过程中，出现在纪录片中屏幕上的个人的名字 

和工作名称都被记了下来，然后为了比较而进行了汇编。® 就像表5.2显 

示的那样，在 这 些 摄 花 絮 ”纪录片中，在摄像机前被采访和标明的媒 

体工作者严重倾向特定种类的高层次电影职业，包括演员、制片人、导 

演，一定程度上还有编剧。他们不仅在这些短片中获得了最多的幕前荣 

誉，而且由于想要“讲述”影片制作的故事必须严重依赖对这些人的采 

访，因此这些个人也主宰着屏幕上的时间。考虑到如此有意识地将电影制 

作仅仅与一小部分职业相关联的做法，这些职业是最容易与电影业联系 

起来的职业也就不是偶然了。这使得那些不怎么引人注目，更多涉及体力 

活的工作(例如服装和化妆师，或者灯光技工)几乎是观众看不到的。

表S. 2 媒体工作者在屏幕上被提到的频度

工 作 名 称 次数

演员（平均每部电影） 8 7 (4 .3 )

执行制片人/制片人 30

导演 19

作家/编剧 11

美工 6

声音编辑/混音/音效 5

特技替身演员 5

教练/训练师. 4

第二导演(second unit director) 4

视觉特效指导/制作人 4

服装设计师/服装师 3

摄影导演 3

编辑 3

视觉效果编排人/协调人(visual effects compositor/coordinator) 3

①如果一个人在短片中不止一次被提到名字和工作头衔，为了便于分析他们只会被 

计算一次。拥有超过一个工作头衔的个人(例如“作家/导演”）则被计算了两次，或者是屏 

幕上列出的每个工作头衔都各计算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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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工 作 名 称 次数

外景咨询师 2

布景师 2

演员个人助理 1

作曲 1

首席助理导演 1

翻译 1

场景经理 ]

化妆师 1

场景灯光师 1

场景制作助理 1

替身 1

武器设计师 1

正如鸣谢的清晰模式所暗示的，社会阶级在这些短片对创造性劳工 

的描述中扮演了一个有力的辅助性角色。在电影业早期历史中，电影工作 

者联合起来建立工会来保护自己免受好莱坞制作体系中一些真正的剥削 

(Gomery和 British Film Institure, 2005)。今天，几乎所有参与好莱鸡电影 

制作的劳工都按照一些大型工会设定的指导方针被组织和管理。一些重 

要的劳工组织，例如美国导演协会(DGA)、演员工会(SAG),和美国广播 

电视艺人联合会（AFT R A ) ,覆盖的是那些基于项目协商工资的“高层 

次”（above-the-line)工作者。然而，有着最多成员的好莱坞工会是国际戏 

剧雇员联盟（〖ATSE) ,这是一个拥有超过100 000名成员的“低层次” 

(below-the-line)工会，成员包括技工、舞台工作人员、电工、布景搭建和 

漆工、美工、化妆师、服装师和一些其他的工艺劳工（Wasko, 2003)。因 

为他们的工资由制片厂和工会之间签订的合约所决定，所以这部分劳工 

赚的钱往往比他们那些更加风光迷人的同行要少得多。他们也经常被迫 

作出工资让步，否则就会在这个日益转向国外那些没有组织的劳工的产 

业中丧失可以工作的一席之地（Miller等，2005)。就像瓦斯科（Wasko) 

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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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十年里电影业的全球化扩张证明对美国电影工作者来说 

格外成问题，同时也给世界其他地方的电影工作者带来了一些困 

难……虽然一些顶级巨星、编剧和导演从这些发展中获利很大，但 

是如果更为仔细地审视一下好莱坞的权力关系，就会发现对于其他 

工作者来说情况有相当大的不同。（2003 : 42)

公平地说，这 些 “拍摄花絮”短片所描绘的工作场景与关于当前好 

莱均劳工趋势的研究所显示的悲惨境况毫无接近之处。由于这些摄影机 

前的采访以演员、导演、制片人、编剧和其他一些高层次创造型人员的 

具有创造力的决定为主，所以这些纪录片将好莱坞的工作描绘为主要为 

白领或者“无领”工作。在许多这种纪录片中，与画外解说员的声音相 

伴随的画面背景描绘的是在时髦的会议室和以电脑为主的工作场所里 

的媒体专业人员，他们正就电影中一个具体的连续镜头发挥着想象力。 

例如，对后期制作过程中电脑特效的制作过程的描述是大多数纪录片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电脑技术的使用在这些镜头中被赞美抬高，穿着休闲 

的技术人员坐在电脑终端前为电影的一个特定镜头而工作的场景被展 

现。在关于动作冒险片《国家宝藏》拍摄花絮的纪录片中，一个视觉效 

果制作者谈道： “我们在阿斯勒姆（Asylum, —个外面的视觉效果公司） 

的工作是让这个矿井看起来尽可能真实、巨大和恐怖。我们必须把我们 

的三维模型和现场动作环境结合起来。”说这些话的时候所播放的是实

际场景的视觉影像----- 个深深的矿井，而且被相同场景的栩栩如生的

电脑绘图点缀着，由此强调了视觉效果设计师所带来的许多视觉效果的 

增强。

在这些纪录片中满是如此场景：人们在轻松的工作环境中或是在谈 

论或是在做着关于电影看起来会怎样的创造性判断。这些创造型专业人 

士被表现为拥有独一无二的技巧，其又为电影本身增加了一种底蕴更为 

深厚的美学特点。这里所强调的重点是这种创造性过程中“有趣”的一 

面，银幕上被表现的人很明显都非常享受这种使用他们的专业技术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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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影片观赏度的工作。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媒体工作者都没有在做诸 

如搬运背景板或者安装灯的电线等重体力活，相反，他们都在发挥自己创 

造性的想象力并且像艺术家那样表达着自己。虽然这些纪录片中被关注 

的创造型工作者即使不是全部，也有大多数人一定是工会的成员，但是这 

些工会从未被提及，如此一来就有效地遮蔽了这些工会在设定工资标准、 

工作时间和电影生产的其他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确，这些信息的缺 

失极其严重，以至于即便观看1 自摄花絮”纪录片的观众怀疑工会在好莱 

坞中到底是否存在都是可以被原谅的。

尽管好莱坞电影生产中的“低层次”劳动力也非常重要，但这些短片 

几乎没有投人任何时间去记录这些媒体劳工的付出。惟一一个以这些低 

层次的.明显属于工会组织的劳工为主角的好莱均花絮纪录片的例子是， 

一 个很短且被人大大嘲笑的由美国电影协会(M P A A )制作的公众信息通告 

系列。为了反对(或者更确切地说，预先防止）好莱坞电影被越来越多地 

通过网络文件共享进行非法在线传播，M P A A组织在2003年 7 月的夏季 

电影档期高峰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公共关系活动（Scott，2003)。这次名为 

“尊重版权”的活动以分别长30秒和65秒的公众信息通告为主，公告在 

全美5 0家不同的广播和有线电视台以及5 000家电影院播出（ßai/y 

V W k y，2003)。在风格和编排上，̂ 些公告与上述那些描述各种电影“拍 

摄花絮”的纪录片有诸多相似之处。然而，有一个最显著的不同是它们仅 

仅将焦点对准了属于工人阶级的、低层次的媒体工作者，他们成了叙事的 

主角。

就 像 ‘寸自摄花絮”纪录片一样，这些纪录短片以在自然的工作环境中 

对好莱坞媒体工作者的采访为主。这些公告在电视和电影院里播放之后， 

美国电影协会又将它们放在了网上作为一个更大的专用网站（WWW. 

RespectCopyrights. org)的一部分，跟它们放在一起的还有一些关于在网上 

下载电影的危险的信息。网页上有一个名为“普通劳动者”的标题，下面 

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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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产业并不仅仅是由那些风光的演员和导演构成。每一天， 

在美国都有超过500 000人一成不变地去上班，以养活他们自己和他 

们的家庭，同时也为了将电影的魔力带给你。举个例子，当电影被非 

法地从网上下载的时候，并不仅仅是那些明星遭受损失，利益受损 

的还有像布景漆工、特技替身演员、舞台工作人员、化妆师和动画制 

作导演这样一些普普通通辛勤工作的人们。这些手艺人中的大多数 

都是维持他们工作的职业组织的成员（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2006)

“辛勤工作的人们”和 “手艺人”这些措辞都是精心选择的代称，意 

欲使人联想到属于工人阶级的劳工。在其中一部视频短片中展现了布景 

漆工戴维•戈尔茨坦(David Goldstein)在谈论他参与过的许多知名电影， 

包 括 尊 神 探 》和 《心寒》（事实上，他在向观众展示自己的履历）。然 

后就转到了在网上非法下载好莱均电影的问题。戈尔茨坦看着摄像机，直 

接对观众说道：

我认为盗版问题不会影响到制片人。我的意思是说，它确实也 

会影响到他们，但相较于盗版对我，以及搞搭建的人、负责灯光和音 

响的人带来的影响来说他们所受的影响简直就是微不足道的，因为 

我们根本不是有百万美金的雇员。你知道的，我们如果能连续12个 

月都有活儿做的话就非常幸运了。我想要做的一切就是工作，以及 

创造出我能够做出的最好的作品。

这个简短的视频以“停止盗版！电影，它们值得买”的字幕结束了。 

其他一些来自一个特技替身演员、 一 名舞台工作人员和一位化妆师的视 

频说辞也遵从了相似的修辞方式，强调属于工人阶级的人也在电影业中 

承担工作，强调他们也会因盗版导致收益减少而受到影响。

D V D 中 “拍摄花絮”短片所描绘的创造性劳动力的阶级现实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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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P A A发布的公众信息通告中的阶级现实对比鲜明。虽然在好莱均制片厂 

用来营销和推广他们最大电影的纪录片中，这些工作人员几乎是看不到 

的，但是这些工人阶级却被安排在上述公众信息通告中以唤起观众们的 

同情。没有人承认，真正对那些低层次电影工作者构成威胁的也许不是待 

在家里的网上冲浪者，而是好莱坞的制片厂老板。相对于低层次的工人阶 

级劳工来说， “尊重版权”活动企图增加观众的罪恶感并且遏制非法下载 

增长的举动的徒劳无功也许暗示了，富有的演员和著名的导演是更能引 

人注目的电影工作者形象。

导演主创论（a u te u r is m )和创造性劳动的非凡论

如 果 说 摄 花 絮 ”中低层次工作者相对不可见，那么又是哪一种创 

造性劳动被展示给观众了呢？在对引导一部电影制作的决定和活动进行 

描述的过程中，这些纪录片提供了一种即使不是故意的，也是十分明显的 

对创造性劳动的理想型的深层理解，这种理想型是在新的分散的，以合同 

为基础的好莱坞组织结构中盛行起来的。在样本中那些不同文类的电影 

里(剧情、喜剧和动作片），关于创造性劳动力所具有的区别于其他种类 

工作的特性有着一些突出的修辞上的相似之处。

这些短片所用的言辞在多重层次上产生效果。表面上，它们作为那 

些好莱均精英给他们自己写的延伸性情书发挥作用，以大名鼎鼎的导演 

和演员彼此吹捧对方在其行业里作出的非凡的创造性努力为主。举个例 

子，在一次对《飞行者》创作的幕后所做的展示中，每一个大字标题演职 

员表中的成员都在镜头前转而赞扬其他人在电影中的表现。男主角莱昂 

纳多•迪卡普里奥(Leonardo DiCaprio)的评论非常典型： “我认为亚历克 

[鲍德温](Alec Baldwin)和艾伦[艾尔达](Alan Alda)在这部影片里所 

做的工作都非常令人难以置信。”在关于喜剧片《牢狱风云》的短片里， 

执行制片人迈克尔•尤因（Michael Ewing)对这部电影的明星作出了相似 

的褒奖，在摄像机前的采访中他指出： “亚当[桑德勒】（Adam Sand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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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被想要做到尽可能真实的目标所驱动，他所做的工作令人惊叹。”在 

大量这种精心制作的像在董事会会议室里那样彼此拍背以示亲密的例子 

里，对这些人的创造性工作表示尊敬、热情甚至崇敬的口气在一定程度上 

表现了他们的自我放纵，尤其是考虑到他们的表面目的是为了将好莱坞 

的内部工作情况展示给观众的话。

不过，在更深的层次上，好莱坞的重要人员对于彼此的盛赞则将创 

造性劳动定义为独一无二和非凡卓越的，要求极高的敬业精神、专业水平 

和坚忍不拔。例如，在 2005年的消防剧情片《烈火雄心》的 ％ 摄花絮” 

短片中，导演杰•拉塞尔（Jay Russell)这样评价男配角杰昆•菲尼克斯 

(Joaquin Phoenix)在影片中的表现：

我总是非常敬佩杰昆•菲尼克斯。他是我遇到过的最敬业的演 

员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因为他的敬业，我们所有 

关于如何做得更好的讨论都是积极且有创造性的。我们如何能够去 

掉所有的胡扯以使它绝对真实？有趣的是，当我初次见到杰昆并且 

和他第一次走进消防站时，他是如此恐高以至于他甚至不能滑下救 

火杆。但他后来都做到了。他倚在一幢15层高楼的边缘。那就是他 

本人，没有任何视觉特效。就是他自己在电影中悬挂在一根绳子上， 

察看一幢15层楼的一侧。

菲尼克斯不仅利用了演员的技巧刻画了一个救火英雄，而且他还为 

了克服自己对于高度的恐惧以使电影显得格外可信，而使自己真正地冒 

着身体上的危险。在 《值万宝贝》这部2005年奥斯卡金像奖获奖电影的 

摄花絮”纪录片中，制片人汤姆•罗森伯格（Tom Rosenberg)解释了 

他为什么把女拳击手麦格这个主角给了女演员希拉里•斯旺克（Hilaiy 

Swank): “我知道她会非常敬业地进行训练，因为我不要某个人仅仅只是 

去表演一些设计出来的拳击场景。我要她成为一个真正的拳击手，而这需 

要非常大的付出。我知道她有这种决心和勇气。”在这些短片中， “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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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 “奉献”这些词语被频繁地用于描述创造型工作者所付出的努力， 

从而暗示了在好莱埠获得成功比一份朝九晚五的传统工作需要更多的奉 

献和天资。

创造性劳动力的非凡论（the exceptionalism of creative labor)在对电影 

导演的描述中最为显著。短片中所展示的许多工作是电影的“摄影现场” 

(on set)制作，这些短片中的主角显然就是导演。通常，导演对于一个或 

一组特定镜头的评论会作为电影场中正在拍摄的一个场景镜头的音频背 

景出现。在 《飞行者》的 “拍摄花絮”短片中，导演马丁 •斯科西斯 

(Martin Scorsese)几乎被电影中每一个主要演员称赞，其中有人称他为 

“现今世上最伟大的导演”。演员亚历克•鲍德温关于斯科西斯的评论将 

对导演技巧的评论扩展到一个涉及非凡创造力的新领域： “在他从影25 

年之后，斯科西斯改造并且找到了一条道路，而今他依然在这条道路上制 

作着商业上成功、广受赞誉且地位重要的电影。斯科西斯和2 5年前一样 

重要而有才华。这是一个奇迹！”

就像这个评论的暗示，斯科西斯的创造性天才和常青不倒不仅令人 

佩服，而且还是奇迹。与之相似，在喜剧片《西班牙女佣》的 “拍摄花 

絮”短片中，女演员克劳斯•利克曼(Cloris Leachman)充满热情地评价导 

演詹姆斯• L •布鲁克斯(James L. Brooks): “他是一个魔术师！他有着 

与我们不同的思想，那真是不同寻常。”在 《百万宝贝》的 “拍摄花絮” 

短片中，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的高效和专业被制片 

人汤姆•罗森伯格大加赞扬。罗森伯格面对摄像机惊叹道：

第一天，第一个电话，工作人员集合时间是10点。并且说拍摄 

时间是在10:15。你从来不会在一张集合列表上看到这些，这没有任 

何意义。所以我9:30到达了片场，而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已经在那 

儿了。我们吃了简单的早餐，而整个片场人们都在奔忙。所有东西都 

基本架设好了。他在1〇:〇3拍摄了第一个镜头，1〇:〇8便移走了摄像 

机。于是我想，好，这会与众不同！ [克林特]非常有信心。他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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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如此]他在他的脑子里进行剪辑，所以他知道他需要什么…… 

我想我们花38天拍了这部电影，不过其中5 天都只拍了半天。而且 

没有任何一分钟超时。一点也没有。我是说，你从来都没有看到过像 

这样的工作。太漂亮了，就像一个爵士乐音乐家达到了表演的最高 

境界。

这里将导演比作爵士乐音乐家尤其容易激发人的联想，这个比喻断 

言艺术才能是伊斯特伍德非凡管理能力的核心。

以上只是这些纪录片中对电影导演创造性劳动的赞美之辞中的冰山 

之一角。导演明显地被塑造成一个“独创导演”，这个用来指同时也是艺 

术家的电影导演的概念是由安德鲁•萨里斯（Andrew Sarris, 1962)定义 

的，在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电影研究中被使用。萨里斯提出一部电影具 

有 的 “深层意义”可以由“一个导演的个性和他的素材之间的张力推断出 

来”（1%2: 133)。本质上，导演主创论的前提是，导演这一单一个体决 

定了一部电影的形象、感觉和创造性的个性，尽管事实是好莱坞电影要依 

赖数以百计的人的创造性劳动。虽然后来的电影学者攻击对于导演的特 

性描述过于简单化，不过这些D V D短片中关于这一思想的修辞性建构依 

然强调了电影的独特个性，从而将其与市场中的其他电影区分开来。布鲁 

基和韦斯特菲尔豪斯(2005: 115)进一步提出， ％ 摄花絮”短片也能够 

一上来就把第一次执导的导演打造成“独创导演”，这些导演“被塑造成 

创造力很强且有艺术才华的人，因而他们身上也就充满了独创导演所特 

有的可以信赖的个性”。

在这个样本的摄花絮”纪录片中，导演主创论这一概念超越了仅 

仅指导演的限制，其他创造性工作者也被包括在内，尤其是主演、编剧， 

有时候甚至还有电影的制片人。作为纪录片主体的创造性人员的努力和 

能力被描述成卓越和独特的。每一个在纪录片中被看见或提到名字的人 

都在做着看上去很关键的决定，甚至连最小的细节或决定都被刻画成至 

关重要的创造性抉择。这样做产生的效果就是，这些个人都是艺术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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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区别于好莱坞其他人的无法抹去的个性特质。这里被展示的工作都将 

创造性过程的形象高度浪漫化了，这样一种形象中的艺术家们都在努力 

达到极致，为了行业和观众的利益甚至要承受身体上的苦痛来创造出最 

高品质的产品，其中观众被描述成所有这些非凡努力的主要受益人。

许多如此夸张的言词都严重歪曲了好莱均电影制作的行业真相，实 

际上在好莱坞，创造性劳动的专门化分工使得合作和让步对于电影的制 

作来说不仅仅是十分经常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就像霍华德 •贝克 

(Howard Becker)在 （(2：术世界》(4rt » ^心 ）（1982)里对真相所做的著名 

揭示一样：所有的创造性行业，甚至是绘画这样纯净高雅的领域，其运 

作都要以一系列常规化的练习和集体行动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够生产 

出美学产品，并且使其被市场看好。与此相反，这些纪录片对媒体产品的 

描述却提出，创造性工作与其他种类的工作是不同的，还指明从事这种工 

作的艺术家和独创导演都外在于传统的雇佣劳动体系。然而，他们外在于 

雇佣劳动体系的自由带来的却是个人的牺牲和奉献，由此使得这些工作 

者非凡而特别。

从对创造性劳动的赞扬中抹去劳动

影片后期制作的完成并不意味着电影劳动的结束。事实上， * %摄花 

絮”短片的制作本身就是电影产业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这些短小的视频 

是电影制片厂为营销和推广电影所做出的努力的一部分。拍 摄 “花絮”短 

片是电影制作的自然延伸（因为片场上的活动是被同步记录下来的），所 

以他们是由与制片厂签约的第二视频制作小组制作的。一些大型制片厂 

从自己企业内部雇用制作人员，他们往往属于制片厂的“家庭娱乐” 

(home enteitaimnem)部门，他们的任务就是将录像和D V D拷贝分发到主 

要的零售商那里以供租售。最大的家庭录像发行商是博伟影视公司（属于 

迪士尼）和华纳家庭娱乐公司（属于时代4 纳），他们分别拥有1 9 %和 

18.9 % 的发行市场份额，但是其他一些大型制片厂也会以自己的名义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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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像和D V D ( W ask〇, 2003)。这些制作任务中的一部分会分包给位于洛杉 

肌或周边的专门制作视频纪录片和D V D短片的较小的公司。

无论是由制片厂还是较小的公司制作， 自摄花絮”短片末尾对那些 

创造性工作者进行的银幕鸣谢的程度都大相径庭。 一 家名叫赫尔佐格-科 

温娱乐的公司（Herzog-Cowen Entertainment)制作了样本中的三部短片 

( 《牢狱风云》、 《怪兽婆婆》、 《灵魂歌王》）。这家公司在网页上写 

道，他们雇用了“一个团队，大家合作将娱乐营销、大量幕后内容和纪录 

片推向前所未有的新方向，团队里有经验丰富的制片人、锐意创新的思想 

家、充满创造力的编辑、技巧娴熟的节目制作人、心灵手巧的绘画设计 

师、怀着好奇心的研究人员、善于创造的作家、积极进取的导演和水平高 

超的管理者”（Herzog-Cowen Entertainment, 2006)。虽然像赫尔佐格-科温 

这样的公司并不像制片厂那样要受银幕鸣谢规则的约束，但是他们为这 

三部好莱坞电影拍摄的纪录片都提供了负责制作的创造性人员的长长的 

名单。其他一些纪录片，如环球影城家庭娱乐公司（Universal Audios Home 

Entertaimnem)发行的〈辟见岳父大人》，就只是提供了一张负责家庭录像 

制作的高级执行人员的名单，而在到底是谁真正拍摄和剪辑了这些镜头 

的问题上却含混不清。

尽管他们的目的是要颂扬电影产业中个人的创造性劳动，然而尤其 

值得注意的是，在 20部最受欢迎的电影D V D 中所发行的纪录片中有11 

部都没有真正地鸣谢甚至没有提到制作者。这里的样本可以给人启示。样 

本中所有由全美最大的家庭录像个体发行商，博伟影视公司（迪士尼）发 

行的D V D 中，都没有对‘才白摄花絮”短片的片尾鸣谢。在市场中占第二 

大份额的华纳兄弟公司则只有一部电影（U 行者》）的 摄 花 絮 ”有片 

尾鸣谢，它是由华纳兄弟的家庭娱乐部门发行的。颇具讽刺意味，简直可 

以与好莱均戏剧相比的是，大多数负责生产视频短片并且在这些电影纪 

录片中大力鼓吹创造性劳动的媒体工作者，他们本身却没有获得感谢和 

承认，他们的劳动被好莱坞的媒体生产机器象征性地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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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白摄花絮”纪录片提供了一扇有意思的窗户，从中可以窥见好莱坞对 

一种网络化的新经济中的创造性劳动的认识。在颂扬他们所挖掘的影片的 

娱乐之长的同时，这些纪录片也系统地歪曲了电影业中许多根本性的经济 

现实，尤其是劳动工会的重要性和低层次劳工所付出的努力。对于媒体生产 

中缺乏真正的劳工视角的问题，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创造性劳动习惯上被看 

成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工作。好莱坞的创造性劳动没有被表现为组织化、 

常规化和工会化的，相反，它们被塑造为不可思议与了不起的。这一点没有 

比将无所不在和浪漫的艺术家形象赋予专注执著的、卓越不凡的和迷恋细 

节的导演更明显的了。这是在对各种高层次电影工作者进行描述时的主 

导观点，因为高层次电影工作者在这些纪录片中主宰着银幕时间。上述 

D V D短片对于创造性劳动一边倒的描述是电影产业中资源和权力分配不 

平等的直接反映。随着那些低层次工作者继续由于大型电影制片厂使用 

国外的非组织劳工而不断失去自己的领地，那些意欲保护他们利益的工 

会也已经变得更加脆弱，他们被迫对制片厂作出更多让步。

对好莱坞的这些创造性工作人员进行不切实际的描绘有什么样的害处 

呢？这些关于电影劳动的不实看法的主要害处是妨碍了观众认识，进而或 

许去支持大多数付出努力将这些电影搬上大银幕的人。作为电影产业对创 

造性劳动的歪曲描述的后果，这些纪实纪录片将传播学理论中长期存在（并 

且具有误导性)的脑力和手工劳动之间的概念分裂具体地表现了出来，因而 

将劳动的观点从传播中分离了出去(Schiller, 1996)。换言之，如果创造性劳 

工是非凡和特殊的，那么他们就不会也不应该受到和其他组织化劳工一样 

的保护。的确，公众对于这些工作人员的困境几乎没有一点意识，不仅仅是 

因为他们在广泛发行的_ 短片中不可见，还因为许多负责告知公众信息的 

媒体本身就被同一批在电影产业中有着生产利益的媒体企业所拥有。

不幸的是，最近仅有的一次将注意力引向了低层次电影工作者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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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活动还是为了打击网络上的电影盗版。公众对此置之不理，大概是因为 

他们感觉，制片厂这种奇怪地颂扬工人阶级的举动中有一种欺骗的味道， 

他们其实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个研究的结果强调需要更多地提 

供关于媒体工作者如何养家糊口，以及跨越国界的媒体生产合理化如何 

根本改变了这些工作者的经济前景的公众信息。研究传播劳工的学者不 

仅应该继续揭露创造性劳工面临的经济挑战，并且还要描绘出阻碍这些 

新的经济现实进人公众意识的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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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早

创意的商品化：

台湾电脑动画劳工的再技术化

戴皖文

自20世纪后期以来，创意产业® 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和公众的 

关注。在将个体创意引人经济循环的基础上建立的经济模式和商业惯例 

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发展和传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8)报告说，基于 

网络的多媒体服务已经保持了连续1〇年的增长，而且还会继续推动未来 

的经济发展。

与处于扩张状态的创意产业相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商业惯例就是外 

包(outsourcing)。翁( W o n g )在 《多伦多明星日报》（rororato Star, 2006)撰 

文描述了好莱坞的独立导演雇用印度的动画制作人为其电影制作电脑成 

像的做法。这为他们节省了在北美做同样工作所花费用的四分之三，从而 

使他们在质量和价格方面得以与大型电影制片厂竞争。印度信息技术协 

会估计，印度特效外包产业的利润在2006年达到了 1 500万美元，而且有 

望在2009年之前保持每年3 5 %的增长速度(Jain, 2006)。

本章研究的是台湾电脑动画制作的劳动过程，台湾已经成为接收外 

包工作的一个重要地点。本章开头分析电脑动画制作中灵活的工作组织 

和管理战略，重点是所谓的项目管理的制片人模式（Producer model),它 

已经在全世界的动画产品中得到了应用。接下来论述这个模式在台湾是 

怎样运作的。本章的关注焦点为拥有管理经验的动画制作人，这些动画制 

作人在电脑动画产业工作了 5 年到10年，他们不仅了解这一领域中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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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的问题和潜力，也了解高层的管理战略。这些动画制作人可以分成两 

组：第一组主要是根据合同为海外公司开发商品，他们提供了有关创意 

商品化的深度信息；第二组包括那些想要开发自己的电脑动画产品的独 

立制片人和导演。笔者意欲从对他们的访谈中，发现人们抵制商业化的可 

能性。

电脑动画制作的劳动过程

很久以前，新技术就已经与动画制作劳动过程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 

了一起。在动画电影制作的最初阶段，一个动画制作人独自负责构思一个 

虚构的故事，创造出鲜活的角色，还要画出每一帧画面中的所有元素。他 

的这些努力突出了动画制作是一种“个人主创”（auteurist)的表达（Well, 

1998: 38)。制作卡通电影昂贵而且费时，直到被称为赛璐珞动画（cel- 

anirmtion)的那种节省劳力的技术被引进情况才得以改变。动画制作人只 

需要关注主要的动作序列，而无需再重新绘出每一帧画面的背景，这样他 

们就可以把时间花在创作过程中。动画员（in-betweener)和描线员（inker) 

负责大部分单调乏味的绘图（drawing)和着色(inking)工作。这种技术使动 

画流水生产线成为可能，它依赖于工作组织的泰勒主义式（Taylorist)系 

统，其中包括三个等级层次：负责设计的动画制作人，负责绘图的动画 

员和负责着色的描线员。动画员和描线员被认为是非技术性劳工。作为动 

画制作人的帮手，他们可以在劳动过程中被轻易取代(Bryman, 2000)。

布雷弗曼(Braverman, 1974)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之上，对资本主义 

工作场所引进新技术的做法导致工人去技术化（deskilling)的现象进行了 

理论化的工作。科学管理技术将一项任务的构想创始过程与其执行过程 

相分离，从而剥夺了劳工作出创造性贡献的机会。布雷弗曼认为，这种

①根据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的定义，创意产业被定义为“那些以个人技术和才能 

为源泉的活动，这些活动通过制造和利用知识产权拥有带来财富和工作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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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脑”（hand and brain)分割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工作的降级。这一批评远 

非对工匠简单的浪漫化。他的意图是重新运用马克思的“强化”

(intensification )理论对劳动过程进行分析（Mosco和 Herman，1981 )。采取 

泰勒主义式组织导致动画制作的劳动过程进一步加剧了艺术家参与的缺 

失，而且更加依赖来自赛璐珞动画的技术帮助。 “个人主创”模式减缓了 

剩余价值的积累过程，也降低了商业效率。 一 种标准化和专门化的劳动过 

程减少了由艺术家的错误导致的不规则，节省了管理成本，而且进一步巩 

固了资本主义企业在竞争市场中的支配地位。因此，赛璐珞动画的发明使 

得流水生产线从根本上变革了动画制作产业(Bryman, 2000)。

沃尔特迪士尼公司的赛璐珞动画流水生产线使技术强化的力量表露 

无遗。迪士尼建立了劳动力密集型的赛璐珞动画工厂，并且把他的帝国扩 

展到全球。迪士尼公司以控制劳工著称。首先，公司要求动画制作人参加 

培训课程，以抹去他们个人的艺术风格(Wasko, 2001; Wells, 1998)。第 

二步，它把劳动过程一步步细分为很多小的操作步骤。每一个操作步骤都 

独立于其他步骤，其意味着这些步骤都可以在国内外任何一家迪士尼制 

片厂进行。动画制作人只是专注于自己分内的工作，并在那个领域施展其 

技术特长(Denemff, 1977)。迪士尼的案例代表的是最严格的劳工控制模 

式，而流水生产线的做法已经渗透到各地动画制作产业的劳动过程中，甚 

至影响着小型的动画制作公司。

专门化和标准化也使得外包成为可能。动画电影制片厂继续控制创 

意过程，但是他们把制作业务分散到了全球，先是到日本，然后是韩国、 

台湾地区和菲律宾。这使公司可以利用更廉价的劳动力从而减少开支 

(Lent, 1998)。国外的劳工被证明是可靠的。再者，制片厂也不必真的雇 

用外国劳工为公司雇员。这种趋势在20世纪50年代电视发明之后一直继 

续。低预算的动画片在电视中找到了安身之所，电视节目的制作人则严重 

依赖将工作转包给海外。

1995年，皮克斯公司（Pixar)的首部全长三维电影《玩具总动员》 

(TbySwy),检验了一种新型动画片的市场。结果它在观众中造成了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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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响。自从那以后， 《怪物史莱克 2 》 2 )、 《海底总动员》 

(FimfcgA'emo)和 （<@人总动员》（7Vi«/ncr«fö>/es)不仅刷新了票房纪录， 

而且开创了动画电影形象的新概念（见表6.1)。电脑动画业的迅猛发展使 

得2006年全世界发行了 2 0部到 2 4部电脑动画电影。这个数字有望在 

2007年及以后继续增长（Shindler, 2006)。

Cars 2006 
Chicken Little 2005 

Shrek 2 2004 
Finding Nemo 2003 

Lilo&  Stitch 2002 
Monstersjnc. 2001 

Dinosaur 2000 
Toy Story 2 1999 

Tarzan 1999 
A Bug’s Life 1998 

Mulan 1998 
Toy Story 1995 

Pocahontas 1995 
The Lion King 1994

mpzP  135

N 146

3 3 1 3 \/

— Ö 138

【 _ D m
163

192

0 100 200 300 400 500

US dollars/million

I  ComputCT-Animation □  Hand-Drawn

电脑动画的发展不仅对观众的人口构成状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 

且对动画产品的生产也造成了同样的影响。电脑动画产品吸引了一种新 

型的观众：没有孩子的成年人，他们对电影“滑稽而精彩”的内容感兴 

趣。这进一步扩张了动画制作的市场。同时，以前喜欢传统动画的观众如 

今也想看电脑制作的动画电影。这一发展导致了传统赛璐珞动画产业的 

迅速衰落。最初，电脑动画的目的是要取代动画员和描线员的非技术性劳 

动，然而它却对那些有技术的动画制作人的工作构成了直接威胁。自 

2002年以来迪士尼制片厂已经裁掉了 1 400多个岗位，并且传统的动画制 

作人的工资也锐减了 50 % ( H ermandeZ, 2006)。赛璐珞动画产业的外包公 

司也遭受了经济下滑。好莱坞在台湾最大的动画制作外包公司，宏广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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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ckoo’s Nest Studio)，在 1 9 9 4年到 1 9 9 7年间解雇了 2 0 0 0 多名非技术员 

工（Shiau，2 0 0 2 a)。

从传统赛骑洛动画向电脑动画的转变，意味着电影制作机构已经改 

变了他们将创意商品化的战略。近年来，电脑动画电影的票房收人平均达 

到了制作成本的4.9 倍。在美国，大多数制片厂的发展资金只投向电脑动 

画产品(Huang, 2005)。这些产品可以为制作过程的投资者创造更大的交 

换价值。然而，动画市场的这种转变同样会对劳动过程产生影响。

第一，电脑动画制作把非技术劳工从生产过程中剔了出去。动画制 

作人必须学习电脑创作（computer-authoring)技术，要么只好卷铺盖走 

人。因为利用新媒体所做的工作与传统的艺术技巧非常不同，以至于很 

少有动画制作人能够成功转型为技术型的艺术家。这就意味着再技术化 

(reskilling)并不能使动画制作人重新获得劳动能力。希利（Healy) 

(2002)声称个人创意是后工业社会的“轴心原则”（axial principle)。但 

是没有电脑技术，动画制作人根本没有机会参与到创意商品化的过程 

之中。

第二，电脑动画制作人属于一些信息时代的理论家所谓的创意阶层 

(creative class),他们提供技术和艺术技巧来创造商品。佛罗里达(2002) 

主张创意劳动是建立在一种“无等级的文化”基础之上。霍金斯 

(H〇wkins)(2001)描述了新经济中创意劳动的项目管理的“制作人”模 

式。技术型劳工独立工作，项目经理负责协调同一个团队中由技术型劳工 

组成的各类小组。个体创意劳工加人团队并贡献他们的个人创意和专门 

技巧。

方法论

这篇论文的主要经验材料来自对台北的五家电脑动画制作公司所做 

的实地调查，这些公司是从《2004年数字内容产业报告》中台湾主要动 

画制作公司的官方名单中挑选出来的。这些公司的规模从10个员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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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多个员工不等。有些公司把外包当做他们的主要业务来源。其他公司 

则自己生产拥有版权的动画产品。2005年到2006年间，这五家公司分别 

有一个首席执行总监、三个艺术或技术总监、一个动画制作助理至少被采 

访了一次。大多数被访者年龄在3 0岁左右。这些扩展的半结构化的访谈 

集中于工作组织、劳动过程和管理战略。两个独立导演和一个独立制作人 

也接受了访谈。这些被访者代表了从底层到高层的雇佣劳动者的观点。被 

访者被承诺访谈是保密的；他们的全名和雇主的名字都不会公开。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信息源也被用来支持这篇论文的观点。有学者 

(Chen et al.，2005)提供了对台湾电脑动画产业的人力资源状况的结构性 

描述，从而提供了这一产业有用的背景资料。黄海伦（Helen Huang, 2005) 

描述了她对台湾3 D 电脑动画发展的观察以及她的亲身经验，其中特别关 

注了劳动结构。高秀芬（Hsiu-Fen Kao, 2(XM)为找到一个理想的发展模型 

调查了大量动画制作公司。这些研究有助于笔者理解电脑动画制作劳动 

过程背后的社会条件。

台湾电脑动画业的政治经济背景

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台湾动画产业一直与国外投资者有着紧密 

的联系，这些投资者被稳定且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所吸引。本土公司为 

全球动画巨头提供制作服务，比如绘图（draw cels),手工上色和描线，以 

及摄影工作(Shiau, 2002b, Lent, 1998)。根 据 《2005年数字内容产业报 

告》，2004年末台湾动画产业的总值约为1亿美元。

近年来，日益强大的电脑系统和高端的动画制作软件催生了更加复 

杂的动画制作工作。这导致动画在很多领域得到发展，主要包括娱乐、特 

效和商业广告。数字内容产业推进办公室（Digital Content Industry 

Promotion Office)估计，到 2005年台湾商业电脑动画产业的价值将会增长 

至 5 800万美元。

就台湾的情况来看，境外的外包业务已经成为推动当地电脑动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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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发展的有力因素。然而，创意作家和国际伙伴的缺乏限制了其未来的发 

展。近年来，台湾政府促成了一项促进本地公司和全球巨头合作生产的数 

字内容政策。合作生产改变了外包模式，使外包供应商与外包商之间的关 

系变得更加灵活。台湾公司可能会自己创作脚本，然后寻找国际伙伴进行 

制作。他们可能向创意过程投资，然后雇用境外的作家进行制作前的工 

作。政府鼓励本土动画制作公司积累国际经验，并且与全球分工中的其他 

伙伴进行合作。数字内容政策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即个人创意会促进经济 

增长和新技术的发展，而这最终会给知识劳工们带来一种灵活的劳动过 

程。然而，政策避免提到这样一个事实，电脑技术改变了动画产业，使传 

统的赛璐珞动画制作人失去了工作，并且限制了电脑动画制作人自由表 

达创意的机会。

工作组织和动画制作人的经验

如前所述，制作动画电影的传统劳动过程是分等级的，所利用的是 

泰勒主义原则和流水生产线模式。与之相反，台湾电脑动画制作当前所使 

用的劳动方式主要以项目为导向（project-oriented)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不那 

么等级分明。在这种“制作人”模式下，动画制作人会被雇用加人一个团 

队，当这个团队完成了项目时，它就自动解散了。动画制作人就会再转向 

另一个项目，而那些没有签到另外项目的动画制作人就失业了个动画 

制作人这样描述他在西基公司(CGCG Company)的工作： ， C G ,工作就 

意味着项目。每个人都必须从事一个项目，你完成一个之后再去从事另外 

一个。按技术和能力发薪水，每个人在开始做项目之前都必须签订合同” 

(Fong的采访，2005年 2 月）。

C G C G公司也叫C G ,是台湾最大的电脑动画制作公司。自2 0世纪80 

年代末以来，它开始专门使用电脑成像来生产D V D 电影、电视连续剧和 

游戏电影。它的工作组织以团队为基础。身为 “制作人”的项目经理发动 

一个团队来生产一个动画产品。分配到团队中的动画制作人是一些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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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不同技能的专业人士，如画面设计、光线绘制和动画制作。拥有相同 

技术的动画制作人在一个小组里一起工作。其中一个高级的动画制作人 

会被选为技术总监，负责整个小组的运作。项目经理充当协调员的角色， 

负责安排工作以及为各种小组分配资源。技术总监是拿高薪的动画制作 

人，一个电脑动画制作公司的生产能力依赖于他们工作的质量。 “在电脑 

动画制作公司里，艺术总监和技术总监是核心人物。创意的投资者们在选 

择一个制作室之前会对他们进行评估。”（Fong的采访，2005年 2 月）

一般来说，新手在电脑动画公司每个月可以赚到800美元。技术总监 

通常赚的是这个数字的两倍或更多，这要看个人的技术和能力。在以制作 

人模式相对水平为特征的组织结构中，一个技术总监不会得到晋升，因为 

对他来说已经没有更高的职位。这就意味着一个想要进一步发展的技术 

总监必须提升技术以获得更高的月薪，或者跳槽到一家需要拥有先进专 

门技术的动画制作人的大公司，或者独自创业。很多中小型公司的老板都 

是从C G C G起步的。

由于工作采取的是这种团队结构，所以一个复杂的知识数据库对电 

脑动画公司的运作至关重要(Tschang和 Goldstein, 2004)。一个大型制作 

室需要一个大型知识系统来协调一个独立的复杂项目中的所有工作。 

C G C G公司建有自己的数据库并且将其作为一个技术优势在全球分工中竞 

争(Kao, 2004)。没有知识库很容易出问题。举个例子，一个项目分派下 

来之后，项目经理会把故事情节串联图和角色设计展示给所有团队成员 

让大家讨论。在动画制作人独立工作的技术组里，一个成员用他自己的创 

意和问题解决办法设计出一个角色。接下来要处理同一个角色的组员也 

许不知道为什么原先那个动画制作人要这样画这个角色。因此，每个成员 

都必须解释他设计背后的原因，以使接下来的动画制作人能够很容易地 

跟上他的思路。

好莱坞、日本和欧洲那些将工作送到国外的制片厂保持着对创意过 

程的严格控制。他们向他们预期会获得成功的创意投下重资，把它们商品 

化，使其成为迎合大众口味的动画产品。当一个拥有市场的创意被画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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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故事情节串联图或者是被画成角色之后，外国制片厂就需要找到一个 

能干可靠的搭档，比如C G C G，来执行最初的创意。一个技术总监解释 

道： “创意和制作都需要建立一个长期的信任关系。这不是一朝一夕就可 

以实现的。这种亲密的合作关系来自日积月累建立起来的信任。我们的目 

标就是克服技术上的种种困难去实现创意中的点子。”（Fong的采访， 

2005年 2 月）一个首席执行总裁的助理描述了一个类似的过程： “经过长 

期合作之后，我们双方都会追求相同水平的质量。他也许会说， ‘行，我 

相信你的想法。’ ”（Yang的采访，2005年 5 月）

在全球电脑动画产业中，生产服务有三个层次： A、B 和 C。一个 A 

类的公司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但是收费价格也更高。B 类和C 类的服务质 

量差一些，不过也相对便宜。一 般来说，发展中国家的电脑动画制作机构 

与第一世界国家的同类机构相比，在同等服务质量的情况下所要的价格 

较低。但是虽然价格对做出外包的决定无疑至关重要，但是其他条件也会 

影响到生产伙伴的选择。杨说： “风格是将观众、资本家和导演联系起来 

的某种东西。它与这是不是一个好创意无关，一个投资者喜欢特定的风 

格，他认为它会成功，信任意味着找到一个喜欢你的风格的伙伴。” 

(Yang的采访，2005年 5 月）

作为资本家的“手”，台湾的制作机构不断提高他们的技术能力以适 

应客户的要求。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本土动画制作人的技术培训通常要 

比他们的艺术背景更受重视。然而，制作机构还是会仔细评估每一个项 

目。举个例子，在 C G C G ,只有艺术总监和技术总监都同意，一个项目才 

会被接受。他们来评判公司是否有能力满足故事情节串联图里描述的所 

有要求。这已经成为大型公司的标准程序。在中小型公司，老板做所有 

决定。

创作过程与怎样创造更大的交换价值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创意投资 

者想要一种可以吸引大量观众的独一无二的风格。有创意的动画制作人 

或许有也或许没有机会表达他们的观点，而将工作外包出去的公司会在 

很大程度上涉人创意过程以降低他们投资的风险(Wasko, 2004)。一个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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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被批准之后，他们就会去寻找一个可靠的，能够低价提供高质量服务的 

生产伙伴。正如一个独立制作人所说： “技术总监和动画制作人提供服 

务，但是他们的创意是受到限制的。负责光线绘制的动画制作人也许喜欢 

制造一种黑暗而温暖的氛围，然而他们终究还是没有权力决定这一特定 

的背景是否会被需要。”（Kas的采访，2006年 12月）

重获创意？

台湾大多数动画制作公司都是作为生产武器存在的，主要为全球创 

意投资商提供技术服务。外包收入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只有很少几家 

公司开发他们自己的电脑动画产品，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这些公司追求 

的不仅仅是使公司的名字出现在其他人电影的鸣谢名单里，他们想要的 

比这更多。首席执行总裁的助理杨这样描述他们公司的计划： “一旦我们 

技术上准备好，我们就会开始开发一些3 D 的内容，首先我们会试着生产 

一系列儿童D V D。现在我们的力量集中在我们的两个核心资产：故事和 

3 D技术。”（Yang的采访，2005年5 月）

这些公司手中也许并没有掌握大量资本，但是他们非常熟悉如何最 

大限度地利用全球分工。廉价而高质量的技术工人是他们最重要的资产， 

但是他们还需要营销渠道和创意写手。因此，一些台湾公司正在好莱坞设 

立公司来完成创意过程，以及寻找营销公司。更重要的是，他们正在将诸 

如光线绘制组等一两个生产组转移到中国大陆，以寻找更加廉价的劳动 

力。举个例子，总部在台北的会宇多媒体公司（SMEC)在 2002年投资150 

万美元制作一部宗教儿童D V D , 《儿童十诫》 Ten Cbrnmo/wimenis)。 

这个项目的创意部分在洛杉肌完成，制作在上海完成。它已经成为美国一 

家宗教电视台很受欢迎的动画节目（Ka〇, 2004)。然而，在中国大陆生产 

也会有问题。一位艺术总监说： “如果我们想要投资创意，我们也还是很 

喜欢大陆市场。但是这个市场的主要问题是盗版，我们现在试着不去生产 

中国电脑动画产品。”（Huang的采访，2005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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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投资商重视市场销售胜过创意。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尽快得到投 

资回报。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避开了有风险的中国大陆市场，但是仍 

然在中国大陆寻找更加廉价的劳动力。他们在好莱坞雇用创意团队，将目 

标定位在美国的宗教儿童节目市场。这也许是个很好的商业决策，但是它 

却使本土动画制作人不得不等待下一个重被请回到创意过程中的机会。

来自底层的反抗

这次研究的受访者都是有经验的动画制作人，已经在这个行业工作 

了 5 年到10年。他们中大多数人都认为项目管理的制作人模式提供了灵 

活性，并且使动画制作人可以发挥创意以及运用他们自己的专门技术。虽 

然他们也盼望将来有一天本土公司能够控制这个产业，但是他们基本上 

都对外包工作带来的机会很满意。

然而，也有一些受访者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抱怨说商业电影缺少 

独特性并且扼杀创意。 一 个独立导演说： “你所做的只是外国人想做的， 

场景和角色都已经在那里了，你的想法是多余的，你不能偏离主题。”

(Chen的采访，2006年 6 月）另外一些人坚持主张只有实验性的电影短片 

才有可能表达导演的创意。 “创意是无法取代的，”技术总监吴说， “它 

是独一无二的！我现在仍然坚信这一点，我看过非常多的动画短片，正是 

它们的独特性吸引了我。”（W u 的采访，2006年4 月）

吴说无论是电脑动画电影，还是为电视制作的动画产品都不能在创 

意上吸引他。作为一名技术总监，他有很可观的收人。但是他用闲暇时光 

来制作他自己的电影短片，比如在2005年名古屋数字动画电影节上获奖 

的 《̂人 》(S/ww^man)。吴也承受着他的个人创意和他为公司所做的工 

作之间的严重分裂。在柏林国际短片电影节上获过奖的陈也认为，电影短 

片也许是动画制作人发挥创意的最佳途径。至于商业性工作，他说： “这 

不是创意，动画制作人绘制角色，导演会来审查这些动作是否符合（外国 

人创作的)故事情节。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多电影短片的导演是学生，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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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有经验的动画制作人还会去尝试电影短片吗？很显然，只有通过（创 

作）电影短片才能施展你的创意。”（Chen的采访，2006年 6 月）

陈最近辞去了商业广告动画制作的导演工作，开始作为一个独立导 

演在一部政府出资的电影中工作。他相信，创意永远不会来自当下的市场 

机制。 “让市场把创意人才赶走是错误的。好莱坞难道不酷么？十分之九 

的电影都是亏本的。这个没有问题。只要最后一部票房大卖，你就可以赚 

回所有的钱。就像伟哥(Viagra)。创意的本质就是实验，你就是要一次又 

一次地去尝试……有时候创意就像在〇和 1之间做一个选择，创意没有成 

功公式。”

陈将动画商品背后的经济逻辑的特性描述为市场评估（_ke t  

calculation)。全球动画巨头试图为一个产品开辟市场，他们会进行试点实 

验来检验这个产品，然后根据他们的研究发现对故事和角色进行修改。他 

们的目标是使失败的风险最小化。陈说动画制作人应当不断地制作实验 

电影，尝试各种风格和想法。创意的过程就是一遍又一遍的尝试。吴和陈 

还强调电脑动画的创意纯粹是艺术的，而非技术的。陈问道： “如果你脑 

袋里一天到晚都装着一个数学公式，你怎么会有创意呢？”

并不是所有的动画制作人都把动画电影严格视为艺术工作。卡斯 

(Kas)已经做了很久的独立制作人，他喜欢花更多的时间创作个人电影和 

参加电影节。然而，他的创意背后也有商业目的： “对我来说，工作就是 

工作，只要做完就好了。创意是很个人化的东西，创意工作不能用于谋 

生……举个例子，你的工作是制作牙膏广告。你做这个广告的动机是什 

么？就是把它做完。然后回来完成你自己的创意工作。”（Kas的采访， 

2006年 5 月）在之后的一个采访中他又补充说： “参加电影节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出名。有了名声，你的风格就更容易被人接受。那样你就可以自由 

地工作，还可以赚更多的钱。”（Kas的采访，2006年 5 月）

卡斯对自己作为一个广告动画制作人的未来感到悲观。他最关心的 

问题是自己在所任职的公司里的发展前途。技术总监的职位已经是一个 

动画制作人能够达到的最高职位了，他的薪水取决于公司老板怎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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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他没有其他补贴。他估计，中小型公司平均可以生存13年。它们都 

无法保证他可以做到退休。就像其他一些资深动画制作人一样，他想开一 

家自己的动画公司。在这个行业中扬名是他长期计划的一部分。

结论与启示

台湾电脑动画制作人的境况为后工业社会中知识劳工的去技术化现 

象提供了证据，但同时也暗示了它的复杂性。传统赛璐珞动画制作长久以 

来一直被批评是一种劳动剥削。作为全球巨头的生产武器，台湾动画制作 

人为了低廉的工资，以非技术劳工的身份长时间进行枯燥的工作。新兴的 

电脑动画产业有可能带来一种更加灵活的劳动管理系统，这种系统使个 

人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在项目管理的制作人模式中已经可以看到这一 

点，画面设计、光线绘制和动画制作等各种小组的技术总监是对最终产品 

的质量负责的关键人物。他们也是资方(投资商或者老板）和劳方（人门级 

的动画制作人)之间的桥梁。技术总监享有高薪，长时间工作，充分利用 

他们的动画制作技术。一 方面，他们能够通过电脑技术表达他们的想法， 

他们的管理技巧可以帮助他们组建一个技术团队来实现这些想法。另一 

方面，他们的成就又是受到限制的。电脑技术并没有改变原来的政治经济 

关系，这种关系将台湾动画产业置于全球巨头的生产工具的位置。技术总 

监和其他动画制作人都没有机会参与到创意过程中。

为了改变动画制作业的全球分工，台湾政府官员和电脑动画公司正 

在推进一个联合生产策略。目标为重新平衡本土公司和全球巨头之间的 

关系。本土公司已经开始投资创意劳动，并且已经发现有利可图。有意思 

的是，这些投资者通常在洛杉矶挑选职业作家而不是本土作家。因此，联 

合生产并未有效地把理念与执行联结起来。增加一个动画产品交换价值 

的最好方法就是找到一个熟悉目标市场口味的创意作家。对于包括动画 

作品在内的任何商品来说，做出正确的市场评估都是第一位的（Seitz,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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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还描述了电脑动画制作人的“积极能动性”（Ihe active agency) 

(Mosco, 1998)。大多数受访者都支持联合生产的想法，相信在项目质量 

方面，他们可以从全球分工中获益。然而，另外一些受访者却想要把他们 

的劳动从商品化的过程中分离出来。陈认为没有力量可以分离他的“脑和 

手”。辞职就是他对抗公司决策的方式。卡斯把参加动画竞赛看作是在电 

脑动画圈中出名和成功的渠道，但是卡斯的经历指出了这个行业的问题。 

技术总监是他能够达到的最高职位，那些可能雇用他的中小型公司除了 

每月工资之外不能为他提供其他任何收益。他有理由为自己的未来担忧。

这篇论文还揭示了，资本主义逻辑存在于任何形式的技术投机之 

中。不过，即使很难改变全球分工的结构，一些动画制作人还是下定决心 

寻找一条更好的施展创意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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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全球化时代的球土化（glocalization): 
英国地方报纸中的劳资关系

格雷戈•高尔

“知识劳工” 一词是个相对较新的称谓，用来指 **知识经济”时代这 

样一些劳工或专业人士，处理知识是他们与雇主所签薪酬合约中工作的 

一部分，有人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与物品和服务早先被商品化一 

样，知识也以同样的方式成为一种商品。有论者说，知识劳工与其雇主结 

成了一种高度信任和彼此忠诚的关系（Dnidcer, 1993)，相似地，他们也被 

认为会因其创造性技艺的高价值而获得工作的自主性和控制权。在诸多 

群体中，记者是经常被遗忘的一个最初的“知识劳工”群体，他们也是在 

薪酬合约之下创造、处理.传播知识。自2 0世纪7 0年代初起，记者就已 

经开始利用信息和传播技术做这些工作了。此外，记者与其他知识劳工类 

似，为了提升自身的职业地位，也开始像专业人士一样工作，这既是为了 

控制该职业的准人权，同时也要对内进行职业自律，对外就行业利益进行 

自我促进。然而，与许多职业的特点不同，记者也像工会主义者一样行 

动，他们经常开展罢工来捍卫自己的利益，还会参与更为广泛的劳工运 

动，通过加人国内外的劳工组织来捍卫劳工自身的权益。记者们面对的问 

题涉及工作控制，以及在资本积累所带来的资本日益集中的背景下薪劳 

交换(wage-labor exchange)的种种条款。在这些方面，记者面临的挑战与 

普 通 “知识劳工”所面临的挑战十分相似，尽管记者的应对之道别有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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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工会复兴

本章考察了一些过程和因素，它们影响着英国全国记者协会（NUJ, 

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s)有多大能力能够重新声称自己是一股可以迫 

使那些野心勃勃、财大气粗而且喜欢单方做主（unitarist-minded)的地方报 

雇主接受雇佣关系的联合决定权的力量。这一目标及其达成该目标的过 

程，通常被称作“工会复兴”（union renewal)。对 N U J而言，工会复兴的 

出现是因为在1985年到 1998年间，地方报业的雇主们单方停止承认

(derecognize)--- 也即不再认证许可（decertify)----大多数工会中的印刷

工会，这些工会是劳动场所工会组织的议价和代表单位（Gall, 2002, 

2〇〇6h然而，从2000年中期，也就是撤销认可后15年开始，工会已经在 

包括了约5000名记者的9 9个地方报业中心重新得到了承认，也即认证许 

可。尽管这并未使NUJ恢复1985年时的地位，但这一进展标志着向此目 

标迈进了一大步。认可是通过重振工会组织活动而重新获得的，利用了 

1999年劳资关系法案(ERA, Employment Relations Act)中法定的工会认可 

条款所提供的潜在力量，这一法案被写进由首相托尼•布莱尔领导的 

“新”工党政府制定的法令全书（statute book)中。然而，重新获得与雇主 

达成雇佣条款与条件的代表权利及制度性权利，并没有带来雇佣关系的 

真正和广泛的联合决定，因为雇主们所做的只是表面文章，仅仅进行了形 

式上而非实质性的协商。与此同时，在雇主引进新技术和广泛存在人员过 

剩的情况下，对记者劳动的剥削一直都在加剧，同时日益深透。此外，雇 

主还利用了萧条的劳动力市场一在此，记者是一份被人追捧的“职业兼 

使命”（career-cum-vocation),新人行的记者都愿意为此接受相对其他职 

业而言非常低的薪水。

考察N Uj迫使雇主接受雇佣关系的联合决定权的能力的影响因素以 

下述一个悖论为起点：雇主未能如愿使停止承认工会等同于解散工会， 

而 N U J也同样无法如愿将法律上的承认权利转化为事实上的承认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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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说，出现了一个僵局。对这两个结果的关键解释的核心是地 

方报业资本的相对静止，这是其产品市场在地域上的特殊性，即地方新闻 

所导致的一个结果。地方新闻是地方报的关键卖点，有必要必须在明显的 

(当地)地点被发掘和写就。这样一来，地方报业资本不仅无法迁往别处 

以使用更廉价、更顺从的新闻劳工，而且也无法有效地以此作为威胁来管 

制记者。结果，产品市场极大地决定了劳动力市场的性质，这不是给记者 

提供了可搭之“便车”，而是在记者与地方报业雇主斗争时为其提供了可 

能的 “援手”。

本章从陈述研究所使用的方法论和理论视角开始，之后说明对下面 

这一问题的理解，即英国地方报业运作中的产品和劳动力市场之高度地 

方化的方面，是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configure)资本积累的跨国过 

程、劳动力剥削以及对劳动和雇佣的管理控制，又是如何作为其重要影响 

条件发挥作用。因此，文章在全球化的范围之内使用了“球土化”这一术 

语。用 “地方性” 一词指的是所有在伦敦以外被生产—— 也就是被制作和 

创办，而非仅仅印刷—— 的报纸，这些报纸并不想要覆盖全英国的发行和 

读者。以伦敦为总部、向全国发行的报纸被称为“全国性报纸” 

(national), “地方性报纸”（provincial)则 既 包 括 像 《苏格兰人报》 

(Scotomm)覆盖全苏格兰的地区报纸，也 包 括 像 《爱丁堡晚报》 

Ewraing jVeMts)主要在爱丁堡发行的地方报纸。

方法论和理论视角

本章依据的是对地方报业雇佣关系的实地调查，包括 1990年至 1993 

年间对地方性报纸中为N U J成员的在职记者、N UJ部门中的非专业人员 

和全职工作人员所进行的120多次半结构化采访，以及对地方报业主要集 

团的经理和编辑所进行的大约2 0次半结构化采访。这一实地调查构成了 

一篇博士论文的基础。这项调查之后，又在1994年至2003年间对N U J的 

非专业及全职工作人员进行了大约6 0次半结构化采访。上述材料之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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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二手资料作为补充，诸如贸易周刊《英国出版公报》（t* preM 

GozeHe) /《出版公报》、NUJ文件（出版许可、公告及NUJ的 月 刊 《记 

者》 [77ie細 ma/isi] ) ,以及覆盖更广的工会报纸，如 《晨星》（Morm'rag 

•Stor)、 《社会主义工人》（So«‘afo< Porfcr)和 《论坛》（7H6uw〇等。

本章所使用的主要的基本理论视角是唯物主义的、激进的政治经济 

学的视角（可参看，如，Braverman，1974; Edwards, 1986; Hyman, 1983; 

Kelly, 1998),这种理论视角认为，资方与劳方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在 

以合作为主导的阶段和以冲突为主导的阶段之间交替，而且在所有这些 

阶段中都长期存在着同时导向合作与冲突的压力。合作与冲突都被认为 

是源自资本的存在目的，即寻求资本积累的策略。这既需要剥削劳工，同 

时也必须依赖劳工。资本买下劳工的劳动时间，并强行转化为劳动力，然 

后劳动力便被用来实现盈利的目的。对资本来说，这就带来了实施控制和 

促成合作的需求。劳工的动机是寻求降低其被资本剥削的程度，或者改善 

其剥削的条件。在这一点上，他们趋向于冲突，然而同时他们却又通过雇 

佣方式本身依赖资本而生存，并且仰赖于盈利的资本主义企业以获得劳 

动报酬增加的可能。因此，劳资双方之间的主要斗争集中于以劳换薪的合 

约条款与行文。对此，双方使出了不同的策略，并试图用集体的方式动员 

各种资源，以施展各种形式的手段。劳动的产出，即商品与服务，必须在 

市场环境下被分配与交换才能实现盈利。完整的资本循环过程显示出劳 

动场所与市场的分离，并且对于理解剰余价值的榨取和实现过程是如何 

在资本积累制度的范围之内变得可操作来说至为重要。

全球化与球土化

在不断发展的关于全球化的文献中，有一派论者可以被称为“超级 

全球化者”（hyper-globalizer)。这些思想家由倾向体制（establishment- 

oriented) 的政治家、 评论家和学者们组成 （参见，如 Albrmv, 1996; 

Ohmae, 1991，1995),他们主张“自由市场”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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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化和资本主义积累形成了一股不可阻遏的力量，它不能也不应该受 

到干涉，因为市场是最有效的财富创造的保证者和最高效的资源分配者。 

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这样说道： Ife怨全球化就像试图逆转潮流一样毫 

无意义。”（摘自 C E报》，2006年 2 月 2 4 日）在这一思想流派看来，全 

球化是一种促进均平(leveling)和标准化力量。甚至连一些左翼思想家， 

例如马丁(Martin)和舒曼(Schumann, 1997)，都接受了这一主张，尽管不 

无反感。不过，其他一些人，如戈登（Gonlon，1988)、赫 斯 特 和 汤  

普森(Thompson, 1996),以及维斯(Weiss, 1997)，则认为全球化的程度和 

力量被夸大了，而且在本质上并不新鲜，他们还认为民族国家的角色，以 

及国家与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管理体系，是抵制和阻碍这种“超级全 

球化”的重要力量。一些人主张资本需要国家而非一个无国家的世界。随 

着这两个主要思想流派的形成，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发展起来，那就是 

“球土化”，它在这两者之间又开辟了一条中间道路（可参见，如 

Robertson, 1994, 1995, Svensson, 2001； Swyngedouw, 2004)„

球土化的其中一个版本的关注焦点为资本通过改造与营销将全球的 

产品和服务与地区偏好和消费环境相匹配的能力。另一个版本则关注跨 

国公司在海外的分支制造工厂从当地获取零件和组件的行为（而非由其本 

部提供这些东西）。这是在更靠近商品出售市场的地方装配“全球化产 

品”这一策略的一部分。一个进一步的版本是，全球化和地方化的进程可 

以同时发生。从球土化的观点看来，这两个过程以一种兼容的方式彼此关 

连，相互结合，且同质性与异质性共存（Robertson, 1994，1995, 

SwyngedmmJOCM)。然而，考虑到某些特殊的产品和服务（连同产品和服 

务本身），球土化的一个方面（因而也是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却在很大程度 

上被忽视了，即相对于产品市场来说产品与服务的生产和运输必须固定 

或扎下根来的空间性质所包含的意义。全球化的意思是，尤其是产品能够 

以一种“自由”的方式被生产和销售。不过，服务相对来讲更加无形无 

质，也更缺乏空间上的流动性，它们经常在固定的实体中实施或者说被提 

供，它们也较难进行物理上的转移。而一些产品不仅有服务的某些重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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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且几乎完全是为国内市场或更次一级的产品市场而生产。这种产品 

不是对某种通用产品的改造，相反，它们是独立的、完整的产品。当然， 

这并不表示此类型的产品和服务就不能通过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生产 

和运输，但是其确实暗示了它们生产与运输的性质。

要将对某些产品的非流动性及固定性的程度的分析应用于英国地方 

报纸的生产，必须首先认识到相关资本单位规模庞大、保守，而且经常是 

跨国的媒体。在过去20年里，包括日报和周报的英国地方报业的所有权 

被少数大型报业集团所掌控，其中 包 括 Archant、E M A P、Johnson、 

Newsquest、Northcliffe以及Trinity Mirror等。当中某些集团还是一•些更大 

的集团分支，那些大集团在英国境内外运营着全国性报纸、因特网、电 

台、杂志和电视。这里非常突出的一点是，资本所有权集中化、中心化及 

国际化的普遍进程十分显著。而因为这些公司是被公开交易而非私下持 

有的，所以在股东制度下，这些资本单位更加迫切地进行资本积累的需要 

也就随之变得显而易见了。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公司之间的竞争压力，这 

体现在诸如获得投资资金、股票市盈率、股东价值以及与电视和广播等其 

他形式的相似媒体为了观众和广告收入而进行的竞争等方面。

就这些方面而言，英国地方性报纸的雇主们所处的运营环境与所有 

其他大型资本单位所处的环境十分相似。然而，在对地方性报纸生产的一 

些空间上的特点进行考察之后，它们与主流路径的分歧就显现出来了。尤 

其是其中有两个因素意味着有些东西抽象来讲可能是真的，但是却不能 

将其机械地应用于研究中特殊部分的具体情况。的确如此，普遍性与特殊 

性相互影响，而且正是借此，普遍性被特殊性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表现出 

来，这一点是需要理解的。这两个因素被称作“空间区划”（spatial 

delimitation)和 “缓和的产品竞争”（ameliorated product competition)。

首先，就如之前稍稍提及的，一家地方报纸主要的基本做法就是提 

供本地和地区新闻，以及关于地方议题、现象和所发生事件的特写报道。 

如果不在相关的地区安排相当数量的记者，就无法有效和可信地进行这 

些报道。尽管通讯社可以为地方性报纸提供其所需的数量有限的国内和

140



第七章全球化时代的球土化(glocalization):英国地方报纸中的劳资关系

国际新闻（通过向辛迪加新闻机构订购），但是地区和本地新闻的采集却 

无法通过这类通讯社来组织提供。这是因为，要填满报纸版面所需的本地 

或地区新闻的量非常之大，并且通常依赖于那些有许多联系人为其提供 

新闻和新闻线索的记者来完成。地方性的新闻内容对本地或地区报纸的 

重要性，已经一再地由以下事实所证明：当所配置的记者人数减少时， 

许多地方性报纸的销量和发行量也不断下滑；许多免费报纸由于其版面 

内容被广告所主宰而无法找到读者。当许多地方性报纸开始出版一些专 

门面向其覆盖区域，或曰发行区域内的某些特定地区的版面时，这一点就 

更加确定无疑了。

第二，每家地方性报纸都以某些特定的城镇与城市为中心，这些报 

纸的产品市场在地理上就会出现有限的交叠。因此，单独一家报纸只服务 

于那个城/镇及其周边乡里的人群，只有在地理上有着划分的产品市场的 

边缘地区才会出现一些微小的竞争，地处边缘地区的一家报纸会遭遇自 

其本部发展到同一地区的另一家报纸。此外，本地或地区报纸也没有对外 

的、除国内市场以外的市场，它们当然也就不是全国或国际性的产品。在 

发行区域以内几乎不存在发行量和广告上的竞争，这主要是因为那些先 

前为了与付费报纸竞争而创办的免费报纸，或者已被付费报纸收购，或者 

被付费报纸打击得只能亏本出售，最后出局。惟一却也不怎么纯粹的例外 

是有着地区差异的免费早报〈她铁报》（A^r〇) ,它由北岩集团的所有者 

在全英国发行。然而，这份免费报纸中地方新闻的数量十分有限，因为它 

主要报道全国和国际新闻，而且 > 地”新闻实际上是地区新闻。

这两个与一般情况相背离的因素在几个方面都非常重要，尽管并非 

没有矛盾之处。比如，有人也许会提出，地方报业集团的收益更稳定、更 

有保障，因为它们所处的产品市场具有垄断性。这里面有很大的真实成 

分。当然，它们的利润率也受到总体商业周期（尤其是与广告量相关的方 

面)和发行水平的影响，还会受到报纸购买与阅读量总体上下降的影响。 

如果考虑到最后这个因素的话，人们不禁会惊讶于最近几年报纸是如何 

保持并提高利润率的。但这部分证实了地方报纸雇主的劳资关系策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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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由兼并所带来的部门的资本集中进程，兼并可以通过规模经济推动成 

本的降低。对于记者和他们的工会来说，这一点的意义在于其存在着重要 

的经济资源(有时也称“经济租金”），他们提高工资和待遇的要求通过 

集体谈判的方式有可能从中得到满足。然而，与之相对，地方性报纸的产 

品市场在地理范围上的有限也意味着报业集团拓展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是 

通过并购，而并购所需的资金通常是通过实施经营策略来提供或使之成 

为可能，这些经营策略正是通过强化和加大对记者劳动的剥削来增加 

盈利。

对地方性内容的依赖也许暗示了通过集体组织，记者抵制雇主强化 

和加大对其进行劳动剥削的能力会因此而大大增强，因为放弃当地与迁 

往别处的威胁无法发挥效力。这里需要注意两点：第一，在地方性报 

业中，N U J在宣称其重获地位和威力方面取得了比其他产业（如全国性 

报纸、杂志、书籍、商业广播等）更大的进展。第二，作为全球化带来 

的一个普遍后果，威胁放弃当地与迁往别处这招被无数雇主充分利用， 

因此，劳工发挥其抵抗能力的力量基础被破坏了，因为劳工的抵抗能力 

正是来自雇主对劳工的依赖，这一点通过其被雇佣而显示出来。尽管地 

方报雇主没有能力实施这一威胁可能会给记者们带来好处，但这一点也 

不能脱离其背景来看。因而，这是否会带来好处，以及会带来多少好处 

就取决于对工会化的记者的权力资源的评估。如巴特斯通（Batstone) 

(1988)曾指出，组织化的劳工对雇主施压的能力有三个来源：劳动力 

稀缺、破坏能力和政治影响。要想使集体力量的动员产生效果，则必须 

至少在上述三方面中的两个方面具备强大的实力。本章现在将转而评估 

记者是怎样利用这一潜在的好处，或者是如何在其潜在好处范围内展开 

活动的。

N U J的运作环境

到 20世纪90年代后期，取消承认使得绝大多数的地方报记者在雇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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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如雇主行为及政策的形式与内容），及以劳换薪的合约（如对工资与 

待遇的集体协商）的联合规定权方面没有任何制度化的手段，且只有很少 

的工会代表权（如在个人申诉、健康与安全方面）。与取消承认相伴，雇 

主还引人了个人合同，如此一来，单个记者在名义上可以自由地与雇主就 

自己的雇佣条款与待遇进行谈判。然而实际上，雇主单方决定工资和待遇 

的做法大行其道。毫不奇怪，这一做法对记者的薪水和劳动条件带来了有 

害的影响。取消承认与地方报纸攻击N U J的背后动机一及其过程，性质 

和程度—— 已经在其他地方被大量研究过了（Gall, 1992, 1993, 1998, 

2000 , 2002; Noon, 1993, 1994, Smith and Morton, 1990)。尽管如此，在 

此简要重述一遍仍然很重要：对全国印刷协会（NGA)和书画刻印及相关 

行业协会(S0GAT)在生产的印刷前（pre-press)及印刷领域所拥有的管理 

特权的限制被取消之后，雇主们紧接着便通过破坏组织、解散动员和取消 

承认等策略，试图阻止N U J在 “直接进人”制（或称一击制胜制）下获得 

这一权力。

即使在不被承认的情况下，2000年 6 月之前NUJ还是维持住了其会 

员数，支撑着包括约3000名成员的总部，还 在 《雇佣关系法》即将颁布 

的阶段有所扩张，到 2003年，成员增至5 800人。这些成果的实现要归功 

于 NUJ所做的有效调整，它扮演了以下几种角色： （1) 一 家没有谈判权 

和代理权的非法的代理机构，为个体会员提供服务（建议、法律代理、培 

训），（2) —个坚定的、百折不挠的、高调的针对雇主的批评者，重在发 

出 ， 音”，至 于 “声音”的效验则不是最重要的；（3 )还是一场旨在获 

得法定的工会认可的运动的领导者，运动是由游说团体“为工会权利而战 

的新闻界” （Press for Union Rights)开展起来的，而该团体是在N U J的协 

助下，与其他媒体工会于1990年建立。

这三项活动的背景因素是长期活动、经验丰富的业余活动家所组成 

的坚定核心，地方报记者中广泛存在的对工作环境的不满，以及新闻是一 

种专业理念的持续顽强地存在。N UJ为新闻业应当是“真理与正义之剑” 

的理念而积极奔走鼓吹，同时还负责发放记者证，这是公正对待记者的证

143



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

明，另外NUJ还是弱者的护卫者。在上述方面，地方报雇主不愿意为非工 

会成员的雇员们另外创立表达意见的途径一 如职工论坛或劳动理事会 

等一的举动助了 NUj —臂之力。

地方报雇主在放弃当地和迁往别处方面的无能，给记者提供了潜在 

的基础，由此他们可以成功地在劳动力稀缺、具有破坏能力和政治影响的 

地方施加影响。如前所述，NUJ在引人法定工会认可机制的运动中是一个 

主要的行动者。它进行了长时间坚持不懈的艰难游说，成功说服英国工会 

联盟(Trades Union Congress)和工党接受了这项政策。其努力在工党于 

1997年被选为执政党并推行〈循佣关系法》后结出了果实。然而，N U J无 

法充分利用在99个案例中重获工会认可所提供的潜在力量，因为它不能 

在其他一些存在劳动力稀缺及破坏能力的重要地区产生影响，这使其能 

力受到了束缚。

首先来分析一下劳动力稀缺的问题，记者的供应已经大大超出了需 

求水平，与此同时，NUJ也失去了对这一行业资格准人的一个主要来源的 

影响力。包括大学里报纸新闻学的学位项目在内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 

极大地增加了记者岗位的潜在申请者，以至于这一行业的新进人者，通常 

是年轻的毕业生，都准备好了长时间工作而只拿极少薪金，以获得工作经 

验，开辟职业道路。此外，在地方报纸的工作被视为一个可以通往全国性 

报纸中的高薪工作的不错的临时跳台。传统上，N UJ和雇主们以行业联合 

的形式，一起通过记者培训委员会（Nati〇nal Council for Journalists’ 

Training)组织专业培训。可是，在取消认可的时期和氛围下，N U J的这一 

功能被撤销，从而使雇主们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的需要单方面决定培训的 

内容。此外，一些非专业性的体育竞技和休闲活动的参加者会提供相关的 

免费报道，使用这些当地报道使地方报纸可以省去一些新闻劳动力。同 

样，一种为同一集团下属的几家报纸统一提供排版和版面设计的地区性 

助理工作的产生也减少了所需的新闻劳动力，这项工作意味着个体报纸 

不再拥有自己的助理编辑。

在破坏能力方面，雇主们不愿意进行实质性的谈判使其重要性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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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在所有N UJ被认可的报业中心，其会员都占了雇员们的大多数。而 

N UJ的问题不在于合法罢工期间雇主们会使用一些不参加罢工的人，因为 

考虑到具备当地知识和联系人的重要性的话，雇主们的这一做法并不会 

十分奏效。而且问题也不在于N U J自己的会员不支持它的行动号召。真 

正的问题是，N U J的一次罢工无法停止，或者严重影响报纸的生产，这是 

因为雇主们可以通过提前准备来安排一些少量但很忠实的高级编辑人员 

队伍来生产进行了减版和简化的报纸。不仅 N U J的成员很少包括这些高 

级编辑，而且非N U J会员是获得该职位的前提条件，针对的就是如此可 

能出现的罢工。组织合法的罢工需要提前将表决通知、行动通知以及参与 

者的名单交给雇主。如此一来，直接的嵌人技术（input technology)使得 

NUJ无法恢复威胁造成破坏的能力。不过尽管如此，自从2000年 6 月以 

来，30个印刷工会的N U J会员已经进行了 200多天的罢工，这个数字突 

出了雇主们所面对的并非是那种仅仅持续一天的象征性罢工。进行未获 

批准的罢工会使雇主们无法再为抵消罢工的影响进行提前准备。然而，记 

者们没有采取这种行动的传统。此外，在保守党的雇佣法之下，从 2 0世 

纪 8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罢工已经变为非法，如果工会不反对的话，便 

会受到罚款的处罚，最终还会被扣押，没收资产。

从根本上来讲，由于全国劳动法律的原因，N U J因无法在特定报业集 

团内外合法地整合其力量而依然处于不利位置。在那些工会被认可的地 

方，谈判只在N U J和雇主的地方性资本单位之间进行，而不是在N U J和 

雇主的集团资本单位，或所有的地方报雇主之间进行(就像1987年以前的 

情况）。如此一来，因为雇主们不会允许举行报业中心之间的集体谈判， 

所以NUJ就不能举行其下属印刷工会可以采取一致行动的合法罢工。试 

图越界的话就会触犯劳资关系法律，从而落得像前面提及的非法罢工一 

样的结局。相反，雇主们却总是能够通过在自己的各项活动中作为一个单 

位来行动，得以调配高水平的金融、意识形态和组织资源（与 N U J相 

比）。例如，他们可以合法地另外雇佣不属于工会的助理编辑，或是利用 

诸如另外出版的报纸等资源，以胁迫记者上工或者使其罢工行动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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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另外，N U J也一直没能得到来自这些领域中的印刷业者们的支持。在 

几乎所有 N U J重获认可的报业中心，刻印、印刷及媒体联合会 

(Graphical, Print and Media Union, G P M U，现已与总联合会 Amicus® 合 

并)也已经为其在印刷前、印刷和/或印刷后领域的会员恢复了认可。在 

许多例子里，在 N U J的印刷工会拒绝报给他们的薪金水平的同时，GPMU 

的印刷工会也做出了同样的拒绝。可是 N U J利用 G P M U动乱的可能性或 

现实性以进行其抗争的希望却十分渺茫，因为G P M Ü成员的行业信心恢 

复得慢得多。尽管G P M Ü的印刷工会恢复了与认可相连的组织权，但与 

NUJ相比，他们却不怎么倾向于寻求或组织这些抗争活动。这种状况的产 

生是因为有种深深的不安感影响着他们的职业组织及其工会，而此种不 

安是由雇主们大力采纳新技术以替换掉他们的做法所带来的社会混乱导 

致的(Gall, 2000)。

保守党的雇佣法规被“新”工党政府沿用，表明后者支持的是新自由 

主义，而非社会民主。这也表明了，即使是在那些新的工会或集体权利得 

到了承认的地方，权利也会被束缚而从属于雇主们的积累需要，从属于一 

个日益不受管制的市场运作的需要(Smith和 Morton, 2001, 2006)。 《雇佣 

关系法》中的工会认可条款也是同样的情况。尽管其法定条款有助于依志 

愿获得认可，但这部法律在性质上依然是“亲商界”胜 于 “亲工会”的， 

其与美国的联邦劳工法规不无相似之处。在美国，工会对认可法的使用越 

来越少，因为雇主用它来阻挠和挫败他们的组织运动。而在英国，这部法 

律则过分复杂和苛刻，以至于人们也不怎么经常使用。并 且 “新”工党政 

府一直拒绝考虑工会对工会认可法律的尖锐批评而对其加以完善强化。 

这一点突出表明，N UJ和其他一些工会在政界的力量是受到限制的：他

① 在 2004年合并前的2〇年间，GPMU及其前任与N U j就合并事宜进行了正式的和非 

正式的会谈。这些对话并未带来合并是因为N U J试图维持其作为一个贸易工会的职业身 

份，而 GPMU则在更大程度上成了一个产业制造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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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施压迫使法定工会认可机制建立，但却无法决定其法定机制的 

性质。

新环境下的旧战争

1979年以来集体抗议所必需的资源的丧失被称为“去集体化”（de- 

collectivization) (Smith 和 Morton, 1993)。 以上略述的这一特定形式的去集 

体化的结果是N U J无力破坏新的、普遍存在的将工会边缘化的雇主策 

略，不论他们釆取的是公然的“表面”协商还是“实实在在”的有一说一 

的协商(Gall, 2005)。对于诸如报业雇主等一些对工会主义有着根深蒂 

固、年深日久的憎恶的雇主们来说(Gall, 2000)，仅仅对认可表示同意显 

示了他们在同组织化劳工进行一场更长更持久的战争时的战术灵活性。 

当然，一些富有远见的N UJ成员也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N U J的北方 

组织者分会（Northern Organizer)在 N U J的 1998年年会上说： “认可不是 

灵丹妙药！当我们得到它时，我们仍要为更高的薪水和更好的待遇而斗 

争。止步于此将一事无成。”（W / w 抓〇/&，1998年 4 月）。当然，NUJ 

就像英国的其他工会一样，未能就它所面对的长期挑战给出有效的解决 

方案，而这将限制它能够促进和保护其成员利益的程度。确实，罢工行动 

的无效，以及在去中心化的集体协商之下（潜在）工会力量的崩溃，在 20 

世纪80年代撤销认可之前以及在反对撤销认可本身的斗争中一直都是十 

分严重的问题(Gall, 2002)。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为了增加机器效用和减少印刷厂的数 

量，地方报的雇主大量裁员，并且将排字和印刷的生产流程地区化，从而 

降低了在印前和印刷厂区的劳动力成本和生产成本。而在这以前，每个中 

心都有它自己的印刷和排字设备。随着雇主几乎耗尽了手段，已经不能再 

使劳动和生产成本降到更低时，他们便开始渐渐将目光投向了记者。其做 

法集中表现在内部的部门整合，以及写作与编辑等新闻工作的整合，由此 

便是通过发展记者的多种技能以更进一步剥削记者的劳动力。裁员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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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去填补岗位空缺的决策意味着留下的记者要承受劳动时间的延长和劳 

动强度的提高。的确，雇主无力放弃当地与迁往别处也暗示了他们会被迫 

寻找其他方式来节约成本。尽管如此，.与本文全面分析相对应，N U J也为 

那些工资极低的记者们争取到了一些微小的改善（Gall，2006)。

从地方到全国，从一种经济转向另一种？

这一章的分析，指出了被英国的或者更远地区的其他报纸雇主雇佣 

的记者哪些更普遍的特点呢？产品与劳动力市场具有地方化架构这一特 

殊性意味着对英国地方报所做的论证不能机械地套用于英国的全国性报 

纸，对此有诸多理由。首先，尽管不同的全国性报纸有不同的诉求、品牌 

和市场缝隙(如大报还是小报，右翼还是左翼的政治观点等），但它们还 

是在读者、发行量和广告层面参与全国互相竞争。第二，全国性报纸几乎 

全部将总部设在伦敦，曼彻斯特或格拉斯哥这样的大城市里设有小型前 

哨基地。与后一点相关的问题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英国的全国性报业 

公司要想生产报纸无法不在英国派驻记者（除了国外的通讯员之外），这 

就使全国性报纸必须设在英国境内的某处。另一方面，将报纸设在伦敦的 

优势兼必要性更加强化了这种空间区划，因为伦敦是全国的经济、政治和 

社会生活的中心。

如此一来，对英国的全国性报纸来讲，空间区划的影响程度更大——  

在所有其他条件等同的情况下，这一点可能会为记者向雇主施压提供更 

强的潜在好处。然而其他条件并不完全等同，因为全国性报纸之间对读者 

和广告的竞争相对而言更为激烈，正是这一点使其潜在好处走了样。此 

外，也需要对全国性报纸记者在劳动力稀缺、破坏能力和政治影响力方面 

的力量所具有的影响力进行评估。

这一章所进行的分析对其他西方经济体的地方报记者又是否适用 

呢？这取决于前面概述过的各种因素的存在与配置情况，即产品市场的 

性质、国家劳动法规、组织化劳工在劳动力稀缺、破坏能力和政治影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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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力量。例如在美国，只有少数几家真正的全国性报纸， “全国”产品 

市场被划分为一个联合体系，并由大量立基于城市的报纸所占据。不同的 

经济体有十分不同的劳动法体系，这些法规体系基于盎格鲁一撒克逊 

(Anglo-Saxon )、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n )及欧洲大陆（Continental 

European)国家之间的划分而有所不同。而不同的法规又反过来暗示了它们 

影响下的工会会有怎样的力量，而且工会化的程度相差极大，这也部分地反 

映了不同的国家法律框架。如此，为了建构起一幅有关空间区划和缓和的产 

品竞争对于记者的集体协商权力具有怎样的相对重要性的图画，就需要对 

每一个因素以及各因素的相互关系之间的相对平衡进行评估。

当然，本章所展示的.基于对球土化的思考的框架甚有助益。在报纸 

这一个案里，它帮助说明和解释了尽管承受着全球化的压力，但国家经济 

体不仅充当了这一看似无情的压力的障碍，而且它们还能够构造全球化 

被经历的方式。因而，就有几类生产资本，由于受国家级和次国家级劳动 

力及产品市场的影响，它们在国家经济体之内拥有更为固定的空间特性。 

对于知识劳工而言，在此分析的重要性在于，他们应当主要被视为经历着 

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劳工。就其本身而论，知识劳工所面临的、同时也是 

一些劳工群体普遍面临的境况，远非像许多对于全球化的分析所暗示的 

那样无望。因而，把记者看作知识劳工意味着，其他一些身为劳工的知识 

劳工需要对资本循环的全过程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如果他们要对其雇主施 

加影响的话，就可能会识别出其中的弱点，并将之作为可能的施力点。这也 

许能使劳工们明白雇主对他们的依赖的结构性质，也能使他们认识到影响 

着他们对雇主的依赖的结构。明白这一辩证性质也许可以使其得以确认可 

以激发集体行动的动因。但最后，还要像使人保持清醒的提醒者一样警示， 

雇主们代表着*"1■要组织”（primaiyoi^anization),而工会代表“次级组织” 

(secondary oi^anization)(Offe 和 Wisenthal, 1980)，所 以 即 土 化 可 以带来 

潜在的好处，但权力始终倾向于雇主。因此，任何类型的组织化劳工都必须 

在生产、分配和交换环节打造与动员自己的集体力量，这样才能够至少作为 

一股对抗性的力量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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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西班牙电视制作进入数字化： 

对新闻工作惯例、工作流程和 

编辑室组织的影响

佩雷 .马西普何塞普 •路易斯 •米柯

临近20世纪末，经济开始从工业时代转向信息时代。在工业时代， 

机器是生产力的基础；在信息时代，生产力的基础是人。向信息社会的转 

变以所谓的信息化进程为标志，这一进程不仅包括新的信息和传播技术， 

也包括组织内部结构的一些变化。在信息社会，与信息、传播和知识的生 

产与分配有关的经济部门开始变得更加重要， “形成了一股某些分析家所 

谓的知识劳工的全球性力量。”（Mosco, 2006a)

由此，21世纪的正式工作场所具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比如，它 

需要具有批判思考和使用技术的能力的知识劳工。这些工作者还必须是 

灵活的，且拥有多种技能，以使企业可以对市场不断变化的需求作出迅速 

的回应。工作也要求拥有更高的教育水平以及不断学习。同时，不那么正 

式的非传统工作结构，如远程办公和临时雇佣，变得更加常见（Perry, 

2007)，外包也越来越普遍（Mosco, 2006b)。

一个社会中知识劳工的数量与这个社会的发达程度相关。知识劳工 

使用的原材料是无形的，没有物质实体。而且与制造业劳工不同，知识 

劳工对劳动过程拥有较高程度的控制。他们使用信息进行工作，占据着 

享有特权的位置，因为他们经常最先使用新设备和新方法，而这些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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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便开始普及。在知识劳工中，记者在信息社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特别是记者扮演着观点制造者和文化、社会、政治的解读者的 

角色。

本章着重分析西班牙电视记者是如何适应数字技术在编辑室中的扩 

散。数字技术使记者获得了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并且使他们为最终产品负 

起更多的责任。同时，数字技术也迫使记者们去适应那些在此之前他们并 

不熟悉的工作环境。

过去的30年来，大众媒体和新闻实践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罗 

杰.菲德勒（Roger Fidler, 1997)称之为媒介形态（mediamorphosis),这种 

媒介形态是由感知到的需要、技术创新，和政治、社会以及经济压力所组 

成的复杂系统交织而成的结果。然而，有关技术革新对新闻业的影响的文 

献经常被某种形式的技术决定论，和对技术所具有的革命特质的强调所 

引导(B〇Czk〇wSki，2002)。帕夫利克(Pavlik)断言，技术正在改变新闻业的 

本质： “新闻业正在经历一个根本的转变……受技术改变的驱动，一系列 

经济、管理和文化力量正在合力推动新闻业本质的巨大转变。”（2〇〇1: 

xi)在达尔格伦（Dahlgren)看来，技术提供了 “改进新闻业的空前机会” 

(1996 : 61 - 62)。查因（Quinn)和特伦奇(Trench)指出，诸如此类的20世 

纪 90年代学术文献的主导话语，必须被看做是“一种对希望的表达”，而 

不是研究和观察现实所得出的结果(2002 : 6)。

技术决定论往往阻止人们用一种综合的方式去理解技术变革现象的 

复杂性。这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其他因素，比如地方动态，而地 

方动态决定着技术的采用过程和这些技术被运用的方式（Boczkowski， 

2(XM)。一种特定技术的普及会产生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果，这取决于 

个人态度、传媒公司内部的特定因素，或者像地方动态之类的外部因素 

(Rogers, 1995)。比如，舒德森(Schudson, 1996)承认，技术革新在新闻业 

所经历的变化中只扮演着次要的角色，这便将其降级为经济政策的一个 

变量。

任何新技术的采用都会带来现有新闻实践的变化，以及新的新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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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的建立（Weispfenning, 1993),同时也会带来新的新闻技巧的发展 

(Bromley, 1997; Cottle, 1999, Maijoribanks, 2000, Russial, 2000)。因而， 

记者也要改变他们获取信息的惯常方式（Jacobson, 1989, McKercher, 

1995; Ward, Hansen 和 Mcleod, 1988),特别是网络产生之后（Garrison, 

2000 , 2001, Nicholas, Cole 和 Martin, 2002)。技术对新闻出品、编辑动 

态和工作环境的影响也已被广泛研究，对印刷媒体的研究包括几种视角 

(Dupagne 和 Garrison，2006; Liu, 2006; Maijoribanks，2002; Singer， 

1997 , 2004)，而对电视媒体的研究相对少一些（Rintala和 Suolanen, 

2005, Ursell, 2003; Williams, 1998)。在电视业这一具体案例中，如果有 

兴趣探究编辑室中普及电脑的意义，要从数字系统的建立和新闻制作的 

数字化开始。

过去的1〇年里，电视编辑室引人了两项重要的技术革新：首先是互 

联网，紧接着是数字编辑技术。后者主要是数字分量系统（digital 

component system)逐步取代模拟系统。换言之，电子新闻采集（ENG)让位 

给了数字新闻采集（D N G ) ,后者所使用的设备更便宜、更易操作、更快 

捷，同时在质量上，水平与旧系统不相上下或者更高。

很明显，通过通讯社的计算机系统、新闻编辑程序、自动化新闻系 

统、自动提词机，以及数字新闻采集设备，包含有数字组件的系统被用于 

编辑室已经有很长时间了。然而，与其他技术相比，互联网和新的一体化 

电视编辑室对于新闻实践、工作性质以及这一职业本身有着更大的影响。

在新的一体化电视新闻编辑室中（Powell, 1998)，电视新闻记者控制 

着—— 只要可能一整个制作进程。其中包括搜集原材料并将其存储到公 

共服务器、选择报道材料、撰写稿件、编辑图像、台式机上录制画外音 

(Bandrts, Garcia Avil6s, P6rez, 2000);然后把完成的片子存储进服务 

器，以备播出（(^1^4^1知和 1^>1,2002,?抑1土，2000)。随着整个过程 

都被计算机化，在服务器上存储的信息可以供未来查询使用，从而提高了 

生产力和效率。

数字技术是在经过了慎重考虑之后才被编辑室采用的。媒体公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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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着巨额的投资，但是他们认为数字技术为行业发展提供了机会。它可以 

带来经济上的种种好处，诸如生产过程的改进（一体化，生产成本和时间 

的减少，成本效益和速度的提高等），以及利润增加的可能。除此之外， 

编辑室的数字化以及向非线性编辑系统的转变可以带来更大的产量，但 

需要的劳动力却更少了。

然而，无论是从模拟系统向非线性数字编辑系统的转变，还是互联 

网的引进，都不是一个顺利的过程。记者们突然需要承担他们之前从来没 

有做过的工作(8〇1«1168等，2000)。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记者事先没有 

经过适当的培训，就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些工作。 一 般来说，引进 

新技术所遭到的主要反对与工作被重新定义以及对新产品质量的担心 

有关》

数字化改变了电视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性质。根据林塔拉（Rintala)和 

萨隆宁(Sualonen)的观点(2005)，这种改变的发生有三种方式：任务的转 

移、工作的融合、附加的任务。实际上，数字技术，特别是非线编系统导 

致了这样的结果，现在的记者承担了一些本来由其他专门工人负责的职 

能。以前由5 人完成的工作（摄像、声音编辑、视频编辑、记者，以及部 

分时候需要的新闻图书馆员），现在全部由一人完成。工作合并的结果就 

是，一些生产阶段被砍掉，同时某些技术工作也随之消失了。

西班牙电视业

西班牙电视业始于1956年，是为支持佛朗哥将军的独裁政权而建， 

它的源起有助于解释它当前的缺陷。西班牙电视台（TVE)在 1956年开始 

播放节目，随着第二个电视频道在1966年建立(La2)，西班牙电视台一直 

垄断着西班牙的电视业，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两个频道都依附于公 

共广播公司，RTVE公司。

1975年这位独裁者寿终，西班牙所发生的政治和社会变化在电视系 

统却姗姗来迟。如此直到 1982年，所谓的《第三频道法》（Law; 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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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iid 才为其他党派在电视界获得一席之地扫清了道路。RTVE

垄断的结束也标志着由佛朗哥政府建立的、作为意识形态统治工具的宣 

传机器的覆灭。

然而，新的法律仍然不允许私人力量踏人西班牙电视市场。相反，所 

谓的第三频道是留给那些依附于西班牙自治社区或地区的公共电台和电 

视台频道。因此，新建的区域台总是处于执政党派的政治控制之下，与全 

国性的西班牙电视台的情况一样。1982年，第一个新频道诞生了，它就是 

依附于巴斯克政府的巴斯克电视台第一频道（EuskalTelebista 1)。1983 

年，T V3在加泰罗尼亚建立，1985年 T V G 出现在加利西亚。在接下来的 

几年中，与之类似的一些力量参与到这些率先建立的电视网中： 1987年 

安达卢西亚的Canal Sur; 1989年马德里的Telemadrid; 1989年巴伦西亚社 

区的Canal 9。今天，在西班牙已经有了 12个地区频道，另有3 个以上的 

频道预计会在未来几年内开播。

前三个国家商业电视台出现于2 0世纪80年代末，它们是1989年的 

Antena 3，1990年的Tele 5 和 Canal + 。其中，前两个是开放频道，第三个 

是订购频道。这些频道的开播标志着西班牙电视业的根本转变。市场开始 

开放，并且从那时起，频道的数量开始稳步上升，尽管大多数频道的观众 

数量很有限，也只覆盖很有限的地理区域。最近的电视网是两个新的商业 

频道： CUatro(Canal + 的替代者，现在通过卫星平台进行播送）和 La 

Sexta e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卫星电视(Canal Satelite Digital 和 Via Digital)和 

有线电视出现。但是，它们在西班牙市场上的数量仍然十分有限。例如， 

缺少订户最终导致所有的卫星平台合并成了一个：Canal Digital。不过， 

随着模拟电视的消失以及数字地面电视，也称 D T T的建成，这种局面有 

望在未来得到改变。

西班牙电视系统独有的特点也影响到了西班牙的电视劳动力市场。 

大型的公共广播和电视公司一其中包括一个国家级公司和几个较小的 

地方公司一的优势地位意味着，大部分在公共电视频道工作的员工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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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身份，他们享有这一身份意味着享有特权，比如可以签订没有明确 

终止日期的长期合同，以及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西 

班牙的工会成员人数所占比率较低（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面部分进行讨 

论），但工会仍然在公共组织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 R T V E的案例 

中，工会不仅影响了编辑室中非线编系统的引进，也给管理者带来了许多 

压力，有时候压力甚至有些过大。来自工会的压力导致了公司的财政重 

组，公司继承了达81 600万美元的财政赤字，在此过程中有4 150名以上 

的员工是强制性的冗余人员。

公共频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工会的控制，而私人频道则在一种完全 

不同的环境中运作。在那里工会拥有的势力很小，尽管也有一些劳工行 

动，但却无法阻止电视频道拥有者做出决策。甚至在诸如Planeta group于 

2003年至2004年间拥有了电视网之后在Antena 3 T V 进行的大规模裁员 

等过程中，工会的要求也仅仅是名义上的，并不会对所有者的决策产生任 

何影响。

尽管存在上面提到的裁员，西班牙记者的劳动处境在最近几年还算 

稳定：尽管自由撰稿人的数量在增加，但还是有70.9 % 的记者签订了无 

明确终止日期的长期合同。西班牙记者大多数在报纸(28.9 %  )和电视台 

(23.4%)工作。根据2004年的数据，西班牙的媒体公司为53 446人提供 

了工作岗位，其中，19 040人在公共广播和电视公司工作，10 345个人在 

私人电台电视台工作。西班牙总共有17 689名媒体工作者是记者（指在编 

辑室工作的专业人士），他们当中有6 326人在广播公司工作。该数字在 

2000 年至 2004 年增加了 4 %  (Petit, 2005)。

根据最近的一次调查，西班牙记者认为他们这一行业存在的主要难 

题是：工作不稳定（63. 6 % 的人将其列人），不合格的人进人了行业 

(48.6%),低收人(33.2 % )，以及失业(21.4 % ) , 所有这些都是有关劳动 

的问题。同时，表示关注与专业实践有关的职业道德问题的记者的比例也 

有所上升。约有27.4%的人担心新闻编辑室中职业道德的缺失，大多数 

记者(74.6%)声称在其专业工作中承受着某种压力。被举出的压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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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公司政策（26.2%)，官方权力（22 . 2 % )以及编辑室管理层 

(20.7%)。西班牙记者认为工会的会员率还不够高，他们认为这一行业正 

在下滑。他们中的大多数，占7 9 % ,认为专个职业的社会形象一般、糟糕 

或者非常糟糕(APM 2005)。

数字技术在西班牙电视编辑室中的普及

一体化电视编辑室在2 0 世纪9 0 年代末期进人西班牙电视网，比美国 

和其他欧洲国家稍晚几年(Ohanian, 1998, Pank, 1 9 9 7)。欧洲第一批引入 

一体化数字技术的电视网出现在2 0 世纪9 0 年代中期，其中芬兰公共电视 

网 Y L E 是在 1 9 9 6年，B B C 的 2 4 小时新闻频道是在1 9 9 7年。总的来说， 

记者们对新技术还是持接受态度的，虽然他们还是会为他们不得不承担 

更多的工作量而哀叹。此后不久，在 1 9 9 8年，S k y建立了数字系统。接着 

在 2 0 0 0年，英国的独立电视新闻（Independent Television News)、意大利的 

Mediaset和 RAI, 以及法国的FT1也建立了数字系统。在美国，这方面的 

先行者是一些地方电视网和主要的2 4 小时频道（CNN, N B C 和 Fox) ,他 

们在2 0 0 1年着手引进这项技术（Garcfa Avilas, Leön和 Sanders, 2 0 0 4)。

在西班牙，各频道数字化变革的背景和原因都不一样。行动最早的 

公共频道Canal 24 Horas, 以及商业电视台Tele5 ,分别在1997年和 1998 

年采用了这项技术。Tele5 是在其年收人提高之后引进该技术，年收人提 

高意味着它有能力投人1 900万美元对编辑室进行技术更新。一座新大楼 

拔地而起，数字系统也投人使用（Micö, 2 0 0 6 )。此项新工程意图通过对 

编辑室进行技术更新，以提高速度和成本效益（Garcia Avil6S 和 Le6n， 

2002: 9 1 )。

1 9 9 9年，Antena 3 T V 几乎未加改变地照搬了其直接对手T e l e 5的做 

法，投资了大约8 0 0万美元。同年，依据 Canal + 和 C N N 之间的协议建成 

的 CNN+ , —个 2 4 小时新闻频道，制定了自己建立拥有一体化数字系统 

的编辑室方案。2 0 0 1年建立的地区性频道Castüla-La M a n c h a  Televisiö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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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T)，是西班牙首批被认为实现了完全数字化的较大规模的电视频道 

之一。在这之前，2000年，另外一个地区性频道Tdemadrid，完成了其资 

料库和编辑室的数字化改造( Garcia Avil^ 和 Leön，2002)。TV3 ,另一个 

地区加泰罗尼亚的公共电视台，在 2003年也加人了数字化变革的队伍。 

它以Telemadrid等频道之前的方案作为自己的起点，不过它十分聪明，能 

够从其他电视网的错误中吸取教训（Micö, 2006)。

西班牙编辑室互联网的引入则是一个不同的过程，而且是一个混乱 

和缓慢的过程。西班牙的媒体公司不是网络普及的背后推动力量。编辑室 

的互联网连接最早出现是记者个人要求的结果，而不是因为媒体所有者 

做出了连接互联网的决定。因而，网络连接的提供是被拖延的，一般在进 

行其他的技术或者电脑升级时才会跟着提供，并且几乎从来没有一个积 

极的培训政策。而当媒体公司真的去关注互联网时，他们关注的不是网络 

能够为记者的工作带来什么好处，而是关注公司能够从网络得到什么样 

的利益。在那时，引进互联网被视为一种提升媒体形象的手段，是一种能 

够把公司和技术，以及一些特定的抽象概念联系起来的手段，这些概念如 

前卫、创新和现代性等(Masip, 2005)。

电视记者的新责任

新的数字系统的运用改变了电视记者的传统工作。这些技术革新为 

编辑室所普及主要带来了三个结果：专业惯例的变化，工作流程和最终 

新闻产品的质量的变化，以及编辑室的重组。

与刘昌德（Chang-de Liu, 2006)对台湾报业的研究所得到的结果不 

同，我们的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使电视记者得以控制新闻的生产过程，而 

且使他们为最终作品负起了更多的责任。与之相似，互联网也带来了更多 

的自主权，降低了记者对资料库和新闻图书馆员的依赖。因此，技术革新 

也促使记者发展新的技能。除了他们现有的与编辑内容相关的技术（比如 

背景调查、采访、写稿等）之外，记者现在还增加了音视频记录、编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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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技能方面的新任务。新功能和日益向掌握多样技能发展的趋势，都在 

电视编辑室中出现了。但是，研究中一些记者® 在釆访时表示，他们没有 

接受要正确完成电子工作所必需的培训，而这就意味着新闻质量会有所 

下降。此现象似乎支持了布罗姆利（Bromley)的观点（1997)，即多技术化 

等同于去技术化。

在使用旧的模拟系统之时，会有两人或三人，甚至一些公共频道有 

四人所组成的小组一起采集原始材料。然后由一位视频编辑负责剪辑片 

子。之后，记者为新闻报道撰写文字稿。记者的工作在录制完旁白后结 

束。在一些播放频道，比如T V E，仍然会有一群播音员负责完成最后一 

步。而在新的一体化编辑室系统之下，所有这些任务一般都由记者自己完 

成。新式小型摄像机使记者自己上街采访事件成为可能。巴塞罗那的当地 

电视台，City T V 是采用上述做法的先行者。声音技术员在大多数拍摄过 

程中不再是必需的，许多电视台还减少了摄像师的数量（减少的还有他们 

的工资）。® —旦送到了编辑室，这些原始材料就会被储存到服务器中， 

服务器也接受通讯社等其他来源的资料。在非线性编辑系统中，所拍的片 

子可以像文本一样被编辑，事先从服务器中选取出来的图像和声音，可以 

用与稿子中的词语和短语一样的方式进行整理和编辑。记者也负责决定 

用哪些镜头.它们的顺序和时间长度等。同时，多亏了网络，记者还可以 

无需新闻图书馆员的帮助而自行搜索信息。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并不总是 

完全令人满意。

为了压制记者对一体化编辑室的反抗，有两种策略可供使用：一种 

是统驭，这要借助组织中的权力结构和等级；另一种是说服（Quinn， 

2〇〇2)。例如，TVL，比利时的一个地方电视台便运用了统驭策略 

(Sl〇tter〇y，2 0 M ) ,但西班牙的管理者们更喜欢用第二种策略。 一 些西班

X ' Gregorio A gu irre ,记者，CNN + 。个 人采访，2002 年 7 月。Victor Claiana, 记者和技 

术顾问，TV3t 个 人釆访，2004年 2 月。

② Jordi Orozco，编导，Td8。个人采访，2006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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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电视网的管理者发动信息战来劝说记者，告诉他们使用新技术可以使 

他们更好地工作，也会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轻松。Tele5是个很好的例 

子，那里的管理者安排了与记者的个人谈话，也安排了按年龄、部门等分 

类的小组谈话。这一策略在说服记者相信新的系统拥有很多长处方面成 

效可观。一些工作者一开始感觉很迷惘，不乐意接受数字技术，认为他们 

还没有准备好，但是最后他们还是被说服了。 一 般来说，数字技术的运用 

只会受到极少数工作人员的反对。只有像T V E或 Telemadrid这种工会在 

其中拥有较强影响的公共频道，才不得不去应付更为强烈的反对和怀有 

敌意的反应，后文将会涉及。

培训项目对于说服记者相信一体化编辑室的好处也是很重要。在大 

多数电视台，这种培训会包括关于电脑技能、怎样使用服务器、怎样获得 

原始材料等的技术问题，以及新闻生产方面的一些信息。Tele5的培训项 

目采取了一种略微有些不同的方式。它们最早的培训课程便是关于 

WindowS95和互联网。接下来的课程包括一些有关电视中的编辑和执行生 

产过程的概念，以及音视频语法、图像编辑和新闻叙事等方面的讨论。 

Tele5的做法代表了一种在不牺牲新的新闻产品质量的前提下来降低成本 

的尝试。然而，大多数西班牙电视台没有按此模式运作，而主要关注怎样 

操作新的设备。

培训一般在工作时间外进行，因此要求记者付出额外的努力。而且， 

不论是课程还是新任务都没有经济补偿。此举开创了先例，因为其他领域 

的记者在承担新的任务时都会收到经济上的鼓励。比如，fliarx'心 C h m  

等报纸就会为记者在报纸上刊发的每张照片增加相应数量的额外工资。®

在数字技术被整合进电视编辑室的同时，上网也成为记者们的一个 

普遍行为。在那之前，上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记者的个人选择。公司几乎 

没有在他们的培训项目中提供过关于互联网使用的课程，这就意味着记 

者在使用互联网时，通常缺少必要的知识或批判分析技能。这导致了一些

① Jordi X argayo,编辑，Diari de Girona。个人釆访，200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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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希望被看到的情况，包括使用未经证实的信源，或者抄袭网络上的 

文章。®

T V 3是少数几个有着各种各样的持续培训政策的电视网之一，培训 

政策中包括面向所有员工的办公室自动化和网络课程。课程由公司里的 

记者教授，重点关注新闻实践。采取这一主动措施的结果是，加泰罗尼亚 

公共电视频道编辑室中网络用户的比例从1997年的21 % 上升到了 2000年 

的6 1 %。1997年所有使用网络的记者都认为他们是自学的；到了 2000 

年，半数以上的记者(52%)认为他们使用网络是T V 3的培训政策带来的 

结果（Luzon, 2001)。

新功能与编辑室的重组

新功能的出现还使编辑室的重组成为必需。视频编辑等一些专业人 

员消失了，或者失去了他们在编辑室的独特作用。诸如记者和编辑等其他 

一些人的工作要求也改变了。数字化还导致了新职业的出现，比如系统管 

理员、媒体管理员和超级用户。在这方面又是Tele5为其他电视台树立了 

榜样。®

系统管理员监管数字设备的技术部分，他们负责设备和网络的维 

护。他们中的大多数有工程学背景。但是他们的工作仍然有创造性的部 

分，要求他们发挥自己的主动性来满足记者的需求。他们会提议改进生产 

过程，承担编辑室部分区域的重组工作，以及解决每天日常工作中的操作 

问题。从工程的角度来看，他们负责保证设备的正常运作工作。顾名思 

义，如果系统管理员从事的是技术方面的工作，那么媒体管理员从事的就 

是新闻方面的工作。他们的基本职责和最重要的职责是管理信息流，根据 

每篇报道、每个部门和每个专业人员的重要性分配系统资源。更新和修改

①  Victor Clariami，记者和技术顾问，TV3。个人采访，2004年 2 月。

②  Maria Clades, 系统管理员，Tele5。个人采访，2002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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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闻通讯社服务器中存储的材料一 记者赖以建构其新闻故事的原始 

材料—— 占了他们时间中的很大一部分。另外媒体管理员也承担了 一些传 

统上由执行制作人和编辑负责的功能。例如，正是媒体管理员来审查管理 

记者送到电视台服务器中的新闻的。最后，超级用户是技术员，但同时也 

是编辑室的监管者，在电脑系统方面有着最高等级的特权。这意味着他们 

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一个系统的文件和准备材料。在一些电视网中，比如 

Antena 3 ,系统管理员和超级用户会由同一个人担任。

工会的角色

几乎所有关于欧洲工会的研究都指出，加人工会的劳工的比例在20 

世纪80年代有所下降(Visser, 1992)。西班牙的人会成员比率是发达国家 

中最低的。比利时和丹麦的人会率分别是90.8 % 和 85.6 % ，然而在西班 

牙，只有1 2 %的工人属于工会（Escobar, 1991)。用绝对数字来说，这意 

味着大约有1 1〇〇万名工人加人了工会。最大的工会是Unio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 UGT)和 Comisiones Obreras(CC0 0)。这两者的会员加起来占 

了西班牙工会成员的7 5 %。

几个因素决定了西班牙的工会入会率。普列托（Prieto, 1993)指出了 

五个所有权(公共单位中的会员人数高于私人单位），公司规模(大公司 

的会员人数比较高），资历（公司中资历更高的工人更有可能是工会成 

员），合同类型(签订了无固定终止日期合同的劳工当中的会员数比临时 

工中的会员数多），以及收人(大部分会员为中等收人）。

新闻界的工会主义与西班牙整体社会中的工会运动拥有一些共同的 

特点。西班牙记者的工会化程度并不是很高。2004年，记者工会联盟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Trade Union，FeSP)集合了 六个地区的记者工 

会，拥有超过2 000个成员，也就是11.3 % 的西班牙记者。西班牙的主要 

工会，U G T和 C C 0 0也有记者的分支，但它们只不过是名义上的。这些数 

字与其他欧洲国家有很大不同，比如在丹麦就有超过12 〇〇〇名记者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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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成员。德国有 65 000名记者工会成员，意大利有23 000名，英国有 

35 000 名（Nies 和 Pedersini, 2003)。

工会在西班牙大众传媒中的权力很有限。他们只在一些公共电视网 

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些电视网中的大多数是在佛朗哥独裁时期建立起来， 

其中许多工人是公务员。例如，公共通讯社AgenciaEFE和 R T V E集团 

(Radio Televisiön Espafiola)就是这种状况。R T V E中包括T V E的频道，La 

2, Canal 24 Homs和六个广播电台。除去这些地方之外，当一个西班牙新 

闻公司酝酿那些可能会对工人带来冲击的改变时，只会引起工会微弱的 

抗议。

一体化编辑系统的釆用并没有引起西班牙商业电视网的劳工骚动。 

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电视网领导不需要与工会协商就可以实现对新技术 

的运用。® 另外，尽管数字技术可能会造成编辑室的减员，但这次转变却 

是在没有减少劳动力的情况下进行。在 Tele5和 Anten a 3 ,电视技术员接 

受了重新培训，并被安排到其他部门，他们一般开始承担新的任务。

另一方面，在公共电视台，工会的压力导致对生产过程进行完全数 

字化十分困难。比如在Canal 24 Horas,尽管它是第一个拥有非线性编辑 

系统的全国频道，但直到现在记者仍然不自己编辑新闻，这项工作仍然要 

视频编辑来做。

工会很早就已经表明他们反对引进非线性编辑系统。他们不无关切 

地谈到，新技术如何使记者可以自行编辑新闻，视频编辑的地位如何受到 

威胁，以及他们的工作又是如何变得多余。比如在T V E ,工会向管理部门 

施加压力，使技术改革的进程基本上陷人停滞状态。

T V E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分部可以作为工会施加压力要求停止数 

字技术引人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西班牙商业电视台刚刚踏人数字领 

域时，这个分部的非线编设备就已经超过了六套。然而，负责制作

① Vicente Valles, 新闻导演，Tele5。个人采访，2001年 12月。Maria Clades，系统管 

理员，Tele5。个人采访，2002年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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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 Angular” 3)或者 “Linea 900”等节目的人员仍然要自己使用过时的 

模拟系统来剪辑其报道的最初版本，也就是脱机版本。尽管新的数字技术 

可以带来诸如减少完成报道所需人员的数量、加快制作阶段的速度等高 

效率结果，但西班牙公共电视台还是被迫对数字技术的使用进行了限制， 

为的就是停止工会和员工的抗议，他们认为如果引进非线系统的话他们 

的工作就会受到威胁。

工会对新技术影响的深切关注导致公共频道中的工会采取了一些着 

实令人难以理解的策略。在此有一个证据，是由来自一个公共电视台频道 

的工会代表和一家地区商业电视台的编导参加的一次会议，后者决定在 

编辑室推广数字技术。工会代表试图阻止主管这样做，并试图说服他维持 

传统的架构和技术，由记者和视频编辑同时负责新闻编辑。他们没有成 

功，该频道的编导不愿改变他的想法。®

结论

在大多数西班牙电视编辑室，数字化的引进都只遭遇了极小的内部 

抵抗。虽然也有一些记者批评数字技术导致了工作负担增加和额外的责 

任，不过大多数记者还是承认新数字技术陚予了他们改善新闻制作的挑 

战和机会。

非线编系统在新闻节目制作中的使用改变了西班牙电视编辑室的结 

构。记者用来报道事件的技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由于 

它应用起来灵活便捷，数字编辑已经在生产进程中普及开来。

技术使得记者可以拥有多种技能。同时，它通过使记者对新闻生产 

拥有更大的控制而增强了记者的能力。然而，大多数记者都不具备新技术

①  Mariona Roca, TVE “广角”节目的制片人。个人采访，2〇02年6 月。Marisol Soto, 
TVE “广角”节目的导演。个人采访，2002年 6 月。

② Jordi Orozco，编导，Td8。个人釆访，2006 年 3 月。Maria S a n c h e z ,记者，TVE。个 

人采访，2006年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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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基本专业技术水平，这就影响了最终产品的质量。西班牙电视台 

的新闻编导承认，现在的最终产品比起推广一体化编辑室之前的产品来 

质量有所下降一 不是从新闻的角度，而是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记者必 

须要知道怎样操作新的设备和视频编辑的基本原则；而且除了一些传统 

的工作职能外，他们还被迫补充特定的技能，以及增加建构视听叙事的 

相关操作知识。不幸的是，大多数记者接受的教育还不够广泛，不足以 

确保他们所要承担的新任务的质量。很明显，提高工作质量的最好方式 

就是提供适当的培训。为此，电视台—— 毫无疑问它们是媒介方面数字 

革新的经济受益者（尽管存在一些来自工会的抗议)一为他们的员工 

组织了再培训课程。然而，在大多数西班牙编辑室，培训从来不是被优 

先考虑的事情。

记者工作性质的改变，新工种的出现（比如系统管理员、媒介管理员 

和超级用户），以及其他工种的消失，特别是视频编辑的消失，都是这些 

编辑室中的结构变化带来的直接结果。

综上所述，技术革新是引发我们在此所分析的一些转变的催化剂。 

反过来，记者正是技术革新的弄潮儿。但是他们同时都是其所有者的工 

具，改变现有新闻业模式的可能性依然掌握在媒体公司手里。过去的几十 

年间引进编辑室的技术一计算机，计算机化的编辑室，非线性编辑和其 

他一些类似的东西一 其目的都是在不改变基本传统的前提下来完善新 

闻业的生产过程。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同样的惯例一直大行其道， 

这一惯例是建立在制度化和消息来源的官方化基础之上。这导致了生产 

时间、成本和人力资源的节约—— 这正是过去2 0年间影响新闻业的主要 

技术创新所追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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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子虚乌有的信息时代乌托邦： 

社会服务部门的知识劳工与客户

万达•赖德奥特（Vanda Rideout)

本章所论述的个案研究探索的是知识劳工与其服务的客户所处的真 

实世界，其背景是位于加拿大某农村/偏远地区的一个基于社区的组织。 

这一研究戳穿了由技术权威和推崇技术至上(techno-centric)的政府用神奇 

手法建构出的乌托邦世界（参见，如 Caimcross, 1997, Canada, 2006; 

Negroponte, 1998)。本研究着眼于社会服务部门中的知识劳工与其客户所 

遭遇的问题。研究显示：（1 )无论有无先进技术，资金和人员缺乏都使 

提供社会服务的知识劳工难以完成他们的工作；（2 )他们所使用的政府技 

术网络有助于深化和扩展对劳工与其客户的科学管理实践，（3 )这些数字 

服务遮蔽了知识劳工们劳动的商品化和客户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

加拿大德文社区发展协会（Devon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的个案研究® 调查了职员们是如何使用先进的信息技术为客户提供就业服 

务。研究使用了几种数据收集技术，以求对提供服务的劳工的日常经验以 

及他们对客户所产生的影响有一个总体性的理解。研究进行了8 次深度访 

谈，访谈对象是中央办公室和下属办公室的职员以及一名委员会成员，另 

外还有一次9 名服务供应商参与的焦点小组讨论。客户的观点是通过212 

份@ 完整的调查问卷和一次1〇名客户参与的焦点小组访问而获取。协会 

工作人员帮助作者基于收人水平、性别、年龄和种族选择了一个具有代表 

性的客户样本，用来进行问卷调查和参与焦点小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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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领本章的是一种政治经济学视角，它帮助解释了研究结果。此处 

所做的分析支持了莫斯可(Mosco)的主张，即先进的政府电子服务系统及 

其附带的网站使劳动商品化的进程进一步扩张(2004: 158)。加拿大政府 

的在线就业服务使得对官僚系统内就业服务的总体权力和控制都集中到 

了中央。此外，通过评估和监测按周、月或年上交服务活动报告的知识劳 

工们的活动，以及将该信息与协会付费服务(fee-for-service)的资金支出相 

连，这一系统还拓宽和延伸了科学管理实践。在客户们进行必需的在线工 

作搜索和上报失业保险的时候，数字就业系统也对他们进行了评估和 

监测。

劳动的商品化

马克思关于劳动商品化的观点始自资本对两种商品的购买：生产资 

料和劳动力。劳动商品化使剥削性的社会关系得以具体化， “将它们以一 

种凝固的形式呈现出来，同时它们又被这种形式自然化”（M〇sc〇, 1996: 

143)。布雷弗曼为我们理解劳动商品化所做的贡献是他对服务和信息部 

门中这一过程进行了经验研究（1974 : 342 - 345)。资本使一项工作的构 

想(conception)与其执行（execution)相互分离。新技术和科学管理实践的 

引人扩展了对劳动场所的控制，并且使劳工去技术化（1974 : 326)。莫斯 

可主张，在信息时代，雇主们通过增加对传播系统和技术的使用增强了对 

劳工的控制，以此扩展了附加劳动过程的商品化（1996: 157)。随后，工 

作的大部分方面都被转变成了管理信息系统的一种延伸（McKercher, 

2002: 14)。

哈维(Harvey)对后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研究强调了作为商品

①  为了遵守新布伦斯韦克大学和国家研究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道德委员会的 

规定，保证劳工和客户均为匿名，本章通篇使用了德文社区发展协会这一假名。
②  调查发放了 400份调查问卷，回收率为5 3 %。

17】



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

的知识的重要性以及知识劳工的增加。雇主们通过利用技术革新加强了 

对知识商品和劳动的控制，从而占有了优势地位（1990: 159)。此外，劳 

动市场经过改革之后变得更为灵活，它们开始依赖兼职和合同制的工作 

安排，全职的、永久性的劳工被取代。他还解释道，合同制的工作安排对 

政府来说尤为有吸引力，因为之前被内化于政府中的工作现在可以“分出 

来给社区”了（1990: 157)。

不过，劳动市场的灵活性仅仅是新自由主义劳动政策所带来的诸多 

改变中的一个方面。通过设定低薪雇佣关系的条件和基调，国家由社会救 

济制（welfare)向工作福利制（workfare)的转变必然会导致一支临时性劳动 

大军被再生产出来（Peck，2001: 21)。它将失业、社会救济福利与工作、 

培训，或者其他意欲迫使或帮助失业人群进人劳动市场的项目联系在一 

起。失业补助和其他社会福利工资也面临着下降的压力。

工作福利制改革包括了劳动市场的再次商品化，途径是将单身父母 

和残疾人等之前被认为是无法就业的人群重新归人可就业人群 

(Bashevldn，2002; Jenson 和 Saint-Martin，2003: 11； Peck, 2001； 214) 0 

就业能力通过工作行动主义(work activism)、技术开发以及通过教育和培 

训缩小能力差距等被强调。加拿大一些联邦政府和省级的就业能力项目 

突出了再技术化和终身学习的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参与这些项目对于 

那些依靠社会救济或接受失业保险而生的人们来说是强制性的（Quail, 

2002 : 33)。

重新修订后的1995年失业保险法案(Employment Insurance Act)以及 

相关的地方性工作福利政策，也通过收紧获得失业保险的资格要求以及 

限制一个人可以获得救济的时间，维持了劳动市场的灵活性。与此同时， 

获得社会救济的标准提高了，可获的补助则减少了。最近有证据显示，工 

作福利政策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加拿大的劳动市场出现了两极分化，其中 

拥有低薪工作的人占了全职劳动力的四分之一（Johnson和 Mahon, 

200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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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线政策

先进的数字技术拥有“可以极大地提高传输速度和灵活性的技术优 

势”，它们同时还可以被用来“扩展信息的商品化”（Mosco和 McKercher， 

2006: 735)。加拿大政府向创新技术和数字网络投人了巨资，其中包括 

骨干网和公共访问中心（Menzies，1996; Rideout, 2002; Shade，1994)。最 

近一次8 800万美元的投资被用来巩固联邦部门通过加拿大政府在线服务 

(Service Canada’s Government On-Line)主动向市民和企业提供数字服务的 

行动。根据2006年政府在线报告，其重点目标是实现“客户自主使用” 

(client driven access)电子服务，提高政府效率（Canada,2006: 1 - 2 )。因 

为政府陷人了斯坦(Stein)所谓的“效率膜拜”（2001: 10)，所以现在有 

130项电子服务可以用来补充诸如面对面、电话和邮件等传统的传播渠 

道。这些服务允许客户与联邦政府进行互动（Canada, 2006 : 74 - 78)。

2〇〇2年，加拿大人力资源发展部(现在改为加拿大人力资源与社会发展 

部)开始在线向个人和企业提供劳动市场和失业保险的服务。在一家网上工 

作库，还可以获得一个基于网络的关于加拿大工作职位的网络系统。电子职 

业介绍网站准许求职者上报自己的技术、教育和工作经验，以期他们的这些 

能力凭证能够吸引到雇主。那些接受失业保险(El, employment insurance)的 

人必须上报所有的工作以及与工作有关的活动。而且他们只能通过电子失 

业保险系统进行上报(Canada，2006; Treasury Board of Canada’ 2003)。

德文社区发展协会的个案研究®

德文社区发展协会成立于1980年，是一项由社区主导（community-

①本个案研究是报告《知识社会中的社区中介者》中四个个案中的一个（Rideoin et
al. , 2006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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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n)的社会经济战略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促进地区发展以及帮助该 

地区的人找到工作。此协会及其三个下属办公室为居住在偏远乡村的90 

个小型分散社区中的871名客户提供服务。目前，有 11名就业顾问/促进 

者和4 名行政人员代表加拿大人力资源与社会发展部提供一系列就业辅 

助服务。

该协会服务地区的失业率至少是全国平均失业率的两倍。该地区 

2003年估计有15 880名劳动力，其中5 2 %都在这一年的某个时候接受过 

失业保险金。大部分失业保险的接受者(62%)是男性，他们平均每人获 

得 6 900美元。一些家庭和个人还向联邦政府和/或省政府请求某些形式 

的社会救济。人们实际拥有的技术与工作福利政策中所要求的技术之间 

存在的差距又因该地的教育水平而更加突出。相当一部分居民——  

4 2 %— 教育水平在高中之下（Rideout et al., 2006)。

德文社区发展协会对客户的就业和学习需求做出回应，提供约15项 

工作福利就业能力服务。最常见的是个人就业咨询、工作搜索技巧帮助、 

客户需求评估、合作创业、技术培训。较普遍的服务之一针对的是那些没 

有高中文凭的成年人，他们要么从省级政府那里接受社会收人，要么可 

以获得失业保险。另外还有一些服务针对的是青年人，为其创造暑期或 

临时工作。协会还帮助客户寻找该地区内的短期工作机会。所有这些服 

务是为客户提供工作、工作经验，某些情况下还会提供正式培训。协会 

还提供相关的经济和社会服务，比如培训客户撰写简历、使用空白表格 

程序，以及创建个人档案。另外，协会及其下属办公室还提供电脑使用 

服务，供客户在联邦政府的在线工作网站上进行电子工作搜索（Rideout 

et al. , 2006: 28)。

协会从加拿大人力资源与社会发展部的一个分支机构，技术学习办 

公室（Office of Learning Technology)那里获得资金，为客户提供培训和终 

身学习技巧。在社区学习网络（Community Learning Network)项目中，该 

资金被用来提供一对一的帮助，员工向客户展示如何操作电子劳动市场 

捜索，这是一种互联网工作搜索，以及如何写简历。这个项目还提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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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升级、再培训以及工作安排，该组织的网站中就有这个项目的广告。 

从 10 — 20个空余名额有7 5个人申请可以看出其受欢迎的程度。对于那 

些被此项目吸纳的人来说，信息和传播技术是必备条件。尽管工作人员 

对这个项目持有积极的态度，因为它有助于改善客户的工作场所技巧发 

展和技术培训，但他们也对其有限的、只有三年的资金表达了强烈 

不满。

提供就业服务的劳工需要很好地了解加拿大人力资源和社会发展部 

的项目，他们才可以为客户提供最适合的服务。这就意味着工作人员需要 

了解市场形势和劳动市场的发展趋势。他们还需要很好地了解本省的社 

会和经济状况以及本地区的新企业。另外，协会还要了解其他地方社区组 

织都在做些什么，哪些组织有望走到社区发展的前列。一位工作人员这样 

描绘为客户服务的协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复杂关系：

我当然需要这些信息……参与者参与该项目的资金或者是由客 

户通过人力资源、劳动与就业、社会救助部获得，或者是一些够格的 

客户从人力资源与社会发展部获得。对我来讲，与每个部门建立关 

系以便了解情况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当参与者（客户）参与项目时. 

他们仍然由这些部门管理。因此了解并且与这些不同的部门建立关 

系对我而言非常重要，只有如此，我才能够得知什么事情发生了，才 

可以掌控它……因为这个项目的参与者可以被他们的[政府]出资 

人拉出项目。（职员访谈6)

工作人员还需要从加拿大的人力资源与社会发展部获取最新的和准 

确的项目信息。例如，项目有所变动时，协会就需要尽快得到新的信息和 

新的表格。工作人员解释道，如果不这样做，客户们就可能收到错误的信 

息，这就往往会导致他们提交一些过期的表格。发生了那种事情，工作人 

员和客户就不得不从书面材料开始从头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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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问题

对协会而言，最大的问题是资金状况。过去十年间，随着省级政府不 

再提供核心资金，协会的资金状况一直在恶化。现在协会获得的几乎所有 

资金都是基于提供具体服务时按量收费所得。一个例外是从社区学习网 

络那里得到的三年资金，此项目是为符合要求的成年人提供技术更新和 

培训。这种状况影响了协会运作的方式：

伴随着加拿大人力资源与社会发展部发生的所有这些变化， 

他们逐渐不再负责面对面接待客户的业务，因此我们接管了该项 

任务。我们整个中心自身也发生了变化。我们曾经是一个年轻的 

中心，持有开放空间的理念，拥有非常轻松的氛围。身着便装， 

穿着牛仔裤，并且试图充满青春活力……但是现在我们变得更加 

正式了一些，我们有了自己的隔间，并且按照约定接见客户。 

(职员访谈7)

在实施付费服务安排之前，大部分就业服务项目是由联邦政府人力 

资源部门的地方办公室提供。许多在德文社区发展协会工作的就业辅助 

官员都曾经在那些人力资源部门办公室工作过。毋庸赘言，基于合同安排 

提供就业服务使该协会与加拿大人力资源与社会发展部的关系亲密了许 

多。这种合同服务(contract service)安排与该协会对网上就业系统的依赖 

使得工作人员仅仅拥有非常少的自主性和处理权。联邦政府部门要求协 

会达到一些量化指标，其中包括为无业和自主创业的客户提供服务的责 

任目标。劳工们谈到了这些变化造成的附加责任和压力。按服务量收费获 

取资金意味着，工作人员必须提交季度、年度报告，这就为协会增加了额 

外的压力，因为一些工作人员最初并不具有此项技能。这显示了数字泰勒 

主义的一种强化，它管理和限制着工作和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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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得到联邦政府和省政府的资金，协会的行政人员必须写无数的 

计划。一位工作人员解释道，对于一个起初身为社区协会的组织来说， 

“这是非常难做到的，因为大多数志愿组织中的职员就根本不具备可以达 

到写此计划的水平的技能，更别说处理它们了”（职员访谈8)。因此这就 

成了协会的就业官员和工作人员的额外负担。

付费服务和项目资金不足以承担协会运作的核心开销。除了后面将 

要讨论的技术能力问题之外，其最明显的结果是对劳工造成了影响。因为 

没有核心资金，所以所有的工作人员和服务劳工都是合同制。而且这些资 

金不足以提供稳定的职位和良好的工作条件。正如之前探讨过的，一些就 

业服务的官员曾经是联邦政府的雇员和加拿大就业移民工会（Canadian 

Employment Immigration Union )的成员，后者是加拿大公共服务联盟 

(Public Service Alliance of Canada)的下属工会。在现有的资金制度下，负 

责就业的官员和所有其他工作人员都被视作合同工，而且不属于任何一 

个工会和代表协会。每年当协会的合同提交上去进行续约审核时，劳工们 

都会担心他们还能否继续工作。

尽管存在上述压力，劳工们却并没有抵制这种合同工作的迹象。相 

反，他们对此状况表示顺从，他们认为，与该地区其他大多数人相比，自 

己这种临时性的工作至少是一份“好工作”。最近，政府与加拿大就业移 

民工会(2006)之间就网上失业保险服务的问题上爆发了一场新的斗争。 

工会认为，失业保险处理办公室的合并带来的效率提高导致了另外的工 

作流失(WWW. ceiu-seic. c a )。加拿大电子就业服务劳工所面临的形势并不 

特殊。研究信息与传播技术对劳动场所的影响的学者已经有了下述发现： 

工作量增加、对劳动过程的管理控制增强，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作流失（参 

见，如，Liu, 2006)。

下属办公室里的劳工的薪水也无法统一，联邦国家和省级政府为社 

会服务工作提供的资助的规模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差异，而劳工的薪 

水就是由这些资助来决定。在做同样工作的情况下，一些工作人员比其他 

一些薪水要少，而这仅仅是因为他们所在的地区不同。六年以来，职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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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劳工的薪水没有任何增长，甚至在生活成本增加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另外，职员还自愿投人很多时间来写资金申请，以续签服务合同。 “我 

想，我一周要花六天和许多个晚上来写申请一有几个星期我不得不连续 

七天一直做一就为了得到足够的项目并且将其维持下去，我想，也是为 

了让我自己有工作可做吧。”（职员访谈1)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了人员变 

动速度的提高。

一些下属办公室有足够的人手来提供所需的服务，另一些没有，但 

却没有资源增加人手。为带薪职员帮忙的志愿者非常少，一些以前的志愿 

者也离开了这个部门去寻找带薪工作了。社区协会既没有人力也没有技 

术能力来持续提供包括终身学习服务在内的信息服务。不稳定的资金状 

况限制了组织的发展空间。另外，尽管工作人员尽心尽力，但这一点还是 

对组织提供在线就业服务的能力带来了负面影响。

协会提供在线就业服务所需的计算机硬件、软件和上网服务都不具 

有被列人项目资金预算条目的资格。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协会 

的电脑越来越旧了，且目前的拨号上网服务既无法满足大量的客户使用 

需求，而且对于提供先进的政府在线就业和失业保险服务来说也供不应 

求。两台分配给客户使用的奔腾n电脑频繁死机，互联网连接也十分缓 

慢。一次两到三小时的工作搜索常常因为系统死机而不得不放弃。就业服 

务官员发现，这些问题在他们试图培训客户使用互联网的时候尤其令人 

泄气。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是关键性资源，不仅对于客户使用来说很重要， 

而且对于协会与下属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之间进行有效的日常员工通讯来 

说也是如此。

客户面对的障碍

为了确定职业选择，就业顾问会对客户进行评估，将客户的兴趣作 

为考虑因素。然后客户和顾问就会来制定一些目标，比如完成中等教育， 

拿到社区学院的文凭，得到大学的学位，或者是获得一张营业执照。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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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还提供职业规划服务。

客户的障碍包括教育水平低和就业技能缺乏。其中一个重要的发现 

是一些服务劳工持有如此看法，客户们的职业道德水平十分低下，尽管事 

实是他们并没有从事全职工作的经验，而且也不了解工作所需的责任和 

义务。劳工抱怨问题的态度与工作福利政策趋于吻合，后者强调的便是个 

人就业能力与工作行动主义。正如前面讨论过的，诸种障碍可以溯源至该 

地区传统上的季节性工作模式，在那里，一年中只有某些时候才会有工 

作。其他一些客户障碍包括，读写技能差，普遍只有初级中等教育水平(8 

年级到1〇年级的水平），缺少证书或文凭。在某些例子中，还包括酗酒或 

吸毒、智力障碍或生理残疾等障碍。

这就意味着在可以培训或再培训一名客户进人劳动大军之前，还需 

要投入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培训只有在就业顾问为客户做完能力测验 

之后才能开始。在能力测验中达到2、3 级水平的客户才有资格进人成人 

基础教育中心获得12年级的证书，并且此后还能继续进人中等职业学 

校、社区学院或者大学。有残疾的人则会被转到一个能力就业合作 

(Ability Employment Cooperation)项目，他们会在那里再进行一次评估，然 

后就联系一名雇主代表客户安排工作。

贝恩斯(Baines)发现，非营利组织的资助机构所规定的新工作管理指 

标并没有考虑到那些需要额外帮助的客户有一些费时的需求（Baines, 

2006)。对社会服务劳工的影响增加了官僚体制的管理强度。再加上电子 

系统的使用，知识服务劳动的商品化进一步加剧。

一些服务项目的标准并不总是能够满足客户的需求。许多客户达不 

到技术培训项目所要求的最低教育条件，通常是高中文凭。他们在进行能 

力测验时也经常达不到申请教育升级所需的规定分数。在此，客户不得不 

在进行下一次能力测验之前自己寻找帮助，进行自学。对于一些客户来 

说，要想达到规定的能力水平也许需要花费几年的密集培训，因此，协会 

面临的一项艰巨的挑战就是一直保持客户的积极性。

有残疾的客户经常不认为或不承认自己有残疾。一旦此情此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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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组织就不能够将客户交给合适的社会服务部门，这就意味着有残疾的 

客户无法得到充分的服务。另外，组织在接触该地区的年轻人方面也有困 

难 ，因为许多年轻人不听广播，不看电视，也不读报。

尽管有这些挑战，参 与 焦 点 小 组 讨 论 的 客 户 还 是 认 为 ，他们在该组 

织的帮助下贏得了 “宝贵的工作经验”，组织帮助的形式有求职面试培训 

和关于使用网上工作库的电脑培训（客户焦点小组）。

提供在线就业服务的挣扎

社区协会一直在挣扎着扮演提供电子政府就业服务的中介者角色。 

大部分工作人员都认为协会没有人才、技术和资金能力来用数字化的方 

式提供现有的服务，更不用说增加额外的政府服务任务了。协会需要新 

的电脑，需要稳定而且支付得起的高速互联网。协会还需要更多受过培 

训 的 职 员 且 对 现 有 职 员 进 行 另 外 的 培 训 。而 这 些 都 需 要 更 多 的 财 政  

支持。

如果考 虑 到 需 求 最 迫 切 的 客 户 当 中 有 许 多 人 除 了 要 为 寻 找 工 作 和  

提交失业保险报告而填写必需的表格之外并不使用电脑和互联网的话， 

使 用 数 字 技 术 提 供 就 业 信 息 和 服 务 对 于 社 区 发 展 协 会 来 说 就 是 一 个  

挑 战 。

协会的职员使用信息和互联网的方式更为复杂。客户的案例是通过  

一个基于网络的政府电脑系统来管理，该系统众所周知的名字是责任资  

源管理系统（Accountable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客户的统计资料  

被输人此集中化的、数字化的科学管理系统中并将客户案例的结果用列  

表显示出来。加拿大人力资源和社会发展部要求社区协会每周、每 月 、每 

年都要上交资料报告，以供项目追踪和责任说明。大多数情况下这一系统 

运作良好，受到了工作人员的喜爱。但令人意外的是，劳工们都没有对不 

间断的评估和此系统基于工作进行管理方面提出质疑。

伴随着裁员和资金削减，过去二十年来这一社会服务部门承担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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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也减少了。同时，该部门还遭遇了新形式的公共部门管理，其中包括量 

化的衡量标准，比如类似会计的处理过程、最佳工作、称职、基准评价等 

指标的约束。这些量化工程损害了职业自主性，对服务的质量也有负面影 

响（B aines, 2006: 1 9 5 - 1 9 6 )。正如德文社区发展协会案例所显示的，使 

用政府在线系统使对所有工作人员进行评估和监测的科学管理实践得到 

进一步扩展。

协会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经常使用电子邮件进行内部通讯，包括将电 

子档案草稿在负责的工作人员之间来回传递。有两个下属办公室可以连  

接到高速网络，还可以通过视频会议进行交流。但 是 ，缺少可以连接高速 

互联网的基础设施还是对提供服务具有很大的影响。接受调查的相当一  

部分客户( 3 3 % )都指出，本地区的宽带设施不能满足需要。另 外 1 5 % 的 

客户指出，高速互联网设施是缺失的》其中一个下属办公室无法使用宽带 

互联网服务器。

尽管拨号上网设施在一些地区物尽其用，但在另一些地区则速度很  

慢 。总体来讲，拨号上网对于提供服务和信息来说是一个制约因素，因为 

它要绑定一条电话线。就像一位工作人员所说的，上网做调查就意味着她 

不能接电话。旧式的电脑很慢而且经常死机。一家位于偏远地区的办公室 

通过卫星接收互联网服务，但是工作人员说速度非常慢，下载一份政府文 

件就要花费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

一位服务劳工描述了在一个没有高速网络的地方，顾客试图完成一  

次网上失业保险申请时碰到的困难：

现在已经没有填写失业保险申请表格这回事了。所有事情都要 

到网上来做，这儿（一个下属办公室）的设施已经过时了，客户们都 

去那儿填写申请表，有些人差不多要掉六次线才能够完成全部过 

程……还有一些人……直接根本不会做，他们就干脆放弃，走掉了。 

(职员访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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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们也明白服务劳工们因为缺少高速的互联网设备而面临的日常 

压力。一位顾客说道： “你 没 法 提 高 速 度 ，拨 号 上 网 糟 透 了 。真的很糟  

糕 。你连上了网，掉线了，又上，又掉线。”（客户焦点讨论）

职员面对的障碍

协会职员和服务劳工说，使用互联网的主要好处之一是可以更快地  

将信息传送给客户。考虑到协会与其下属办公室处在农村 /偏 远 地 区 ，互 

联网连接对于为客户提供服务和信息以及职员之间交流来说就是不可或 

缺的了。从获得资金和提出计划，到收取工作申请，社区协会几乎所有事 

情都在网上完成。但是一个技术密集型的工作场所要依赖那些可以发挥  

作用的技术。服务劳工非常一致地认为，协会的硬件和软件都不足以提供 

就业服务和信息。下属办公室中的一些传真机无法正常工作。供客户搜索 

工作库和撰写简历的电脑的数量也不够。有需求的客户结果往往要等很  

长时间。劳工和职员要么抱怨根本没有电脑可用，要么抱怨电脑不够用。 

在其中一个地方，七个工作人员共用一台电脑。因为资金有限，组织只能 

购买最便宜的电脑，而这些电脑也许没有所需的功能和可靠的质量。职员 

们描述的其他一些问题还包括过时电脑、廉价电脑、电脑死机、对电脑及 

网络提供问题排解和维护的技术支持不够。用一位工作人员的话说就是， 

“我们有点像乘坐着一架只有一个机翼的飞机在飞”。（职员焦点讨论） 

协会没有信息技未培训的政策。一些职员就只在当地的社区学院接  

受了一两天关于微软的 o ffice办 公 软 件 和 C o re l应用程序的课程。微软电 

脑应用程序中先进的 w orkshop也 有 ，但是就像一位工作人员所解释的， 

因为缺乏资金，讲习班仅仅举办了几期。

客户面对的障碍与挑战

客户也面临着一些障碍和挑战，使他们难以利用在线就业服务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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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其中两个最常见的问题是教育水平低下和文盲率高。如果参照职员提 

供的关于一些客户是文盲的信息会发现，客户对于确认文盲是障碍的调  

查问题的响应看上去出奇地少。当这一差异的原因被问及的时候，工作人 

员解释说那些自身是文盲的人往往自己不会如此认为。

在线服务提供的其他客户障碍还包括： 家里没有电脑和网络连接； 

缺少成本和支付能力；对使用信息和传播技术缺乏需求或兴趣；公共上网 

点的操作时间受限。理论上讲，没有家庭电脑的客户可以去公共电脑使用 

网点。这类网点一般都设在图书馆和学校，但是它们往往一天只开放几个 

小时。另外，学校网络的使用量往往很大，这就使客户要想上网非常困  

难 。教育水平低或阅读有困难的客户在使用公共网点的时候也许还会感 

到不自在。结果 ，客户们更有可能去使用社区协会的电脑，其电脑从早上 

9 点到下午 5 点一周五天都开放。

参与了焦点小组的大多数客户都说，他们更喜欢经验丰富的职员或  

就业顾问向他们演示如何使用电子就业服务。 一 个人说， “直接指导比读 

手册或读关于新技术的书要容易得多”（客 户 焦 点 讨 论 ）。客户们还表达 

了出现问题却没有技术支持时的沮丧，这些问题包括过期网页或者是处  

理色情网站 。 一 位服务劳工解释说一些客户非常害怕如传真机和手机等  

技术。许多人都对使用在线设备填写失业保险申请怀有惧怕之情。另外， 

该 地 区 一 些 年 纪 较 大 的 人 抵 触 技 术 改 变 ，对 于 在 线 搜 索 工 作 感 到 很 不  

舒服。

结论

本章探究了信息时代 专 家 所 展 望 的 人 们 普 遍 都 能 获 取 信 息 这 一 前  

景 ，与加拿大乡村的信息劳工及其客户的真实经验之间存在的差距。研究 

显 示 ，政府的在线服务系统和附带网站被用来对加拿大就业服务的权力 

和控制进行了集中化。而且，先进的电子系统通过利用提交活动报告以及 

将该信息与劳工们收费服务所得的薪水相连的方式来对知识劳工们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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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进行评估和监测，从而使科学管理实践得以拓宽和深化。泰勒主义的数 

字形式还在客户们进行工作搜索和报告其求职活动的过程中对他们也施 

以了评估和监测。提供信息服务掩盖了技术手段和合同工作制将知识劳  

工的劳动进行商品化所具有的两面性。另外，工作福利政策和强制客户使 

用在线就业系统也使客户们被再次商品化为短期的临时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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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知识劳动外包：

劳工对新国际劳动分工的回应®

文森特•莫斯可安德鲁•斯蒂芬斯

将美国的知识与文化劳工的工作输往他国这一现象，已经成为学术 

界 、政策界和媒体界所关注的重要问题。本章以一个检视知识领域内的劳 

工 、工会以及社会运动的研究项目为基础，描述和评估了我们所拥有的关 

于外包的知识。有鉴于此，本章对流行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并且揭示出知 

识劳动外包复杂过程中一些未受足够重视的趋势。

由于知识劳动一般无需物质上的远距离移动，因而它的生产过程主 

要依靠远程通信系统，而远程通信的成本也随着技术进步在不断降低，这 

就使我们通常被称为“外包”的做法成为可能，举例来说，外包可以允许 

一 家 美 国 公 司 使 用 中 国 的 数 据 输 人 劳 工 ，使 用 加 拿 大 的 呼 叫 中 心 （cal] 

center)雇员，或使用印度的软件程序员，这些外国劳动力的成本通常只是 

美国同等劳动力成本的一小部分。外包是以商业为导向 （business-le d )的 

新自由主义议程中一种新近出现的手段，这种新自由主义议程改变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契约，当时的社会契约为人提供带有最低生活工 

资的稳定工作，外加一系列福利。而在生产效率的名义下，目前以商业为 

王的力量使工作、薪金，尤其是福利远远无法得到保障。由于外包只是一 

个更广泛的商业趋势中的一部分，且此一趋势还在冲击着保护劳动者的 

社会政策工具，因而劳工们要想进行有效的自我保护就变得更为困难。与 

实现所有公民充分就业和福利最优化的社会民主的理想图景相反，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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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义政府集中关注的是创造好的商业环境，而不管对就业与福利产生 

怎样的影响（Harvey, 2006)。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诸如印度这样的新兴 

自由化经济体中，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政府对培训和教育领域的大规模 

介人对于帮助公民准备好应对一种全球化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来说 

简直不可或缺(Deshpande, 2006)。

不可否认，资本与工作的流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新英格兰19世纪 

的纺织工场曾经是企业策划与商业家长主义的典范，而现在那里已经变 

成了博物馆和公寓楼，工作很早就已经转移出去了，先是转移到南方，现 

在则是亚洲。不过事实可以证明现在的情况有所改变，电子服务工作输出 

到国外变得更加容易和廉价，而且难以进行抵制，因为商业力量几乎空前 

地强大。

工会劳工害怕出现大规模的工作流失，特别是知识领域的工作，这 

些工作主要流向了印度和中国。他们提议立法来对外包进行严格管制，包 

括中止日益增多的政府岗位外包业务，要求呼叫中心的劳工确认他们的 

所在地。但并不是所有的工会主义者都赞同严格管制的要求，比如，美国 

发展最为迅速的重要工会，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IU)的权威领导人安 

德鲁•史特恩（Andrew Stem)认为，这样的举措过时且无益。相反，在 

2005年 3 月硅谷的信息技术执行主管大会上，史蒂文呼吁资方与劳方联 

合起来，为技术工人创设收人折合养恤金（income-replacement)和再培训 

课程(l^ngberg，2005)。他的观点源于一系列日益增多的研究，这些研究 

提议了一些数字时代保护劳工的新方法，其中包括薪酬稳定、持续培训、 

可转让技术、个人资本明晰所有权，以及随身（portable)的健康与退休福 

利，上述措施将对为工业时代的劳工而设立的传统社会保障体系形成补 

充(Stone, 2004)。

为外包进行辩护的标准的商业理由是自由贸易，这是自亚当•斯密

①本论文对传播产业的工会与融合的研究是在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研究会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的资助下得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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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的教科书主导的经济学理论。这种观点认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都专 

注于自身拥有比较优势的资源时，商品与服务、资本与劳动力的开放市场 

就可以带来有效的资源配置。尽管在某些地方可能出现了工作的流失，但 

总体的生产率在提高，财富也在增加。决策者应该鼓励企业与其员工更加 

聪明地工作，将其时间与精力集中于创造、革新以及智力工作，而非严格 

限制外包业务。然而，就像工会主义者在关于外包的立场方面出现了裂痕 

一样，在这一做法的支持者中间也出现了分歧，尤其是当诺贝尔奖获得者 

保罗•萨缪尔森质疑自由贸易和外包所带来的利益时(2004)。而当两名 

资深经济学家向即将发表萨缪尔森当时尚未付梓的著作的期刊提交了反 

驳文章时，这一争论的白热化程度变得更加明显（Bhagwati, Panagariya和 

Srinivasan, 2004； Lohr, 2004)0

理解外包的复杂之处

这些流行观点的每一个都包含基本的真实之处。但是它们也都过分 

简化了一个复杂的过程，该过程显示出了国际分工的巨大变化。大多数外 

包发生在本国，只有1 %或 2 % 的业务过程外包发生在国家之间。美国信 

息技术协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sociation of America)的高层估计，目 

前约有4 % 的美国外包业务被转送到海外，但预测未来此数字将增长到 

40% (Koch, 2005)。尽管相关信息分散在商业报告和商业方案的调研当 

中，但服务工作的外包很明显是一个处于发展中的现象(UNCTAD, 2004, 

见表格IV.3, IV.6)。虽然对外包数字还存在着某些争议，但还是有大量 

证据支持下述结论，即全球外包的比例和数量在上升，并且如果现有的政 

治经济趋势持续的话，这种现象在未来数十年间还将继续发展（Mann, 

2003, McCarthy, 2002, McDmigall, 2005)。支持者认为知识工作有被移往 

任何遥远地点的潜在可能，因为它无须与消费者发生直接联系，无须了解 

本地情况，也无须与业务的其他部分发生复杂的牵连(Porter, 2005)。但 

我们将会在本章后面看到，这些假设存在严重缺陷。

188



第十章知识劳动外包：劳工对新国际劳动分工的回应

大多数关于外包的报告研究集中在业务流程方面，但这只是可能被 

输往海外的一小部分白领工作。其中一个例外是一份联合国的报告，报告 

记录了服务业在世界范围内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外直接投资的项目的资 

料。该报告发现，2 0 0 2至 2 0 0 3年间，共有5 1 3项呼叫中心项目，1 1 3项共 

享办公中心项目，6 3 2 项 1 T 服务项目，5 6 5 项区域总部合作项目 

( U N C T A D ，见表格 IV.7 )。

随着白领工作外包向价值链的上游移动，讨论也从业务处理工作的 

转移变为知识处理工作的转移。这些工作包括信贷、股票、投资的调研工 

作，还有专利申请，知识产权以及资产管理。预计仅印度一国，在未来五 

年就每年需要5 万人以满足其知识处理工作的人员需求。2005年，印度约 

有 300家企业从事知识处理的外包业务，雇佣了约6 万人，包括持照会计 

师，科学学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工商管理硕士、市场调研人员、律师、 

工程师、医生等。中国每年有4 0万名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其中许多人为 

计算机技术专业，中国正在成为此类工作的一个日益重要的劳动力来源 

地。1998年微软开始在中国建立计算机实验室，并且一直在增加对中国 

软件工程师的使用。2004年，通用电气公司在上海设立了一个大型研究 

中心，计划雇佣1200名研究人员（Buckley, 2004)。所以，尽管很难非常 

准确地预估外包的未来发展前景，但是外包工作的数量增多与层次提升 

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 一 位专家推断，这一趋势将会以大多数专家顾问无 

法相信的速度发展(Roach，20(M)。

美国每年从印度进口 50亿美元的软件，成本方面的考虑是其主要推 

动力（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2004)。调查中约有7 0 %的公司在被问到 

为何把服务工作送到海外时，确认此举是为了节省劳动成本，而这又是通 

过将几个特定国外地点的活动统一起来而实现(UNCTAD)。美国是此行动 

的主要发起者，其包揽了全部出口导向型的信息与电信工程的三分之二， 

其中包括了所有呼叫中心项目的60%(2004 : 26)。2005年公布的文件显 

示，ffiM计划在欧洲和美国裁减13000名员工，而在印度增加超过14 000 

名员工(Lohr, 2005)。尤其重要的是，公司在2005年 11月宣布，将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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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设立外包公司设计高端芯片，这是第一个在I B M自己的公司以外设立 

的生产电源架构(Power Architecture)芯片的中心(Rai, 2005)。

在发生劳资争端时，外包还可以被用于增强资方的力量。比如2005 

年，加拿大第二大电信服务提供商Telus公司对11 500名身为电信劳工工 

会(Telecommunications Workers Union)会员的员工采取了停工措施。作为 

此次停工行动的准备，公司在印度和菲律宾设立了呼叫中心，将接线员与 

客户服务的工作转移到了那里。另外，已经将其运营范围扩大到阿尔伯达 

总部之外的Telus公司，还雇佣了一家印度子公司来完成技术工作的主要 

部分，以整合公司的国内服务（Mosco与 McKercher, 2006)。

美国企业还对美国移民法中的相关规定进行利用，规定为当联邦政 

府认定美国国内的劳工不足时，美国企业可以临时引进熟练的技术工人。 

总部位于西雅图的高科技工人代表组织，华盛顿技术劳工联盟 

(WashTech)坚持认为，企业是在利用H - 1 B 移民签证（短期技术移民签 

证)来引进廉价劳工。这不仅会降低薪金水平，而且会使外国劳工接受完 

培训，回到本国后依然只能继续为这些企业在国外的外包机构工作。正如 

一位公司经理所承认的，公司正在利用签证程序“作为一种引进普通低薪 

雇员的手段。它们甚至懒得去寻找美国的劳工”（Holstein, 2005)。这些 

被引进的知识劳工正是学者(Chakravartty, 2005)所说的全球化中的“弱势 

胜者”（weak winner), 他们通过H _ 1 B签证程序被利用，这一程序存在 

固有缺陷，它为剥削移民劳动力提供了机会。最为重要的是，查克拉瓦蒂 

指出，进步的劳工组织可以在团结移民劳工与美国本国工人方面扮演重 

要角色。

出乎一些人意料的是，大多数知识工作外包的接受方是欧洲和北美 

的国家。2002至 2003年间，超过一半的外国呼叫中心项目都给了发达国 

家，其中以爱尔兰、加拿大和英国为首。2001年，所有国外服务市场的总 

额达320亿美元，而爱尔兰就足足占到了四分之一。发达国家可以为美国 

企业提供一些成本优势，不过它们受到青睐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 

可以提供受过良好教育的熟练技术工人。而且随着技术使种类日益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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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输出服务渐渐向知识链条的上游延伸，这一点变得尤其重要。呼叫中 

心的工作需要员工具有良好的沟通技巧并对本地市场了解。由此就有助 

于理解，为什么并不能提供显著成本优势的加拿大会成为美国呼叫中心 

公司的重要劳动力来源地。事实上，加拿大的法语地区与双语地区也为法 

国公司提供工作。但对于那些可输出性日益增强、且要求更高的工作来 

说，教育与技术甚至是重中之重，比如软件工程、建筑设计、金融分析、 

放射诊断，以及法律服务。虽然也有一部分这类工作流向了印度，但它们 

更多流向了爱尔兰、加拿大、以色列以及英国。所以，尽管印度、中国也 

越来越多地被挑出来作为接受了外包工作的廉价地域，但其实承担了大 

多数知识产业工作的国家基本上都是西方国家。

我们正在关注的是一种新型的全球流动，它比通常认为全球流动就 

是将工作从高薪地区输送到低薪地区的那种观点要复杂得多。工作向四 

处流动，而它们究竟流向何方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诸如语言、技术、教 

育等要素促使工作在发达国家内流动。另外，一些工作还不止一次地转 

移，比如，从美国转移到加拿大，再转移到印度。一位总部设在波士顿的 

软件外包公司的管理者说： “某些情况下，我们用加拿大为印度打前阵， 

我们发现这样做可以避免人们对移往印度持有的争议。”（Austen, 2004)

今天对印度和中国的关注可能有些过火，但在未来这大概就不过是 

小巫见大巫而已。有一些估计指出，当然它们也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方法上 

的质疑，到 2015年将有三百万到四百万份服务业工作从美国转移到欠发 

达国家，仅金融服务业就有二百万岗位。

一个更加有趣的发现是，发展中国家并非只是依赖于占主导地位的 

第一世界国家的廉价劳动来源地，它们其实也正在外包进程中担当起领 

导者的角色。2〇〇5年，总部在印度的跨国公司ICICI OneSource收购了纽 

约布法罗外的一家美国公司，这家公司为美国的信用卡公司处理“晚期” 

(late stage)信用卡的托收业务，或已长期欠款的账单业务。2006年，印度 

的阿迪亚波拉集团（Aditya Birla Group)的业务流程外包（BP0)部门——  

Transworks,收购了加拿大专做B P 0的米纳克斯公司（Minacs),这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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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业务涉及汽车制造、消费品、金融服务、政府业务、电信和技术等领 

域，其中联络中心业务占了其收入的67%(Taganas和 Kaul，2006)。印度 

跨国公司收购美国和加拿大企业的意义不应该被那些仅仅将外包视作美 

国新殖民主义延伸的人所忽视。同时，也不应对印度企业超出国界去寻找 

收购机会的做法感到意外，因为近来有迹象表明，与跟国内企业的合作相 

比，位处印度次大陆的企业与外国企业的合作更紧密（Taganas和 Kaul, 

2006)。在 ICICI的案例中，加拿大的法语语言能力.天资与文化使其拥有 

为加拿大的双语市场、美国及欧洲部分地区提供服务的优势（Galt， 

2〇〇5)。而且，由于Minacs当前收人的4 9 %都来自美国市场，因而收购这 

家公司就使得这家总部位于印度的公司获得了直接进人世界最大经济体 

的途径。

在另一个重大举措中，印度最大的信息技术服务提供商一塔塔咨询 

服务公司(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也是印度第一家年收入超过10亿美 

元的企业，在温哥华建立了基地，一方面是为了増加其在与加拿大企业增 

强美国外包业务时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也在培训可为其国际客户服务 

的技术工人。温哥华是继多伦多、蒙特利尔、渥太华之后，塔塔进人的第 

四个城市，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因为这里靠近西雅图信息技术聚集 

区，当然，尤其还因为温哥华也靠近位于华盛顿雷德蒙德的微软总部。塔 

塔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其又与位于温哥华地区的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及多伦多的约克大学签订了协议，允许计算机科学系 

的学生到塔塔实习，为公司开发软件。一项研究强调，这一新动向克服了 

印度IT企业中存在的大学与产业间的合作十分有限的问题（Taganas和 

Kaul，2006)。在北美拥有8 000名员工，且决心积极谋求在全球发展业务 

的塔塔证明，印度只是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公司的低薪劳动力的堆积场的 

形象是错误的(Fong, 2004)。不可否认的是，也有许多有关长时间工作、 

低薪酬、工作环境恶劣、高压管理的传闻，对印度高科技工作的相关描述 

充斥着此类议论（Dutt, 2004; Kumar 和 Verghese, 2004; Nandgaonkar, 

2005, Sinha, 2004)。但是印度的主要企业也已经很好地掌握了如何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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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劳动场域中的全球领军者。

一些人指出，当代外包最具讽刺意味的地方在于亚洲的发展曾因西 

方国家而停滞，三百多年之后，亚洲终于开始向西方实施经济复仇 

(Monbiot, 2003)。英国的工业主义在摧毁了印度的制造能力之后取得了 

成功。在两个世纪的殖民压迫中，印度被迫为英国的工业提供原材料，但 

被禁止生产那些可能与英国相竞争的成品。现在，几个世纪之后，工作的 

流向颠倒了，印度的知识产业部门正在以英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受损为代 

价取得发展，印度呼叫中心的主管甚至在向他们的英国同行讲授如何成 

功地运营B P 0企业（77m« 2006年 8 月 2 5日），由此看来经济发

展当中也不乏讽刺感。

ICIC1进军美国心脏地区和塔塔打人温哥华市场还为外包问题的另一 

个关键但很少被注意的维度提供了证据。尽 管 有 “地理终结”（end of 

geography)的前景预测，而且其预测还催生了迷思制造中的小产业，但是 

地域和文化因素依然重要（M〇SC〇, 2004)。另外还十分有必要考虑，新自 

由主义的去中心化和不稳定性，还具有区域发展不均衡以及各种政治经 

济力量之间存在强大竞争压力的特征（Harvey, 2006)。ICICI收购一家布 

法罗公司，并且利用其拓展北美的票据托收业务的决策就表明了地域与 

文化的重要性。该公司的北美地区业务主管说： “比如，晚期信用卡的托 

收业务，基本上都是一些已经过期一百二十天到一百八十天的账单，就 

应该由设在美国的机构来处理，而不应由国外的机构来处理”（Galt, 

2005)。这主要是因为所处地点靠近市场的雇员会更熟悉当地环境，如 

工厂的倒闭或普遍的高失业率等，而上述情况会影响托收业务的成败。 

与此相似，塔塔选择在西北太平洋地区建立基地也就是承认了，即使信 

息可以以光速传递，企业要想成功还是得实地处于或接近其商业活动的 

中心地区。就如同微软必须要在班加罗尔建立实体机构，以利用全球经 

济中这一重要的高科技活动汇聚地一样，塔塔也有必要在温哥华建立基 

地。另外，塔塔的举动也显示了文化对于知识产业的重要性。对地域和 

文化的考量，正是爱尔兰、加拿大和以色列成为外包的重要参与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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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的确，企业开始越来越多地转向印度和中国开展包括业务和知识处 

理工作在内的外包业务，并且低成本的劳动力确实是一个影响因素。但这 

是对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所做的十分简单化的解释。考察一个近在眼前 

的例子，当拥有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通用电气买下了墨西哥的西 

班牙语电视台Telemundo时，它就开始将Telemundo所在的墨西哥的电视 

制作业务外包给迈阿密，后者已经成为西班牙语产品的制作中心，而此项 

业务原本是在拉丁美洲完成。

来自工会劳工的抵抗

劳工们对上述新变化的反应需要放在北美的工会面临危机的背景中 

考察。自从1983年达到了 20.1%的高位以来，美国工人的工会人会率一 

直在持续下滑，而 1983年是第一年有可比较的工会数据可查。2005年只 

有 12. 5 % 的周薪和月薪劳工属于工会。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Ü.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数据，这一数字低于2003年的 12. 9 % 和 2004年的 

12.7%。相比于政府部门劳工36.5 % 的工会人会率，私营企业成员的工会 

人会率更低，约为7.8 % 。2004年工会人会率最高的两类职业群体一为教 

育、培训与图书馆业；另为保护性服务行业，其入会率分别约为38.5 % 和 

37%(U.S. Department of Labor, 2006)。第一类群体集中在知识产业部 

门，意味着此一快速扩张的领域中存在着工会发展的可能。在加拿大，工 

会劳工的状况略微好些。2005年，有 30.7 % 的劳工是工会成员，比2004 

年的30.4 % 略有提高(Bedarf, 2005)。一份2004年的政府报告显示，72% 

的加拿大公共部门员工和1 8 %的私营部门雇员为工会成员。但是，加拿 

大的工会密度（union density)也在降低，低于 1990年 3 5 %的工会成员率 

(Statistics Canada, 2004)。当然，我们需要将这些数字放在当时的历史背 

景中来看：工会人会率水平在2 0世纪20年代降到了低谷，不过却在20. 

世纪30年代出现反弹，并且此高峰期一直持续到2 0世纪50年代初。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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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尽管工会密度在下降，但工会会员的绝对数量却随着美国和加拿大劳 

动_ 体的整体扩张而在增长》

抵制外包有多种形式。其中一股重要的抵制力量源自北美，具体来 

讲是由于工会主义和由主要工会衍生出来的劳工联合会发生了改变，特 

别是信息传播领域的工会。这些改变原本是为了应对工会劳工所面临的 

总体危机，不过，具体来讲是反对工作因外包而流失到国外的过程的一部 

分，尤其是反对知识产业中的工作外包。在美国，包括国际印刷工会 

(ITU)、 报业行会（Newspaper Guild)、广播业雇员与技工全国联合会 

(NABET)在内的几家媒体工会已经加人了美国传播工人协会（CWA, 

Communication Workers of America)。

融合型工会（convergent union)的典范，C W A 喜欢自称为“信息时代 

的工会”，C W A 所代表的领域包括电信、广播、有线电视业、报纸与通 

讯新闻业、出版、电子与一般生产，以及航空客户服务、政府服务、保健 

和教育。加拿大最大的通讯劳工工会一传播、能源和文员工会(CEP), 

采取的是相似的模式。C W A 与加拿大的N A B E T和ITU以及报业行会的其 

他单位进行了合并，其成员来自造纸厂、电话公司、报纸、电台、电视 

台，也包括美工、酒店职员、电脑程序员、运输司机、护士。此外，主要 

代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电话工人的电信劳工工会（Telecommunication 

Workers Union),也已经能够将它的管辖范围延伸至阿尔伯塔省的电信劳 

工，这是因为加拿大的劳工管理组织一加拿大劳资关系委员会（Canada 

Industrial Relations Broad)认定技术与产业的融合体最好由一个融合起来 

的工会来代表，其中的每个工会都在抵制外包的斗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C W A 尤为积极地争取在高技术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它采取行动主要是 

通过类似行会的信息技术工人协会。从本质上讲，技术融合、工作融合以 

及公司并购已经使整个知识产业中的工人团结到了一起（McKercher, 

2002)。

2005年，合并问题在美国成为热门话题，当时，2004年共和党大选 

获胜，工会密度不断下降，紧接着，美国劳工联盟-工业组织协会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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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L - CIO)中的几家主要工会威胁要撤出，除非联盟批准新的重大合并 

与其他组织变革。在 SEIU的带领下，这些工会要求联盟将几个成员工会 

联合起来，并且将资金从它自己的研究与政治活动中转拨到基层组织中 

去。AFL-CIO提出了妥协方案，但没有成功。几家工会离开联盟，成立 

了它们自己的改变求胜联盟(Change to Win Coalition)，该联盟拥有540万 

名成员，致力于加速发展工会组织。

第二个反应是社会运动工会主义扩张到了知识劳动岗位中，尤其是 

通过组建劳工协会，在未对集体协定进行正式协商的情况下提供福利。劳 

工协会在兼职的永久雇员，即所谓的永久性临时雇员（permatemp)中作用 

更为突出。这些劳工组成工会尤为困难，因为他们一般为职业代理机构工 

作，而非为高科技企业本身工作。劳工协会在加利福尼亚的硅谷风生水 

起，此地足足有4 0 %的工人是以不规范的方式被雇用，另外还有西北太 

平洋地区被微软所支配(Brephy, 2006)。这些协会的诸多目标中包括使流 

动性高的劳动人群获得随身福利，为没有资格获得雇主所给福利的劳工 

提供终生培训、岗位分配、咨询和保健计划。

这种协会中有两类人物在知识领域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类 

代表的是技术密集型劳工，另一类代表的主要是内容生产者。华盛顿技术 

劳工联盟(WashTech)可以看作是前者的一个例子，它是C W A 位于西雅图 

的分支机构，是由微软一些怀有不满的永久性临时雇员成立（van 

Jaareveld, 2004, Brephy, 2006)。WashTech中包括各种各样的技术工人， 

如程序员、编辑、网页设计师、系统分析师、校验员、测试员、工程师， 

他们的目的是得到更高的薪水、健康福利、假期津贴、享有退休计划、折 

扣认股权，以及在岗培训。WashTech的行动在微软获得了成功，尤其是 

针对被公司归为临时工的劳工重新争取到了薪酬和福利，公司原本是不 

给他们永久性雇员所享有的福利。今天，WashTech所做的主要是反对将 

科技工作外包到印度和中国等地，并且它已经成功地说服一些国家立法 

者停止了外包政府的技术工作。

内容生产者也在积极地建立劳工协会。 “今日工作”（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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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是一个总部位于纽约的维权组织，代表的是自由撰稿人、顾问、临 

时雇员，特别针对的是高科技繁荣时期的硅谷一带。它在为其成员提供基 

本的医疗保险方面尤为成功。代表网络制作员、绘图员、设计员的平面设 

计人员行会(The Graphic Artists Guild),致力于改善工作环境，另外还会 

介人有关版权、税务和其他重要的知识政策问题的政策争议。创意者联合 

会(Creatore Federation)代表自由撰稿人，它曾经赢得了一场重要的诉讼， 

这场诉讼关涉的是出版者须经自由撰稿人同意后方可将其作品收入到数 

据库的问题。此外，约有 5 〇〇〇名会员的美国全国作家协会（National 

Writers Union)还提供了合同模板，与出版商谈判时的建议，以及为不享 

有保险者提供福利。

在国际上，我们也看到了保护高科技工作者利益的组织正在发展， 

它们由一个总部设在日内瓦的组织，国际工会网络（UNI)领导，UN1是在 

合并了四个横跨商贸、金融、电信和媒体领域的工会联盟的基础上建立 

的。成员工会包括了 1 50个国家的1 500万劳工的UN1,是抵制外包的全 

球网络中的核心组织之一。UNI令人吃惊的地方在于，它不仅有能力加强 

分散的知识与服务部门内各行各业之间的合作，而且还可以与像印度这 

样在外包活动中获得了工作的地方的劳工组织建立联系。UNI并没有要求 

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相反，它在过去两年中公布了一些文件，比如呼 

叫中心公约（Call Center Charter)、海外业务公约（Offshoring Charter),以 

及一份关于工作场所监管的指导文件。其目标是在所有国家建立关于工 

作场所健康与安全标准、福利待遇以及薪酬的管理框架。这一总部设在瑞 

士的工会网络有潜力激发国际工会主义，将不同国家和产业部门的劳工 

有效地团结起来，并且可能会更好地应对业务被移往海外与外包带来的 

影响。

抵制行动在一些身为外包目的地的国家也开始发展。其中特别值得 

一提的是印度的新工会组织(New Trade Union Initiative)，该组织联合了全 

国 100多家工会。2004年 12月，新工会组织向美国派遣了一个代表团， 

与九个城市的工会和劳工协会领导进行了会面，商讨应对外包的共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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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这是一个重要的新情况，因为它是在流失工作的国家与获得工作的国 

家之间搭建桥梁的第一步》印度的工会也赞成在高技术部门与服务部门 

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但是他们更关心工作环境与外包工作的可持续性。正 

如一位代表团的访问领导所说： “工作正在流向印度，但不是因为薪酬上 

存在差异，而是因为外包工作缺乏管理。印度没有关于工人最低工资或最 

高工时的法规，而跨国企业正是在利用这一点……人们一天工作16个小 

时，经常还有夜班，这是美国从事相同工作劳工的工作强度的5 倍。” 

(Dutt, 2004)

印度工会主义者看到了常常由印度公司推动的高技术产业在中国和 

亚洲其他地区的发展，担忧高科技产业的扩张还将维持多久，这并非没有 

道理(Dutt, 2005)。印度的抵制已经得到了某些来自国家层面的注意，其 

中代表案例如一家名为《ff印度时报》（_ /Mia 的英文报刊，

刊登了一篇呼吁终结工会与罢工的社论。该媒体如此回应一场有6 000万 

劳工参与的大罢工，媒体称： “也许已经到了由国会拿出行动计划，制定 

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时候了。采取行动可以从禁止工会与罢工开始，并永久 

地将印度从这样的灾难中解放出来。”（2005年9 月 3 0日）

印度是一个知识和服务部门对组织集体工会拥有各种混杂主张的明 

显例子。即使印度呼叫中心的工作环境臭名昭著，但是商业报刊却热衷于 

指出劳工们根本无需工会来维权（Srinivasan, 2005)。Wipn)的首席执行官 

阿齐姆•普莱姆基(A^rn Premji)担心在此领域要求建立工会会影响印度 

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Sandhu，2006)。W N S 全球服务公司的首席执行 

官纳杰 •巴加瓦（Neeraj Bhargava)说： “工会化会赶走客户，杀鸡取 

卵。”（7Ym«〇//mfc，2005年 12月4 日）尽管如此，印度信息技术服务工 

会(UNITES)还是在2006年与位于钦奈的外包服务企业Excel签订了第一 

份集体谈判协议。

一些试图将国际劳工联盟和身处外包工作主要接收地的劳工联合起 

来的力量也在使工会化继续成长。比如，国际工会网络（UNI)对印度信息 

技术专业人员论坛(ITPF)保护B P O领域的劳工利益免受不公正的劳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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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行为损害的活动给予了支持。ITPF在班加罗尔和海得拉巴举行了公共 

会议，进行了工会组织动员，这个协会现在已经包括了7 个不同城市的 

分会。该组织有一个引人注意的特点，即组织是作为社团而非工会注册 

的。隶属于丨T P F的工人不想与工会有牵连，因为他们认为工会是与蓝 

领工人联系在一起的（Sandhu, 2006)。此类组织更倾向于标榜自己为 

行 业 工 会 或 像 WashTech这 样 类 似 于 运 动 的 组 织 （movement-like 

organization),而不是传统工会，这些组织认为自己可以更好地代表信 

息技术领域的劳工。

抵制可能会变得更加激烈，特别是当外包看上去出现了鱼龙混杂的 

结果之时。2005年会议委员会（Conference Boarf)的一份报告显示， “所 

有移往海外的经营活动中足有一半注定失败”。报告告诫企业不要在没有 

周密规划的情况下草率进人外包业务领域（Koch, 2005)。贝恩公司 

(Bain&Company)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企 业 “外包越来越多，从中获利 

越来越少”。尽管欧洲、亚洲和北美的大企业中有8 2 %多多少少地利用过 

外包公司，而且其中有5 1 %的企业曾将业务外包到国外，但是近一半的 

企业表示外包的结果并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心〇nom^, 2005)。2006年， 

英国能源巨头Poweren公司舍弃了其在印度的呼叫中心，将它们移回英 

国。这一新变化出现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在印度业务流程外包（BP0)业 

中扩散开来的恐慌，他们担心尽管劳动力成本可以大大降低，但许多外国 

企业仍然不愿意冒险面对因将业务外包到海外带来的负面宣传和客户的 

反对(Cuadüm 2006年6 月3 0日）。汇丰银行班加罗尔呼叫中心

的一名职员出售客户个人信息的行为，导致舆论认为国外呼叫中心所雇佣 

的是一些不可靠的、存在不良行为的员工。尽管此结果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 

印度劳工所持有的排外仇视和赤裸裸的种族主义看法，但也实实在在地为 

印度这颗正在崛起的经济新星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正如大卫•哈维的 

评论： 1 震荡起伏的国际竞争所影响的成功或失败从来无法定论，今年的 

成功可以很轻易地成为明年的失败。”

199



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

文化与权力的地形图

总之，从丹尼尔•贝尔在对后工业社会的早期描绘中表达了乐观展 

望开始，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实，未来几年外包实践将如何发 

展还不确定，仅仅基于高技术企业的战略计划而做出的简单预测根本就 

不靠谱。外包是多层面的，它是日益复杂的国际分工中的一条道路，而国 

际分工绝非只是服务性工作简单地由高薪国家向低薪国家流动。许多外 

包活动发生在发达国家之内，或者是发生在连接了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 

经济体的链条之中。发展中国家的本土公司正在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 

施展拳脚，使关于外包运作方式的传统观点遭到了质疑。另外，发挥作用 

的不只是技术和薪水。地域与文化也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其影响也许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大。

外包所具有的更广泛的政治经济意义是什么呢？很多迹象表明，外 

包无疑是全球资本主义深化和扩张的一个主要步骤。全球劳动力的加速 

流动随着资本运行而推进，并且其进行的方式对简单的主导国家和独立 

国家的观念提出了挑战。国家之间的深层不平衡根深蒂固，但即使是承 

受着贫穷和殖民主义带来的某些最极端恶果的国家当中也有一些重要 

的参与者，其中也包括位于全球资本主义的重要前沿的本土参与者。世 

界并不是由平稳的权力峰谷构成的，绝非如托马斯•弗里德曼（2005) 

的畅销著作所声称的是一个越来越平的世界，也不是环境主义者喜欢想 

象的二个“闪耀的蓝色玻璃球体”。事实上，外包的研究暗示了一幅复 

杂且正处于变动中的政治图景，资本的扩张与劳动的商品化是其主导推 

动力。

外包又有什么样的文化影响呢？ 一方面，外包有助于抹平文化差 

异。印度呼叫中心的劳工在接受培训时使用的是西式的英语和西方的 

文化习俗（从运动到购物），这证明外包推动了西方文化的传播。但 

是，印度和其他非西方企业扩张到美国和加拿大，则又是在承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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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差异难以轻易跨越，这就为数字世界的“身份政治”增添了一个 

新的维度。地域和文化具有影响的结论也就是确定文化地理至少存在 

不均衡。

如果世界既不是平的，而且也无法清楚地在高峰和低谷之间做出划 

分，那么政治影响就有可能会像地形状况一样复杂，有时也与其一样奇 

特。西方国家的工人对外包是抵制还是欢迎，主要取决于他们是失去了工 

作还是得到了工作。欠发达国家的劳工之所以欢迎外包，是因为外包可以 

带来就业机会，但是当他们的工作没有任何管理保护，比如限制工时、设 

定最低工资、保证基本的职业安全和健康标准时，他们对其便不再那么支 

持了，而现实情况也常常如此。其结果就是来自工作场所的纷纷抵制，其 

对传统工会带来了挑战，而且也催生了新型的劳工组织，还引发了新型的 

全球劳工联合。由于这项活动越来越多地涉及知识、信息和媒体领域，因 

而给予新型的“处理文化的劳动”（the laboring of culture)更多关注将会使 

传播学者从中受益(Denning,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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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新”经济/传统劳工：

创造力、扁平性及其他新自由主义的迷思

惠•卡普尔

一个最著名的似是而非的说法是，我们生活在使世界变得更加扁平 

化的新经济之中，这种宣称可从印度信息技术工人的形象中获知。对于新 

自由主义的拥趸者来说，将最古老的、最陈腐的以及东方化的印度男人和 

女人转而看作是支撑“新”经济的“新”劳工，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我们 

如何将这个貌似扁平的世界(2005)与种族化和社会性别化的差异相协调 

呢？本章讨论将生产电视电影节目、文化和通信作为重要的商品经济，该 

经济此前曾用创造力/美学的概念让我们变成消费者一现在是怎样用创 

造力来向美国工人证明国内工作日趋朝不保夕和国际分工两者的合理 

性。在关系到将信息和技术工作外包给印度时，情况尤其如此。

第一，媒介图像。 《连线》杂志（1^^)2004年 2 月刊的封面是一只 

妇女的手，这只手满是印度手绘，或者是用指甲花刺上去的。正如此例， 

其形象就是一种融合了现代计算机技术与印度人工手绘的方法。不甘示 

弱的《时代》杂志印賊)在2006年 6 月 2 6日登载了一幅穿着印度传统舞 

蹈服装、戴着耳机打电话的妇女。讨论苹果产品的网络杂志《̂果事务》 

(Zlpp/e Mattel)在 2006年 3 月 1 0日细说该杂志在印度班加罗尔的一个技 

术支持中心的开业故事，并配有一幅经过数据处理的图像，该图像展示了 

一个莫卧儿美女手里拿着一个苹果。

这 些 “他者化”（otherized)的印度女工形象，均盛装上阵（或者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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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个例子中妇女正在脱下衣服）并渴望取‘悦或引诱观众，印度妇女的形 

象与那些标准的白人、北美人和女IT员工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图 

像中，她们看起来很幸福，能平衡家庭和工作，就在他们家中取景，甚或 

可以抱着孩子工作。求职网站如WWW. parttimeincome. org上的图像相当典 

型，如 此 “他者化”的叙事方式也包含了印度男性员工的形象。例如， 

2006年 6 月 3 日， 《经济学人》（•EcoMmk)封面上刊登的印度员工，一边 

开始做瑜伽，一边在他们的手提电脑上工作。

总体而言，这些媒介图像囊括了“新”经济的两个迷思。第一个迷思 

是 “新”经济将劳工转变成一种创造力的表达，抛弃了 19世纪和2 0世纪 

初期工厂或办公室工作中异化的、公私分立的特征。第二个迷思是数字技 

术使得工作场所扁平化或者水平化，结果就是每个人，只要他有耐心并遵 

守规则，就都能实现美国梦。这两个迷思对于美国工人阶级来说，就是众 

所周知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第一个迷思就是胡萝卜，它预示了这么一个 

前景，即随着繁重的工作向海外转移，外包给温顺的和日益女性化的印度 

劳工，美国工人最终将能够从事有意义的和有想象力的工作，工作的氛围 

将不再被互相竞争的家庭与工作需求而损毁。用托马斯 •弗里德曼 

(Thomas Friedman)的话来讲，产业外包让美国人“做他们最擅长的事，那 

就是开创未来”（2005: 398)。弗里德曼在2004年 2 月 2 9日的《纽约时 

报》（A b  y〇rfc H m « )专栏里面向美国人带来一个好消息，把自己想象成 

当今的克里斯多佛•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即印度人迫不及待地 

想要变得和我们（美国人）一样，专栏的题目很形象，就叫作“三十只小 

海龟”。弗里德曼赞誉“印度人很好客”， “几天前，仅仅因为能完美地 

发音，我就受到了一群2 0来岁的印度青年的热烈欢迎。”他访问了印度 

电话服务中心一个叫作“口音中立化”的班级，该中心对学生进行加拿大 

口音的训练，在详细述说了这一访问之后，弗里德曼说道，他所获得的热 

烈欢迎是源于他对“三十只小海龟”的地道的加拿大发音（他解释其口音 

是自然的，因为他原本就来自明尼苏达州）。在该专栏的最后部分，弗里 

德曼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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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欲何言？是要说获得工作对印度年轻人比对美国人更 

重要吗？绝不是。笔者在此强调的是，对于产业外包而言，绝不仅仅 

只是经济学上的意义。同样还有地缘政治学。在一个网络化的世界 

里，我们国家的经济将不可避免地淘汰掉某些低工资、低声誉的工 

作。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工作将会转移到印度或者巴基斯坦之类的 

国家，期间，对他们而言，工作是高工资、高声誉的工作一 我们不 

仅创造一个更繁荣的世界，我们还创造一个对本国2 0来岁的年轻人 

来说更为安全的世界。

第二个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迷思就是大棒：对那些不创新或者达不到 

“新”经济要求的美国个人而言，他们肯定要被别人抢走饭碗，因此他们 

都准备降低薪酬。为劝诫美国工人不要懒惰，弗里德曼有如此的论述：

关于二战之后的美国，有些东西使我想起传统的富裕家庭，他 

们的财产在第三代子孙手里便开始被挥霍。而第一代家庭成员则是 

埋头苦干的创新者，第二代家庭成员守住了家业，而他们的子女则 

继续着前人的路，开始变肥、变蠢、变懒，并开始挥霍财产。我知道 

这种说法过于尖刻，总体上过度概括化，但是当中仍然包含了某些 

真理。当我们战后第三代的子女长大成人，美国社会在2 0 世纪9 0 年 

代就开始下滑了（2〇〇5: 237)。

弗里德曼借用改编过的说给他自己孩子听的古老故事来作为书的结尾， 

以此劝诫孩子们要完成家庭作业，因为印度工人和中国工人正在你们 

的工作虎视眈眈”。（2005 : 237)

正如丹•席勒(19%: 197)所详细论述的，对传播和文化的激进式研 

究，认识到文化/信息领域中正在发生的情况是， “长期的历史压力促使 

向产品资本化进行转变”。结果就是学者在社会整体性的语境研究文化和 

信息。为理解文化产业中的劳工，文森特•莫斯可提议（1996):我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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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停留在结构上面，即文化产业中劳工如何创造剩余价值，而应该把我 

们的分析扩展至理解主体性（subjectivities)的生产方式层面。文化产业中 

的劳动，被神秘化为创造性的劳动，在当下，其又被宣传为新自由主义理 

想化的工作，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惊异，因为文化生产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核 

心产业。为弄清楚妨碍全球工人阶级意识形成的困难所在，有必要理解资 

本主义社会中创造力的历史及其意识形态的作用一换句话说，如何利用 

创造力概念来做出如下论断：资本统治下本质是异化、剥削的劳动已经 

被新的技术所改变。我们还应该弄清楚种族与社会性别是充当调停的角 

色，来证明国际劳动分工的合理性。

美学的意识形态与异化劳动的终结

理查德•佛罗里达是当前一个理念最前沿的拥趸，该理念认为，我 

们生活在一个“创意时代”（creative age),在他看来，工作的夺质已然发 

生了变化。现在的工作类似于“科学家实验室或者艺术家工作室充满弹性 

的、开放的、互动的模式，而不是工厂或者传统公司办公室的机械模式” 

(2002: 117)。佛罗里达声称，此 类 “无领”（no-collar)的工作场所，正是 

“不断前行的资本主义运动，其发展方向是更为有效地发挥人类创造力的 

方式”的产物。他认为，创意时代的结果就是“一些广泛的概念类别，如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即资本家和工人，它们基本不能再用来分析。 ‘创 

意阶级’的绝大多数成员，在实质上并不拥有或者掌控任何重要的财产。 

他们的财产一来源于他们的创意才能一是无形的，因为它存在于创意 

人士的头脑中”（2002 : 68)。在佛罗里达看来，新传播技术是该劳工转 

型背后的推动力。这些技术产生出流动的、水平的、网络的、相互依存的 

以及世界性的工作场所；使得有必要对接受良好教育的劳工进行投资；产 

生出自我激励型和自我管理型的员工和工作场所；终结了异化劳动中公 

私分立的特征。按照此一说法，资本正在进行着对工作性质的改造，其终 

结了劳动的剥削和异化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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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里达的“创意时代”概念是丹尼尔•贝尔（1973)、彼得•德拉克 

(Peter Drucker, 1993)以及近来的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 2004)所 

提出的理论传统的延续。他们均认为数字技术宣告了一个新纪元的诞生， 

期间，知识是惟一的价值源泉，在此，脑力劳动者成为一个普遍的阶级。 

例如，德拉克(1993)用 “后资本家时代”的术语概括当前新的经济结构， 

其中，知识取代了资本、自然资源以及劳力，成为价值创造的主要源泉。 

领导知识型社会的社会群体，德拉克说道， “将是知识工人…… [并且] 

与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雇员不同，他们将同时拥有‘生产资料’和 ‘生产工 

具’ ” （1993: 8)。

这一理论存在着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很显然是肢解工人，该理论 

将知识与劳工分离，且宣称知识高于并凌驾于社会和个人，隐含了将头与 

身体区隔的意思。然而，如果没有人类介人，知识自身如何再生产？第二 

个问题是该理论认为资本放弃了其创造利润结构性的原则。毕竟，在资本 

中，知识的首要功能就是生产商品、节约劳动成本、创造利润，而不是为 

了创造知识本身、满足人类需求，或者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厄休拉•胡 

斯(UiBulaHuws，2003)在她批判知识经济论的著作中写道，资本主义必 

须生产商品，不论该商品是货物还是服务，而且生产越来越多的“产 

品”推动着新业务的产生。她写道，在资本中，脑力劳动离开了商品生 

产将一无是处，因为如果你没有可销售的商品，那么你如何生产出消费 

者来？最后一个问题是，即使我们认定生产诸如软件应用或商业媒体的 

知识商品已经成为首要的经济活动，罗布 •威尔基（Rob Wilkie, 2002) 

对现实情况进行了审查，他认为这并没有改变那一对基本的关系，即拥 

有生产方式的人（编程、电脑、软件），和除自己的劳力之外一无所有的 

人之间的关系。胡斯进一步推进哈里•布雷弗曼有关白领工作的观点 

(1974)，将其适用于数字时代的工作，她描述了工作的持续恶化、碎片 

化和科学管理化（Taylorized)的本质，及其渐增的偶发性和去地方化， 

这些是新技术和追求精简机构的商业实践的结果。脑力劳动一银行 

界、教育界和医疗界—— 随着分工和远程工作越来越标准化和程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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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经济的工具性和效率最终会取代关爱伦理（Hmvs, 2003: 179)。西 

蒙 •荷德（Simon Head)的研究（2003)更进一步显示，此类工作已经变 

得越来越容易遭到监视。

荷德与道格•亨伍德(Doug Henwood，1998)支持胡斯的说法，信息或 

者知识经济中的工作正在变得深度分化，出现两个群体。胡斯认为，处于 

顶端的是那些“产生”和创造想法、方案、程序或者文化产品的人一 换 

言之，顶层设计者能够争得知识产权和版权所有权。这个集团越来越倾向 

于将自己定位为企业家和自由职业者，不去谋求铁饭碗工作。理论上，他 

们拥有生产方式，例如计算机，但是他们必须在他们自身的训练上投资， 

即自我开发。按照胡斯的描述，处于这种经济底端的群体是那些必须遵循 

指令的流水线上的工人》

尽管佛罗里达承认创造力水平会随着不同的创意经济领域而大不 

相同，虽然他草草地将其归结为生活方式与工作选择方面的问题，而不 

是归结为阶级或者一个人在市场中所处位置导致的差异。对于佛罗里达 

来说，在创意经济中处于最顶端的工人是从事高科技、金融、媒体或营 

销的人，他们的生活已经跟艺术家相似了。以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 

(Bill Gates)和保罗•艾伦（Paul Allen)为主要的例子，佛罗里达得出结 

论认为过去所说的“强盗式资本家”或 “组织人”已经被有个性的、卡 

里斯玛型的人所取代，他们出现在午夜的电视节目里，享受着跟媒体名 

流和摇滚歌星一样的具有身份标示的地位。这些流动且弹性变化着的精 

英们，他们像对待一门艺术一样地去生活，不断地重塑和发展自身（对 

此一个无聊的表现方式就是不断更新简历）。对于那些位于底层的人， 

佛罗里达安慰他们说，理发、建筑、景观设计或者洗浴中心的工作是 

“创造性的、使人兴奋的和令人满意的”，另外， “在当下， ‘手巧’ 

的年轻人，更愿意手持刺青的针、D J唱盘或景观工具，而不是去操控 

六角车床”（2002: 86)。

这种有关个人主义自给自足的原型，即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鼓动人 

心、 “依凭自己力量”的原型，现在披上外衣，成为具浪漫色彩的自我激

209



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

励的艺术家形象。美学的意识形态一在这个概念中，艺术是一个生活上 

享有自主权的领域，艺术家是孤独的，是冷眼旁观的天才，他的工作是为 

了在水平状网络的社群中满足他内心强烈的创作愿望一 正在被利用来 

对新自由主义数字时代的劳工进行社会化。这不是第一次把艺术家挑出 

来给予特别的关注，在 19世纪，艺术家等同于杰出的小资产阶级。19世 

纪工业资本主义的艺术家，夹在了工人阶级（除了劳动没有什么可以出 

卖）与资产阶级(雇佣劳动)之间，伊莱•扎瑞斯基(Eli Zarelsky)对此作了 

详细的论述(1972), 她认为艺术家对他的劳动及他的工具具有一定程度 

的自主权。$ 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家跟小商人，或者跟处在教会、管 

理、知识以及官僚等职位上的新中产阶级成员相似。小资产阶级艺术家通 

过坚称其艺术的创造性和独特性，以防止跌人工人阶级的行列，他声称他 

的工作成果不是某特定工艺或学科的产品，而更多是表达内心生活、直觉 

或者是天赋》扎瑞斯基解释道，在 19世纪，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艺术家 

是个人对抗社会的非常重要的象征，而且在当时，有一个普遍的做法，就 

是在与社会对抗的经验中寻找自我，正是这个普遍做法激发了艺术家的 

现代形象。

然而，到了 20世纪末期，对于整个劳动人口来说，自我激励的艺术 

家是作为一个模范角色出现，而不再是反抗者的角色出现了。这一意识形 

态的转变与文化产业中工作性质的重要转变相一致，文化产业的工作变 

得越来越不确定，更多的人变成自由职业者或者短期合同工，从事的工作 

越来越程式化，专业化和容易受到监视。一些艺术家甚至参与到将新的劳 

动主体性固定化的活动中去。在对芝加哥柳条公园（Wicker Park)—带的 

年轻艺术家所进行的卓越的民族学考察中，理 查 德 劳 埃 德 （Richard 

Lloyd, 2006)叙述了这些年轻男女怎样把临时工作看作是获得尊重的标 

志，从而为新自由主义的不确定的工作条件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确认。同

①我特地使用男性人称，是因为成为艺术家这一特权最先是被賦予了男人。参看 
Nochlin(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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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整个20世纪的美学意识形态将我们塑造成为消费者—— 告诉我们怎 

样去生活，好像生活就是通过购买名牌产品造就的一件艺术，而这些产品 

又总是因时尚而过时一现在则是将我们社会化，以适应新世纪的临时性 

的工作条件。

但是，革新并不是2 0世纪晚期的新事物，正如佛罗里达与某些学 

者指出的那样，革新被书写进资本主义本身中。资本必须持续不断地变 

革其产品以及生产产品的方式，通过使生产成本最小化和开拓新市场来 

创造利润。这一洞见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1848、1978)的基础， 

他赞扬了资本家在早期是作为一种推动变革的力量，赞扬他们使所有坚 

固的封建制度变得烟消云散。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1987) 

论述道，在 与 “不断减少的收益”规律作斗争时，创新迫在眉睫。所 

以，当 《商业周刊》 W « ) 开设了一个称为“内部创新”的新 

板块(2006年 6 月 1 9 日），旨在 “解决我们时代所面临的最为重要的商 

业挑战”—— 通过说明下述情况来进行创新，即 “如何建立一个开放源 

码（〇pen-s〇urce)的思想机器，以管理由工程师和时尚达人组成的全球网 

络，找到真正具有创造性的人才，逐步灌输设计理念来满足消费者们从 

未获得过满足的需要” 一它依然是遵循着创新且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 

的创新逻辑。

然而，有新意的是下面如此大胆的谎言，那就是资本主义创造条 

件，让所有人都能发挥创造力。而且这是一个困扰着人们赞颂新经济的 

矛盾之处。佛罗里达可能会认为理发是一种艺术，但是，甚至是一本新 

自由主义的杂志，比如《商业周刊》，彼得 •科伊（Peter Coy, 2005)会 

问，考虑到大量的美国工作外包，那么会不会有这么一天，美国人所剩 

的工作仅仅是出口原材料或者互相理发？知识经济的拥护者们认为，投 

资教育以提升劳工的创造性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迪昂 •丹尼斯（Dion 

Dermis，2003)指出，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教育是私人产品，因而只 

需较少而非更多的财政支援。丹尼斯在指出2003年到2005年间所削减 

的公共教育经费之后，他预测随着额外费用的增加，将会使中产阶级和

211



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

工人阶级的人们难以获得高等教育。这将进一步沿着阶级的边界而对教 

育划定界线，出身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人，受到了速速踏出校门去找 

工作的压力，只能去学习技能，这使得从事思想批判本身日渐变得奢 

侈。丹尼斯质疑为什么一项毫不遮掩的新自由主义议程，会对投资于训 

练国内劳工感兴趣，因为它用该投资经费中的一小部分，就可以掌控全 

球的劳工，自20世纪80年代起，无论执政党如何更替，这一新自由主义 

的议程一直在主导着美国。

劳工的国际分工

资本主义统治下的脑力劳动本质上以阶级为基础，对此需要予以辩 

证看待，对于产生国际阶级意识而言，它既是契机，也是阻力。厄休拉• 

胡斯（2003)坚决认为，更多可供雇主选择的机会一 工厂搬迁，将业务 

分割成更小的部分并把其部分或全部外包一加大而不是缩小全球劳动 

分工中地域隔离的程度，这可说是事与愿违。随着各个地方不得不独自为 

每一种生产类型而竞争，比较竞争优势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不是削弱竞争 

境况（Hirns, 2003: 149)。从本质上讲，此趋势意味着区域的专业化，并 

且全球劳动分工已匍匐于全球资本的脚下，而全球资本则随心所欲地挑 

选可获得的最具优势的地方。

20世纪80年代和9 0年代，一个重要的就业趋势是将印度的软件工 

程师引进到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世界银行的指导下，印度政府在 

1991年就启动了结构调整的进程，由此跨国公司将其工作放在印度本土 

来做变得愈加有利。丹尼斯估测雇主能通过外包的方式节约多少劳工成 

本：一个软件工程师，在印度每年只赚10 000美元，而在美国，税后是 

66 000美元；一个IT经理，在印度每年只是5 900美元，而在美国则是 

55 000美元。此外，印度不同的地区专事不同的业务，这进一步加深了分 

工不平衡的发展模式：古吉拉特省专门提供医药产品，班加罗尔和海德 

拉巴省专门提供电脑软件和技术支持服务，新德里市郊则提供电话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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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左翼政府统治下的孟加拉，已经采取实用主义的逻辑，开始在其境 

内招商引资，而印度西南部的喀拉拉，也是左翼政府统治，则拒绝实用主 

义的路线，仍然是一个对“经商”而言没有吸引力的地方。

然而，对于新自由主义而言，印度仍然是一个问题。印度的贫困却是 

全球市场的一个资源一 印度工人与美国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异，让印度获 

得一种比较优势，但她的民主制度被认为阻碍了其发展。 《经济学人》 

(2005年 10月9 日）有一篇标题比较直白的文章“民主的缺陷”，它责备 

民主、 “政治”与 “民主选举出来的共产党政客”阻碍了“废除印度臭名 

昭著的僵硬的劳动法律法规”的进程。另外，远距离地管理员工也不容 

易。 〈滴业周刊》（2006年 1 月 3 0日）就外包发表了一个专门的调查报 

告，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的默罕比尔•萨维尼（MohanbirSawhney)教授 

述说了外包对于教育机构的意义： “我们商学院的一项任务就是训练学员 

去管理一个虚拟的、遍布全球的公司。你怎么去管理那些你见不到的雇 

员呢？”

国际工人阶级联合的障碍

从形成国际阶级意识的视角来看，合作性劳工的全球网络有可能会 

是一个力量之源。但是存在着不少障碍，种族主义是其中之一。实际 

上，整个围绕创意经济的讨论，其基础是建立在对北半球的工人允诺， 

创意经济能将繁苦的工作转移到南半球。然而，这不仅仅是种族主义的 

问题，而是将种族主义置换到服务行业中性质已经发生改变的工作上， 

这就建立起一堵难以逾越的墙，使得全球联合难以达成。胡斯（2003) 

对此有所强调，也就是在服务型经济中本质已经变化了的阶级意识，即 

工人联系最频繁的不是顶头上司，而是顾客，大家都认为只有顾客才是 

惟一拥有控制权的。她建议随着服务型经济系统地将越来越多的工作转 

移给消费者，以此作为一种节约成本的方式，我们应将消费与生产看作 

是资本密切关联的两个方面。胡斯没有刻意美化我们花时间排队和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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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提供商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她提醒我们注意，在我们手握听筒，越过 

了数条事先录好的语音信息之后，排队等待的结果是没有面孔的声音，这 

多么令人感到沮丧。对于消费者而言，他们良好的经济境况是经济复苏时 

不裁员的恩赐，外国口音可能会是沮丧的额外来源，尤其是当人们认为外 

国口音是失业原因的时候。因此，很难将“他者”看作是与自己一样的 

工人。

事实上，人们刻意隐瞒印度呼叫中心的工作条件，新的劳动法规对 

呼叫中心的工作条件是雪上加霜，按照新劳动法的规定，雇员不满100人 

的组织不得组建工会。呼叫中心都是这个规模，此乃行业标准，如此规模 

的呼叫中心不会受到有关工作时长或其他工作条件的劳工检查。除了劳 

动法以外，此种工作的性质本身就让工人难以组织起来。工作可以被分散 

到不同的地方，甚至是可以在家里进行，这同时降低了维护工作场所的成 

本以及工人联合的威胁。例如， 《海外印度》（/WalcKw/)有报道称，班 

加罗尔的业务流程外包(BPO)部门，能够在2006年 10月 4 日大罢工中幸 

免于难，其原因在于将他们的工作转移到海得拉巴的其他地方，并让他们 

的雇员在办公室多待一天。

在小说《待在呼叫中心的那一夜》（Om 响 加 @ 如 Ca/Z Center)中， 

阿赫亚•巴格特(Chetan Bhagat, 2005)称呼叫中心为毁心灵的血汗工 

厂”，在那里，员工们必须撇开他们的口音和个人历史。在 《印度团结》 

(/«& 隶属于印度国家报的一个在线杂志）的专栏中，卡尔帕

娜•夏尔玛(Kalpana Sharma, 2006)描述了这样一种分裂的境地， 一 方面 

在呼叫中心工作给人的形象是光鲜的、报酬高的、有趣的，而实际上，有 

名无实，工作压力大、经常换人，而且拿到的工资已经开始在下降。呼叫 

中心工作异化的本质可以从诸如NIIT Litmus的发明中知道，该软件程序 

是印度IT训练中心M I T为测试候选员工的口音和“更快做录用决定”而 

开发的，这纯粹是把人类降格至受机器奴役的现代版本。

拉塔•玛尼(Lata Mani, 2005)是班加罗尔的历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 

她描述了以下因素所造成的损害：长时间上夜班、完成目标和定额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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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及接听那些有种族主义倾向的顾客电话所产生的压力。呼叫中心的 

员工在每天8 小时轮班内要接听多达250或者300个电话。在美国，换班 

的时间安排保持与美国的工作日节奏步调一致，而且一个员工可以根据 

其所服务的顾客而改变其换班的时间安排。此行业，倦息率非常高而且最 

近才开始进行记录，呼叫员工只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抱负的缩影，但他们被 

赞誉为“工作努力、大把花钱”的人。

强调服务于全球经济，包括将工作时间换成顾客所在的其他时区（顾 

客往往在大洋彼岸，其意味着晚班乃工作常态），包括服务那些你从来不 

会见到的顾客和在工作岗位上没有什么进步或者学习的机会，还包括大 

量的年轻人和相当多的妇女赚到了前所未闻的钱。所有这些因素既是社 

会恐慌的一个来源，也是个人存在论意义上的危机来源。吉塔 •塞舒 

(GeetaSeshu, 2003)引用了一些估计的数据，呼叫中心的员工中，妇女占 

了 30% — 4 0 %。电话营销被认为是特别适合妇女的工作，因为妇女被设 

想 是 “天生”更能劝说顾客以及更有能耐应对刁难的客户。色情电话呼叫 

以及带有性意味的含沙射影显然已成为接线女性员工的“职业病”。塞舒 

写道，当人们不得不采用不是一个、而是两个身份的时候，就出现了异 

化。工作要求采用美国、澳大利亚或者加拿大口音。但是女性电话营销员 

也得到建议，一旦套住一个顾客时就采用一个化名，这样就不至于被该客 

户缠住。马克思将无产阶级比作妓女的隐喻，仍然在全球工厂内回响，在 

那里，管理人员建议女员工“说话时脸上挂满笑容”。

此类工作的物质条件被扭曲成一种社会恐慌，以针对女性员工通过 

电话呼叫工作而获得的经济的和更广范围的自主性。道德运动所传达的 

是对呼叫中心“纵容文化”的愤怒，而不是对该工作物质条件的愤怒。许 

多此类的运动表面上看来，主要的关注点是为商业活动粉饰。它们打着保 

护 “传统印度价值”的旗号，或者打着印度乃经商胜地的旗号。这两种方 

式的意图都在于加强监控。苏伊特•约翰(SujiUohn)和米尼 •约瑟夫 • 

泰杰斯维（Mini Joseph Tejaswi, 2006)在 《经济时报在线》（ßconomz'« 

八《«5〇^«6)上报道说，业务流程外包(BP0)建立起了随机药物测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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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驳斥将呼叫中心员工看作是滥交的和有嗑药嫌疑的业务负面形象。2006 

年，一个从英国银行账户上盗窃几十万英镑而被逮捕的印度雇员登上了 

报纸头条。约翰和泰杰斯维引用了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的说辞， “作 

为一个纵容社群的一部分—— 以年龄和独立、自由和夜生活（cover of 

night)的标准来看一 业务流程外包的年轻男女们容易受到影响并成为滥 

药的受害者。此类案例已经报道过很多起并采取了相应行动，但是不管是 

雇主还是雇员都不愿意讨论它，因为没有人想名声受损”。这很显然让人 

想起了 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血汗工厂和贫民窟里面的乱交，根据 

贾斯廷•哈格勒(Justin Huggler)的说法(2006)，印度的天主教为呼叫中心 

的员工劝祷， “希望这些员工远离罪恶的生活”。

很不幸的是，印度的IT员工与全球其他员工的关系，可以被仇外者 

(xenohpobia)和消费者的不满所遮蔽，他们在经济上越来越脆弱。据苏吉 

特•拉詹(Sujeet Rajan，2005)2005年 1月的报道，在费城的W U S L -  FM 

(Power 99)电台的1 塔和布克威尔德秀(Star and Bucwild Show) ”的谈话 

节目中，直播了一则攻击一名印度呼叫中心员工的激烈言辞，该员工专门 

推销发饰珠花。此节目的主持人斯塔(Star),打电话为他女儿订购发饰珠 

花，对电话另一端的呼叫中心推销员破口大骂，称其为“婊子”和 “肮脏 

的吃死耗子的人”，但这个员工仍然很客气，并警告他她要挂电话了。对 

于那些必须处理拖欠信用卡支付的呼叫中心员工而言，他们也会遇到同 

样的辱骂。阿赫亚•巴格特(2005)向读者展示了一下呼叫中心员工发展 

出来的防御措施，在他虚构的场景中，他描述了呼叫中心里面一个常用的 

说法：35=10,也就是说一个35岁的美国人的IQ跟一个10岁的印度人 

的 1Q —样。

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考虑到新自由主义经济所带来的重组以及种族和社会性别、顾客与 

工人之间的分界，我们应当弄清楚我们能在何处找到组织国际工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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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一女权主义者洞察到网络工作的女性化，对于我们理 

解在当代资本主义中工作与消费相互联系的本质，这种洞察或许是一个 

出发点。安妮 •菲扎克勒（Annie Phizacklea)和卡斯罗尔.沃尔科维茨 

(CasrolWdkowitz, 1995)已经表明，女性员工不得不接受低报酬、不稳定 

的工作，如此工作将她们固定在持家者和主要看护儿童的角色担当。当 

然，这种妇女工作的形象，在新技术的广告中并不可见，广告所显示的妇 

女们在家双肩挑，边照顾孩子边赚钱，穿着睡衣在互联网上一板一眼地与 

别人讨价还价。根 据 阿 莉 •霍 兹 柴 尔 德 （Arlie Hochschildr)的看法 

(2003)，这 种 “拥有一切”的幸福妇女的形象之所以变得可能，是因为它 

建立在剥削其他妇女劳动的基础上。遭受剥削的其他妇女们的劳动，包括 

的不仅仅是第三世界的劳动，还有家庭内部的劳动，诸如照顾小孩和老年 

人的家务活，现在都外包给了工人阶级妇女。联系到那些不断涌现的、对 

印度呼叫中心女员工的工作条件所做的研究，上述情形可能成为优先考 

虑我们的人性，将其置于我们作为消费者或工人的经济角色之前的政治 

基础。

最后，21世纪的工人组织的典范或许可以从欧洲国际劳动节游行运 

动（EuroMayDaymovement)中找到，在此运动中，法国、丹麦、德国、比利 

时和意大利的年轻人从2004年起，在为移民工人争取权利的同时就福利 

和失业救济提出抗议。他们的口号是： “取消国界，取消不稳定性 

(preCarity):消除新的不公平。”其对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的重组所采 

用的胡萝卜与大棒政策提出了挑战，该资产阶级，相较于它一个世纪前的 

前身而言，更加无情，武装更有成效。美国2005年国际劳动节就经历过 

为移民争取权利的全国集会，这同样是一个很有希望的预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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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第十二章

非物质性劳动、不稳定性和重构

恩达 •布罗菲格里格 •德 •波伊特

网络工作者（net-worker)、弹性上班员工（flex-timer)、长期短工 

( p e r m a t e m p)、众包(crowdsourcing)、游移工人（precariat)等收录进我们词 

汇中的名词与林林总总的其他概念，显示出一系列正在进行着的工作节 

奏与劳动形式的转变。这类专门词汇是划时代的资本和劳动重构的产物， 

其态势在2 0世纪60年代就已出现端倪，并且自那时起便愈发清晰化。在 

解释上述变化及其政治意义方面，赞同派与怀疑派的观点论战已由来 

甚久。

赞同派独占鳌头，其传统围绕着 “知识工人”（knowledge worker) 

话语形象而统一起来（B e l ] , 丨973, Drucker, I W 9 ; Machlup， 1 9 6 2 )。 

在反冷战主题之下，丹尼尔•贝尔提出了 “意识形态终结”的著名论 

点，预言随着资本主义最终的胜利，以阶级为基础的斗争将有削弱之 

势。知识工人，对于贝尔和其他著名的管理理论家来说，该角色具有持 

久的吸引力，在他们的理论中知识工人常常被认为是主角。知识工人作 

为一种新型的劳动者，与其$难以驯服的前辈，即产业工人几乎没有什 

么相似性。知识工人是用头脑而不是他的双手在工作，他们据说享受着 

等级平等化的工作场所，团体化的参与性流程，以及渐渐消解的劳动冲 

突。此一说法经由2 0 世纪7 0 年代开创的资本重构、获得了许多拥护者 

的青睐；并且在9 0 年代得到了重现与复兴，且对新经济的余烬煽风 

点火。

信息工作、信息工人以及工作场所的转型，引起那些传播政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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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传统领域的作家们深刻的批判性回应（Mattelart，1979; Menzies, 1996; 

Mose。，1983; Smythe, 〖981)。这些政治经济学家并不否认劳动领域所发 

生的变化程度，相反，他们阐释了劳动领域所发生的变化对工人的影响， 

并非主流话语中所宣称的对知识工人及其技术环境（technological 

h a b i ta t ) ,即 “信息社会”的影响那般令人愉快。尽管他们的理论影响和 

政治主张可能有所不同，但许多研究当代传播工人状况的论者至少拥有 

一个共同目标：一致抵制忽视了劳动冲突、繁重工作和劳动剥削的连续 

性观点，即所谓的零摩擦的资本主义(Gates, 1995)的类似说辞。

本着同样的精神，笔者介绍和简要考察劳动理论和行动的另一领 

域，相较于知识工人的赞同派的理论，本章提供了一种相反的叙说方式。 

受意大利自治论马克思主义以及当代欧洲社会运动的启发，此文讨论跟 

非物质性劳动和不稳定性相关的一系列理论著作以及政治行动。大体说 

来，非物质性劳动指的是与知识及其影响、符号相关的工作，而不稳定 

性、朝不保夕则是指不确定的雇佣环境，今天有无数的非物质劳动工人在 

如此环境中工作。我们认为，对不稳定性这一概念的讨论，将会开放出一 

个对非物质劳动概念缺陷的建设性批判空间。这些讨论依次卷进了新近 

出现的反对不稳定性的行动中，其证明了存在一个有希望的实验室，该实 

验室能重新建构劳工政治学，提出主体性、差异和组织等具体问题，从而 

有助于我们对抗那些在2 1世纪初正在崛起的、形形色色的劳动形式、生 

活形态以及抗争。

物质化的非物质劳动

非物质劳动工概念来源于意大利自治论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这一传

①厄休拉 •胡斯指出（UrsulaHuws,2003: 156-158),时下的文献中将知识工人说成 

是几乎清一色的男性。关于这一点，我们将从本章的更进一步的讨论中看到，这仅仅是传统 

的一种失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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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历史目标是创建新的集体组织、直接行动以及非资本主义的联合形 

式，该计划是建基于对时时变化着的劳工“构成”的探究(Dyer Witheford, 

1999, Dyer-Witheford, 2007; Wright, 2002),通过强调劳工和资本不断进 

行着的抗争，构成性分析从以下假设人手：即劳工在资本的进攻下不断 

解构，然而劳动重构的方式给资本的统治形成新的、有潜在升级能力的威 

胁。对于自治论者而言，例如，泰勒式管理的工厂中没有技能的工业“大 

众工人”，由于其斗争性，不得不被资本所分解，此分解反过来开启了这 

样的一个阶段，即根据后福特主义模式(P〇st-F〇rdiSt model)对资本进行重 

构(Negri, 1988)。集体组织的表达、形式和前景，在劳工和资本之间强有 

力的、正在进行着的、相互的重新塑造过程中得以构成。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自治论理论家提出，非物质劳动是后 

福特主义统治语境中正在浮现的劳动构成的关键性表现》经由迈克尔• 

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合著的《帝国》 

(心n/uVe, 2000)和 《大众》(Mitoiuie，2004)两本书，此论广为人知。哈 

特和奈格里(2000 : 209)将非物质性劳动劳工定义为“生产非物质成果的 

劳动，比如服务、文化产品、知识或者通讯”。非物质劳动概念产生自这 

样一种意识，即对于资本积累而言，知识、创造力、情感和社会合作拥有 

日渐增长的核心重要性（Lazzamto, 1996)。但是，这些理论家没有引用如 

彼得•德拉克等后工业化管理理论家关于知识工人的耳熟能详的赞颂 

之辞。

起初，自治论者将思维、信息和符号产品日益增长的经济重要性与 

劳工剥削联系起来，尤其是把范畴延伸到传统工作场所之外的剥削联系 

起来(Fomrnati, 1995)。这些理论家认为，知识、语言、形象以及情感， 

已经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度在全球范围内集中1% 运用”，尽管绝大多数 

是集中在后福特主义部门和地区（Lazzamto, 1996: 146)。非物质性劳动 

概念因而注意到了当下通讯对于价值创造而言具有的核心重要性，价值 

创造这一进程越来越扩散：非物质劳动不仅是指呼叫中心员工的工作(他 

们领着微薄的薪水，在小隔间里试图通过电话来与客户洽谈），它还指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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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另一端的客户配合作答一份消费者研究调查时所做的没有报酬的 

谈话。

然而，就如同发生在福特主义顶峰时期位于都灵或者底特律的汽车 

制造厂里面的情形一样，从非物质劳动中榨取价值，并不是一件没有摩擦 

的事情。呼叫中心的工人在组织，电子游戏的工人在破坏，电影产业的工 

人在发动。对照来看，知识工人自治论者与赞同派理论家观点的差异，不 

仅在于自治论者主张此工作并不总是像它被赞颂的那样美好，还在于自 

治论者认为，非物质性劳动的能力和愿望，会与资本的控制发生零星的冲 

突，而且冲突常常会超出资本的控制范围（Dyer-Witheford, 1999)。因此， 

非物质劳动概念不仅仅是一个描述性的术语，它还要求我们去寻找冲突 

的时机，要求我们去寻找那些非物质工人变得具有抵抗性和难以管理的 

事例，要求我们去寻找政治重新构建的时刻。

非物质劳动概念本身并非没有问题。的确，最早期的一些理论家已 

经承认了此概念的局限性（Hardt和 Negri 2000 : 30), 而且自治论传统内 

部有很多人提出了尖锐的批判（Caffentzis, 1997 : 2005; Dyer-Witheford, 

2005, Wright, 2005)。尽管自治论传统关注的焦点在于冲突，其批评者最 

担心的一个问题是，此概念冒有如下的危险，即将后工业管理文献中的理 

想主义，移植到据称是对后福特主义劳动进行激进式解读的努力当中去 

(Dyer-Withefonl, 2005)。在强调此顾虑之后，瓦西利斯 •提安诺斯 

(Vassillis Tsianos)和迪米特里 .帕帕多普洛斯（Dimitris Papadopoulos， 

2006)很挑畔地问道： “今天，是谁在害怕非物质劳动？”提安诺斯和帕 

帕多普洛斯警告不要将非物质劳动化约为对非物质生产特征的“社会学 

意义上的描述”，该描述主要集中在非物质劳动的创造力和传播的层面。 

相反，他们主张应该把注意力再次放在非物质劳动的“物化的经验”上 

面，集中在后福特主义统治语境中，价值创造的机械化与被剥削和反抗的 

活生生的劳工肉体之间的紧张。可能所有上述的种种忧虑都可以追溯至 

不具有实体性的专门术语中，即非物质劳动。关于这个问题，阿丽莎•德 

勒 •内（Alisa Del Re, 2005 : 54)作了一个很重要的澄清说明： “当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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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是非物质性的，但是……在不借助身体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变成现 

实的。”

将关于资本主义的零摩擦和理想化的非物质性劳动的描述，从天堂 

之躯降为凡世肉身，这一过程可被理解为非物质性劳动的物质化。就在当 

下关注不稳定性的理论和实践中，开启了非物质性劳动物质化研究的 

路径。

不稳定性：非物质性劳动的不坚实基础

不稳定处境(precariousness)是非物质劳动得以组织的关键性的物质 

轴心(material axes),因而它是定义非物质劳动构成的一个方面。我们可 

以将不稳定性在广义上定义为财务和存在论意义上的不稳定，其产生于 

劳工的弹性化。新千禧年伊始，不稳定性概念由越来越多的欧洲的激进分 

子、研究者和理论家所提出，在欧洲，该概念与关于非物质劳动的辩论有 

着密切联系。不稳定性术语是集体创作出来的概念性工具，从一系列的面 

对面接触、网络杂志、电子邮件列表以及游行示威中发展而来，它的实践 

目的是为了有助于对后福特主义语境中的劳动条件进行命名、理解并最 

终对其进行改造。

学者们对于劳工不稳定性的讨论，往往以其和经典福特制语境的就 

业环境相对照的方式来着手研究劳工的朝不保夕：福特制意味着相同的 

终生职业，根植于一份永久职业中的稳定身份，一份可预测的日程表， 一  

份相对稳定的收人，从事重复性的体力劳动，以及失业期间可获得“福 

利”保障(Foti, 2004)。后来出现了对上述工作安排的一种缓慢、不平稳 

和部分的背离，自治论者对此进行解释的中心，在于强调后福特主义背景 

下资本重组中抵制所发挥的作用，其叙述强调，雇主要求宽松的就业法 

律、离岸生产场所，以及去中心化的生产网络，部分而言，此类要求是对 

施加于他们利润之上的压力的回应，而压力来自工人逐渐升级的工资斗 

争(Negre, 1988: 210-211 ) ;这些叙述强调，兼职就业的扩大，部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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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1968年之后的年轻人拒绝接受他们父母所忍受的循规蹈矩的工作 

(MitroP〇l〇US,2005 : 88);以及企业所采取的在意识形态和生产模式两方 

面的弹性制，部分是对清醒意识到战后大众社会僵化状况的回应 

(Holmes, 2003)。

经验研究证实，当代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稳定就业在蔓延 

(Vosko, 2000)。兼职工作、临时性合同、自谋职业、工会代表权的缺位以 

及在不稳定性的最具磨蚀性的边缘、非法移民的非正式工作，这些只是众 

多生产主体所经历的就业环境的一部分，一些激进行动主义理论家称之 

为 18?移工人”（theprecariat)(republicart,2005)。然而，非物质性劳动不 

是惟一的一个群体，该群体日渐熟悉于不确定的就业，我们在此所关注的 

理论化的方向，倾向于聚焦游移工人群体，如调查呼叫中心员工 

(Kolinko, 2002)、连锁店员工（WWW. ecn_ org/chainworkers/)以及其他地方 

员工的情况。

根据劳工组织者亚历克斯•福蒂（Alex Foti，2005)的评论，游移工人 

及其为协助当下资本积累而进行的非物质劳动的重要性源自其生产、分 

类和管理大部分“系统运转所需的原材料：信息”。工作不确定的工人 

也同样产生出形象和影响。在福蒂(2004)看来，朝不保夕的工人就权利和 

工资而言位于“边缘”地带，但是就创造性价值生产的经济网络而言，他 

们又处于“中心”位置。我们只需要想一想合同制的程序员，他们为垄断 

世界文字处理软件的企业编写代码，想一想为电视电影经济而在前台服 

务的兼职雇员，又或者想想那些在学院或者大学里面教书、按课时雇佣的 

代课老师。

关于劳工不稳定性的“新”动向，据西班牙女权主义组织一一“高危 

女民工”（？1̂〇1"135 3 13(161^3)的成员所说(2004:158)，不仅仅其存在， 

更重要的是已经被“普遍化”所达到的程度：后福特主义已经把剥削民 

主化了。菲利克斯•迦塔里（Felix Guattari)和安东尼奥•奈格里（1990: 

76)在 2 0世纪80年代就经由直觉清楚地论述道， “对缺乏保证的处境的 

恐惧”，已经开始在各种阶级立场中表达出来了。因此， “高危女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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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的是一种“高危化”（precarization)的趋向。高危化是一个过程，在此 

过程当中，同时也通过高危化过程，各个劳动行业得以构连，尽管其蕴含 

的方式极不相同，不仅构连了劳动部门和场所，而且还包括了年龄、阶 

级、社会性别以及“种族”等。看一看以下的情形：一个地位高的媒体行 

政主管，每季度面临一次业绩考评，没日没夜地工作，因为有一个“非法 

的”保姆在为他照顾女儿；同样是该行政主管，将零散的信息业务分包给 

自谋职业的传播顾问，该顾问以家作为办公室，只须配备低成本的数字设 

备，因为这些商品的价格，得到了在墨西哥开办但产品回销美国的组装工 

厂(maquiladoras)对装配工人高度剥削的补贴，还从低于标准工资、救济 

金和保险的负债者、兼职员工、学生收银员中获得补贴。不稳定的就业， 

正如利亚•沃思科（LeahVosko)(2003 : 2)所指出的，是 一 个 “连续统 

一体”。

尽管我们不能低估不同种类的不稳定性社会主体间的差异，但是在 

这个美丽新劳工世界中的“社会化”和 “情感基调”（emotional tonalities) 

领域，依然存在着被证明日益普遍的品性。

劳工朝不保夕的处境意指一个人的时间，其显著的特点就是不稳 

定，从随叫随到的兼职零售店员（他在非工作时间里，要等待随时可能被 

要求轮班的电话），到自谋职业的广告文抄写员，由于担心将来收人的不 

稳定，而一直疲于奔命于不同的合约，他几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合约。所 

谓的弹性日程安排，使得生活的时间不稳定而令劳工处于一个自相矛盾 

的境地，很容易面临“缺少工作和超时‘工作’ ”的危险（nes，2005: 

136):缺少工作，显而易见意味着经济格外拮据，超时工作，在其双重 

的意义上，则是指神经一直绷紧在工作上（“什么时候才会完成？ ” “我 

怎样保持最好的状态以应对更多的工作？ ”），以及像一个柔体杂技演员 

一样来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工作的强调挤占了生活的时间，使得劳工的不 

稳定性同样也是社会的不稳定性： “弹性就业典型的摇摆不定的时间，同 

样也打乱了社会交际的条件和环境，以及干扰了进行社交的可能性。”

(Tari 和 Vanni,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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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性最极端的境地就是工作没有报酬。在这个意义上，不稳定 

性中的价值交换可以联系到20世纪70年代的女权主义—— 自治论者的主 

张，即女性照顾赚钱养家的男人和承担抚养孩子的家务活，既无休息时 

间，也无报酬，因为连轴转的家务，无形地支持了工厂的价值榨取（Dalla 

Costa和 James, 1972; Fortimati, 1995)。从此劳动介人角度扩展讨论，即 

生产率不能只是工厂所生产的，在工厂之外，也就是日常生活中各种各样 

的空间里也在进行着生产。继续沿袭生产效率侵蚀家庭空间的脉络，蒂齐 

亚娜•泰拉诺瓦(TizianaTerranova, 2004)在其作品中论述了她称之为“免 

费劳工”的非物质劳动活动对于数码媒体产业而言所具有的经济意义，就 

像从软件用户那里获得的反馈一样，现在反馈构成了软件开发的一部分， 

这一动力机制最终让我们花钱买回来占用了我们“免费”时间的以商品形 

式出现的成果。

因此，高危化并不一定是通过一种自上而下的形式强加在一个温顺 

的身体上面。相反，它需要能动的主体来“自内而外地管理生活”（Tari 

和 Vanni，2005)，或者一个特定的“照顾自身”的模式，也就是贯穿与工 

作相关或人们从事工作的一整套技术和实践（Foucault, 1988)。在不稳定 

性的时代里，尤其是创业，作为关心自己和善待他人的一种形式，高危化 

变得越来越普遍。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 2002 : 98-109) 

对此也有涉猎，其背景是探讨不断增加的年轻文化工人处于“不停地变化 

的”就业状况。她注意到，大胆创业所用到的社会网络是非常重要的资 

源，但资源“并非唾手可得、简单现成，必须得靠努力争取才能获得”。 

创业的精神特质更进一步迫使每个人成为“有责任……设法将自己所拥 

有的人力资本发挥到最大的效用”（Fraser, 2003: 168)。最后，后福特主 

义之下的自我建构模式，必然会导致趋于布赖恩•霍姆斯(Brian Holmes, 

2003: 139)所称的“弹性人格”（the flexible personality)理论，此类人格 

反过来从整体上强化了社会生活中的I 会主义”（Vimo, 2004)。

这些听上去很民主的围绕不稳定性的话语尤为阴险。在此，经典案 

例就是包含了一种吸引人的积极内涵的“弹性”（flexibility)术语。正如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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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获得报酬的软件用户工作被认为是一种参与，弹性也具有了流动、迁徙 

以及从僵化中解放出来的意涵。但如果弹性联系到自我依赖的话语体系 

中，其负面因素昭然若揭，也就是它在意识形态和实践方面完全合乎瓦解 

伴随着工会主义的团结，更不用说福利状况本身也在恶化。对于那些对打 

破铁饭碗持赞同态度的人来说，打破铁饭碗“是一种新的解放，因为你不 

再只拥有一个固定了的身份”，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就此回应 

道： “这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意识形态在作祟，其间永远不知道你是否会 

有一份工作的那种恐惧已被粉饰成新自由并加以售卖。”（Zizek和 Daly, 

2005： 147-148)

一些作者已然指出不稳定性是如何使那些受其约束的人产生恐惧。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 1998: 85)把就业的不确定化看作是 

一种 “新的统治模式，其基础在于一种普遍持久的不安全状态，旨在迫使 

工人屈服，迫使工人接受剥削”。其他更接近于自治论批判的作者，认为 

不稳定性是劳工社会将自身永久化的一个情感性的奠基石： “源于上述转 

型的普遍的不安全之感，是威权资本主义用来减弱直至消除关于工作的 

政治愤怒的主要武器。”（哈根的博客， 《本周二》，发表于2004年 9 月 

2 7日）即使个人没有直接地变得不确定，但是， “关于它的意识从来就不 

曾消失过”（Guattari 和 Negri, 1990)。

但恐惧并不完全消弭掉抗争，一只对 m 会”保持警觉的眼睛也绝对 

不会坐以待毙。

基于不稳定性的激进主义

劳动的弹性化，使得一些激进分子对集体劳工的政治(collective labor 

politics)的可能性感到悲观。根据布尔迪厄的说法（1998: 82),普遍化的 

工作不稳定具有破坏的潜力，由于它使得“整个将来没有稳定性可言”， 

从而销蚀了“为个人将来反抗所需要的基本信念和希望”。麦克罗比 

(2002: 112)想知道是否“当自由职业者或者自己当老板……否弃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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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the politics of work)的理念”。毋庸置疑，作为一种后福特主义趋 

势，不稳定性的兴起意味着已确立的劳工运动模式会面临着它们已经习 

惯了的工作空间和工人类型均发生解体的情形贯穿。G _8经济成立工会 

的比例在逐渐减小，毫无疑问证明了工人组织行动已然遭到了致命打击。 

但是，如果我们关注点在自2 0世纪70年代以来工人所遭受的失败打击， 

那么我们就会冒此风险，即忽视了对抗和主体性的新形式，其出现的语境 

是21世纪劳工出现了缓慢、不均衡但是平稳的重构。由于非物质劳动变 

成弹性工作，以及存在论意义上的不稳定的普遍化，新一代的运动分子正 

在探索怎样在不稳定性内部对其进行抗争。在这一政治行动领域中，非物 

质劳动的技能运用于自我组织的研究方案、对抗网络、另类媒体、无品牌 

的肖像画以及抗议规划等方面。

本章笔者所研究的很多激进的理论和实践是从自治组织的研究企划 

中逐渐发展而来。在实践中，有马克思所谓的“工人调查”（Wright， 

2002 : 32 - 62),或者自治论者所谓的“合作研究”（1?£̂ 〇，？〇̂和  

Roggero, 2007)，这些调查进而产生出有关工作不稳定的形式及受其约束 

之人的知识（Brancaccio等，2005)。例如， “高危女民工”（Precariasala 

deriva, 2004: 157)的成员将该组织描述为一个“介于研究与行动之间的 

事业”，其开端在于内部成员所谓的“罢工纠察员调查”，此调查涉及直 

接联系参加西班牙总罢工的妇女。罢工被发现是有问题的，原因在于工会 

没能承担起“家务活和看护，这些几乎都是由处于‘非生产性’领域的妇 

女来做”，以及“不确定的、弹性的、看不见的或者价值过低的工作”。 

基于同样的缘故， “科林可行动组织”（Kolinko)的成员（2002)开始从事 

呼叫中心的工作， “意在结识从事呼叫工作的人”，以及评估呼叫工人内 

部所发生的组织和抗争的类型。这些调查有助于深人分析正在出现的工 

作形式，也就是工人行动主义传统中以男性和工会为中心的领域所边缘 

化了的视角和经验。

跟上述调查一样，以不稳定性为基础的抗议的发起，是一次实践，是 

把那些在过去看不见的劳动形式(其看不见的原因是占支配地位的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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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生产和政治代表的形式），纳人到可见的工作形式当中。许多不稳定工 

作临时性的本质，以及非物质劳动网络化的组织，已经迫使组织者将“我 

们每天穿梭其间的大都市地盘”（Precariasaladeriva，2004: 159)，作为 

从事无可见性工作的工人获得可见性的空间。就此而言，最有力的一个例 

子就是欧洲劳动节大游行，那里仅仅过去几年的时间，不稳定性就起到了 

一幅旗帜的功用，由此成千上万的人被动员起来了。欧洲国际劳动节游行 

运动在其2006版囊括了从阿姆斯特丹到塞维利亚等19个欧洲城市的报告 

中，明确声称新的生产主体的到来，声称新的抗争形式的出现和新的社会 

需要的产生。欧洲国际劳动节游行运动是在2001年创立的，作为传统五 

一劳动节游行的一种升级，这些劳动节游行自1886年以来就一直属于工 

人运动的一部分。游行组织者将其基础建立在“把西雅图1 那亚的精 

神带到后工业化的工作场所和大型超市，以此加大反对不稳定性的斗争” 

愿望之上，而且目标之一是“为生存情境每况愈下的一代争取新的劳动权 

利和享受福利的权利”（Chainworker和 Radiohacktive, 2005)。在短短几年 

时间内，这个活动就演变为一场整个欧洲大陆的游行示威并产生若大反 

响：在 2004年，100000人参加了巴塞罗那和米兰的街头游行，自此以 

后，参加游行的人数就一直在增加（Foti，2005)。

以不稳定性为基础的激进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它强调发 

展代表形式和组织形式，从而适应不稳定的就业形势。由于对某些工会 

的等级和官僚结构感到失望，游移工人倾向于组织成基于感情的网络以 

及分行业的机构。就选区而言，欧洲国际劳动节游行活动在常常是迥然 

不同的社群之间建立起感情纽带，这些社群包括非法移民、同性恋群 

体、独立媒体运动分子、擅自占地者（squatter)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中 

心、工会的普通成员，以及无数其他的集体。上述抗争都以抗议不稳定

为基础-----个反先驱的伦理观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将该运动多样化了。

比如意大利连锁店的员工、法国电影电视业的临时员工以及西班牙年轻 

研究员联合会（研究生和年轻学者）等都在传统的工会体制之外开创组 

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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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组织方面来说，上述运动和组织的互相接触所产生的最重要影 

响，就是逐渐建立起一个泛欧的网络，该网络的边界在不断扩展。比如， 

欧洲社会论坛(European Social Forum)和欧洲国际劳动节游行组织就合作 

举办会议，此举为扩大网络提供了空间。除了具体活动之外，不稳定性这 

一概念规范(其构连、研究的流通程度以及组织进一步活动），通过电子 

邮件列表和在地方工作坊内的专门讨论会而百川汇合。毫不奇怪，正是从 

小荷刚露尖尖角的工人运动网络中，我们才看到不确定的非物质劳动的 

自我组织征兆，并听到种种有关该自我组织的建议。$ 福蒂(2005)的提议 

能说明这个问题，即提议要“通过自治论者组织和地方工会，就关于组织 

游移工人方面结成联盟，以在大城市发起抗争运动，从而建立起社会的自 

我代表制度。”

在新出现的与不稳定性抗争的运动中，重中之重是它们与现存的劳 

工运动之间的关系。正如我们已经说明过的，许多以不稳定性为基础的集 

体，它的产生是由于受到传统工会主义，以及受福特主义激发的斗争和集 

体讨价还价模式的排斥。这些情绪在不同形式的组织者中产生了共鸣，他 

们分布在基于不稳定性运动的各个方面，有时候，其情绪（就像欧洲劳动 

节大游行的例子一样）导致故意排斥更大的工会正式参加组织活动的委 

员会。

同时，在许多事例中，现存的劳工运动，被迫对那些不确定工作周围 

的动员活动作出反应，更别提该运作正在不断缩减的群众基础了。在西班 

牙、法国和意大利，不稳定性这一术语，已经逐步成为主要工会组织和中 

左派政党两者都在使用的词汇的一部分。在美国，发展最为迅速的工会， 

比如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the 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 已经 

在一些最不具确定性的行业和部门里面开始组织工会。因此，与现存的劳 

工运动和普通工会一道，不确定的工人们开始进人到不同层次的表达话

①这种网络在虚拟环境中已经有了一个表达方式，可以从 “欧洲不稳定性图景”这一 
形式中获知，详情请见 hup: //www. percarity-map.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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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中来，有关此类结合的动人案例正在从非物质劳动的行列中涌现。我们 

在此略举两例，如微软公司在华盛顿州雷蒙德的“长期临时工”，在美国 

传播工人协会（the Communications Workers of America)的协助下，已经组 

织了名为“华盛顿技术劳工联盟”（WashTech)的 “开放源代码”的工会 

(Brophy, 2006; Rodino-Colocino, 2006)，以及意大利诸如 Cobas 等的普通 

工会，围绕着呼叫中心的临时合同员工而进行激烈的斗争。因此，在现存 

的劳工运动和草根运动形式之间作出僵化和草率的区分并不明智，因为 

这些团体在一般的组织层面上彼此重叠。

在上述运动中，许多人就超越不稳定性的方式提出了大量的建议。 

一些人提出目前的“工人权利”并不能对工作不确定的劳工提供足够的保 

护，而且薪酬方案不再准确反映工作日程安排（Lazzarato, 2003)。但是， 

这些运动分子并不认为回到福特主义终身职业的模式以及定时全职制就 

必然是一个针对不稳定性问题可行的解决方案。相反，他们呼吁“弹性保 

障”（flexicurity),这是一种新的社会保障形式，适宜于当下劳工弹性化的 

时代(Foti, 2005)。例如，法国电影电视业的临时员工想要“领取连续的 

工资以维持他们形式上不连续的工作”（1 ^ ^ 1 0  , 2003)。换句话说，如 

果资本主义在结构上越来越依赖于临时工作，资本必定会接受如此安排： 

为了维持它的劳工来源，它必须为非工作的时间支付报酬。此类要求是 

与 “基本工资”呼吁相吻合，虽 然 “基本工资”的要求早于不稳定性运 

动，但是，在基于不稳定性的运动中，至少还有一些因素迄今为止都还 

受 到 “基本工资”要求的启发（Fumagalli, 2006)。如果朝不稳定性方向 

发展的趋势加快了步伐，那么， 一 些基本工资的形式，在实际上可能会 

是资本主义应对逐渐深化的劳工危机惟一可行的方式。但是，某些人认 

为，要求进行诸如基本工资的新形式立法，风险在于可能封杀新近出现 

的自我组织和自我代表等方式的可能性，而后者能够在这些运动中不断 

积累起激进的要求，从 而 “一鼓作气地跳出劳动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 

(lies，2005: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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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采取措施预防不稳定性

围绕着非物质劳动的不稳定条件所进行的讨论与行动主义，证实了 

并非所有人都意识到他们本人与知识工人的立场一致。而且，尽管不稳定 

性概念强劲有力，但它自身依然问题重重。人们对此已经提出了一些顾 

虑，其中之一指出不稳定性的讨论给人留下了错误的印象，即不稳定的环 

境是新近才出现的（MItropolmis, 2005)。在此，我们要做两点说明：首 

先，劳工不稳定性与资本主义的历史一样长久（B ö h m和 Femändez, 

2005)。劳动群众在资本主义统治语境中总是不确定的，因为绝大多数的 

个人的维生之道在于出卖他们的劳动能力—— 这种出卖从来就没有得到 

过保证。与此紧密相关的顾虑，是福特主义在争论中的表现方式。与福特 

主义相联系的就业稳定性不能被当作一种标准来看待。与此相反，福特主 

义只是资本主义历史中的一个特殊进程，这一特殊的进程涉及劳工的权 

力，它曾经在2 0世纪30年代期间动摇了资本的地位，并迫使资本在战后 

作出史无前例的妥协。然而，此一成功也让它自身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作 

为稳定性的代价，大量的工人让渡了他们在工厂中的自主权以及至少在 

美国，同意驯服他们中最激进的分子。

将福特主义美化为理想的平等主义也不加批判地对后者的父权制特 

征进行概括：养家男人看似稳定的收人，实则常常以妇女在家从事没有 

报酬的家务活为基础。如有关批评认为，一个有保障的福特主义工人形 

象，从来就不是普遍的主体，而毋宁是一个“相对强势的工人，尽管如 

此，他被提升为阶级斗争中一个值得效仿的主角”（Mitropolous，2005: 

91)。的确，毋庸置疑，当下不稳定性被看作是问题的一部分，部分原因 

在于办公室、大学和工厂中的年轻一代白人男性，不再拥有福特主义的保 

障，而他们曾以为如此保障就是他们的应得之物(2005 : 91)。

另外人们还关心，不稳定性术语将根本不同的工作种类和经验归结 

在一起。因此， “高危女民工”（Precarias a k  deriva, 2005)警告说， “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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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产生具有某些共同点的计划”，必须承认在那些工作不稳定的工人中所 

存在的分层结构，其反过来对组织规范产生了影响。例如，就快餐连锁业 

中的工人，他们被迫变成情感型的、顺从型的以及常规化的工人—— 而 

言，不要以为他们与一个开发软件的脑力劳动者的角色关联。对于脑力劳 

动者而言，他们惯常遭受剥削的方式，使其具有了思想、技术革新和自我 

管理的能力。脑力劳动者怎样才能避免自己在劳工组织中扮演中介者这 

一专门化的角色？在何种程度上，可见性的要求威胁到私密性？这种私 

密性对于非法移民工人在非正式经济中求生存是非常重要的。简言之，假 

定一个统一的不稳定性主体是存在危险，那么进一步说，反过来，釆取一 

刀切的组织策略和战略同样险象丛生。

上述争论的存在，以及激发上述争论的抗争，表明劳工正在发生可 

觉察到的重构，其中非物质劳动和不稳定性成为关键概念。这一劳工重 

组，祛除了零摩擦和有关知识工人的话语迷思，它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伦 

理和组织方面的问题。关注已有的经验及其区别，仅仅只是两种我们在此 

所谈论到的相互交流路径，可以为一个永无止境的考察组成方式的进程 

提供意见，而且，通过实在的调查，相互交流可以扩展当代知识工人大众 

的批判性理论和政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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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新媒体能作为一种新生产方式吗?

迪安•科尔比

《时代》周刊杂志封面以叠印在一个没有生机、银灰色的个人电脑屏 

幕上的“你”作为2006年度人物，杂志标题宣称： “毋庸置疑！就是你！ 

由你控制信息的时代，欢迎来到你的世界。”

在许多预测新媒体对于社会影响的若干论述中，其中一个引人注目 

的预测是全球网络根本性地改变着工作和社会。对 于 《时代》周刊而言， 

统领此一变化是新媒体的终端用户，他们有目的地控制规避了中介的通 

常权力。新媒体作为无比自由的生产方式，没有老板控制或者说人人都是 

老板，即工人和经理、资本和劳动、消费者和生产者合而为一，新媒体正 

是以如此方式出现并引发了新经济，最终，新媒体引发了一种新的生产 

方式。

生产方式(MOP)这个术语是指社会选择以某种方式来划拨和分配生 

产过程所必需和创造的全部生产性资源和生产盈余。尽管所有经济制度 

都少不了 “命令和控制”，但资本主义经济却绝无仅有。例如，社会主义 

制度设计了旨在减少社会产品不平等分配的规则；资本主义制度设计了 

为不平等分配辩护的规则，其间两个因素决定了不平等的分配：即资本 

之间的竞争和每个人支付商品和服务的意愿。两种生产方式表面上是可 

以结合在一起的，例如，资本家利用国家来使防御、退休和基础建设的费 

用社会化。礼品交换，妇女无偿的家务劳动，控辩有关犯罪达成的交易 

等，也存在于主流生产方式中。但这些异常现象和针对主流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地方性另类方案无力改变既存事实，也就是说产品、劳工和竞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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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普遍化且无处不在的商品市场的全球组织岿然屹立，不可逆转。

人们可能会期待，新经济中的新生产方式将会至少利用像新媒体的 

生产力量来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社会关系，其包括工资契约化 

和生活普遍商品化，同时导致过分积累、失业、长期通货膨胀和军国主义 

等由商业循环所表现出来的发展矛盾。进一步说，新生产方式究竟如何， 

我们必须从其自身是否削弱了诸如社会性别化地. 种族化地和等级化地 

'^造人类”的负面作用的程度来评价。

笔者接下来就新媒体引发的新生产方式讨论给予批判性回应。本章 

考察了新媒体导致新的生产方式的两个政治性特征的预备前提。首先讨 

论约柴•本克勒(Yochai Benkler, 2006)的权威性自由主义分析，他对新媒 

体的批判是围绕新兴技术如何影响知识工作本身。其次就新媒体创造新 

生产方式的辩护者戴尔-威瑟福特的研究来讨论，其论著《赛博马克思》 

(1999)主张新传播工具是威胁资本主义统治的方式，功用是生产知识、文 

化和政治组织的自主模式。该论著号称受“自主论马克思主义”所启 

迪，研究极其透彻。

传统生产方式消失了；新生产方式万岁

取决于新媒体分析的目标，人们有偏向性地定义和假定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新媒体的拥护者在使用新媒体中看到一个资本主义确定无疑 

(decidedly)的革命性发展，其发展模式加快了生产和投资的效率(参见， 

例如 Dertouzos, 1997; Gates, 1996; Negroponte, 1995; Toffler, 1990)。在 

所有资本主义乌托邦的论述文献中，都没有学者主张生产方式已经得到 

了更新。

许多左派分析同样期待新媒体使用能够使一个新生产方式合理化， 

该生产方式对于传统文化再生产、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对抗.甚至替代后 

者的模式提出了挑战。包括本克勒在内的，相当多法学界的学者都秉持此 

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进步论自由主义取向会把新媒体认为是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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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他们看来，只要这些生产力的运用有补于宪法，那它们就能以个人 

福利和民主参与受益的方式改变生产关系。典型的是，狭义上的新生产方 

式概念包含了资本主义经济控制独有的社会关系，但允许使用此概念来 

挑战知识产权和大众传媒支配的文化再生产所圈地的信息（Johnson and 

Post, 1996; Lessig, 2004; Litman, 2001)。

进步论自由主义分析经常支持新媒体促进解放文化再生产成为可能 

的论调，相对而言，他们对新兴技术解放劳工的观点持审慎态度。自由主 

义的观点是在新媒体的使用中细心地寻找一个工人自由的乌托邦乐园。 

正如卡斯特尔(Castells)指出的那样，劳动被基于高价值的信息生产“发 

展的新方式”（2001: 17)所改变。但是，这与其说是一种新生产方式，毋 

宁说它是“信息主义”，即把劳动分隔在一个多边的网络结构中进行生产 

的新组织逻辑，其与由国家地理位置，或传统的竞争公司，或标准工作周 

的 “时钟”（2001: 432)所限制的工作形成对比。对于许多信息劳工来 

说，信息主义的结果就是向较高的社会阶层流动，而且使许多生活领域变 

得不稳定：弹性工作时间和兼职工作，不断地要求再培训和重新整合进 

全球劳动之中。尽管存在上述限制性条件，包括本克勒在内，对于大多数 

进步论自由主义者而言， “信息社会”仍然首先由技术来驱动，仰赖精英 

领导方式来分配生产权力，这些技术使得社会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之中。

这种人们同样谨慎地为之辩护的技术决定论也被其他的更多政治左 

翼所共享。戴尔_威瑟福特在新媒体的使用中，找到了新兴的激进文化再 

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其不仅仅对压制交流的资本家，而且对于全球化的资 

本主义本身也是敌意重重。戴尔-威瑟福特的态度通过意大利自主论马克 

思主义所提出的晚近资本主义批判折射出来，其以重新阐述劳动概念来 

反思资本通过数字媒体而进行的全球化扩张，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 1989)推进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论辩。内格里把马克思关于资本对 

劳动的“实际吸纳” （real subsumption)理解为将工厂分布在整个全球社会 

中。在集中生产、商品和文化分配的传统形式中，我们会发现，经济和文 

化的控制性联系越来越少。具体而言，最基本权力的剥夺发生在被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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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可能的传播准入机会激增的情形下。正如内格里直截了当指出的那 

样，资本对劳动生产的实际吸纳是1̂土会工人”，社会工人以工资契约为 

中介的生存方式在慢慢地减少，社会工人运用新传播媒体剥夺了 一个

一 般水平上提出概念和执行”的权力（1989: 78)。这里发生的事情是， 

在不受福特主义大众化生产和泰勒式劳动管理控制的生产形式中，社会 

工人获得了“重新分配”（reapproprmte, 1989: 85)劳工和劳动时间的能 

力。在结构性失业的社会生产和非正规经济（以家庭劳动、休闲、讨价还 

价和礼物为特征)的环境中，由此针对资本的反抗被再生产出来，并扩充 

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它甚至超越了资本通常把劳动纳人创造剩余价值的 

正常能力。

在某种意义上通过“真正从社会生产中抽象出一种生产方式”一 该 

生产方式的手段和社会关系，被归纳为知识和沟通，自主论者跨出了理论 

的需求。这个大众智识(mass intellectuality)通过网络传播并且立刻成为公 

共知识(尽管我们也必须承认，当写到社会生产的时候，自主论者也承认 

它，自主论者总是在他们的著作上写下他们的姓名）。自主论的传统倚重 

于嫩治经济学手稿》中关于“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的那一部 

分，对于马克思而言，在固定资本或者机器中，该 “一般智力”是科学的 

畸形的对象化。对于像保罗•维尔诺(Paolo Vimo, 1996b: 193)这样的自 

主论者来说，大众智识成为“劳动的直接属性”，在大众（multitude)中创 

造 “一个共同的纽带”。在固定的术语中， “大众智识”被表达为知识传 

播、文化建构（时尚、艺术、音乐、博客创造的“新闻”）以及生产所需的 

创造性和参与性管理，如此创造性和参与性管理可以在那些充斥着全球 

经济信息行业中的符号分析师中找到。从工业控制中消去的、拉扎拉托 

(MaurizioLazzarato)所指的土会劳工”（19%: 137),使前者成为一个传 

统固有经济的病态遗风，其生存仰赖于无节制的企业行为支配的资本家 

们（尤其是通过外包工程和知识产权）的疯狂攫取。

正如在信息社会劳动逃避了资本支配，在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的方式 

中，政治不可避免地指向地方斗争。政治相关性被限制在大众智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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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分配和网络化沟通（生产力）的新生产方式中，由此合谋导致资本 

主义力量变得无能为力并且淡化了传统的阶级冲突政治。既然对资本的 

反抗已经形式化于自下而上的沟通和劳动生产力的去中心化，那么社会 

生产令工人集会变得无关紧要。

但是，实践问题依然存在。社会工人如何知道怎样在反对资本中主 

张拥有这些自由？此一问题恐怕难以为继，对于自主论者蒂茨娅娜•泰 

拉诺瓦而言，通过地方宰制联系在一起的有生产力的“大众”逃避了形成 

阶级的过程(2004: 130)以及对于组织控制而言必不可少的政治。那么， 

“网络文化的文化政治”是一种无限沟通可能和生产可能的政治，其可能 

在网络化参与（networked participation)的自治结点层面上受到了“攻 

击”。这些就是无政府状态的“政治”，社会生产导致无政府状态变得不 

可避免。因此，控制信息时代的“你”（根 据 《时代》周刊）是实质上的一 

个结点，该结点政治是不可避免地成为无政府状态。

进步论自由主义者和自主论马克思主义者谨慎承认新媒体所引发的 

新生产方式的局限性。但是，通过考察本克勒和戴尔-威瑟福特的著作， 

我们看到上述研究取向也许常常在不经意间就辩护了主流的生产方式。

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本克勒同侪生产

本克勒创造出新词“同侪生产” （peer production)-----或者，本克勒

将之换称为 1 会生产” 一来描述在共有本身和所有权化的商品和服 

务之中去等级化和去中心化的生产中，由于网络化信息经济而不断膨胀 

的信息共享又如何被利用（2006 : 3)。对于本克勒而言至关重要的是，使 

用共有的公共商品的新生产方式是同侪生产本身，通过个人自愿贡献他 

们专业技术的一个网络，同侪生产的特征是往往没有利润地创造信息商 

品和服务。在软件生产、信息授权、文化和所有智力工作的生产活动中， 

以及在通过联网设备储存和计算能力的土会分享”中(2006 : 63 - 90), 

我们能够看到同侪生产。这些实践都涉及将会“改变我们创造和交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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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知识和文化模式”的新生产方式，但是，这些实践将不必伴随“以市 

场为基础的衰退”（2006 : 473, 122)。对于本克勒而言，在任何的物质经 

济$中，作为大多生产工具之一的传播工具是全球经济转换到同侪生产、 

网络化和信息化经济的源泉。

因此，为什么是一种新生产方式？任何生产方式的构成包括生产工 

具和社会关系。本克勒对该模式提供了一个详尽描述：新媒体对于新生 

产方式是至关重要的工具。但是，对于任何涉及新生产方式，当然，社会 

关系的特征也必须是新的，不仅生产方式是新的。众所周知，主流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再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是通过工资劳动契约来界定的，其社 

会关系以占有生产资料和财富的巨大差距为标志，该不平等制度的核心 

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

然而，在接近二十万字的著作中，本克勒使用“劳动”词语的次数 

屈指可数，本克勒最接近于劳动批判的观点是他提出了“自主” 

(autonomy)的概念。有鉴于此，我们可以看到他有理由不再将劳动视为任 

何生产方式中社会关系的组成部分。简单地说，本克勒的新生产方式保留 

了劳资契约关系，同时允许从传统劳动剥削的活动范围中剔除掉一系列 

的专注于文化再生产的活动。本克勒的自主概念大量地包括劳动作为商 

品的物化，同时捍卫个人利益来创造意义。因此，自主价值是手段，由此 

脑力劳动从体力劳动中分离开来，正如新生产方式包含了该模式中非所 

有权的“分配”。在多数情况下，该可能性要求个人选择无偿工作。

总而言之，网络化信息经济之所以新，就在于同侪生产，它 “非所有 

权”（nonproprietary)的效能抵消了传统生产方式，并且在新媒体生产知识 

和文化中的技术水平上，创造了新的自由。但是，正因为它仍然受限于生 

产方式中通常的劳动剥削方式，该自主概念依赖于能动主体（agent)最大

①此一概念源自美国企业家保罗■霍肯的《下 一 代 经 济 作 者 认 为 “物质经济”， 

是以肆意挥霍廉价原料，资源，能源特别是矿物燃料作为发展支柱的经济。 “物质经济” 的 

基本特征是，机械化程度不断扩大，劳动分工不断专业化，掠夺性地耗用大量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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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使用的生产率，来证明新生产方式对商业和共享都提供好处。的确，这 

个能动主体选择以无偿劳动来提供文化和知识的社会再生产。然而，实质 

上，此行为通过无偿提供那些本应由资本家进行补偿的劳动所提供的东 

西，符合了商业的需要。同侪生产提高了自主性，后者又反过来取代了对 

劳动的剥削。在全球经济中文化再生产的诸领域，由于传播智力和社会生 

产力的网络信息经济，一些传统工业瞬间被淘汰，如米老鼠屈服于 

Youtube。另一方面，新生产方式允许传统生产方式使用资源，I B M和其 

他公司一直在使用公共商品一诸如操作系统和开放源代码的软件来开 

发应用软件程序和服务（Benkler, 2006 : 47)。在这两种情形中，仅仅以下 

几个因素在驱动着新的生产方式：能动主体的生产能力、自主行动和大 

多数无薪的生产行为。只有当劳动被运用在公共产品的非所有权创造中 

的时候(2006: 175)，才能彰显出它强化自主性的价值所在。

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这里有一种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的相反意义——  

同侪生产将会侵蚀传统的控制形式，与其说是因为社会生产根本上反对 

资本积聚，倒不如说是因为同侪生产比资本主义更具效率或者更具有生 

产力。本克勒并没有说，同侪生产是一剂对资本主义支配生活的解毒剂。 

实际上，本克勒祈求资本为了兼顾人道目的和资本目的而允许同侪生产， 

并让其繁荣发展。但是，仅仅因为某种形式的社会整合会比资本主义更有 

效，并不能保证就能贬低资本，而且也不能保证资本就会对那些看上去是 

对资本进行补充的元素进行吸收。从城市轻轨运输的衰落、 “业余”使用 

无线电频率，到禁止M P 3传播和Youtube可能被米老鼠驯服，每一件事情 

表明资本不可能听从本克勒的祈求。作为支配体系的资本主义不关心权 

力分配，它关心的是权力集中和权力不平等分配。正如剧作家大卫•马梅 

特(David Mamet)可能会说的那样，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资本主义。所 

以，问题就成为怎样把本克勒的新生产方式归人到正在全球化的资本当 

中来？

现在，同侪生产拒绝被主流生产方式吸纳，结果适得其反，新媒体的 

运用延伸了资本的可及范围，这种情况基本上以两种方式出现：第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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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命令和控制能力，以期通过更加深入地清除工人的工艺技能来促 

进生产力，其正在进行的劳动分工把同侪生产的知识劳工隔绝在工业化 

和正在去工业化的城市领地中；第二就是使用计算机加速了那些需要支 

持中心或者大都市中服务型经济的金融资本的流动，该领域的知识工作 

致力于管理市场的不均衡发展和发展不足一其目标的实现以被剥削的 

廉价劳动为代价，对于正在去工业化的中心国家依靠债务支撑起来的消 

费，需要这种廉价劳工来对该消费行为进行补贴。

强制性命令和控制通过新媒体运作，其效果更上一层楼，有利于劳 

工迅速就业，在此，劳动被廉价地雇佣和被有效率地剥削。布雷弗曼发 

现，在各种情况下用计算机来管理生产；结果就是在车间和在办公室——  

“逐渐地取消了思考”（1974: 319)。现在，同样的进程在全球范围中也 

可以目睹。在南印度，外包信息技术工作看起来大有前景，能提升印度在 

包括转录、呼叫中心服务和开发软件等技能型职业（skilled occupations) 

“价值链”中的位置(Kehal and Singh，2006 : 294)。但是此一趋势随之而 

发生的是提高了劳动成本和减少了合格的劳工和生产力，这是威胁资本 

积累的根本性矛盾。正如人们期待的一样，处理本问题包括通常反对长期 

通货膨胀的斗争：负债、更加细化的劳动分工，以及由于信息技术工作 

转移到边缘区域的更远处而形成的降低工资的压力。时空障碍的消除——  

或如吉登斯(Giddens)指涉的时空距离的压缩（1995: 19 - 20)，跨越时空 

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改进的”传播新科技。时空障碍的消除也有助 

于资本利用资本主义发展中一直不均衡的特征，该特征很久以前布罗代 

尔(Braudel, 1979)就强调过了，其不均衡对于全球劳动剥削的形成和再 

形成是有价值的，我们绝不可能说，如此剥削会有休止，因为提高了的流 

动性和劳工相对而言被管制的非流动性，为资本提供了数目上无穷无尽 

的工人后备军，以及市场无休止扩张和再扩张的保障。

正如使用网络信息经济已经实现了全球流动和劳动的使用价值，网 

络经济已经成为金融资本增殖和投资全球流动的重要因素。席勒简而言 

之，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把资本从福利国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且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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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性的私人控制所有社会再生产开放全球潜力，由此延伸资本的全球 

渗透来管理可利用资源（尤其是劳工资源）的扩张和收缩。在核心工业化 

国家，朝向知识工作的转变伴随着边缘国家丧失了较低价值劳动。正如哈 

维（Harvey, 2003 : 62 - 63)指出，如果要对如此丧失进行补偿，那么，就 

要求金融资本对正在去工业化的中心国家进行不断增长的支配。新自由 

主 义 “改革”要求政府允许开放市场，以换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 

行的贷款，从而助长全球资本剥削廉价劳动力，同时打压国内劳工价格， 

并且面对大批地离去的美国工作迁移到不均衡的发展中世界的经济体， 

其极大地削弱了工会联盟的团结。

实际上，当投资工具和信贷扩张加速时，信息社会呈现出如下图景： 

一个不均衡的、正在全球化的服务型经济，它立刻依赖于其他各个地方不 

发达的状况得到发展(Amin, 1974)。即便处于发展中国家的都市领地， 

服务型经济的生存有赖于从发展中的边缘国家把资本抽走—— 这样的边 

缘国家正在变得比比皆是。在信息社会的“流动空间”里（Castell，1998: 

74 - 75)，中心/边缘的地理边界断裂了，成为资本积累和劳动再生产的地 

点不断转移的马赛克，资本和劳工之间的关系，以及使其关系不稳定的诸 

种矛盾之处都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正如曼德尔（Mandel, 1999: 196-198) 

的解释，使用计算机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实际上强化了资本积累的矛 

盾。通过利用居住在去工业化的大都市国家和领地工人的日趋过剩的人 

口来刺激商品消费的需求，与不断下滑的工资和工作转移到更加低成本 

的地区相矛盾，该矛盾通过对于全球经济各中心国家的债务一金融消费而 

言必不可少的信贷扩张来“解决”，在这些国家里，基础设施和流动资金 

的存在意欲容纳疯狂的消费主义。

甚至在本克勒的新生产方式可能的同侪生产英雄中，命令和控制以 

及信息资本主义提高的资本流动性，共同迫使工资和收益下滑。中国、俄 

罗斯和印度把劳动释放到全球市场的结果就是，加倍的世界劳工已经产 

生了巨大的工资下滑的压力（Freeman, 2006)。软件工程师，更知其中甘 

苦。在 2000年和 2004年之间，美国软件生产工业工作缩水超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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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hel, Bernstein and Allegretto, 2005 ： 186-187)。的确，印度的软件工 

程师看到他们的真实工资有所提升，南部印度的中产阶级增加令人叹为 

观止，但仅仅局限于说英语的信息技术（IT)工人。在其他诸如牙买加等 

地方，廉价、低技能的数据处理工作（主要是由贫困的妇女来完成）的繁 

重，看上去就不那么令人惊叹了（ Mullings，1998)。

这就是说劳工市场(包括知识工人的劳动在内）依旧被主流生产方式 

的社会关系所统治。出现任何威胁有效率生产的事物，立刻就会被该生产 

方式吸纳，在知识传播方面，情况尤其如此。我们可能会认为，在信息社 

会中，知识是最能被拿来进行商品交易的物质。在去工业化的中心国家， 

知识输出超过了所有其他的产品，我们可能会期待，该资源以一种尽可能 

容易的方式被分享。然而，在致力于外包和知识转移的众多文献中—— 虽 

然文献被划分为以下两个方面：批判企业家剥削廉价劳工和指导企业家 

剥削廉价劳工的使用手册，但数据并不支持新媒体以一种显著的方式扩 

大了知识的“溢出效应”（spillover)之说辞。我们如果考察一下西冈 

(Nishioka，2006)和凯勒（Keller, 2002)所作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的数据，就会发现在北方和南方的工业化国家之间进行的知识转 

移(这种转移对于产品创新而言是必需的）极大地支持了北方的经济。超 

过9 0 % 的知识产品产生于法国、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甚至在过去 

十年的网络经济中，知识传播或者〜溢出”趋向于被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 

传统地理所限制。研究和发展工作也雷同于此，就限制和集中在公司总部 

(Dicken, 2003 : 245)。该数据说明了国家内部的转移，而且，甚至在全 

球的经济大亨之间，都不会进行国际的知识分享。如果不考虑网络经济， 

知识传播或者跨国公司的牵制政策对于维持中心和边缘国家之间的不平 

等而言至关重要。

现在，看起来有希望成为新生产方式的事物被持续全球化的资本给 

吸纳了。对于技术自主发展创造一种新生产方式的信仰，与一个可预见的 

运动矛盾重重，该运动有关资本积累的整体性，在全球化战略性地剥削劳 

工的语境中成为可能。像新媒体的同侪生产一样，从主流生产方式使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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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通常方式中省略技术的使用，仅能说明在不存在劳动剥削的情况下， 

知识和文化的生产和传播如何能够补充一个不是以剥削为基础的新生产 

方式。换言之，一种类似于政治意识的理念，它看到全球资本主义失败， 

而不是知识本身的同济生产，那么，该意识必定要领导一场针对生产方式 

的变革运动。

自主论的新媒体及其问题

本克勒的著作算是秉持“第三条道路”论点作出贡献的一部著作，在 

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采取了一个含蓄的航向。通过像“弹性专殊 

化”那样的技术运用（Piore and Sabel, 1984: 17)，该文献讨论如何缓解 

资本主义的过剩问题。作者认为技术使用恢复了前垄断时期的资本关系， 

在该资本关系中，工人将会更多地直接控制知识工作和获得基于个人贡 

献大小的声望。

正如我们在此所看到的，上述战略无法实现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 

确，新媒体可以用来把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从现实构建社会 

的过程中切除掉，或者促进(像本克勒所说的）生物产品、制药以及其他 

基于知识的商品等范畴的同侪生产。但是，全球化在以一种越来越抽象的 

方式来对劳工进行剥削，只有在新生产方式的特征终结了该剥削方式的 

情况下，我们才能实现上述那令人兴奋的前景。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 

题，那就是投射到全球化无国家网络之上、正在不断加大的劳工剥削，对 

此问题，新生产方式的本克勒版本仅仅涉猎那些被隔绝于财富集中的特 

权领地的知识工作。

其他的理论家，特别是戴尔-威瑟福特，试图去发现本克勒仅仅建议 

但是没有强制要求的内容：即利用新媒体作为反对资本主义支配霸权的 

工具，而不是把新媒体定位成一种新生产方式的工具，戴尔-威瑟福特 

(1999: 129)把新兴的传播技术视为“打断资本集成电路的工具”一 主 

流生产方式，其生产工具之一，就是信息和传播方式。换言之，新媒体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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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自主地用来组织被压迫的人们反对资本。对于戴尔-威瑟福特而言，无 

论全球资本的渗透程度如何，与此增长相伴随的是交流机会的扩展和经 

常非意图地（often-unintended )创 造 出 “一个新的反抗力量的重构” 

(1999: 163)。

我们可以一分为二地审视此问题，当新媒体作为一种潜在的工具 

把个人和反对资本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全球化有效地扭曲了工人应该 

针对资本的抗争，反而变成人与人的斗争。当资本按照其自身阶级的 

逻辑和需要进行全球化的时候，由于继续存在一个民族国家的功能， 

工人的流动性是受限的。尽管工人们能在全球层面上相互联系，但是 

他们的斗争如果要变得明朗化，就必须通过日常的地方斗争经验，特 

别在有大都市的国家，此类抗争很少被表达为阶级抗争或者是反抗主 

流的生产方式。

这个不断扩大的派系主义的结果就是使抗争的正当理由脱节了。在 

某种意义上戴尔-威瑟福特所论述的反对的“激增”—— 像杜威（Dewey) 

在李普曼（Lippmann)不自由的技术官僚统治中发现的“政治有余、社群 

不足”—— 看上去过于自主。实际上， “团结和能动性”已经被“原子化 

和旁观关系”所侵占（1999: 175)。到处都是实践，理论却无处可寻，在 

此困惑中，反对阶级斗争的主要作用，戴尔_威瑟福特指望那些非决定性 

“多样化的斗争” 一真正地，正如卡斯特尔(Castells)所言，在文化上成 

为 “自闭”的一种自由(2001: 203)。的确，即便本克勒非常敏感地指出 

新媒体的潜能，他不是一个反对资本的结点(node)— 他不支持1土会劳 

工”，该类劳工能与针对资本的反抗运动产生“互动”（interanimating) 

(Dyer-Witheford, 1999: 110),在此，我们找不到任何帮助。

戴尔-威瑟福特把抗争综合为有自主潜力的反对力量，其极大地低估 

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中文化再生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迷思化。对 

于戴尔-威瑟福特而言，媒体消费者不是被意识形态所迷惑，而 是 “参与 

了成千上万小范围飞行和战斗的能动主体”（1999: 119)。然而，很大一 

部分的美国人相信伊拉克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并且相信萨达姆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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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9 _ 11攻击(Maertens, 2004),或者共同相信天使是存在的（Woodward, 

2006),并且支持用宗教信仰来指导外交政策（Pew Research Center, 

2003)。面对文化产品和意义如此重大的宣传，公共意见的形成大部分都 

可能集中于被政府有策略地操纵的公众无知的范围之内。

反抗地运用新媒体的后果就是战争、新法西斯主义和习惯了漠不关 

心马克思称之为传统的实践“客体”（Dyer-Witheford， 1999: 53)。我 

们不能期望在人类背后实现资本的内在崩溃，同样，我们也不能像戴 

尔-威瑟福特那样去期待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综合使用新媒体，以 

反抗资本主义和商品化的利益，甚至那些不知道资本主义为何物的人都 

可以使用新媒体来达到这一目的。不断增加的文化贡献总是受欢迎的， 

然而，只要政治意识成功剥夺了主流的集中控制，开始攻击生产方式本 

身，这些新媒体的自主性就能够存活下来。比以前需要更多的东西不是 

更 加 “自主”，而是更加团结，把被压迫的人团结起来，他们的每一个 

能动行为都具有理论正当性，因为只有理论能够实现自我反思，其对发 

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及矛盾是必要的，并且，为自主性提供理 

由，诸种理由对于支撑自己反抗全球资本主义这一强大敌人而言必不 

可少。

在自主论马克思主义中最吸引人的观点—— 理论只是一种假设，因 

为在晚近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传播和行动的激增的数量过于庞大，以至于 

资本无法完全吸收。戴尔-威瑟福特后来在他的书中观点有所变化，自主 

论有关劳动剥削的新解释支持了他关于观点激增之价值（the value of 

viewpoint profusion)的论断。

在内格里( 1 9 8 4 )之后，戴尔 -威瑟福特济学手稿》中 的 “机器残 

稿” 一文发现了一些观点，可以证实新的自主技术提供了对资本自身生存 

有害的反对形式。马克思简要地讨论了生产方式的技术改进把劳动假定 

为 “一般的社会知识”（1973 : 7 0 6 )。就自主论者而言，与他在别处提到 

的通过科学技术整合人类控制生产手段的评论相反，马克思在此处提及 

的内容是把“一般知识”突出为一种对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剥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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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不是在于创造交换价值，而是在于生产维持自由的*14会个人” 

所必需的使用价值(1973 : 705)。如此论断中可能认为生产力的一般智力 

取代了工资劳动，终结了“劳动社会”，甚至终结了对于“左翼”的需要 

(Vimo, 1996a： 268)0

但是，在令人厌倦的具体细节上，我们知道正在全球化的资本如何 

管理劳动市场的不均衡发展。再者，资本的流动性和劳工的相对不流动性 

似乎表明，当过量的失业劳工使资本主义成为多余的时候，资本是如何逃 

避千钧一发之时刻。这似乎意味着仅仅有意识的反对才有希望能够改变 

资本宰制的形势。

戴尔-威瑟福特审慎地补充说，终结主流生产方式也将要求进行直接 

的实际斗争，此论点处理了先有鸡或先有蛋的问题。为此目的，戴尔-威 

瑟福特对反抗力量的规范导向能极好地承担现实改革的责任，但现实改 

革几乎与使用新媒体本身没有任何关联，其实现的方式是司法改革，并得 

到了普遍降低传播准人资费的协助。戴尔-威瑟福特想要保障收人、 “减 

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1999: 193)、 “零商品”的信息共有（1999: 

2〇1)，和在新媒体帮助下“去国家化”（destatification)中的国家消亡 

(1999 : 207 - 208)。

这些深思熟虑的提议看上去像一些基本、具体和必要的实例，关乎 

需要何物才能实现更大程度的社会公正一此目标如果以“社会劳动” 

抽象化的术语来进行表达的话，可能看起来就不需要实际的（如果有那 

么一点微微的改革倾向的话）计划和政策。但即便如此，考虑到全球资 

本的劳动使用程度，在某种意义上，戴尔_威瑟福特提出的“共同体” 

(1999: 194),只可能在大都市的工人中找到。在全球市场迅速扩张的 

间隔期间，大都市的工人享受着生活在更为阳光的一侧，而他们生活的 

背景是巨大致命的战争机器支持下的全球积累的种种矛盾。处于中心的 

经济体图景不容乐观，生活在中心经济体的工人们通过剥削发展中国家 

的工人来保持着较好的生活水准，无限的信贷和减少劳动时间的可能 

性。对于边缘国家的人们而言，部署展开抗争是一件未决的事业。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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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服务型工人们在“后现代”的丰富表达和潜能中过着奢侈的生 

活，以及享受“自主媒体”的快乐（ 1999: 120)。这些能动主体中的一 

些人的确在他们自己的显示屏上看到《时代》杂志封面上的胜利者、书 

写了信息社会的“你”的倒影。在其他地方，商品生产区域的居民所拥 

有的，就是到处被剥削的工人们惟一拥有的财富一劳动力。这种情况 

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改变，将和以往一样，取决于劳动者团结起来反 

抗资本，不是因为在一系列的选择中，如此选择似乎比其他的任何选择 

看上去更好，而是因为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工资奴隶的绝望生活别无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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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全世界的高科技工人们，联合起来! 

关于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 

“新工会主义模型”的案例研究®

米歇尔•罗迪诺一科洛西诺

我们试图创造一个新的工会主义模型……在本行业中，集体讨 

价还价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这将不会阻止我们在立 

法层面上和社群中，为正在工作的工人组织和建立工人权力。如果 

我们遵守游戏规则.我们将绝不会获胜。因此，我们准备建立一个新 

的工人组织，其运行时所针对的对象是本行业和新经济的工作。

--- 麦卡斯•考特尼（Maycus Courtney)(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的

共同创始人和主席，引自Moberg, 2000)

知识工人在今天信息社会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与其曾经在工业资本 

主义语境中所面临的问题一样：工作更加努力、回报更加少。按照马 

克思的术语，在工人们生产剩余价值的必要条件下，他们遭受着痛苦， 

工厂主及其合伙人寻求全面地榨取剩余价值（Ma«, 1977)。在过去的 

2 0多年中，技术和管理趋势的趋同已经凸显了劳动跨越时间和空间、 

地方和全球的区隔，跨越时空区隔所采用的各种方式推进了对剩余劳动 

的榨取。结果就是，知识工人经历了一个新的转型过程，布雷弗曼称之 

为从工人到经理的权力转移过程。劳动历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们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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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劳动分化（Fraser, 2001; Greenbaum，1995; Huws， 

2003; Noble，2001; Sussman and Lent, 1998)，并且政治经济学家们长期 

以来都热衷于研究生产空间化（M 〇SC〇, 1996)。然而，学者们大多没有 

注意到，对于以更少的工资和保障从工人中榨取更多价值的转变方式，工 

人们又如何做出反应。®

本章通过考察工人们对于地方和全球劳动重组进程中信息技术工作 

恶化的反应来弥补此领域学术研究的薄弱。本文分析基于对华盛顿技术 

工人联盟的案例研究，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总部设在西雅图，成员遍布美 

国的36个州，隶属于AFLCI0(是成员高达7 0万人的“美国传播工人协 

会”的地方分支），并且，作为美国最早且最有影响的高科技工人联盟之 

一 ，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作为工人的劳动通过临时性合同和境外外包形 

成时空性流动的主要组织者，其雇主跨越时空来剥削重组的工作，以便于 

在没有适当补偿或者工作保障的情况下从工人身上更多地攫取利益。

本章要讨论的内容是，提出一个“支持数字化劳动力的呼声”，也就 

意味着如何来创制一个“新的工联主义模型”。@ 在介绍美国工人工作多 

了、但报酬和保障少了的证据之后，笔者将考虑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如何 

来回应那些能够使得公司榨取更多剩余劳动的战略。不像传统工会，华盛 

顿技术工人联盟代表了一般会员，他们之所以加人，是希望解决那些跨越 

自己工作场所、影响信息技术工人的问题。第一节考察引发华盛顿技术工 

人联盟创建的“长期短工”（permatemping)的问题。第二节将讨论一些人 

们关注且指导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组织和法律议程的问题，包括剥削H -

①  本文作者希望感谢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的成员，特别是柯特尼（Marcus Courtney), 
以及“科技联合起来Yahoo小组”的负责人迈耶斯(RichanlMyem) ,他们与作者共享了他们 

作为 IT 工人和活动者的知识和经验，并且，他们还阅读了本章早些时候的草稿，作者在此 

表示感谢。
②  例外情况包括阿洛诺维茨（Aronowitz)和科特勒尔（Cutler) (1998)和诺贝尔（Noble) 

(2001)，麦克切尔（\1(*0^^)(2002)调查了公司和技术的融合如何激发了一个新工会主 

义模型，这也说明了工人的斗争。

③  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的标语： “表达技术劳动力的声音”—— 出现在群网站的页 
首。见 hllp: //www. washtech. 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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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签证工人和境外外包生产。结论部分将考虑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最大 

的组织挑战，并且提出地方分会如何能够发展出一个包容性的工会主义。

本文分析借用政府报告、学者文本、工会支持的研究、在册的成员名 

单以及从1998年到现在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的新闻报道。从 1999年到现 

在，笔者一直是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积极的自始至终成员，而且在2004年 

担任发言人(作为在工会和立法机关之间的联系人）一职，这些经历也有 

助于本文的分析（Hondagneu-Stoelo, 1993; Pillow and Park, 2002)。对于

学者们研究信息技术工人而言，本文的贡献在于运用了“辩护性研究” 

(advocacy research),该研究深植于本文作者作为“活动分子一学者”对 

自己参与的运动进行研究的经历之中。本章也加人了正在进行中的一个 

谈论，该谈论有关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针对当下过度工作、无保障的知识 

工人开展劳工运动创新(Brophy, 2006; van Jaarsveld，2004)。①

多做少得

在劳动市场上，最近的趋势表明工人们多做少得(doing more for less) 

越来越普及。新千年第一个10年的2005年，是自2 0世纪60年代以来美 

国公司利润占据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最高份额时刻，生产力上升的 

速度超过了中等收入工人总共薪资两倍多（Greehouse and Leonhardt， 

2006)，并且超过了中等家庭收人的三倍多（Bernstein and Kombluh， 

2005)。® 更进一步侮辱工人的是，最低工资收入者的购买力在2005年达 

到50年的最低点，2006年出现些许的复苏（Greehouse and Leonhardt，

第十四章全世界的高科技工人们，联合起来！关于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新工会主义模型•■的案例研究

①  恩达■布罗菲(2006)考察了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如何代表知识工人（他们的劳动是 

“非物质化的”）反抗无保障的工作条件（“不稳定”）。丹妮尔■范•亚斯威尔德（Danielle
VarUaa^ veld)揭示了推动高技术工人集体行动的东西和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如何代表这些 

工人的方式。也可参见Van Jaareveld和 Adler( 1999)。
②  生产率增长为7L 3 % ，超过了中等家庭的收人，该家庭收人从1973年到2003年增 

长了21.9 % 。相反，从 1947年 到 1973年，中等家庭的收人的增长超过了生产率增长 

(103.9% : 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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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Leonhardt，2006),但更长工作时间极大地抵消了微弱的工资增 

长。自1975年到2002年，美国家庭每年工作的平均时间提高了 1 1 % ,当 

工作时间在2000年达到顶峰的时候，美国家庭每年的记录比他们在1979 

年多了 500小时(Bernstein and Kombluh, 2005)。①过度工作的平稳增长， 

查阅（味来的办公环境：2020»的研究，发现被调查的主管中有4 2 %的 

人预测工作时间会更长，9 % 的受查者预测工作时间趋向于缩短（Office 

Team，2005)。

当工作时间延长抵消了下滑的工资和达到公司重组专家设定的效能 

目标，工作消失了。@卫生保健部门是个例外，从 2001年以来，卫生保健 

部门增加了 170万工作岗位，美国的私人企业就业缩减并且增长陷入停 

滞。2001年衰退之后的头两年，美 国 “永久地”失去了超过270万的工作 

岗位(Weis_ ,  2003), 2007年初截至本文的写作时为止，就业增长呈现 

出适度复苏。美国劳工统计局报道，2006年平均每月工作增长最高达到 

14.9万个岗位。然而，比起之前的经济衰退之后的工作增长，目前的工作 

增长速度更趋缓慢。从 2001年 11月以来，当复苏开始的时候，受雇人数 

增加了 4.5 % ，相形之下，1961年有17.3 % 的增长率，1982年有16.4 % 的 

增长率，1991年有 9. 5 % 的增长率（美国劳工统计局，转引自Bernstein, 

2〇〇6)。另外，临时工作增长已经超过长期工作的增长。在 2004年 2 月， 

美国经济增加了 3.2万个临时工作岗位和2. 1万个长期工作岗位(Geller, 

2004)。

知识工人也不能置身事外，仍然是多做少得。尽管前Y2K普遍的现 

实情况是“符号分析师”将会受益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Reich, 1992)， 

使用计算机和计算机技能将会开启**信息时代财富金库” （US Department

①  基于美国劳动统计署和美国人口普查部门的数据。然而，女性不断地加人劳动力贯 

穿于这个时期，这种状况遮蔽了过度工作，因为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从事兼职工作。美国的 

人口统计部门把家庭收人上涨归因于从1976年以来女性不断地加人到了劳动力中（Devanas- 
Walt，Proctor,和 Lee, 2006)。

②  公司的重新改造要求缩小规模，这一点反过来给留下来的雇员施加了压力去做那 

些被解雇的同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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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mmerce, 1995)，并且与因特网相关的工作预示了“人性化的工作场 

所”的到来（Ross, 2003),但是，高科技工人们没有摆脱长期以来一直困 

扰着其他劳工队伍的问题，即解雇和长时间的稳定工作。 《商业周刊》首 

席经济学家迈克尔•曼德尔（Michael Mandel)估算了信息技术行业中的失 

业情况，包括软件、半导体、电信和网络相关的公司，根据他的估计，在 

过去5 年的时间里，美国裁减了超过110万个信息技术工作（Mandel, 

2006)。在华盛顿州，2001年 2 月和2002年4 月之间，高科技淘汰了9 600 

个工作岗位。在此之后，技术工人遭遇了一个10.6 % 的双位数失业率，即 

几乎是该州其他职业失业率的两倍(Doussard and Mastracci, 2003)。知识工 

人也居于最过度工作之列，正如雇主要求他们每周工作80多个小时并且无 

论公司效益好坏(fat and lean times)都没有加班工资（Ross, 2003; Tapia, 

20M; Worker Center, 2001)。显然，受雇于高科技行业内外的美国工人工 

作更长的时间并且生产得更多，但是拿到的报酬却在变少。有分析家以 

“两个经济”来透视此一问题，即对于“从全球化、科学技术、提高生产 

力和更高企业盈利中受益的人们”，一个经济已经“白热化”，相形之 

下，另一个经济意味着“上班族……没有感到他们正在往前进步，尽管事 

实上他们在努力工作”（Greenhouse and Leonhardt, 2006: A13)。

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正在打造一个“新工联主义模型”来代表那些 

多做少得的“上班族”。要求技术工人们放弃加班工资激发了两个微软临 

时工创立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在 1997年末，在华盛顿软件联盟代表的 

地区技术公司在多方面的游说之后，华盛顿州的劳务部裁定，每小时收入 

超过27.63美元的计算机工程师和编程员才能免于受制于加班补偿的规 

定。在当时，临时工人参与了一个长达5 年的集体诉讼，反对微软公司否 

决了他们雇员股票先购权收益（employee stock option benefits，简称 

ESOP)。为寻求高科技工人（尤其是那些信息技术临时雇员，他们工作时 

间加长，却得不到长时间应有的工资和福利）表达意见的渠道，柯特尼和 

麦克•布莱恩（Marcus Courtney and Mick Blain)在 1998年3 月创立了华盛 

顿技术工人联盟。在 1999年 6 月，微软公司规定临时工有100天的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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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之后，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的成员投票决定加人美国传播工人协会 

( C W A ) ,提供资金来雇用对付“雷德蒙威胁”（人们对微软的贬称）的职 

工工资和支付办公场地费用。

为长期短工大声疾呼

作为服务于低报酬的（undercompensated)、过度工作和临时工身份的 

信息技术专业人才的话语表达渠道，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首要的目标就 

是终止剥削“长期短工”。 “长期短工”们通过临时性代理机构为一个公 

司工作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些工人是在“长期临时性”的基础上得以 

雇佣。揭露长期短工的剥削对于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的使命而言是至关 

重要的，因为在华盛顿州和全美国，他们构成了 IT工作队伍中的主力部 

分，然而，媒体的新闻报道和官方统计数据使他们隐形了，大卫•斯托博 

(David Stobaugh)一代表微软公司长期短工的一个律师一告诉美国的 

劳工部，在 20世纪90年代末，微软把大约3 5 %微软公司的工作承包给临 

时性的雇员（van Jaarsveld and Adler, 1999)。

尽管代表微软临时工的律师事务所创造了 “长期短工”术语，华盛顿 

技术工人联盟由于揭露问题的深度而获得了赞扬。® 《数字化世界的鸿 

沟：新经济的现实》（Worker Center, 2001)是由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发起 

的一个研究，该研究表明在地方高科技劳工队伍中，专业临时工构成了一 

个重要的、但不可见的部分。对若干州的统计数据和专业信息技术代理机 

构工资名单的专门分析表明，2000年临时性工人大约占到普吉湾（Puget 

Smmd)IT劳工队伍总和的1 1 %。②在IT投资泡沫期间， 《数字化世界的 

鸿沟：新经济的现实》也对环绕在长期短工和其他的科技工人周围的迷

①  由于州在法律上不能千涉劳动合同，这些劳动合同是有关私企雇员的权益内容，法 

律仅仅适用于公共行业的雇主。
②  1990年的 《移民法》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工人来从事“高技能”的技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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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提出了质疑。尽管商业新闻界坚决主张，普吉湾高科技工人们是高薪的 

精英分子，但研究表明西雅图地区的科技工人如何工作在一个高薪水长 

期工作和低工资无保障职位的分化市场中。在临时工和直接雇用之间，工 

资鸿沟昭然若揭；平均起来，临时工收人不到直接雇用的年工资中值 

的 7 9 %。

揭露长期短工的问题有助于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追寻一个革新组织 

的模式。到 1999年时，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拥有超过200个付会费的强 

大成员，以及一个拥有1400个成员的邮件列表（listserv),它开始作为一 

准新工会出现(Van Jaarsveld and Aldler, 1999)。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没 

有采取在传统工作场所与雇员签订契约的方式来发展成员，其 “混杂模 

式”依赖于付会费的一般成员、不付费的邮件列表成员和美国传播工人协 

会的财政支持。在 2006年，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拥有了 1500名付会费的 

成员和17 000名邮件列表成员，它继续依赖于美国传播工人协会的资金 

支持。地方分支是作为“吁请团”（advocacy group)或 者 “社会运动” 

(Schenk, 2003)的工会而存在，该工会巨大的邮件列表成员增强了其立 

法影响。

伴随着组织社会地位日益增强，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产生的关于长 

期短工的新闻报道对一些政策方面的成功作出了贡献。在 1999年，联邦 

上诉法院裁定，成千上万的微软公司的临时工同样是普通法雇员，他们有 

权享有与直接雇佣一样的权益。微软公司对此进行报复，对派遣到公司已 

经超过364天的合同工人，制订了在两个工作项目之间必须休100天假的 

制度。在2002年，美国华盛顿州州长加里•洛克(Gaiy Locke)签署了禁止 

给长期的工人贴上“临时工”或 者 “合同工”标签的法律（ESSB 5264)来 

逃避提供福利的义务。® 在 2005年，这些长期短工开始募集了价值高达

①史蒂芬 •斯特朗 (Stephen Strong)是代表微软公司临时工的法律公司的共同创办人 

和合伙人，他告诉我，他的公司人员，即 “本迪斯.斯托博和斯特朗律师行”（Bendkh, 
Slobaugh和 Strong), 创造了这个术语“长期短工”（个人通信，2006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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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000 000美元的诉讼判决反对微软公司。

H - 1 B 签证项目：从沉默到反抗

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反对剥削H  - 1 B签证工人标志着该联盟的策略 

转型，即从关注剥削在时间上的安排到关注剥削性的、越多地压榨工人而 

给的回报越少的全球劳动市场。这个 H - 1 B 签证项目的运作方式，就是 

明目张胆地给熟练技术工人一个五年临时签证，他们正好填补了由于美 

国短缺熟练工人而导致的工作空缺。® 从表面上看，法律承诺会帮助雇主 

在世界范围内雇佣到最合格的候选工人。然而，实际上，H - 1 B 签证项目 

压低了劳动成本。针对 H  _ 1 B签证持有者报酬过低的估测是多种多样 

的，按照诺曼•麦特劳夫( N o _  Matloff, 2002)的观点，受雇于加利福尼 

亚戴维斯大学的移民程序员和工程师收人比永久居民少15%到 20% ; 美 

国移民局(INS,现在是“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发现在全美国计算机 

产业中的H  - 1 B持有者获得的报酬比美国平均工资少20% ; 加州大学洛 

杉肌分校(UCLA)的研究发现，外籍工程师报酬比本土平均工资低33% , 

美国的劳工部得出结论—— 19 %的 H  - 1 B持有者没有得到雇主在签证申 

请表中允诺的工资。® 大约4 4 %的持有H  - 1 B的外籍工人来自印度，而 

在印度，计算机行业的工资甚少，只有美国工人所得工资的十分之一® 

(SiliconValley. com, 2002) 0

由于賦予雇主对外国临时工工作条件更大的控制权，临时签证项目 

间接地压低了劳动成本。比起永久定居的临时工，H - 1 B 签证持有者工作

①  在高科技的世界里，对临时工的依赖折射出在美国专业劳动力市场一个正在不断 

增长的趋势。人口统计署的报道显示，由提供公司支持服务的人力资源而创造的“人力供应 

服务”（临时的劳动代理机构）所带来的收人，其比例在2 0世纪9 0年代初就开始下滑（从 

1900年的4 0 %下降到1994年的2 8 % ) ,并且几乎赶上了技术和专业工人创造的收人，这个 

技术和专业工人的类别包括计算机专业人士(Census Bureau Facts for Features, 1996)。
②  更多的关于IN S的研究，见 Bj〇rfms(2002)。
③  这个推测来源于硅谷网站报道的INS数据(siliconvalley. C〇m，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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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接受更加不稳定的条件，此一事实为更多的雇主创造了控制权。举个 

例子，如果一个持有H - 1 B 签证的工人被解雇，她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去 

找到另外的一份工作，否则她就必须离开美国。因为找到一个工作和转移 

签证一般而言所需花费的时间都比一个月长，H - 1 B 签证的持有者明白， 

解雇就相当于驱逐出境》结果导致H _ 1 B签证工人们表现得比永久居民 

更加愿意工作更长时间，而且毫无怨言，报酬更低。这个项目的效果是进 

一步削减劳动成本，其方式是通过淘汰对于时间和收人的需求令他们较 

少愿意接受没有报酬加班的年长工人。正如一个H  _ 1 B签证的持有者所 

言： “这些年轻人，他们每天工作15小时司空见惯”（Bjorhus, 2002)。相 

比较于长期短工而言，雇用 H - 1 B 签证的工人们能为雇主获得相似、可 

能更多的利益。难怪雇用长期短工的公司同样会瞄准H - 1 B 工人，高科 

技公司(包括微软和亚马逊)成功地游说国会增加H _  1 B签证的数量，从 

1998年的6.5 万人增加到1999和 2000财政年度的11.5万人，并再次增 

加到2001年的 10.75万人。在 2000年，该行业再次游说国会将签证的最 

高限度提高到2002和2003财政年度的19.5 万人。在 2004年，这个最高 

限度回落到了 6.5 万人，并且，截至本文写作时为止，这个数字仍然不变 

(IL 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2006)。①

因为高科技公司坚定地想要通过临时签证的工人来扩展劳动力市 

场，而且，因为H - 1 B 签证项目对于高科技工作的影响超过劳动力市场 

的其他部分，H - 1 B 签证项目成为一个关键的组织和立法议题。@在2002

第十四章全世界的高科技工人们，联合起来！关于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新工会主义模型”的案例研究

①  在 2004年，国会允许获得美国硕士研究生或更高学位的头2 万名H 1 - B 的签证申 

请者免受第一个财年最高限额的约束。
②  根据前INS(现在的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从 1998年中到1999年中，超过6 0% 

的 H -1B 的申请者是IT工人，他们填补了超过7 万个工作岗位。这个数字占了所有IT工作 

的 28% ，在 1996年到 1998年之间，这些工作要求学士学位（美国商业部，2000)。自 1998 
年以来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T 劳动力中出生在外国的人不成比例：出生在外国的个人占 

IT 劳动力的17%和占美国人口的1 0 %。尽管H - 1 B 工人大都集中于r r 行业，华盛顿技术工 

人联盟和CWA最初不愿反对这个项目。工会领导不想疏远这些作为实际和潜在工会成员的 

外籍工人。结果是，AFL- CiO(CW A的一个附属机构）在 2000年没有发动运动，反对提高 

H - 1B 限额的立法。这个重要的问题鼓励工会重新思考他们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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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夏季，美国传播工人协会公布了一个官方声明， “虐待国内工人”而反 

对 H - 1 B 签证项目（Vans, 2002)。该工会主张，H - 1 B 项目压低了本地 

工资和阻碍了组织工会的努力。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秘书—— 罗伯塔•威 

尔逊(Roberta Wilson)对该工会的反对意见做了如下解释， “我们华盛顿 

技术工人联盟支持在这里的外国工人……然而，在我们的熟练的高科技 

工人们失业的经济不景气期间，雇用外籍工人的做法首先促使我们想知 

道，H - 1 B 签证项目背后的真正动机是什么？ ”威尔逊含蓄地提及在华盛 

顿技术工人联盟成员和外籍临时工之间的鸿沟。随着反对H _ 1 B签证项 

目运动的发展，关于在硅谷的印度的H - 1 B 签证项目持有者的文章宣 

称， “美国高科技工人与外籍工人之间的裂痕好像正在扩大”（silicon 

valley.com, 2002 )0

这样的分裂不难意料。正如本文结论中解释的那样，丨T 劳工运动的 

支持者持有对于外籍劳工的独到见解，下面一节就会讨论华盛顿技术工 

人联盟如何开始集中于把产业外移作为一个驱动立法和组织的议题》

反对产业外移，构建会员关系

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在2003年把离岸外包业务作为主要的立法和组 

织议题，此乃其为工人权利奋斗使命的持续努力，而非构成联盟的转变。 

产业外移工作，诸如雇用长期短工和H - 1 B 签证的持有者，是另一种通 

过时空的流动来扩充廉价、顺从的劳动大军的手段。那么，华盛顿技术工 

人联盟采取行动反对产业外移，看起来合情合理，但当真正如此执行，情 

况另有奥妙，一些关键的事件推动着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反对产业外移。

第一个事件预示着高科技投资的破产。2000年 1 月 2 8日，亚马逊以 

一个小时的通告解雇了 150名工人，尽管高科技股票持续财旺，不过，亚 

马逊也必须面对要在华尔街表现出自己正在盈利的压力（或者至少，表现 

出意识到需要盈利的表象）。到 9 月份，高科技股票下跌，之后，亚马逊 

透露了外包计划，其多达8 0 %的客户服务工作要外包给印度的公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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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亚马逊支付雇员的工资低于西雅图工人们工资的十分之一 

(RWiington Free ZVe«，2000)。亚马逊的西雅图中心的工人一小时的收人 

超过了 11美元或者月收入1900美元(每周工作4 0个小时印度电话服 

务中心的工人每个月的成本是150美元。在 2001年 1 月，亚马逊宣布裁 

员 1300人，包括850名西雅图的雇员，并且透露了关闭西雅图电话服务 

中心的计划（Mulady，2001)。通过把工作转移到印度和镇压一个正在进行 

的工会运动，亚马逊进行裁员的目的意欲减少成本，® 可见，亚马逊的重 

组标志着产业外移形成了一个对本地工作和工会组织的工人的重要 

威胁。

激发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反对产业外移的第二个事件是揭露微软可 

能把 “关键的”（例如高技术的、高报酬的工作）工作转到印度。在 2002 

年7 月， 一 名微软的工人把公司的产业外移计划透露给了华盛顿技术工人 

联盟。工会得到了微软的高级副总裁布莱恩• 瓦伦丁（Brian Valentine)给 

下 级 经 理 的 一 个 幻 灯 片 演 示 2002)。瓦伦丁主张“时代 

正在变化”，他告诉下属， “你可以在微软之外实现它……外包业务不仅 

仅为了非关键的工作……雷德蒙不是宇宙的中心”。在瓦伦丁的想象中， 

全球的劳动力将会提供额外的剩余劳动： “迈向全球……把有效工作日延 

长到大约16 — 18个小时。”

然而， “迈向全球”是对雇用更加廉价的、熟练的印度工人的委婉说 

法。微软公司经理特指印度，宣称微软能够“利用印度的经济较低的成本 

结构……（并且）事实上，任何技术资源都能够被获得”。幻灯片显示，

“为什么现在要考虑印度？”回答是： “[因为那里有]大量的和合格的 

45万软件工程师大军。” 瓦伦丁冷酷无情地计算此一劳动市场“以 

50% —6 0 %的成本进行高质量的工作……两个人工作，仅仅拿一个人的工 

资” [Wash Tech News, 2002、。

①亚马逊客服中心的工人们担心自己过度工作.报酬过低和缺乏保障，他们联手华盛 

顿技术工人联盟，在2000年秋季发起了一个工会组织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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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新闻公布了微软的计划，将其在幻灯片工会网 

站上贴出，并提醒了新闻媒体（Gongoff，2003, Heim, 2003)。华盛顿技术 

工人联盟主席马库斯.考特尼（Marcus Courtney)把瓦伦丁幻灯片给了〈滴 

业周刊》，后者在2003年 2 月将其写成了一个有关产业外移的封面故事 

(Engardio et al.，2003)。尽 管 〈滴业周刊》没有提及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 

或者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反对产业外移的努力，不过，该文章的确引用了 

瓦伦丁的幻灯片，包括他规劝经理们“今天就开始挑一些产业来进行外 

移”。$在该特刊登陆书报摊的那一周，为了吸引更多媒体的注意，华盛 

顿技术工人联盟的成员，包括本文作者都在微软公司的总部进行了抗议， 

且给开车去上班的雇员摇动标语和散发传单。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的 

卢•道布斯（Lou Dobbs)在产业外移的新闻报道中曝光了抗议者的录像 

(Dobbs, 2003)。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在自己的新闻网页（即 reCÄ 

/Vem)上贴出第一手材料。@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在自己的反对产业外移 

的运动中使用的其他电子工具包括用“行动起来”软件（Get active 

software)做出的“采取行动”呼吁书，该软件公司设计“关系管理产 

品”，来帮助非赢利公司“招募、雇用和留住”成员。③ “行动起来”制 

作了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的第一份立法呼吁书，这是一场电子信件书写 

运动，旨在支持一 项美国总审计局（GAO: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的研 

究，该研究的对象是产业外移对于美国的高科技工作市场的影响。®

2003年的媒体轰炸和信件书写运动帮助了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成功 

地游说国会批准美国总审计局的研究。尽管这个报告不是决定性的，但该

①  然而，这篇文章提及波音工会工人反对产业外移，并且把读者指向同一期中的一个 

故事，这个故事更加彻底地讨论了工会的立场。

②  见贝克曼（Beckman) ( 2003 ) ，考特尼（Courtney) ( 2003)。
③  “行动起来” 软件能够允许客户发送在线请求.呼吁捐赠和鼓励成员人会的邀请通 

知。见 h ltp : //www. getaclive. cora0
④  见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第一个“行动起来” 的呼吁，见 “告诉国会研究〖T 产业外 

移” ，^  http； //www. unionvoice. oi^/washtech/alert-description, html? alerl_id = 6033accessed 
September 6 , 2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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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标志着联邦政府开始负责审视产业外移的外包业务（U.S.GAO, 

2004, 2004)。后来，美国总审计署又公布了一份基于工

业和专家学者采访而形成的报告（U.S.GAO, 2005)。像早期的那份报告一 

样，除了呼吁更加深人的研究之外，2005年出版的这份报告没有提出任 

何政策建议。

为了强调产业外移对美国高科技失业的影响，2 0 W年华盛顿技术工 

人联盟和自己的全国性网站（即 Techsmiite. oig)发起了产业外移跟踪系统 

(Offshore Tracker)。®这个追踪系统对新闻媒体中产业外移的报道进行综 

合，并且邀请个人提交对此类事件进行详细叙述的报告。在确证这些事件 

和失业数量的基础上，工会员工会公布结果。截至2007年 2 月 1 9日，跟 

踪系统报告显示从2000年 1 月以来，528478个工作已经被外移，丧失了 

263 069个工作。这是个保守估计，因为公司倾向于隐藏他们的产业外移 

战略(Beckman，2004; Nachtigal，2004)。® 公司的一个做法就是把聘用终 

止协定（severance agreement ) 与 “互不低毁条款”（nondisparagement 

clauses)联系起来，就像亚马逊在2001年解雇1 300名美国工人时的所作 

所为，如此做法同样会劝阻雇员不要讨论产业外移的计划（Fost, 2001)。

产业外移在横跨通过传统媒体、广播和数字媒体上所产生的公众效 

应导致了邮件列表和付费成员的增加。邮件列表成员数从2003年 1月的 

2〇〇〇人猛升为2003年9 月的1.5万人，工会主席马库斯•考特尼把如此 

猛涨归功于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反对产业外移的立场和在《华盛顿技术 

工人联盟新闻》中的报道。*2005年 1〗月，辛格勒无线公司（Cingular

①  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在2〇〇1年投人运转的Techsl’nite. o rg网站服务于全国的名单 

登记和招募付费成员。TechsUnite的功能仅仅是作为一个网站和邮件列表；华盛顿技术工人 

联盟呼吁列表成员在他们加人该列表的一个月后加入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成为付费成 

员《见网页：http: //www. techsunite. 01̂ .和网站： http: //www. techsunite. oi^/offshore/ 0
②  纳蒂加尔(Nachügal)提议说，微软使用印度代理机构的合同工人来隐藏它在印度雇 

用工人的数量。
③  科特尼，个人通信，2〇〇6年8 月 1 0日，2006年 8 月 1 4日，阅读华盛顿技术工人联 

盟新闻： http: //www.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org/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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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eless)的工人们通过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美国传播工人协会赢得了一 

场代表工人的运动，其中一个成员将该运动归功于人们对外包业务的关 

注（Nachtigal2005)。①

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不断增加的政治上积极的成员，激发了一个富 

有成效的反对产业外移的立法议程。在 2004年的立法会议上，华盛顿 

技术工人联盟帮助提出HB3187议案，意在阻止华盛顿州的合同制工作 

流向海外，法案没有获得本州通过，但作为 2004年 《综合预算法案》 

的一部分获得联邦立法。2005年，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在华盛顿州的 

立法机关指导了一项法案的通过，要求有工会代表参与的任务小组在本 

州研究业务外包的情况。2006年和 2007年的立法议程雄心勃勃，在联 

邦层面上，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支持将“贸易调整援助”（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扩充到所有的高科技和服务工人。活动分子希 

望，扩 大 “贸易调整援助”（TAA )的受益范围将削弱产业外移而导致 

的失业影响。®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也支持《电话服务中心客户知情权法 

案》，其要求电话服务中心的工人透露他们的工作地点，并且如果客户要 

求，则应当将通话转移到一个位于美国境内的电话服务中心。最后，华盛 

顿技术工人联盟计划对国际贸易协议施加影响，以保住美国工作 

(Wilson, 2006)。

迈向一个新工会主义的模式：障碍和机遇

尽管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在组织和立法中获得了成功，其为工人们 

创造了 “一个新工会主义模式”的同时，也在组织中面临着重大障碍。尽 

管 2005年辛格勒公司与1 000名工人签订了合同一 而且2003年一般成

①  大约 1 000名付费成员属于辛格勒无线公司/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

②  TAA作为 1974年 《贸易法》的一部分而得以创立，并且给由于销售量、产量下 

降或者进口增加而失业的工人提供福利。福利包括：工作培训.帮助重新安置工作、保健 

津贴以及现金支付。

268



第十四章全世界的高科技工人们，联合起来！关于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新工会主义模型”的案例研究

员收人有所增加，可见工作成就不凡，但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仅仅依靠会 

费远远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只能严重依赖于美国传播工人协会的补助。 

2006年9 月2 2日，美国传播工人协会主席拉里•科恩在发给本文作者的 

一份电子邮件中，描述两方为“伙伴关系”，但目的是让该地方机构变得 

自给自足。尽管从创建伊始，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就已经努力地扩充自己 

付费成员的数量。

劳动力市场对于组织IT工人提出最严峻的挑战。临时性的合同和产 

业外移的威胁让IT雇工感到较少的保障，并且害怕报复，此种反应势在 

必然。按照美国劳工部的一个报告（1999)，2 0世纪9 0年代参与工会化运 

动的工人们由于此类活动而被解雇的可能性是20世纪50年代工人的5 倍 

多。外国和本国的临时工尤其容易受到开除的伤害，因为两者都工作在任 

意的(at-will)协议中，这种协议允许雇主在没有通知和解释的情况下终止 

合同。然而，组织合同工人不是没有先例，正如建筑业成功地组织了合同 

工人一样，他们没有稳定的合同和工作场所。其他问题使华盛顿技术工人 

联盟组织[T工人的努力受到阻挠。

为了发展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的会员数目和运动，其必须至少克 

服四个阻碍组织工会集体行动的意识形态障碍。第一个是鼓励了对讨 

厌工会的专业主义意识形态。正像吉夫 •施密特（Jeff Schmidt)在 《被 

规训的思想》（2000)中所主张的那样，专业人才被训练得丝毫不去质 

疑他们的顾问、领导和他们的工作环境，他们受教于“可指定的求知 

欲”（assignable curiosity)的艺术，该意识认为只有特定的狭溢、去政 

治化的问题才是正当的，而且，谁要针对工作结构的问题质疑，毫无 

疑问谁就是异端分子，因为异端的名声肯定导致失业，专业人才学会 

了服从命令。此种意识形态以阶级为基础，或者更加具体一点讲，其 

建立在小部分的阶级基础上。在专业人才中，反工会的情绪源自对他 

们工人阶级地位的否认和他们将自己定位为资方，然而，当 IT专业 

人士认识到资方就像对待其他工人阶级一样，要求他们接受不稳定的 

工作环境和不断变少的福利和工资的时候，对于传统的工会的厌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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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就会减弱。®

否认一个人的工人地位更加含糊了在美国和外籍工人之间的被剥夺 

共性。如果没有看到在美国和印度工人共同的遭遇（在马克思的术语中， 

雇主完全依赖于工人的劳动力），这就会让美国工人们祈求于一个民族主 

义意识形态来解释逐渐削弱的工作前景和保障。更加具体地来说，把他们 

自己看作是“美国工人”会建立起一种“白领民族主义”（white-collar 

nationalism), 从而导致将第一世界工人置于与第三世界工人对抗的境 

地。按照波拉•查克拉瓦蒂（Paula Chakravartty)的观点(2006)，华盛顿技 

术工人联盟与一些雄辩家（riietore)结盟，这些雄辩家把印度的工人们刻 

画为既是“不幸的牺牲品”，又是窃取了“美好”美国工作的盗贼。在这 

样一个“白领民族主义的讨论”中，美国专业人士担心，工作将会被产业 

外移和H - 1 B 签证的工人们“班加罗尔化”（Chakravartty, 2006: 41, 

4 8 ) ,查克拉瓦蒂的论题强调了在外国和美国工人之间的“裂痕似乎正在 

扩大”（siliconvalley. com，2002)。

工会化的努力也与许多IT工人所持有的自由主义理想相冲突。像宝 

琳娜•波素柯(Paulina Borsook, 2000)在硅谷研究的高科技工人一样，在 

美国西北部硅“森林”中工作的许多人认同个人主义、自我奋斗的自由主 

义原则。我亲眼目睹了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组织者们抱怨，其理念与集体 

行动是对立的，因此，它抑制了成员数量的发展。

最后，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 2003)的 “无领工作”（no-collar 

work)的概念，和安德里亚.塔皮亚（Andrea Tapia, 2(XW)对围绕着IT工 

人的文化迷思所进行的考察，解释了在高科技工人中的反工会情绪。罗斯 

花了一年半时间在两个生产网页内容的公司内观察雇员，尽管这些雇员 

都相信他们工作在人性化的环境里面，该工作环境提供了某种创造性的

①由于工作保障的恶化，丨T 专业人才可能把自己认同为工人，就像在波音公司"航 

空联合会专业委员社团”（SPEEA)那些富有斗争性的工会航空工程师的所作所为，他们在 

2000年罢工4 0 天，贏得了一个可接受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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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和娱乐外围的好处（fun fringe benefits),但工作条件并不“公正”。 

罗斯言下之意指网络公司的雇员有意回避了工人之间的等级划分，并采 

取一种自觉的反标签情绪。以平等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身着便服出人工作 

场所，网络公司工作者思想里自认为属于“无领”的一类，然而，如此作 

为与实际的工作条件矛盾重重，当技术泡沫破裂的时候，失业和重组的浪 

潮揭露了真相，即网站工作场所不比更为传统.有领的工作场所更安全或 

者更为民主。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塔皮亚（Tapia, 2004)研究的工人们 

也以公正的工作条件来换取非传统、欣欣向荣的IT行业的承诺。然而， 

塔皮亚(Tapia)观察到的软件和网站开发员所得的回报，并非罗斯所言的 

那些感觉不错、人性化的无领体验。相反，正是可以变成富人的迷思，才 

是在IT工作环境中长时间的努力工作所能赐予那些愿意冒疲倦危险的人 

的结果。尽管塔皮亚和罗斯观察的工人们可能愿意从事集体行动，由于他 

们 在 “团队”中工作并且避开了工业时代的等级组织，但当工作消失的时 

候，他们并没有组织成工会。罗斯认为，对于许多的网站工作者而言，工 

会代表着工人们要逃避的、令人窒息的公司文化。然而，数字媒体工人寻 

求一种替代性的组织文化，为扩张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和更大范围的IT 

劳工运动提供了资源。毕竟，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参与了许多当下知识工 

人所关注的意识形态和结构问题的创新实践。

尽管真的有意识形态和结构因素区别了 IT工人和其他专业人士，学 

者和活动分子应当避免夸大当今技术工人和其他工人之间的差异。把 IT 

合同工作看做“新”的实践和“新”经济的症候，虽然不失为抢占头条的 

有效方式，但它遮蔽了能够使临时技术工人与公司、家务和体力劳动者联 

合起来的共性，也就是说这些劳动者的工作长期以来是临时性和被外包。 

正如苏珊•法鲁蒂(Susan Faludi, 1999)指出的那样，白人中产阶级男性 

正在变得“僵化”，现在正在被抛人一个同样次要的劳动力队伍，该队伍 

在历史上是由女性、有色人种和新移民组成。如果将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 

作为一个新类型工人、临时工或外包技工的联盟而加以推广，将有可能带 

来一种危险，即加深了阻挠旨在以更为公平的方式重构经济努力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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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点。正如巴克尔(Barker)和克里斯腾森（Christensen)在他们关于临时专 

业人员讨论中所说的，我们正在见证“一场历史的失忆……部分的推动来 

自如此事实：工人现在都有了一个新词汇作为他们的名号•一 ‘临时工’ 

(contingent worker)”（1998 : 8)。对于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而言，一个最 

大的挑战是找到方法来挖掘IT从业者吸引眼球的地方，同时又牢记他们 

和其他行业的工人阶级相比被剥夺的程度相差无几。

作为研究全球经济中知识工作的学者，我们应当尽到自己的责任， 

来凸显不同工人阶级成分(包括IT专业人员）之间的共同点，虽然学者和 

媒体都指出美国和外国白领工作者之间不断扩大的％ 沟”，我们还是应 

当探寻不同行业和国家工人之间共有的体验并公之于众。而且，对于近日 

美国的IT从业者而言，工作条件看起来与自从2 0世纪8 0年代大规模裁 

员浪潮以来制造业工人所面对的情况差不多。从那时起，美国制造业的雇 

员人数就下降了，外包就是当仁不让的原因。但也可归咎于工作的进一步 

机械化和数字化，以 及 “重新改造”（reengineering)。这是一种委婉说 

法，指的是将工作进行裁剪并重新分配给那些逃过裁员和减员命运的雇 

员。正如经济评论员多哥•亨德（Doug Hemvood)所说，失业的根本原因 

在于管理层希望对雇员进行净裁员，而不是对廉价外国劳工的偏好 

(Henwood, 2004)。实际上，制造业在美国以及那些将工作外包的国家里 

大量裁员。® 因此，失业影响了整个就业队伍，不管是在美国本土还是美 

国之外。

大量失业带来一个组织的机遇：美国国内的工人彼此之间以及与在 

美国内外的外国工人有着更多的共同点。尽管在同族之内和不同族之间， 

以及蓝领和白领行业之间存在差异，工人都面对一个分成双叉的劳工市 

场，这个市场要求他们多做少得。一些高科技劳工活动分子承认他们遭遇

① 在 1998年到2004年期间，美国工业失去了 330万份工作，五个人中就有一个失 

业，而中国失去了制造业工作的1 5 %。在 1995年和2002年期间，全球的工厂雇员下降了 

11 %  ( Henwood 200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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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的困境，理解此共同的局面促使“技术联合雅虎群”（TechsUnite 

Yahoo Group)的负责人理查德•迈耶斯(Richard Myers)发布了一个令人同 

情的新闻事件，该事件有关瓦哈卡州2006年大罢工。® 小组2006年 8 月 

3 1日发给本文作者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如此解释说： “我反对我们国家的 

移民政策，但是我仍然坚定地支持移民。我有几个非常要好的移民好朋 

友，我参加也参与组织集会及其他活动的回忆，这些集会和活动旨在支持 

移民的权利。在这过去的3 月份中，我支持和参加了所有的集会，一直到 

五一劳动节。我不认为如此行为与反对移民政策和支持移民权利相 

矛盾。”

“白领民族主义分子”的言论贬低印度人，并破坏团结，不同于这样 

的言论，迈耶斯将政策与人民分开来。迈耶斯的立场支持了工人运动，这 

些工人是通过更广泛的议题（比如工作不安全感和过度工作）而联合起 

来。作为一个包容性的工会主义模式，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劳工活动分 

子和劳工学者最好能够调查下述问题的可能性，即利用这些更广泛的议 

题在美国国内外发展成员，并对政府施加压力，让后者通过保障民生的 

立法。

美国传播工人协会已经采取步骤，以确保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这种 

“新的工会主义模式”能够代表全球的IT劳动力队伍。美国传播工人协 

会最近联手印度工会动员会和组织，包 括 “新商业工会企划”， “年轻专 

业人员合作会”， “教育与传媒中心”，以 及 “印度正义工作联盟”等来

①由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共同创始人迈克•布莱恩（Mike Blain)在 2003年创立，这个 

“技术联合雅虎群”不在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CW A的官方清单中。该群的目的在于，在 IT 

工人之间掀起讨论和行动。按照它主页上的描述，该群是“一个在线的社群，这个社群围绕 
着工作场所和IT 工人关心的公共政策议题，专注于进行讨论、组织和动员（参见 http:// 
W W W . groups, yahoo. com/gr〇up/TechsUnite/)。尽管不隶属于任何工会组织，该群支持一个 

本地和全球的IT运动。该群事实上的《使命宣言》写道：

在我们的行业中，我们相信集体行动的力量能够产生积极的变化。我们致力于团 

结在一起—— 跨越公司、工种、州和国家的界限—— 来确定共同关心的问题，然后围绕 

这些议题来合作、组织和动员。我们邀请您加入这个在线论坛，参与讨论，并且加入我 
们的行列，我们将一起努力，来为 IT 工人构建一个美妤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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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一项活动，旨在与印度工人建成联盟。研究者正在收集有关美国和印 

度电话服务中心工作条件的数据，来为两国工人权利运动出谋划策（c m  

/Ve««，2006)。该合作报告并非以“白领民族主义”为导向，而是旨在支 

持一个直指剥削性地压榨剩余劳动的最新模式的国际劳工运动。考虑到 

最近在印度成立的IT和电话服务中心工人的联合会，以及他们2006年 12 

月 14号参加了一场为期24小时的罢工，全球范围内高科技行业的集体行 

动变得越来越触手可及(Indo-Asian News Service, 2006)。在该罢工的前一 

个月，与印度马克思主义共产党（C P 1 - M )相联系的印度工会中心（the 

Centre of Indian Trade Unions, CITU),成立了一个“西孟加拉信息技术业务 

联合会”（WBITSA)来代表电话服务中心的工人和软件开发员。对于这些 

雇员而言，多做少得是最重要的组织议题，他们常常超过很多周地连续工 

作超过48个小时，而没有获得任何加班费，没有医疗和养老金，并且面 

临随时被解雇的风险(Ramachandran, 2006)。这些发展为华盛顿技术工人 

联盟扩展其使命铺平了道路，如美国传播工人协会主席库恩所遇见的那 

样，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不是作为一个“基于问题”的地方性组织，其胸 

怀世界的视野将推进工会工作更上层楼（2006年 9 月 2 2日给本文作者的 

电子邮件）。联手外国的IT工人和国内的移民权利支持者，必将开启一片 

肥沃的土壤来培育一种包容全球的工会组织模式，为多做少得的工人们 

争取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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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亚太地区形形色色的妇女与知识工作: 

日渐复杂的技术赋权

利萨•麦克劳林海伦•约翰逊

当代评论充斥着一种观点，即认为获取信息通信技术(ICT)无疑是对 

妇女们陚权最重要的因素。事实上，2003年及 2005年两阶段的联合国 

“世界信息社会峰会”的1土会性别结果”中，最显著的就是再次肯定通 

过信息传播技术来对妇女们进行赋权的潜力，这种潜力源自联合国相关 

机构、团队训练、雇佣、奖励机制、社会责任感等企划，以及大部分与非 

政府组织相联系、宣扬社会性别平等的项目。一些妇女获取信息传播技术 

的路径和她们社会平等水平的提高之间存在联系，这一点经常被用来支 

持 “技术赋权论”，但更精确地说，它也将强化妇女群体中存在着多种多 

样 的 “数字鸿沟”的认识。不计其数的全球化语境中，妇女们占据了大多 

数 的 “偏好劳动岗位”，特别是妇女们占据了非中心化、空间上分散的行 

业低端岗位，这些行业相关联于“信息经济”中低工资电子生产线和行业 

领域相关联的非正式合同转包和外包环节。不能通过此类考察轻易得出 

结论说，相比较于一小群妇女通过技术获得赋权，那些一直处在较低社会 

现状的妇女无法经历与技术相关的赋权。而对于信息传播技术作为妇女 

“赋权的工具”，以及将1土会性别与发展”毫无疑问地与社会性别赋权 

联系在一起的这种人们广泛持有的假设，我们应该质疑其论点且将之问 

题化。

在接下来的段落中，我们将说明以技术工作获得赋权的复杂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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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技术赋权是通过将政府机构的立法工作放置于权力的结构性维度所施 

加的限定来加以考虑，这些维度通过将妇女囊括进来而促生了信息传播 

技术行业和劳工的扩张。基于主要是在亚太地区进行的现场调查经验，我 

们认为大多数关于社会性别赋权和技术的案例中，共涉关系（co- 

impUcation)是一个关键的战略，内置并且表达了当今的许多妇女在日常 

生活中放弃权力的同时也在抵抗权力的模式。

共涉关系和新劳动/传统劳动的现实

在现代的劳动语境中，共涉关系的理念吻合于威利斯（Willis)在 《学 

会劳动》（1977)—书中所说的既有延续也有断裂。威利斯在书中坚持认为 

尽管他所研究的“年轻人”抵抗英格兰教育等级制的文化，但他们的生活 

共涉于一个他们“准备”成为工人阶级主体的过程中。就如同威利斯 

(2004)在随后所观察到的那样，2 1世纪的劳工社会学研究应该针对新的 

高技术含量工作和训练工人满足此类工作需要的项目。他认为批判研究 

应主要聚焦妇女在技术工劳工阵营占据了相当高的比例，以及身份认同 

通过围绕商品和电子文化，可能远非依赖阶级和邻里社区等新型关系来 

进行定义。在全世界很多地方，传统社区被组成全球离散网络的移民所替 

代，正在趋向于衰落，移民网络由“新型的社会性别化的族群”而构成， 

他们/她们扩展了核心和边缘之间的界限。

除假定新时代的因素之外，威利斯之前的许多洞见仍然在回响，他 

的经典著作曾经概括了非常难以忘怀的观察：

有这样的一个时刻一仅此时刻就足以封锁工人阶级文化的未

来出路，当身体付出劳力不但再现了自由、选择和超越，同时还代表 

了精确地嵌入到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的制度中去。 前者承诺了未 

来，后者是现在的最好写照。正是未来包含在现在之中，才在当代资 

本主义的现实中将自由铸造成不平等（1977: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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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利斯理解因循守旧是个人对抗工人阶级的嘉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 

实践，其包装在勤劳工作的个人流动性的迷思之中。威利斯总结说， “年 

轻人”不能够接受“那些因循守旧和服从的观念，而学校正寻求从工人阶 

级的孩子中培养出驯服的品质”（1977: 126)。作者以为拒绝通过因循守 

旧来竞争是一种激进的行为，等于拒绝与本人遭受的体制性压迫共谋 

(1977: 128)。然而，拒绝也同时意味着工人阶级男孩们共涉于强化工人 

阶级的理念之中，后者本身将工人青年排除在了知识精英阶层之外，不言 

而喻，这 些 “年轻人”符合主流的工人阶级形象。

近3〇年后，因循守旧的理念前后贯穿了这些年来零星的劳工分分合 

合的浪潮，其方式与主导全球经济进程的新自由主义有时候相矛盾，有时 

候又相一致，这仍然是一种威胁。将今天的信息传播技术工人分化的是显 

著的容不得工人能够反抗遵循惯例压力的弹性化形式。许多劳工被分割 

为诸如“高技术”、 “实用的”和弹性雇员的不同类型，以 及 “低技 

术”、数量上弹性的、临时的和合同外包的劳动者。前者经常被劝阻不必 

组成工会，因为他们享受着足够维持生计的薪水，体面的收益和股权选 

择，他们作为正式雇员受到尊重，相比之下，后者就经常缺少社会地位以 

及工作和收人保障，而这些都是他们赖以抵抗（社会不公）的资源 

(Matthews, 2003; Robins and Webster, 1989)。那些拿着低工资、社会地位 

低下和较差就业保障的人被他们所处的环境压迫得疲于奔命，其压迫已 

经登峰造极，以至于他们发现集体抵抗是一种不可取的选择。正如霍斯费 

尔德(Hossfeld，2001)所言，通过对在硅谷从事低报酬工作的女移民的调 

查，可以发现移民妇女往往害怕被遣返，没有能力支付工会的费用，不能 

说英语，还有家庭和工作的双重压力令她们没有可能参与到改变工作条 

件的集体行动中。同时，高技术和电子企业非常熟练地运用经济和政治权 

力，旨在扼杀组织成工会的尝试（Matthews, 2003; Pellow and Park, 

2〇〇2)。现在的全球资本主义已经创造了一个新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其基 

础是在以电脑为中介和生产服务的环境中进行的自由、临时工作，在这样 

的环境中，工会不再有能力来保护工人的工资和权益（Aronowitz, 2〇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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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ui-Auch, 1998： 160-161)。

正如威利斯(1977)描 述 的 “年轻人”在以下方面表现出能动性：他 

们选择失败、辕学以进人工厂工作，这又反过来繁衍出工人阶级文化和男 

子气概的优越感(masculinized superiority)。相比较而言，获得大专以上学 

历并有成功愿望的人抓住了许多技术行业的新工人阶级工作机会，他们 

经常处于高端技术职业领域，而该领域设计的目的在于让“准备好工作” 

的劳工去从事那些既不提供好工资和权益，也不繁衍出工人阶级文化的 

工作。教育政策的导向与其说是积极公民的个人发展，不如说是培养出那 

些流动的、自我管理且弹性的劳工，他们能够在一个全球化的知识经济时 

代起到作用并且参与竞争，这一趋势涉猎面甚为广泛（Mitchell, 2006)。 

这样的价值体系和希望成为拿工资的中产阶级的未来期望，渗透到了整 

个新高技术工作领域，但是与传统中产阶级地位相联系的工资水平却消 

失了（Aronowüz, 2004: xi)。相反，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尤其是从一 

些亚洲国家来的移民，应聘低成本的外包工作（诸如电话服务中心的工 

作），自己却在高科技时代丧失技能（deskilled)。甚至更加有技术含量 

的、拥有H - 1 B签证的人(他们被允许进入像硅谷的微电子高新技术领域 

工作)也忍受着没有工作保障的环境。

但是，一些亚洲国家的国立大学仍然继续与一些美国的大学建立伙 

伴关系（美国学校包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 

院），以试图在培养学生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的同时，也能够培育出 

“技术企业家的价值观”（〇ng, 2005)。同样地，通过政府间、联合国相 

关组织、大学和非政府组织间的合作来联合培养有潜力的学生的现象也 

越发普遍。思科(Cisco)系统公司，是一家网络硬件制造商中举足轻重的 

公司，举办了一个叫做思科网络学业项目（CNAP)的培训项目，思科公司 

颁发合格证书给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妇女，承认她们是“网络专业人才”

(这种认证默认她们至少有初中教育背景并且能够说英语）。虽然该培训 

声称是为全世界提供一种“全球护照”，但其基本功能只是训练从地理位 

置上讲居住在新兴市场中的妇女，培训她们成为熟练的学徒，负责组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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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工作（当路由和交换硬件出问题时）。口口声声以遵循职业培训 

应对自由主义的教育从而获取知识的议题，听听此论，诱惑人心。然 

而，职业教育内部也很流行使用自由主义的进步语汇，例 如 “以学生为中 

心的取向”、 “实践学习”、 “终身学习”、 “价值观”、 “责任感”、 

“批判性思考”和 “解决问题”。就像思科系统公司的“社会性别企划” 

中所说明的， “赋权”被强调是一个包含在自由主义教育话语体系中的进 

步性理念，其与职业教育的工具性结合在一起（McLaughlin, 2005; 

McLaughlin，2 0 0 7 ;也可参见 Robin and Webster， 1 9 8 9)。

今天， “赋权”总是被拿来与社会创造的经济概念—— “知识工人” 

相联系。提法本身就说明了一种对于知识精英的社会地位高于其他人的 

偏好，并且将不是高技术劳动力所进行的工作排除在知识的范畴之外。 

“知识工作”，表面上来看，是指那些熟练的、弹性的信息劳动，而不是 

“普通”的体力劳动者所从事的工作，后者在“知识经济”与政治上被当 

做边缘人群和可支配的劳动力（参见 Castells，1996)。在信息传播技术行 

业中，公司最希望找到的短期、无保障工作的工人是年轻的和相对未经受 

良好教育、没有什么知识研发能力、又不期望高工资的妇女劳动力大军， 

很难将她们按照德鲁克（Drucker, 1959)的定义来划人“知识工人”的范 

畴。德鲁克的意图在于描述那些参与到知识创造和应用中来的专业人员， 

然而，就如同刘教授观察到的那样， “信息工人”或许是“知识工作制度 

下的苦工”（引自Lovink, 2006),他们并没有免受知识生产的约束，却甘 

愿在低技术与去技能化的信息传播技术行业工作。正如同下文的讨论中 

所提到的，与威利斯的观察结果相一致，知识在抵抗中作用明显，甚至在 

被压迫剥夺的工人阶级采取了对某种典型进行立法的冲突性方式的案例 

中依然如此。

形形色色的妇女、知识工作和权力

工作场所中的技术革新型塑了工作组织方式、工作体验强度和雇用

283



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

员工的职业发展远景。聚焦欣欣向荣的知识经济国家中妇女和西方工业 

化国家中移民和少数民族劳工的研究结果表明，妇女在技术决策的领域 

中罕有席位，妇女劳工则挥汗如雨劳作于蓝领工作的大部分岗位，而蓝领 

工作恰恰是在下一个技术革新的阶段中特别易受侵害的工作类型，因为 

形成信息传播技术生产和利用的国家政策具有明确的社会效应。关于信 

息传播技术的讨论必须洞察其如何与社会经济环境关联，并且又如何影 

响当下我们对权力关系的理解和分析(Wilson and Kahin，1997)。

社会性别是决定信息传播技术对妇女们工作生活影响的诸多因素之 

一（Mitterand Rowbolham,丨994)，其他如种族、宗教、年龄和阶级在确定 

妇女的工作地位方面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相似地，随信息革命而兴盛的 

排他性非常尖锐地把区域和社群区分开来。具体而言，信息传播技术在西 

方和发达工业化国家中产生了一些议题，例 如 “‘未来工业’的社会结构 

是根据阶级、种族和性别的分界线向两极化发展”（Siegel, 1998: 9 2 )的 

论述，其引发了信息传播技术是男性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另一套 

工具（该工具固定了退化的社会结构），还是令进步妇女们能动性变得可 

能(Consalvo and Paasonen，2002)的问题讨论？在分析美国就信息传播技 

术准人和应用中的社会性别因素时，沃尔夫(Wolf, 1998: 22)详细描述了 

妇女的时间和财务的限制如何妨碍她们工作之余使用信息传播技术，因 

为妇女承担着双重的家庭责任，而且如果是一个单亲母亲的话，那么她要 

承担起支付软硬件和持续的电信费的负担。信息传播技术变化会影响到 

妇女工作的质量和数量。伴随新技术带来的女性就业权益，也会有相关的 

卫生、环境和其他方面的花费。关于受雇于技术行业的妇女，人们关心的 

问题包括合同条款、工作强度加大、工资、培训以及健康和安全隐患，例 

如与视频显示设备相关的伤害，以及与从事在电脑硬件拆解或处理电子 

垃圾工作相关的疾病（Pdlcm and Park, 2002)。举个例子，在制造电路板 

的外包公司中，妇女劳工以作为临时廉价劳动力而受到剥削，并在缺少环 

境和健康控制的条件下工作。

电子产业中的经理们倾向于将亚洲的妇女作为“心灵手巧”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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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典型，她们不太可能被组织起来并可能比男性更能接受管理要求，而 

且，因为她们并不是家庭的主要收人来源，她们要求回报较少。其实，认 

为亚洲妇女工人都很顺从的观点正好是被用来推进其他文化和政治压迫 

的浑水摸鱼，并进而掩饰经济剥削的本质（Sigmon, 1998)。尽管如此， 

作为在硅谷工作的信息传播技术移民工人，一些亚洲妇女将计就计，以那 

些经理们的逻辑还治其身，和社会性别.种族、国籍等相互交织的劳工分 

层的权力关系协商，例如，男上司认为妇女不能够担当男性主导的高回报 

工作，他们宣称妇女身体柔弱，以至于不能够提起那些装着分配给女工组 

装的电路板箱子，部分亚裔女工也就做体弱状不担负重活（Hossfeld， 

2〇〇1)。同时，经理们用“社会性别逻辑”来作为控制女工的途径之一， 

在硅谷工作的那些移民妇女已经将家长制的理念内化在自己的思想中， 

相比较于种族主义的假设，她们更容易接受“社会性别逻辑”的控制方 

法，因此，她们更容易接受技术工作原本非“女性化”的，而且如果赚钱 

比自己的配偶多是“不守妇道”（unwifely)。作为补偿，女工们可能会做 

两份工作以挣到足够的收人来支撑大家庭和支付她们在化妆品、发型和 

修指甲方面的支出（Hossfeld, 2001: 43)。

社会性别被利用来反对被边缘化妇女的集体行动，妇女们跨越种 

族、民族和国家的界限而汇集在一起打工。例如，曼修斯（Matthews, 

2003)讨论了该领域的经验，一些妇女报告说，女工们故意按照脆弱、顺 

从和勤勉的“亚洲妇女”典型形象来行事，故意区别于典型的“拉丁美洲 

妇女”刺头的、潜在的麻烦制造者的形象。另外，霍斯费尔德(Hossfeld， 

2001: 58)还举了另一个案例，即亚洲妇女雇员为了帮助一个新聘来从事 

电路板组装的墨西哥裔妇女（该墨西哥裔妇女无法完成自己的配额），刻 

意放慢自己完成配额的速度从而降低整个工厂的配额，而她们的做法也 

以工厂监管者的惯性思维来作为，该监管者持有偏见，不假思索就认为亚 

洲妇女是“最佳雇员”。不幸的是，这些案例中的女工们所采取的抵抗战 

术只是为了实现她们个人的、短期的目的，没有高远抱负的抵制举措，反 

而加深了人们对妇女的不良印象，即女人在体力和智力上都不如男人，而

285



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

且她们相比于男性缺乏生产力（Hossfeld, 2001: 56)。

妇女或许已经内化了社会成见，并且自认为“缺乏必要的能力来胜 

任传统上男人主宰的工作，即使她们在实际的能力上与男人相差无几” 

(Bandura, 1986: 365)。当妇女处在社会普遍认为“不适宜”的工作环境 

中时，她们的自信程度会降低(Bmsnan, 1998: 145; Ong, 1990)。按照马 

丁(Michele Martin, 2002 : 57)的研究，大量案例都表明“年轻女工使用 

信息技术的能力与年轻男性是一样驾轻就熟，甚至有时候她们还技高一 

筹”。然而，当她们渐渐成熟，她们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女性角色，她们的 

技能开始下降。马丁总结说，基于结构因素和社会因素的更广泛的歧视关 

系，妇女就技术运用问题而言仍然难以逃离歧视关系的约束。不过，网络 

空间的粉饰表白与现实背离，那里仍然作为一个“非等级制和社会性别平 

等的空间，男女都能够平等参与其中”（Wilson, 2003 : 93)。

信息传播技术领域的定义要求具有技术能力，普遍缺少妇女的身 

影，而且在网络空间中也普遍缺乏妇女，它的推动力是女性在工作场所中 

的表现水准，获取设备、项目和教育的机会，以及有能力去和一个显著男 

性化的虚拟现实交涉。多尔（Dorer, 2002)发现她的每一个女调查对象在 

接受技术型教育的过程中都在忍受挑衅性的攻击，而且在电子空间中性 

骚扰是常见的现象（Spender, 1995 : 202 -  212, Wilson, 2003 : 9 4 )。对进 

人高科技领域工作的妇女来说，众多的社会政治障碍依然存在，而对妇女 

的可信度和能动性的质疑持续作祟。例如，米勒（Millar, 1 9 9 8 )在 《连 

线》 杂志上的文章告诉我们，谁会关切非白人妇女呢？就更别说 

要关注她们在信息传播技术行业的行政级别。当有色妇女得到人们承认 

的时候，就如同米勒的文章中提到的Aldeon网络公司的总经理一香港 

出生的赛林娜•罗（Selina L〇)—样， “人们质疑有色妇女在高新技术领域 

的地位，她们的信誉被破坏，有人谨慎地提醒赛林娜•罗缺少‘管理经 

验’和 ‘技术权威’，而她的成功被归结于她对产品置入（Product 

placement)的 ‘非凡能力’ ”（Millar, 1998: 1 0 7)。

特别令妇女们烦恼的是能动性与定义为“需要技能的”和 “无需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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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工作相互关联并且受其限制。亚当与格林（Adam和 &«^)认 为 ：

“定义一项工作是否需要技能，作为给予更大的能动性、自主性和自己行 

动和选择能力的途径之一。”（1998 : 84)然而， “技能”是一个概念，而 

不是能够客观地衡量的拥有物，你很难说一个人是否有技能。社会对于 

“专门技能”的建构是根据从事这项工作的人的社会性别来决定的，而所 

谓 的 “知识工作”则不公平地分布在不同的职业领域中和处于不同工作岗 

位上的男人和女人之中（Webster, 19%)。在硅谷，权力和风险的分配并非 

偶然，即白人男性占据了大多数的管理者和拥有者的职位；而移民、妇 

女，尤其是有色人种的妇女都集中在低工资且存在安全隐患的工作岗位 

上（Hossfeld，2001; Matthews，20031 Pellow and Park, 20021 Siegel，

1998)。有色妇女既没有相应技能，也没有社会网络，而这些对于升迁来 

讲是必要的因素，她们也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来成为技术创业者。家务和 

照顾孩子的责任经常使妇女无暇参加一些扩展培训，而此类培训对于她 

们升迁进人更高报酬、更高技术含量的工作岗位不可或缺。结果，有色妇 

女只能应聘那些低回报的、单调的、可以替换的和临时的，很容易在人才 

市场上消失的工作岗位(S. Martin, 2002, Shade, 2002)。当那些属于远程 

工作(包括$ 家上班”）、金融和零售服务业从事工作的雇员渐渐女性 

化，如此行业的工作也被当作“去技能化”的劳动形式，而且，有鉴于 

此，此类工作比起那些专业化的职位来讲，为从事的人员提供更少的能动 

性和自主性。

共涉关系和能动性：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为例

要对信息传播技术在民族国家内的社会影响进行批判困难重重，因 

为民族国家往往大力发展信息传播技术来促进经济和社会繁荣，并且在 

全球知识经济中发掘战略位置。例如，新加坡通过在2 0世纪9 0年代政府 

在微电子生产领域的集中投资、坚定的社会整合机制、国家身份的建构、 

跨国投资，以及在东南亚地区经济中的显著增长，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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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的重要中心(Castells, 1 998)。

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个最重要的讨论是关于如何利用因特网构 

建社会资本和如何让自己的国家成为惠及国民和亚太地区的“企业生态 

乐园”。培养信息传播技能乃国计民生的大业，因为妇女接触和使用信息 

传播技术并且能够利用高科技与他人轻松交流，这对许多蒸蒸日上的知 

识经济型国家的经济成功和社会福利而言非常重要。在新加坡，正式的教 

育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培养信息传播技能的途径，但 ‘在岗学习、培训和实 

验通常比正式教育更加重要”（Lall, 2000 : 41)。马来西亚也转向正式教 

育来满足外国企业对于高技术低工资员工的需求。除了通过公立大学来 

进行培训之外，政府还支持“多媒体大学”的创办。该 “多媒体大学”是 

马来西亚1 9 %年创办的第一所私立大学，这所大学的使命就是作为“孵 

化器”以培养为在那些将公司运营部分搬迁至赛博加亚市的信息传播技 

术公司工作的学生，赛博加亚市是马来西亚政府规划的信息传播技术和 

微电子新城。从 1991年开始，政府也把妇女赋权列人了马来西亚的国家 

发展日程上来。在政策文件中，妇女被描述为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经济资 

源，而且，政府希望将妇女作为平等的一部分融人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

新加坡是一个研究劳动和信息传播技术联系的富饶之地。自新加坡 

独立至今的四十年间，其领导人已经为新加坡与世界的融会打造了基础 

设施(Gan, 1997: 145)。作为一个没有自然资源的国家，新加坡亦然取 

得了可观的社会、政治和技术进步。这个岛国的中央计划的社会和兼顾实 

效与理想的意识形态为它的国民接触信息传播技术提供了很好的途 

径一不仅仅是完成硬件设施和电缆铺设，更是为了教育的目的。在 20 

世纪90年代，政府为大部分国民推行了一系列计划：培训办公室工作人 

员，为那些家里没有电脑的家庭提供电脑，在社区俱乐部中和学校里提供 

计算机给国民使用（Gan，1997: 147, Johnson, 2003)。没有任何计划是刻 

意专门针对男、女或者少数民族等团体；这些计划为所有愿意参与到计划 

中的国民准备。政府每年6 亿美元的预算补贴，专门用于“开发软件，指 

导员培训，以及设备维修和更新换代”（Gan, 1997: 148)。因此，在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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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信息传播技术如何能够以一种民主的方式整合进一个大共同体，新加 

坡提供了一个很有建设性的案例。

约翰逊(Johnson)针对新加坡妇女的研究(2003)得出结论，即她的新 

加坡女性受访者不同于美国研究中的女性，她们在工作中或者家中不存 

在信息传播技术准人的问题。这反映出新加坡作为一个小的、远离其他国 

家的岛国网络连接的特性昭然若揭。虽然妇女在工作中由占主要位置的 

为专业人员作辅助工作的情况导致创造力有限，但深人访谈告诉我们，妇 

女不应该被当作男性化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受害者”。许多受访者表达了 

她们积极发挥个人能动性的能力，她们认为她们喜欢在上班的电脑上和 

家里的电脑上交替工作，而且正如一位妇女开玩笑一样，如果她把一些电 

脑任务留给丈夫做， “有时候，他会为我的信用卡账单买单”。后一种观 

点证实了学者的判断，即东南亚的妇女“使用战略基地来建立人际关 

系”，她们用建设性的、富有成效的、辅助性的和无冲突的方式来实践她 

们的文化(Karim, 1995 : 20)。

她们的观点或许可以看做新加坡妇女与信息传播技术“注重实效 

地”相互作用的案例，但劳工的性别分野在家庭中仍有体现。事实上，约 

翰逊的研究(2003)表明，那些年长的已婚受访者展现出在家庭里做出的 

选择中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性别关系的认知情况。她们的选择和喜好的表 

达和她们战略性的思考，说明她们正在试图最优化她们的家庭关系，以使 

她们能够同时应付全职工作的责任、照顾孩子和家务活。年长的已婚新加 

坡妇女被认为使用因特网的可能性较低，一份2001年的调查指出新加坡 

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 “沿着社会性别、年龄、住房条件和收人来划 

分，因为男性、更年轻和更富有的人比较容易成为信息传播技术的使用 

者”（新加坡因特网计划研究组，2001)。纳德拉简(Nadamjan)说，对信息 

传播技术和工作的需求，需要新加坡的妇女疲于奔命， “尽管她们在教育 

和赚钱方面的条件已经大大改善”（Yim and Ang, 1997)， “但仍然需要承 

担照顾家庭和养育孩子的责任" （Nadamjan， 1997: 174)。尽管 1 9 % 年 

通过了《妇女宪章修正案》，要求多考虑妇女为家庭作出的非经济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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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新 加 坡 还 需 要 “全面考虑工作中的母亲们所面临的问题” 

(Nadamjan, 1997: 174)。在一天的忙碌之后，妇女选择不在家使用信息 

传播技术，这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发挥能动性的行为，其做法保证了兼顾工 

作和家庭的责任，而且，她们的偏好也得到了承认。同样地，她们的选择 

显然符合新加坡社会对“妇女工作”的适宜观念。因此，任何笼统的假 

设，即接触和参与信息传播技术是无条件“善”的假设都未免过于简单， 

就像新加坡妇女把信息传播技术作为一种工具，把使用信息传播技术作 

为一种发挥能动性的行为，而选择使用信息传播技术作为一系列活动中 

的环节之一，虽然仍然受制于新加坡家长制社会中广泛存在的社会限制， 

以及要求新加坡妇女在家庭内部承担很多义务的劳动。

相较于新加坡，并且考虑到其不同的历史、宗教和政治结构，马来西 

亚政府看重技术的潜力作为脱贫的工具，可以改变工作和休息，并在民族 

的理念上建构“想象的共同体”。马来西亚政府已经通过各种手段朝着这 

一目标去努力，与马来西亚多媒体超级长廊(MSC)伴随的城市发展现象； 

前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的新信息技术委员会；马来西亚政府现代化 

和管理计划委员会(M A M P U )的技术政策；对政府权力核心的普特拉贾亚 

的投资和对作为技术投资和基础设施的电子城赛博加亚的投资。尽管政 

府战略非常活跃，20世纪90年代晚期的亚洲和美国经济危机减缓了脱贫 

的脚步。 “马来西亚的贫困人数在1998年增长到8.5%”（经济计划部， 

马来西亚第八计划，56)，而史密斯(Smith, 2003)则评论说，从 1971年到 

1990年，马来西亚所制定的五年计划的新经济政策到1990年只有2 0 %的 

马来人享有了平等的共享国民财富增长的权利，比预计的3 0 %的比例还 

要低。最近的学术研究说明，电子城的运转更像一个“全球本地”的中转 

站，当地工作者在电子城重新被型塑以适应于当地市场，因此，电子城在 

帮助构成电子长廊的过程中成为了全球企业的一条“迂回的道路”（〇n g, 

2005 ： 347)

企业在日常工作环境中，产生和重复着“意识形态和社会的各种机 

制，依靠如此机制男人为主、女人为辅的观念深人民众，并且成为工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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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权力关系的‘常识’ ”（O ng, 1990 : 398)。当日本的管理模式重构 

规范的马来西亚男女两性关系并且将其关系转变为“一种以儒家价值观 

为基础的公司理念（和企业纪律）”（该理念产生了人们接受妇女系统地受 

男人控制），马来西亚的乡村妇女“在乡村生活中从来没有体验过企业规 

范，而卷人工业进程，她们不得不面对资本主义工业中的新管理模式” 

(1990: 395 - 3 % )。事实上，就如同萨斯曼(Sussm an, 1998: 116)所记述 

的马来西亚的环境一般，马来西亚本国和外国资本中的利益相关者都会 

意识到， “（信息传播技术工厂的）工作性质涉及压力巨大和危险的车间 

工作环境，应对如此糟糕的工作环境妇女们不太可能组织起来或者抵制 

雇主”。在此语境中，雇用亚洲妇女（等级制和父权制严格的集体服从由 

来已久，文化熏陶所致)为公司的管理者应对那些要求高工资和更好工作 

环境的妇女提供了巧妙的保险措施，而对亚洲妇女的雇用也相应地保持 

通过因循守旧的社会性别共涉关系而形成的思想意识计划。

当然，能动性问题对理解妇女如何在信息传播技术中商讨她们的性 

别差异仍然很重要。尽 管 “能动性”倾向于被用于那些争取性别平等而非 

技能的信息传播技术劳动的西方妇女运动（Youngs, 2000)，但是，很重 

要的是，我们要了解，妇女是如何在她们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以同化途径驯 

服工人。例如，昂（Ong)描述马来西亚制药业工厂的年轻马来西亚乡村妇 

女 “一方面顺从于主导群体的控制和道德观念……另一方面用她们自己 

的方式以日常的抵抗行为来建构替代性的身份”（1990: 387-388)。她承 

认，不能把马来西亚的妇女作为一个笼统和谐与无历史的群体，她们的身 

份被特定的种族、社会性别等级制和阶级构成所建构，同时她们对自身的 

社会文化框架既支持又反抗，并不僵化。例如，马来西亚的妇女“并非不 

了解她们在工业体系中的地位和最低工资收人之间的联系。 （然而，她们 

被社会化）以至于她们认为作为女人（女儿、妻子和母亲），自己对于家 

庭比男性更有责任”（1990 : 397 - 398)。昂调查了那些在工厂工作的年轻 

乡村妇女的精神状况，她们晕倒在地，哭诉自己被魂灵附身，以肢体展示 

对资本劳动强加给妇女的纪律反抗。妇女的魂灵附身是一种发自肺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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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争，这种抗争表达出在一个社会所接受的框架之中，她们了解自己处在 

马来西亚社会等级制的底层，抗争也说明女性的反抗和妇女作为工人阶 

级劳动者的新社会地位而被强制纪律宰割之间的矛盾，并符合于资本主 

义对无需技能的和顺从的工人们的需求。

结论

浮出历史地表的诸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此类的“知识社会”，包括宗 

教戒律和社会性别差异等要素的日常文化实践问题，比西方国家更显明 

地易于与工作和休闲制度相重叠。妇女们强烈期盼工作岗位上作贡献的 

同时，还应维持“传统的”家庭生活，而且也容忍在工作上与妇女相关的 

无技能的和男权式的政策所表现出来的低层次技术劳动的女性化。共涉 

关系作为非常重要的理念工具来帮助我们理解妇女如何被定位为地区 

的、国家的和全球的关于全球知识经济的讨论中的新一代信息工人，也能 

够理解妇女如何定位她们自身。

新自由主义的规则要求(经济发展)需要有相对顺从的工人，他们/她 

们除了需要工作来维持家庭开支之外，必须了解在技术领域从事工作是 

他们惟一可能获取工作.食物和少量财政保障的机会。然而，狭隘的和个 

人主义的赋权观已经试图要规避此问题，因此，它在发展讨论中成为转移 

注意力的次要问题(Parpart, Rai, and Staudt, 2002)。赋权和地方社区之 

间的联系，以及对主流发展机构制度性权力挑战的厌恶，已经导致了大量 

发展问题的学者和实践家放弃探究国家和全球的结构和论述与赋权之间 

的关系。对于后者的关注表明，赋权的问题只有在充分理解了能动性和结 

构之间的张力之后才能够被完全理解（Paipart，Rai, and Staudt, 2002; 

Parpart，2004)。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说明，对性别歧视和不公 

平的社会体系的挑战及其共涉的关系被具体的结构和权力论述所加强 

(Parpart, 2004 : 8) 0

关于信息传播技术对社会分工作用的可能性的论述是以如此形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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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来，即它能够引起社会经济边缘化，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对穷人、尤其 

是对妇女的影响中看出（Adam and Green, 1998 : 84; Ong，1990; Phang，

2002) 。事实上，妇女进人信息传播技术行业已经影响到现在亚洲社会中 

性别角色和两性关系。随着家庭收人的增加，一些妇女已经在家庭事务上 

表现出更多的自主性和权威（Kelkar and Nathan, 2002; NgChoon Sim, 

1999)。妇女有自主性不仅仅是表现为她们对于家庭事务更有控制力， 

而且她们寻求地理上的流动性并计划利用那些知识经济出现的国家作 

为跳板，以在西方国家中寻求更加令人满意的工作和生活条件（〇ng， 

2005: 348)。但与此同时， “随着新信息传播技术被引进，妇女的工作 

增加了，而基于性别的工作分工依然存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该趋势逐 

步深化”（Kelkar and Nathan, 2002: 430)。更有甚者，与世界上绝大部 

分国家不平等的两性关系相一致的是，妇女在信息传播技术领域越来越 

多的工作机会可能会导致妇女在家庭生活中新的紧张关系，特别是当她 

们比其伴侣有更多的就业机会的时候，伴侣会发泄不满和愤恨，这包括 

家庭暴力。

保证信息传播技术产业对妇女而言更具包容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 

准人和使用是民主的基本问题，特别是在被称为“快速的科技融合、充满 

竞争的、商业化的、管制松散的”社会环境中。关于信息传播技术产业性 

别划分的文献抨击此行业的一个假设，即白人男士上层人士一定被概念 

化为最理想的从事计算机软硬件设计和营销的人选（Adam and Green, 

1998; Millar, 1998 : 49)。在许多工业化国家和西方国家中，数字鸿沟常 

被概念化为一个硬件问题，而只有当准人障碍被移除时，问题才能得到解 

决。但理解“社会电子鸿沟”存在就要求我们对问题重新认识，从简单地 

无法获取机器的问题到知道如何使用它们，以及包含已经证明影响了科 

技的认知和利用的社会的、认知的和交流的障碍等系列鸿沟问题（Hamper,

2003) ，尤其是那些遭受着社会经济边缘化的人群。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 

方法以赋权给女性加人到技术的设计和开发中来，基于如此前提，即通过 

不断增加的知识、技能和培训来提升妇女的能动性（Omveldt and Kelk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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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妇女需要教育、培训和收人，这些将支持她们努力参与到新的信 

息传播技术中来。但是对教育更激进的思考（而不仅仅是培训）对实现妇 

女的潜能才是关键。

对信息传播技术领域中与社会性别划分的工作实践相关的妇女能力 

和共涉关系进行确定、分析和理论化苦难多多，因为技术、妇女和个人实 

践无时无刻不在变化，而且依赖于妇女作为积极能动主体的不断变化的 

社会文化框架。从全球来看，妇女与信息传播技术的互动和利用不断增 

多，越来越多的妇女进人生产硬件的工厂，其他妇女则接触到和利用在线 

电子工具。但妇女作为劳动力和使用者与信息传播技术接触经历甘苦与 

冷暖自知，因为工厂和很多产品设计和内容都是由男工所主导并为男人 

服务。尽管这是社会性别主流化，而可能因此在某些情况下，社会性别划 

分的数字鸿沟是一个愈发严重的问题，理由如下：一是妇女工作者承担 

了双重责任，社会希望妇女在投身到工作中的同时能够维持“传统的”家 

庭生活；二是对通过妇女去技能化的方式实现的低层次科技劳动者的女 

性化，三是在工厂里常出现运用父权制政策对待妇女。

我们需要对妇女在工作和家庭中的定位、地位和角色的联系进行在 

具体情境中更细化的分析。一些妇女确实通过有偿劳动反抗父权制成为 

"»赋权者” 一 海 泽 (HeyZer)认为很多妇女将“从家庭和男权家庭体系 

脱离出来，把有偿雇佣”视为 “解放”—— 而其他妇女则在家庭生活中遭 

到集体反对。综合若干研究总结以下四点建议，然而，下述论点是有可能 

(尽管不充分)对矫正不公平提供一些一般性观察，当然在此必须告诫读 

者，任何结论离不开具体语境。

1.妇女应该更多参与到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中来，渐渐形成能够对 

妇女需要敏感的工作环境和条件，由更大的社会性别敏感性来塑造前景 

看好的信息媒介。如果公私合作关系对达成此目标是必需的话，那么合作 

必须透明化、负责任，并且该合作能够建构满足正义的性别划分的信息传 

播技术工作场所—— 和赛博空间，从而为妇女创造并获取信息传播技术在 

知识社会中能够提供的信息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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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克服妇女参与到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中的障碍、缺陷和误解关键 

在于妇女享受更加全面的教育，年轻妇女获得（与男人）平等的进人科学 

技术领域的机会，获得越来越多的技术培训的机会和加强妇女角色的决 

策能力。当政府立法赋予妇女所有平等准人和机会的时候—— 通过他们的 

政策和计划，以及更宽泛来讲在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一定要改变对待妇 

女的社会态度、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性别偏见。既要关注妇女在家庭事务 

中的无偿劳动，也要重视她们在经济领域的有偿劳动。

3 .  并非所有的信息传播技术教育的目的都在于促进经济发展。例 

如，妇女应该通过教育学会创造和共享针对女人的网络资源，同样应该学 

会建造网络，以便曝光和寻求纠正那些针对被边缘化群体的扭曲传播 

(Srinivas，2004)。换言之，政府的政策应该帮助妇女提高其能动性，以 

社会正义的名义来保护她们的利益，而不是只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目的 

而加强妇女与高新技术的接触。如果冗场”被想象成使人们脱贫致富， 

那么后一种办法将持续推迟妇女的賦权。

4 .  接触到诸如信息传播技术、教育、时间和金钱等资源不意味着能 

够掌握资源(Beneria，2003; OmvedtandKelkar，1995),在缺少掌握能力 

的情况下，妇女赋权的作用就相当薄弱。

我们必须认识到妇女做决策的能力和对做决策的向往之心，她们做 

决策涉及的是如何提升她们的工作和休息的时间，如何与信息传播技术 

相互作用以及在她们的生活中与其他的生活方式相关时的重要性。特别 

是在讨论妇女如何、为何在“知识社会”中可能将能力淋漓尽致地发挥贡 

献时，关键举措在于平衡信息传播技术提供的机会和与之相互作用时所 

需的时间、精力、知识和物质资源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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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第十六章

全球化与工人的权力： 

1997年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1 

为抗争领导权的罢工

迪帕.库玛

1997年的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工人罢工是美国工人运动史上的里程 

碑。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工人们第一次能够迫使强大的跨国公司在一些 

关键的合同议题上向工会让步或取消不公正条款(Smith, 2006)。这些问 

题包括一系列公司举措，比如以兼职工作代替全职工作，更多的外包、增 

加效率、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水平下降等。这些措施并非美国包裹运输联合 

会特有，而是全球化时代公司重组的特征。本章，笔者将阐述美国包裹运 

输联合会的工人作为国际卡车司机工会（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of 

Teamsters)的成员怎样能够贏得罢工的胜利。同时，我也将指出本次胜利 

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运动，尤其是对知识劳工的含义。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的工人并不是知识劳工， 

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创造公司能够直接包装并出售以获取利益 

的知识。但此项工作的知识，不论其涉及的是分类，还是运输、管理， 

以及处理大量信息的能力，对他们的工作来说都是核心的知识。虽然他 

们是传统的运输工人，但他们的工作与信息管理联系越来越紧密，工作 

转型主要以两种方式呈现：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在它的日常运作中引 

进了信息技术（IT)，并已开始为其他公司提供IT或 “物流”服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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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导致当下的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在商业领域既传递信息又传递包 

裹”（Gertzen，2001);同时，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对信息技术的不断 

引进已经转变了工作性质，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促使其员工转型为运输 

工人和信息工人。

同时，这些改变也说明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持续自我革新的体系，有 

必要转变工作的过程。但上述适应性的措施并非意味着劳动工人与资本之 

间基本关系的改变(Bramrmn，1998)。所以，本章笔者秉持的论点如是： 

虽然知识劳工的劳动有多种特性，但他们与资本家的敌对关系和工作中的 

集体力量是他们与广大工人阶级共有的特征，即使在具体策略上可能会有 

所不同，不过，工人提升自身利益的最有力路径仍然是罢工。

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和信息技术

全球化时代公司重组的典型特征之一是转向精益生产方式，® 除了别 

的措施外，精益生产方式意味着在公司中减少核心工作的数量，而且把非 

核心工作外包给外部厂商，这就造成生产的分层体系。例如，耐克公司将 

“核心”工作放在位于美国的总部，但它有很多的供货商，处在生产线的 

最底层，包括在印度尼西亚、越南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血汗工厂（Klein, 

1999)。除了缩减规模和外包举措外，公司还实行了一项名为“及时制” 

(just-in-time)生产的举措，即通过承包商按照需求来运输零件和配备服务 

核心工厂，以努力减少库存的成本和防止生产过剰。

①  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United Parcel Sendee) ,美国联合包裹运输公司，下文皆用美 

国包裹运输联合会。一 译 者
②  lean production, 简称LP, 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位国际汽车计划组织的专家对日 

本丰田准时化生产方式的赞誉称呼，其 中 “精”表示精良.精确、精美； “益”表示利益、 

效益等。精益生产就是及时制造，消灭故障，消除一切浪费，向零缺陷、零库存进军。精益 

生产综合了大量生产与单件生产方式的优点，力求在大量生产中实现多品种和高质量产品 
的低成本生产。其起源于2 0世纪5 0年代丰田汽车公司，而在8 0年代中期被欧美企业纷纷 

采用。随着微利时代的来临，精益生产模式成为企业竞争的有力武器。一 译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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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个公司内部及在其供货商那里，精益生产体系严重依赖信息技 

术和物流服务以协调行动。与技术决定论者的论断相反，当日本第一次产 

生精益生产模式的时候，大部分信息技术并不存在。然而，随着精益生产 

体系超越日本传到西方国家，后者对电脑软件、远程应用程序和兼容的平 

台的需求市场旺盛，从而刺激了信息技术的发展（Singer, 1999)。之后， 

传媒和信息产业开始为跨国公司的协调需求提供必要的通信和物流 

工具。

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已经成为重要的全球物流提供商和“供应链” 

管理服务公司。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提供一系列服务，比如能够收集有关 

运输、线路和过程状态的信息网络工具和按客户要求运输商品的及时制 

物流管理服务。2002年，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合并物流部门和供应链部 

门，并创造出新的伞形机构“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供应链部门”（UPS 

Supply Chain Solutions)。这个部门负责物流、货运、报关业务、邮件、金 

融解决方案和为了满足个体客户需求的咨询方案（Latin Trade, 2002)。此 

外，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公司还与信息技术公司Oracle和 E X E合作，进 

一步开发其IT产品。

在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为其他公司提供不断增长的信息服务时，美 

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公司自身的IT需求也增长了。例如，位于肯塔基州的 

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世界端口的一个中心里，每小时可以分类3〇万的包 

裹。每个包裹的条形码上都有信息，这些信息处理后就可以决定怎么运 

送。据估计，在此30分钟处理的信息比纽约股票交易中心一天的交易信 

息量还多（《经济学家》，2006)。除了与其他的IT公司合作以满足需求 

外，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已于20世纪90年代建成自己的数字蜂窝网络， 

并将继续在科技开发和引进上每年投资超过1〇亿美元，以增强美国包裹 

运输联合会的IT基础建设(Turek，2001)。此外，它还广泛应用IT技术的 

新发展。例如，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是北美最大的蓝牙用户（Kevan, 

2004)。因此，在全球化时代，企业重组以提高盈利水平时，它们越来越 

依赖于像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这类公司提供的各种IT服务，同样，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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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裹运输联合会对市场需求的适应也改变了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自身的 

工作性质。

1 9 9 7 年 合 同

随着1997合同谈判的迫近，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的工人们感觉他们 

又陷人再熟悉不过的困境，既 是 “传统”经济的，也 是 “新型”经济的问 

题，属于几十年以来不断恶化的工作条件所积累的产物。1997年大罢工 

是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公司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罢工。1907年，年仅 

19岁的邮递员吉姆•凯西在西雅图和华盛顿创立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 

当时的名称是美国邮递服务公司（American Messenger Service)。从一个从 

事自行车邮递业务的小公司发展成为今天以数字化协调、陆空为基础的 

跨国公司，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实行了引进节省劳力的技术，努力保持较 

低的营运成本和最大的灵活性等若干战略措施，尽管诸种策略在“信息时 

代”并不陌生，但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下利润驱动力的不二法门，不过，另 

一方面，种种战略却为工人们造成了困难和高压的工作环境。

但是，国际卡车司机工会的领导们并未与这些变化做斗争，因为他 

们并未亲身经历他们为工人成员们谈判的合同条款的影响，协会的领袖 

倾向于遵守公司的规定。除非受到大众的压力，美国的劳工官僚机构并不 

想惹麻烦，此 乃 “经济工联主义”（business unionism)的遗风， “经济工联 

主义”是基于赋税很高、风险（例如罢工）最小、在友善条件下与资本家 

谈判劳动力价格的商业模式的一种工联主义《( Buhle, 1999; Smith, 

2006)。因此，1934年当普通工人请求美国卡车司机工会在明尼阿波利斯 

市进行罢工时，该协会主席丹尼尔•托宾断然拒绝。® 然而，当工人们从 

托宾那里得到反馈意见时，他们已经进行了罢工，最终贏得了工资增长并

①  要了解工会科层制的运作和背叛行为，可参见Buhle(1999)和 Smith(2006)。
②  关于普通工人反对Tobin领导的班子的斗争，可参见Dobbs(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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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了合同（Dobbs, 1997)。①

丹 •拉•博茨（Dan La Botz, 1 9 9 0 )曾在卡车司机工会为民主做过抗 

争，他指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卡车司机工会一直都是腐败猖獗、暴 

力不断，威胁大声疾呼民主的成员，并与有组织的犯罪相勾结。在二战后 

的经济快速恢复时期，该协会曾为工人们争取到相当好的合同，但这在 

2 0 世纪7 0 年代一去不复返。总的来说，此一趋势与大量美国工人阶级的 

处境无甚差别，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2 0 世纪 5 0 年代和6 0 年代见证了工 

资增长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例如，制造业工人每周平均工资在该时期增长 

了 8 4 %  (Smith, 2 0 0 6)。然后，从 2 0 世纪 7 0 年代开始，国际卡车司机工 

会的领导人未能阻止管理层发起的攻击（Smith, 2 0 0 6)。® 美国卡车司机 

工会谈判了 “甜心”（sweatheart)交易，与管理层交好，并且对工会领袖 

支付高薪（La Botz, 1 9 9 0)。因此，协会主席弗兰克•菲茨西蒙斯（Frank 

Fitzsimmons)拥 有 “豪华轿车、私人飞机、用人和大厨……（和）一张不限 

额度的消费账户供其与家人进行豪华的娱乐和旅行”（Brill, 1978: 1 3)， 

而普通工人成员却只能看着自己的工资减少，工作环境恶化。

1991年，当以罗恩•凯里（Ron Carey)为首的改革派赢得了协会选 

举时，他们一致努力以改变协会的精神并为成员争取更好的合同。但 

是，凯里在1993年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合同谈判中并未有所进步。当 

到 1997年的合同时，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的工人们发现他们正在同一 

个从 1996年榨取工人血汗而获利10亿美元的公司做斗争。如下关键问 

题导致罢工：

第十六章全球化与工人的权力：1997年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为抗争领导权的罢工

①  由普通工人发起、激进工人领导的明尼阿波利斯市大罢工是一场关键的工人斗争， 
这些斗争为2 0世纪3 0年代的工业工联主义的形成打下基础(Smith, 2006)。

②  一般来说，劳工的领导层对新自由主义的挑战毫无准备，他们倾向于2〇世纪5 0年 

代和60年代的 1  土会契约”的思想，在当时，工会和管理层可能处在互利共贏的关系中。 

然而，正如N ds〇n Uchtenstein(2002)所说，工人阶级在这种“劳工工会理层和谐关系” 

中并没有获益。在 2 0世纪80年代后的时间里，实际的工资上涨了，但罢工的次数增加了十 

倍以上。因为战后的工资增长速度赶不上生产率的提高速度。相反，高效的工人们创造出的 

利润都进了资产阶级的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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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伴随越来越多的兼职工作和分级工作的产生而导致工作保障降 

低。从 1962年开始，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开始出现了兼职工作，工人们 

的构成就变成了 6 0 %的兼职工人和4 0 %的全职工人。兼职工人的工资从8 

美元/小时涨到1〇美元/小时，而全职工人的工资起点大约是11美元/小 

时，两年后能达到19美元/小时。显而易见，设置兼职工作为美国包裹运 

输联合会节省了可观的人力资本。

外包增加。外包包括聘请外部承包人干通常由工会成员应干的工 

作，其减少了公司付给工会的工资和利益，有时还减少了对公司装备的 

使用。

效率增加和利用福特式/泰勒式管理方法使工人效率最大化。美国包 

裹运输联合会从各个方面培训工人，包括如何拿卡车钥匙和下卡车时先 

迈哪只脚。

工作地点安全性降低。虽然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提供医疗福利，但 

没有解决在其设施中受伤率的问题。相反，公司投人精力在规避业安 

全条例和卫生行政管理条例》（OSHA :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上大做文章(Wisniewski，1997)。

养老金。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想从协会的多方支付的养老金计划中 

撤出，代之以公司计划。

在谈判过程中，很明显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在关键问题上寸步不 

让。1997年 8 月 3 日，卡车司机工会进行罢工，8 月 1 8日，双方达成了意 

向性协议，之后工人开始回来上班。

为统治权的斗争：卡车司机工会对勘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

在罢工初期，卡车司机工会处于不利地位。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是 

一个拥有大量资源的公司，能够对罢工的需求做出快速反应。卡车司机工 

会深陷腐败，只有一个少得可怜的罢工基金库（Kumar, 2007)。但是，协 

会领导了一个部分成功的合同斗争，目标是动员它的成员，争取社会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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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并吸引媒体的关注。此外，双方都有他们各自认为在斗争中可以指望的 

力量，如对于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支持力量包括公司媒介、业务相关的 

“专家”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智库和政治精英。对于卡车司机工 

会，站在他们一边的有自由主义和左翼的学者和智库、其他协会和工人的 

拥护者和另类媒体。从双方的相对力量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不均衡的 

等式。但是，就罢工而言（我在下文也将提到），卡车司机工会和他们的 

盟友能够通过赢得公众支持和相对积极的媒体报道打破双方力量的不均 

衡。在不断加剧的阶级分化的背景下，卡车司机工会能够强调与大多数工 

人发生共鸣的阶级不平等，这相应地推动了公司媒介更具同情心地报道 

工人问题。

卡车司机工会一方

当 1 9 9 7年 8 月 3 日罢工开始时，第一批与卡车司机工会坚定地站 

在一方的是更为有阶级意识的工人们，比如那些贸易工会的成员们。美 

国邮政工人联盟（A P W U ) 坚定地拒绝了邮局提出的增加兼职工人的提 

议，根据该提议，邮政服务可以投递一般通过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运输 

的包裹。美国邮政工人联盟的工人们认识到罢工只有在使生产关闭时才 

能真正有效，他们拒绝了管理者的要求（ t/PS ，

1 9 9 7 b)。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的飞行员都处在另一个组织下，表达了他 

们的团结并拒绝越过卡车司机工会的罢工警戒线。在罢工的过程中，其 

他几个协会的工人们，如美国缝制及纺织产业工会（UNITE).国际电气 

工人兄弟会（IBEW)、国际服务业员工工会（SEIU)、美国汽车工人联合 

会（U A W ) 等都加人到罢工警戒线里来。® 在罢工中期，美国劳联-产联 

( A F L - CIO)主席约翰.斯威尼（John Sweeney)宣布支持卡车司机联合

①国际服务业员工工会（SEIU) . 美国缝制及纺织产业工会（UNITE)和卡车司机协 

会都是“改变就贏” （change to win)劳工联盟组织的创始成员，该联盟组织是在七个工会 

从美国劳联产联( AFL - CIO)中脱离出来时创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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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并提供资金以保证罢工持续进行，这表明整个工人的工会都在支持卡 

车司机联合会。

除了有工会组织的工人的支持外，全国的社区成员和劳工支持者们 

也被当地人组织起来参加示威集会。作为罢工前的合同斗争，卡车司机工 

会在各个中心组织了各种游行抗争，并联系了更为广泛的社区。在几所城 

市的集会也吸引了当地媒体的关注，告诉公众在合同谈判中哪些是至关 

重要的议题。但正是罢工使整个国家的注意力聚焦于工人和他们的斗争 

上。罢工的报道占据地方报纸和国家报纸的前几页，成为电视和广播的头 

版新闻。这种持续性的关注强化了卡车司机工会的斗争并引发公众的想 

象，有 7 7 %的公众“关注”或 “非常关注”此次罢工（Saad, 1997)。但不 

出所料，媒体报道站在反工人运动的立场，尤其是在罢工的初期，笔者通 

过聚焦主要报纸和网络电视上的超过400篇的新闻报道分析，得出在第一 

周时间里，罢工的组织架构是完全支持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的（Kumar, 

2〇〇7)。但是，处在罢工警戒线的卡车司机工会主席罗恩•凯里和全国的 

普通工人们很好地利用传媒的关注，他们主要强调以兼职工作作为抗争 

要义；另外罢工代表整个美国工人，而不仅仅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的工 

人，如此两个关键因素来解释他们罢工的原因。

对兼职工作的关注使罢工的工人们饱受同情。例如， 《圣安东尼奥快 

报》（San/Into— 1997)引用兼职工人凯利的话，她说到她和她四 

岁的孩子和奶奶住在一起， “吃了太多的面条”，她说， “我不能给他们 

想要的东西和他们应得的东西（因为作为兼职工作者，她很少有时间）， 

但我需要此份工作挣钱”。斯科特•沃伯斯(Scott Wabals)告 诉 《费城问 

询报》 —个类似的故事。他有两份工作， 一 个是在 

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另一个是做屋面工，所以他每天的睡眠时间只有四 

小时。他已经在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工作了7 年，尽管有成为全职工人的 

想法，但梦想仍未成真（Kn〇x, 1997)。有关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的兼职 

工人的故事再现于全国各地的地方媒体，甚至是国家传媒，虽然在罢工第 

一周有反罢工的论调，也就兼职工作的问题报道了几个故事，但故事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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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的工人们受到人道的和同情性的关注，也使其他 

行业的工人们能够对他们的困境感同身受。美国兼职工人和临时工人协 

会主席普雷斯顿•康纳(Preston Conner)告 诉 《哈特福德新闻报(ffart/ord 

“工资和福利的不平等分配仿佛是人们拒绝谈论的一个巨大的 

经济秘密，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的工人们还兼职工作者一个表达的声音” 

(Lubanko, 1997) 0

当凯里接受国家传媒的采访时，他对兼职工作特别强调，并指出罢 

工的发动不仅仅是为了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的工人们，而且是为了全美 

国的工人们。他告诉 A B C 电 视 台 的 “早安世界”（World News This 

Morning)栏目，协 会 “为美国工人在本国争取好的就业将成为历史性的转 

折点”（Carey, 1997)。凯里利用在全国电视上的每次机会疾呼本场斗争 

是为了全体美国工人，这极大地帮助了卡车司机工会的活动，因为凯里是 

一个经验丰富的工会领袖和发言人，而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的执行总裁 

詹姆斯.飢利几乎没有任何媒体经验（Blackmon and Brannigan， 1997)。 

因此，伶牙俐齿的凯里以压倒性的优势占据着主流媒体的阅听市场。传达 

的信息简单明了且强健有力一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的罢工是为了所有 

工人的权利。

一些普通工人也努力传递同样的信息，但报纸只对他们进行适度的 

报道。据 《克利夫兰商报》 报道，当地的乔.布朗 

(Joe Brown)认为，考虑到工人们的各种现状， “美国应该有些人表明他 

们的立场，卡车司机工会最终如愿以偿”（Livingston, 1997a)。他的同事 

迈克•麦克布莱德(Mike McBride)说，这场唇亡齿寒的斗争“不仅仅关乎 

我们，也波及整个美国工人。如果你是工人家庭，这场罢工就是为了 

你”。有鉴于此，一些普通工人能够感同身受地体会到此场斗争是为了整 

个美国工人阶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如果各个地区的普通工人都能够清楚自信地表述此次罢工的重要问 

题，那么这不仅仅是合同斗争的结果，更是罢工行动的结果，罢工使工人 

们认识到他们的集体力量。在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其对自身权力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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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通过团结其他协会和劳工支持者得以强化。即使一开始工人并未参加 

合同斗争，但通过集体斗争的行动，也会很快做出改变，转变的最强烈的 

表现是即使只有约64000人参加了罢工投票， 一 旦开始号召进行罢工，立 

即有超过17万 5 000人尊重罢工警戒线。

除了在罢工期间向新闻媒体倾诉外，一些全职工人也和兼职工人一 

起在规定路线上向听众讲解现状（Rank and File Power at UPS，2000)。卡 

车司机工会做了一份名为《你们的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司机正为美国未 

来顿力杭争％ (Y〇ur UPSDdver Is Fighting for America’s Future)的宣传册， 

分发给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的客户和团体成员。宣传册指出，美国包裹运 

输联合会罢工是决定工人们未来是否有“安全健康和养老金保障的好工 

作”或者公司是否继续“竞次”（race to the bottom),转变为低工资和兼职 

工作提供者的一场斗争。如此信息的传达攻击力切中全球化政策的要害， 

尤其是在公司重组和精益公司发展的趋势问题方面。

卡车司机工会传达此类信息的能力通过学者们（即其他的知识劳工 

们）得到加强，因为知识劳工深悟全球化政策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当罢工 

开始时，一些人被称为“专家”而得到频繁接触。国家和地方的新闻媒体 

经常引用哈利.谢肯等（Harley Shaiken, Chris Tilly, Kate Bronfenbrenner， 

Nelson Lichtenstein, Stanley Aronowitz)专家的言论，例如，其 对 《纽约时 

报》(/Vw 说，在 “过去的五年里，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的兼

职工作已从临时性战略转为一种生活方式，此乃当下工人愤怒发生的原 

因，结果，对于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的工人来说，这意味着变相裁人” 

(Greenhouse, 1997)。 《旧金山纪事报》（Sara Fraraciäco C/irwiicfc)引用克丽 

丝 •蒂莉(Chris Tilly)的话说， “商业没有充分估计工人承诺和生产力方 

面的成本而在灵活性方向上有所欠缺。我的切肤之痛在于当工会实力和 

劳工法律的力量都软弱不堪，是工人而非雇主来承担弹性风险的压力” 

(Marshalll997, B1)。飢特•布隆芬布伦纳（Kate Bronfenbrenner)告 诉 《芝 

加哥太阳时报》 7Y m « ) ,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罢工代表着 

“劳工运动的大转变，将对那些认为他们在退出合同、外包和使好的全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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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变成坏的兼职工作问题上进退自如的雇主加以限制，要让雇主看到， 

如果职工被欺压得太厉害，他们就会受到一些惩罚”（Knowles, 1997)。几 

位学者们做出的类似论断经常被城市报纸和国家报纸引用。

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是一个自由的、偏劳 

工的智库，在罢工期间被频繁引用，尤其是在兼职工作问题上。该研究所 

经济学家伊迪丝•拉塞尔兹（Edith Rasellz)在 接 受 《克利夫兰商报》 

采访时指出，非标准工人常常工资较低，而且难拿 

到福利和养老金，她说这样做其实就等于歧视（Livingston，1 9 9 7 b)。艾 

琳■阿佩尔鲍姆（Eileen A p p e l b a u m )告 诉 《萨克拉门托蜜蜂报》 

( S o crameratoßee ),本次罢工与公众产生共鸣，因 为 “找到一个正常的全 

职工作是越来越难了”。她还说， “有很多人想拥有全职工作却得不到， 

也有很多已拥有全职工作的人担心他们的老板会将他们的工作变成两份 

兼职工作或者给承包商来做，或者给临时工人来做”（Towle, 1 9 9 7)。因 

此，类似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和专家们的组织强调了来自普通工人和凯 

里所传达的信息。

另外，替代性媒体在提出支持工人的观点中发挥作用。美国很多主 

要城市的广播节目“今日民主”（D em ocracy  N o w )在罢工问题上进行数次 

更新报道。（1997年)8月5 日，该节目釆访了几位说明罢工原因的美国包 

裹运输联合会工人。这些采访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如果你在媒体中找寻 

这次罢工是关于什么，你将很难得到答案。” （G o o d m an , 1997a)8月 11 

日，该节目提醒听众此次冲突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兼职工作问题，并指出 

“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的46 000个新岗位中的8 000份工作是低报酬的兼 

职工作，而工会却希望这些兼职工作能变成全职工作”。节目继续透露 

说， “罢工是在去年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创造利润纪录时发生的，去年美 

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创造了 11亿美元的利润” （G o o d m an , 1997b)。随后， 

几位支持劳工运动的学者和专栏作家被采访，比如来自纽约大学的鲍 

勃 •菲奇（Bob F i t c h )和 《国家》杂志的亚历山大 •科伯恩（A le x a n d e r 

C o c k b u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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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伯恩在《国家》八月中期刊的专栏文章“打败魔鬼”（Beat the 

Devil)写的是关于《华尔街日报》 加^ a/)强迫卡车司机工 

会进行新一轮选举的宣传。他支持 1996年重新当选的凯里，认为这次 

胜利并不是因为非法竞选捐助的原因，而 是 “成千上万的地方工会爆发 

并赢得”斗争的缘故。新闻通讯《劳工笔记》 月刊发表 

文章，指出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兼职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卡车司机工会 

进行罢工的原因（Slaughter, 1997)。左 翼 报 刊 《社会主义工人》 

在罢工前和罢工进行中，发表了几篇文章，强调关键 

问题并为支持工人寻找理由（1997)。最后，互联网是另类资讯的另一 

大来源。卡车司机工会利用自己的官方网站，支持者们也在网上提供各 

种材料。®

总之，卡车司机工会和它的同盟者一其他工会成员、专业的知识劳 

工、社区成员、像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那样的研究机构和另类媒体一 传 

递出有力的信息。信息核心是在利益的驱动下，像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那 

样的公司放弃了对工人的承诺，并且，是为了全体工人的利益发动了罢 

工。虽然这次罢工的影响力主要利用的是美国大多数工人们的焦虑，但 

是，这种信息被普遍支持公司的美国媒体偏见给边缘化了。但是，到了罢 

工的第二周， 《今日美国》（f/S4 7 W ay)、C N N和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 

有 5 5 %的受访者表示支持工人们，而只有 2 7 % 的人支持公司（Saad， 

1997)。即使罢工的第一周里媒体对罢工进行了负面报道，大部分的公众 

还是同情这些罢工的工人们。在下一部分，我将会研究卡车司机工会如何 

赢得公众信任，这一点和其他因素又如何打破各种力量的平衡，使事态发 

展有利于工会。

① 但 是 ，这次斗争中的互联网应用并没有在1999年的西雅图反全球化斗争中应用得 

广泛（参见O pel和 Pmnpper, 2003)。即使在2 0世纪9 0年代初期互联网已经在社会运动中开 

始应用，典型的案例是在墨西哥恰帕斯州的萨帕塔运动中，互联网的应用有效地获得了国 

际支持，但直到西雅图的反全球化斗争中，互联网才成为美国工人运动的组织和交流中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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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的抗辩

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甚至在罢工开始之前就部署它的广大资源以发 

动有关观念的斗争。它在 1997年 7 月电话通知客户们，告诉他们在7 月 

3 1日之后，公司将不能保证包裹的传递。通过突出给客户们带来的不 

便，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寻求他们支持公司的反罢工立场。罢工开始后， 

国家传媒的论调与公司的立场相符。除了公司自身公共关系的努力，美国 

包裹运输联合会依靠公司媒介创造一个商业友好的气氛，这些公司媒介 

包括在传媒中支持公司的亲商“专家”和政客。总的来说，罢工被描述为 

主要的桎梏，商业资源远超劳工资源(Kumar, 2007)。®

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的公关部门组织了 一个控制严格的系统，信息 

通过该系统传达给媒体(Jiles, 1997)。员工部门每天阅读和分析新闻媒体 

故事并提出公司的回应方案。每天出两次新闻简报和一个为记者们一直 

需要的现状报告。同时也召开记者招待会，并建立一个记者来访直接与高 

层经理人对话的制度，如公司公关部门的副总肯 •斯特内德（Ken 

Stemed)和首席谈判代表戴夫_默里(Dave Murray)。

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在几家报纸的整个页面刊登广告，将罢工事件 

通告公众。它的第一批广告集中于公司开出的优厚的条件。 《纽约时报》 

8 月 1 日刊登题为“致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客户的一封公开信”，说明美 

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已经给工会提供了一份公平合同，内容有工资增长、新 

的养老金计划(增加5 0 %的福利、为兼职工人发500美元）、司机们不会 

因外包而淘汰的保证、更好的卫生保健和超过1〇 〇〇〇个新的全职工作岗 

位的机会。此张广告力劝工会领袖“做正确的事情”，并允许工人们就合 

同邀约进行投票，很多主张都是混淆视听的。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并未提 

到它提供的工资增长比以前的合同中增长更少。创造 10 000个全职工作 

并不是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这些都是在公司全职工作空缺时，公司所做的

①从有关罢工的新闻报道的第四章中可以看出，商业资产阶级和他们所谓的“专家” 

不仅控制了商讨内容，而且在罢工开始的第一周内，完全站在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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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提拔（Teamster " P S  t/pdaZe，1 997a)。

在罢工中期，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刊登广告，试图重新影响对兼职 

工作问题的争辩。 《洛杉矶时报》 乃^^)8 月 1 2日刊登题为 

“卡车司机工会罢工中，什么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一些事实的说明”的 

广告，指出罢工并非关于兼职工作，因为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已经将 

13 0 0 0名工人提升为全职工人，并创造出 8 0 0 0 个全职工作机会。它指 

出，在缩减人员时期，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实际上创造出4 6 0 0 0个新工作 

机会。真可谓“不因善小而不为”，即使只有8 000个全职工作岗位，但 

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应为创造就业岗位而被称赞。广告继续说美国包裹 

运输联合会的兼职工作岗位是“高福利的好工作”，相比于全职工作岗 

位，大学学生和家庭主妇更青睐兼职工作岗位。他们还说兼职工人在快递 

业务中有重要作用，因为他们使“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灵活运转并加快满 

足我们的客户紧急需求”。

广告强调，这次罢工的真正问题是养老基金。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 

已经设立了一个新的公司运行的养老金计划，该计划将为工人们提供增 

长幅度高达5 0 % 的更多退休福利。但是，工会领袖已拒绝了这次“慷慨” 

的允诺，因为它并不想失去对卡车司机工会养老基金的几十亿美元的控 

制。广告中说，如果工会领袖真的关心工会成员，他们应该将公司的允诺 

提交给所有成员，并停止罢工。据此张广告说，停止罢工是符合“我们的 

人民”和 “我们的客户”的利益。通过本次罢工，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试 

图表现出一个公司比工会更加关注工人们的福利形象。公司高层在其他 

地方争辩说，凯里对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工人的福利并不关注，而且他号 

召进行罢工是为了转移注意力，因为当时有一场运动正在对他的财政问 

题进行调查。̂

尽管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在此次斗争中占尽优势，但它的论调与相

①调查方最终撤销了针对凯里的所有指控（Kumar，2007)，但他被协会解职，James 
P. Hoffa取而代之成为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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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经验的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工人工作问题的公众并不相符。例如，美国 

包裹运输联合会说兼职工人自己不愿成为全职工人的观点与工人们的观 

点相悖，这些工人们向记者们倾诉他们苛刻的经济条件和他们对全职工 

作的向往。正如一位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公共关系高官随后所说，虽然美 

国包裹运输联合会的公关部门能够控制和协调公司发布的内容，但是公 

司并不能控制“罢工警戒线、工人们对记者们说什么和公众心里正在形成 

的对公司的负面印象”（Wes, 1997: 17)。在罢工警戒线上，美国包裹运 

输联合会无论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经济上都败下阵来。

从修辞方面来讲，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试图使它的工人们失去信 

誉，说他们贪婪而自私。诽谤是管理层妖魔化工人并赢得公众支持的一种 

传统机制。但是，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不能如法炮制，因为司机是公司的 

公众象征，他们提供的服务是出售给客户的产品。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也 

发现很难替换罢工的工人们。在罢工之前，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并未预期 

到大部分工人都站在罢工警戒线后，所以没有组织所需的大量替代工人。 

在罢工期间，公司以招聘那些不愿参加罢工的工人做威胁，但是因为美国 

包裹运输联合会的司机是熟练工，他们很难被替代。考虑到警戒线的脆弱 

性，一旦公司组织起替代工人，卡车司机工会可能就会在罢工中失败。

除了妖魔化工人外，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试图将罢工问题放在如养 

老金和工会等问题上。他们攻击工会并企图割断工人和工会及其领袖之 

间的联系。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似乎推断出它将依赖美国普遍的反工会 

风气赢得公众支持。这种战略可能在对工会的公众支持非常低的2 0世纪 

8〇年代奏效，但在90年代阶级意识已经增强（Smith, 2006)。罢工警戒线 

上的工人们能够反对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的论断，他们提出的问题也与 

公众的经验产生共鸣。卡车司机工会给美国工人们展现了一幅清晰的图 

景，此幅图景描述了 20世纪90年代经济恢复对总体上的工人阶级意味着 

什么。在 90年代里，他们的情况并不为人所知也未进行公众讨论，由于 

这次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罢工，情况明确了，而且在主流媒体中进行了合 

法的表达。所以，卡车司机工会赢得的支持的因素与其说是对辛勤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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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工人的普遍同情，不如说是阶级认同。在罢工开始 

时，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工人的积极形象可能有助于工人们。随着罢工的 

进行，很明显此次斗争不是关于形象，而是很多实质性问题，核心问题是 

工会还是公司，哪一边能更好地解决问题。公众支持如此的主张，即工会 

工人能更好地陈述他们的问题而且比公司能更好地解决问题。由此我们 

可以看出，不仅仅是“公众支持”，而且是阶级团结。美国工人同他们的 

阶级站在一边，其力量同协会支持者们扮演的角色合流，对部分大众传媒 

(如ABC、 《纽约时报》和 《华盛顿邮报》) 施压，使它们能对工会立场的 

报道更为彻底。正如我在 子之外》(〇此淡咖 ß〇幻（Kumar, 2007)中

提到的，这些媒体开始报道更多的公会和支持工人们的新闻，它们甚至做 

2 0世纪9 0年代关于阶级两极分化和不平等的报道。例如， 《华盛顿邮 

报》的一篇文章指出，尽管9 0年代的经济是“欣欣向荣”的，事实却是 

大多数工人并未分享到经济的繁荣。 《时代》 走得更远，刊登数 

篇文章，涉及缩减规模、减少养老金、外包等问题。

不仅仅是部分原先支持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的公司传媒开始倒戈， 

到了罢工的第二周， 一 些支持工人阶级的经济学家和理论家开始反对公 

司。例如， 《企业再造》（ße-engi'/ieerin̂ t/ieCoTporafiora)—书的合著者詹姆 

斯 •尚皮(James A. Champy)在 《纽约时报》刊文认为，在美国包裹运输 

联合会的理想化的形象背后，其实是一个“管理不善”的公司，它 “忽略 

了客户们的需求并误解了工人在公司利润中的重要作用”（Champy, 

1997)。考虑到通过这一点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对待工人的做法并未得到 

美国工人的认可，疏远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和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的商 

业做法是其他公司的利益所在。因此，尚皮不是归纳罢工中的问题一 正 

如工会指出美国工人阶级现状的所作所为一而是试图限定它的影响并 

指出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是公司中的例外。 “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例外 

论”（UPSExceptionalism)开始流行。此外，来自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客 

们，尽管他们的竞选受到来自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和运输部门政治行动 

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但在阻止罢工上能力有限(Roberts, 1997)。在罢工早

314



期，一些政客试图利用（賭夫免哈特利法案》(Taft-HartleyAct)以贏得同 

意来结束罢工，但是随着公众对罢工者的支持逐渐明晰，一 些政客也加人 

到罢工警戒线中来。包括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和拉尔夫•纳德 

(Ralph Nadar)等在内的支持劳工的政治人物同样也力挺罢工者，立法部 

门像奥尔巴尼（美国纽约州的首府）立法机关通过了支持罢工的正式决 

议。所有上述行动都给考虑是否利用《塔夫特-哈特利法案》来结束罢工 

的比尔■克林顿总统施压。

此外，一份A B C调查显示，即使有四分之三的受访者都受到了罢工 

的影响，但只有2 6 %的人希望克林顿介入，停止罢工(Johnston, 1997)。 

如果要利用（將夫特-哈特利法案》来停止罢工，克林顿政府要向联邦法 

院提供证据，说明罢工影响了整个工业并威胁“国家医疗和安全”。吉 

米•卡特总统曾利用该法案结束了 1977年至1978年的煤矿工人罢工，但 

是在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工人罢工事件上，公众压力和公众监察都阻碍 

了克林顿政府行动》克林顿曾在其他的劳工斗争中介人：在 1997年初， 

他曾利用《铁路工人法案》（Railway Labor Act)阻止美国航空工人罢工， 

成为30年来第一位使用该法案的美国总统，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罢工结 

束后不久，他又利用该法案阻止“美铁”（全国铁路客运公司〉工人罢工。

克林顿在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事件中不利用（傅夫特-哈特利法案》 

的决定影响了媒体，它们发现将罢工定义为主要麻烦是越来越难了。主流 

媒体倾向于使政府信息具有大量的合法性，尤其是总统（Robinson, 

1995)。通常，总统的观点设定了讨论的范畴。在这种情况下，克林顿拒 

绝干涉使罢工合法化。如果总统没有看到结束罢工的需求，那么罢工可能 

最终就不是什么麻烦。

上述的所有因素一 包括阶级意识的状况、同盟拥护的转变、双方对 

待斗争的主体方式、媒体报道上变化的论调等—— 以一种辩证的方式相互 

作用，并产生了有利于卡车司机工会的大气候。从另一方面说，活跃的公 

民—— 或者更具体地讲，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及其同盟一能够对政客 

和大众传媒施加重要影响，从而改变均势局面》到罢工的第二周，美国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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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运输联合会已经无路可走并损失了几亿美元。公司不得不做出让步并 

重启它那“最后、最佳和最终”待遇的谈判。结果便是卡车司机们获得了 

他们最好待遇的最佳合同。®

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罢工的经验教训

在这一章节，我以罢工为背景来说明卡车司机工会和他们的同盟者 

们如何能够打破均势平衡，并使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最终做出让步。但 

是，卡车司机工会胜利的前提条件是罢工本身。当工人们罢工时，他们通 

过使公司因罢工而生产停顿来证实了集体力量。卡车司机工会拒不上工， 

他们不仅从经济上伤害了公司，而且通过罢工行动，他们对自己的集体力 

量更有信心。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因罢工损失了 7.8 亿美元的收益，该季 

度报告是净亏损（CMVMoay, 1997)。虽然工人们以工资的形式也损失了 

一些钱，但显然公司的损失更大，包括客户群转向其他公司的可能性。这 

就是为什么罢工是工人反对公司的最有效手段而且必须禁止替代性工人 

替代罢工者进行工作的原因。如果罢工工人被换掉，那么他们将失去他们 

对公司的权力。

这就是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工人罢工留给知识和文化产业以及经济 

中其他行业的工人们的主要经验教训。虽然依据不同的劳动类型可能有 

不同的具体战术，但集体行动的大战略殊途同归。例如，美国包裹运输联 

合会工人能够利用他们与顾客群的直接接触来说明罢工的原因。在2〇〇〇 

年的美国影视演员协会(Screen Actors Guild)的罢工中，成为工会里的主 

要力量的大批不出名演员通过获得名人（如 Jay Leno, Kevin Spacey, 

Richard Dreyfus)和协会高层的支持能够组成一支强大的力量。底特律当 

地报纸的工人，进行罢工反对〈喊特律新闻》（ßefrW /VeM«)和 〈眠特律自 

由新闻报》（Ö心m't Free Prew)，出版了他们自己的报纸—— 《星期天》

① 实 际 上 ，缺乏成员动员而形成的2002年的合同，与 1997年的合同条款差距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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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wfayjouma/)杂志。总之，知识和信息工人能够利用他们与信息网的 

技能和手段而发动反对雇主的斗争。而且，正如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罢工 

的案例所显示的，其他的知识劳工（如学者和智库的发言人）能够在构建 

团结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是，真正的力量集中于集体罢工行动和停止生 

产上。

底特律报纸工人罢工，虽然它们有能力和创造性，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因为工会并不能阻止出版商继续发行报纸。在罢工开始的几个星期里，数以 

千计的工人和他们的支持者在斯特灵海茨(Sterling Heights)印刷厂外，阻止 

货车运输获利颇丰的周日刊。他们成功了，周日刊的报纸难以运出。老板们 

的反应是叫来警察，警察用催泪瓦斯威胁罢工人群。他们安排直升机运出报 

纸，并获得法庭禁令来限制罢工者。工人们应该想出各种方法克服困难以获 

取胜利。不幸的是，工会负责人决定遵守法庭禁令并解散罢工者。正如简• 

斯劳特(Jane Slaughter)所说， “过激的行为是必须的，但是工会领袖们并 

不想收到法院的传票……工会接下来所有的努力从未重新创造出危机和 

团结的感觉一也是无效的—— 而这种感觉确实在1995年那些晚上的印 

刷厂门外真真确确有过。队伍曾经在那里，但是他们都被送回家了” 

(Slaughter, 2001)。总之，尽管工人们在生产领域的权力是贏得更好合同 

的关键点，但是罢工必须要很好地计划和组织起来以取得胜利。美国工人 

领袖并未吸取经验教训，而是尽量回避罢工策略问题，代之他们选择发动 

“基于形象的斗争”（比如“公司的斗争”），以公开地使雇主们难堪，并 

由此向工人们让步。尽管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和形象化的斗争很重要，但要 

想真正有效，这些斗争需要和工作罢工相结合(Kumar, 2007)。

结论

资本主义的一个地方性的特征是生产的不断重组以实现生产效率和 

收益率的最大化。对于工人阶级来说，这就转化为劳动方式的不断重组。 

当工业资本主义开始发展时，小商品生产者和商会会员（guilcknen)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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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并存。但是，经过一段时期，规模较小的生产者在市场上消失，因为 

他们缺乏竞争力。因此，那些因为自己技能而拥有权力的手工业者被机械 

化工厂里的技能稍差的工人们所取代。不久，这些工厂工人们，在一个地 

理范围内团结起来组成大集体，认识到如何共同斗争以改善工作条件。随 

之而生的是工业工会主义（industrial unionism)。当生产达到一定水平，产 

品必须经过长途运输，运输工人应运而生。因为运输工人是分散的，不像 

工厂工人在一个地方集聚起来，有些人就会质疑他们是否能被组织动员， 

进而对他们的老板施加压力。当然，他们能够团结起来组成工会并寻求办 

法反对老板。在 1934年的明尼阿波利斯市卡车司机工人罢工时，工人们 

发明了一种新策略“罢工鼓动员”（flying picket),他们到各地区防止产品 

被那些不参加罢工的工人运走。综上所述，随着工作性质的变化，美国工 

人阶级已经形成创造性的方法来组织和提升他们自身的利益。

今天，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时代，这也适用于信息工人。尽管他们 

面对很多新的和不同的挑战，正如他们的前辈所遇到的那样，但他们必须 

找到革新的方式去组织和反抗。为了行动成效，他们能够而且应该依靠他 

们的集体力量去停止生产，这正如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工人的担当。最 

后，尽管资本主义体系下存在所有这些转变，但工人和资本家的基本关系 

从未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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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劳资冲突和狂欢符号

伊恩•纳吉

从历史上看，狂欢化的主题或实践和劳工动乱之间存在相一致的（如 

果不是无法分开的）共存关系，这一议题颇值得玩味。罢工警戒线被狂欢 

节的诸多表现赋予了生气，例如击鼓、五颜六色的服饰、圣歌、列队、世 

俗的行动、火焰、模拟像、短剧和拙劣的模仿，当然，也还包括公共餐。 

现实的情况已一目了然，我们很难在狂欢化形象和象征之外讨论劳工事 

件和抵抗。的确，狂欢化不仅应该被纳入劳资冲突的特殊研究中，而且在 

所有有关知识、媒体和文化劳动的理论化尝试中理应占有举重若轻的 

位置。

乍一看，对于一本有关劳动和知识劳工的书籍来说，有关狂欢化主 

题的章节似乎有些奇怪，但实际上狂欢化研究和劳工研究都有着久远和 

引人注目的历史。不过，研究狂欢化和狂欢化实践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 

征，那就是权力一直是中心主题，权力主题既是狂欢化象征和颠覆的推动 

力，也是它们的目标所在。接下来，本文从知识劳工自身都在与各种形式 

的牢固的媒体权力（consolidated media power)进行斗争或抵制的视角来探 

索劳资冲突，此论题趣味盎然。凭此研究，我们就容易看到劳工斗争中的 

象征性元素与传统的狂欢化形式之间存在相似性。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 

探究狂欢化时，其与行动劳工的传播实践的研究之间存在关联。

本章致力于讨论在信息、传播和文化的批判性研究中相对薄弱的劳 

工问题。具体来说，本章关注的对象是通常与工人运动和劳工停工相关联 

的象征性实践。研究的当务之急在于针对媒体和文化形式生产中正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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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技术革新，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市场中，能够从一个或多或少比较稳定 

的视点来对瞬息万变的情形进行理论化的提炼。这些视点的其中一个，就 

是日益增加的狂欢化研究，其根植于2 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家和哲学家 

巴赫金的著作。狂欢化被框以认识论取向，即以对立力量的研究为依据， 

这种对立力量表达的方式不但内在于整个象征性的颠覆行动，同时也依 

赖于此种颠覆行动。因此，狂欢化规定了一个经常性使用且被保罗■维尔 

诺(Paolo Vim〇,2〇m )描述为“大众的语法”的行话。本章将思考知识劳 

工，尤其是媒体劳工，是如何创造性地在他们的罢工警戒线和劳工行动中 

使用狂欢化的原则，结尾部分将讨论这一发展的意义。

巴赫金与狂欢化的象征性政治

维尔诺强调语言的比喻，由此他所采用的“大众的语法”术语切中要 

义，这种语言的比喻作为一种手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更加复杂的历史轨 

迹和意义体系。他也强调语言和权力是任何巴赫金研究中都有的一对中 

心主题。为了更充分地了解狂欢化在巴赫金思想中的意义，有必要参见相 

关的另外一对概念，它们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狂欢化的象征意义，这一对概 

念就是复调和喧哗。鉴于本章的重点是在劳资冲突和狂欢化的象征意义 

上，我们将简要地探究此类概念。同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值得我们略微 

关注，那就是在斯大林式的清洗中，巴赫金的作品差一点就被遗忘了（参 

看 Hoiquist，2004a，2004b)。

巴赫金1895年生于莫斯科以南的奥廖尔，生长在维尔纽斯和敖德 

萨~这两个位于都会边境的城镇有着丰富多样的语言和文化。他早期的 

生活经历，加上他后来阅读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导致了他一生都对统一 

的事物之间的差异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巴赫金看来，意义本身是从其相对 

的特性来加以审视的，或者，巴赫金将其视为一个不同力量之间的“对 

话”的结果，无论这些力量是身体的、政治的，还是概念上的（Hoiquist, 

2004b: 21-22)。在很大程度上，他的作品中的这部分内容已经说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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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在西方广为接受。了解劳工罢工的狂欢化象征意义，此项工作仍然 

具有独特的重要性，尤其是知识劳工实施的那些罢工活动。这是因为，作 

为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知识劳工的工作保障来源于他们作为一个群 

体对媒体机构的理解，以及他们在媒体机构中履行职责的能力。

有关上述概念的描述是巴赫金的创见，其核心是一种复杂的统一 

体，而巴赫金的生平简介则有助于强调这种统一。尽管他们口头上是相互 

关联着的，但是巴赫金在不同的作品中以不同的方式分别讨论了复调和 

喧哗等概念。复调音乐在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中具有显著的地 

位，即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的问题》那本书（1984a);众声喧哗在一篇 

标题为“小说中的话语”的文章中有着显著的地位（Holquist, 2004 a); 狂 

欢化是啦伯雷和他的世界》（Bakhtin, 1984b)与 《陀思妥耶夫斯基》 

(ZaPpere，2000)书中的重中之重。对于巴赫金，复调指的是一种特殊类型 

小说的显著特征，即复调小说，这是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典型例子 

的小说。巴赫金指出， 《陀思妥耶夫斯基》重新塑造了有关小说和作者的 

概念。小说变为由多种相互竞争的意识、而非一个简单的意识所组成的思 

想表达手段。作者乃此意识的形式之一，但其完全沉浸在各种其他形式之 

中。众声喧哗是一个更为广泛的概念，即语言和意义只有在对话的术语中 

才能被真正理解的理念。换言之，在某种想象或者理想的形式之外，一个 

给定的语言或意义仅仅存在于相互之间发生关联时的同一语境中。用这 

种方式思考语言的对话关系是提请注意并强调区分语言和意义之间的差 

异，以及同时将两者都设想为所描述的复杂的统一体。这是因为任何能说 

出的语言的意义并不完全归于说话者或文本的意图，但是却介于演讲者/ 

作者和听众/读者之间的某一点上。巴赫金写道： “语言坐落于自己和其 

他人之间的边界线上。语言文字有一半是来自其他人。” （Holquist， 

2004a： 293)

作为一个概念和分析工具，这有助于建立一个对狂欢化更广泛的理 

解。但是作为一种政治和象征性实践的复调和众声喧哗，它们是狂欢化更 

广泛概念中的一些方面，它们不会逃离其审慎地颠覆的凝视。部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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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需要将狂欢化理解为这些先前的概念的混合，而且同时处于复调 

和喧哗的对立面。毕竟，狂欢化真实的精神是拒绝所有被安排好的和完整 

的事物；它甚至不排除将自己作为嘲笑的对象。那么，从其最一般的意义 

上说，狂欢化代表的是与官方常识和做法完全格格不入的一种世界和语 

言的理念。

巴赫金写道，由于他们包含强烈的游戏元素（以及他们显而易见的感 

官性特征）， “狂欢化形象酷似某种艺术形式，叫做公开展示”。反过 

来，中世纪的公开展示“通常趋向于狂欢化的民俗文化，暨集市文化，并 

且在某种程度上公开展示变为这种文化的组成部分” （Bakhtin, 1984b: 

7)。然而，他小心翼翼地，避免将狂欢化精神与艺术或公开展示混为一 

谈： “它处于艺术和生活的边缘。实际上，它是生活本身，但是根据某种 

游戏模式来形构。”他借鉴了舞台隐喻来帮助阐明他的观点，他认为正如 

没有聚光灯可能摧毁一场戏剧的表演，也就是说他们的出现可能破坏狂 

欢化的喜庆，而这种喜庆不对演员和观众做出任何区分。 “狂欢不是被人 

们看到的节日大场面；人人都参与且沉浸其中，这是因为狂欢真正的想法 

是接受所有人。只要狂欢持续开展，除了它之外就不会有其他生活。”而 

且，在狂欢节日期间， “生命仅仅只受自己的法律支配，即自己的自由的 

法律。它有一个普遍的精神；它是整个世界中的特殊情况，也是世界的复 

兴与重建的特殊情况，所有人都参与其中。这就是狂欢的本质，所有的参 

与者生动地感受着” （1984b: 7 ) 。

作为一个语言模式，狂欢节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表达方式，表达不受 

官方价值观和规范约束的自由。巴赫金写道： “相对于官方节日，人们可 

能说，狂欢节是人们庆祝从当时主流的真实情况和已建立的秩序中临时 

解放出来；它标志着阶层等级、特权、标准规范和禁令的暂停。狂欢节是 

时代的真正的盛会，是有关形成、变化和更新的盛会。狂欢节对所有不朽 

的和完整的东西都极其厌恶（1984b: 10)。”巴赫金指出，在狂欢期间， 

这种阶层等级的废除具有特别的意义。在官方节日期间，等级的现象是明 

显的也是重要的；每个人都预计出现在他们所处位置的特权上，并占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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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相对其他人所处位置的处境，这就是巴赫金提及的所谓“不平等的神圣 

化”。相反，在狂欢节期间，众生平等。一种自由和熟悉的接触方式在人 

们之间流行开来，而这些人原本习惯于由于社会等级、财产或职业所带来 

的阶层划分。如此划分在中世纪的社会秩序中异常强大，而在狂欢节时 

期，阶层等级的临时废除（废除即是理想，也是现实），产生了“一种在日 

常生活中所不可能的特殊的交流方式” 0984b: 10)。

狂欢一个至关重要的要素，是狂欢节的欢笑概念，需要在理解其精 

神和形式的任何尝试中予以特别重视。引 入 “狂欢化的欢笑的复杂性”， 

巴赫金写道， “首先，那是节日的欢笑。因此它不是一个人对一个单独的 

‘喜剧’事件的反应。狂欢化的欢笑是全体人民的欢笑。第二，它是针对 

所有人的普遍范畴的概念，包括狂欢化的参加者。”换句话说，整个世界 

看上去“是处于一个滑稽的面貌，是一个相对轻松愉快的面貌” 

(1984b: 11)。狂欢化的欢笑的第三个重要的方面是它的矛盾情绪。它是 

“胜利的，同时也是嘲讽的、嘲笑的。它坚定而有信心地使别人认识到 

(某物），同时也声称对(某物）毫无所知，它使（某物）埋葬同时也使（某 

物)恢复活力” （1984b: 1 1 - 12)。狂欢化的欢笑与讽刺作家的欢笑不 

同，讽刺作家的欢笑甚无助益，是使它自己凌驾于它的嘲弄对象之上。狂 

欢化的矛盾情绪的欢笑，从另一方面来说， “表达了整个世界的观点，而 

属于这个世界的人们正在欢笑” （1984b: 12)。

我们只需要从小说罢工警戒线的重点中简单地转移出来，就可以看 

到狂欢化的概念可以勾勒出以下三者之间相互关联的宽广地域：劳资关 

系，媒体所有权和全球市场中越来越集中的趋势，知识劳工在他们的罢工 

警戒线以及遍布全球的劳工运动中象征性地(如果不是实际地）挑战上述 

的如此安排。与罢工警戒线以及劳工运动相联系的典型狂欢化形式，比如 

游行和街头剧场，有助于将注意力引导到不仅仅是关注象征性建构背后 

的当权者的意图，也将注意力引导到关注在此类情境的作者、人物和读者 

之间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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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欢化、游行和权力

正如本文所言，很少有学者研究狂欢化形式和劳动实践之间的相同 

点。苏珊•戴维斯(Susan Davis) 1986年的《游行与权力》一 书是一个有趣 

的例外，其书中指出了劳动实践的象征性历史，以及与各种形式的抗议相 

联系的社会意义。戴维斯认为，存在一个广泛的、但是少有人问津的象征 

性历史，该历史有关跨越劳动历史上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她也想知道一 

个文化历史学家将会如何回应。 “街头戏剧与表演该戏剧的社会环境之间 

关系如何，并且，它与美国公共庆祝文化历史中那些更庞大的形式之间， 

关系又是怎样的？ ” （1986: 3)戴维斯认为，游行、公共仪式和街头戏剧 

都被学者们忽略了，学者中很少有人“系统地研究过社会生活与公众立法 

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我们看来已经成为传统的公共庆典，对它们究竟是 

怎么成为当今的图貌鲜为人知” （1986: 3)。她补充说，社会关系形象是 

“通过一个包容、排斥、影响和规划的复杂过程的过滤，直到游行表达了 

权力和特殊利益，而不仅仅只是团结和一致” （1986: 5)。戴维斯关注的 

主要是如下情形：游行及诸如此类的事物不再表达民众意志，而是权威 

地加强了现状。她补充道，如 果 “城市中所有公共事件都是经过过滤型塑 

而成，那么，对何为游行的意义、表演者对他们表演戏剧的目的以及观众 

如何理解街头展示这些问题的答案，比表面上看上去就要复杂得多” 

(1986: 5)。戴维斯提醒我们游行和公共庆典是政治行动，本 着 “务实的 

目标，和明确的、重要的结果。人们利用街头戏剧，像其他仪式一样，来 

作为建设、维持和面对权力关系的工具” （1986 : 5 ) 。这个源自巴赫金 

的理论模型提供了一个纠偏的机会，即纠正有关劳动动乱的象征性政治 

研究中的一个疏忽，尤其是在知识劳工罢工警戒线的研究中。部分原因， 

是因为狂欢化用作一个对劳动行动的象征性的政治行动的视觉元素，可 

能揭示游行、列队及其用途的一个更长久和更多样的历史。它还为知识劳 

工如何创造性地在他们的劳动行动中利用狂欢化元素的实例探索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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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的起点。

从历史上看，戴维斯指出游行和街头戏剧同时被当权者和非当权者 

所使用。另外，街头戏剧和权力的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她写道， 

■*4古代、中世纪和早期现代欧洲，权威的掌管者们一教会和国 

家一在展示技术上发展了专门的知识；剧场和君主政体、列队和权力 

之间的关系变得密切” （1986: 8)。列 队 “在近代早期意大利是教会和 

国家权力精心策划的仪式；在英国，国家赞助和个人支持相结合来促进 

舞台的发展”。那么，狂欢化有种内在的特性，即颠倒官方的形式和做 

法，狂欢化及其特性应当紧密地与列队和街头戏剧联系在一起，其联系 

恰如其份。戴维斯指出，游 行 “也出现在欧洲地方或通俗文化的历史 

中，作为象征性的沟通表达方式，在农民和普通民众之间发展和传播开 

来” （1986: 8)。

然而，这些都不足以将游行或其他狂欢化形式精炼地表达成某种不 

变的特质。戴维斯认为，我们应同时将这些形式视为以下两种事物： 

它们既是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又是一个更大历史的一部 

分。任何一种沟通模式，如果脱离了其起源的文体或形式属性，将无法 

被人们理解；相反，这种形式专属于它们产生的语境，并且发展的结果 

是适应这个语境。简单而言， “庆典和仪式都是人为之物。它们必须在 

其产生的时空中进行研究” （1986: 12)。在本章分析的社会历史背景 

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企业媒体权力的“体面的”符号化和工人阶级仪 

式 “无秩序的”不可预测性。戴维斯总结道， “这 种 ‘体面’为那些向 

社会底层延伸的公共和私人行动设置标准，强加于不同阶层的工人和贫 

民头上，并为后者所接纳或拒绝。无秩序是指新旧行动模式，其在风格 

(如果不总是政治的话）上，与资方版本中的正确行动和社会秩序水火 

不容”（1986: 2 0 ,两处楷体为戴维斯原文强调）。尽管游行与其他当 

权者和民众的象征性实践之间存有不同，但是，它们却以不平等的方式 

互相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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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个大舞台

本文将举例帮助说明和澄清将劳动行动的象征性政治理解为一个团 

结集体中的个人表达的理论路径。一个特别恰当的例子是，媒体工作者创 

造性地利用罢工警戒线上的狂欢化形式，进行大型集会，支持 1999年 

《卡尔加里先驱报》的罢工工人，在此过程中，预备做演讲的“康拉德 • 

布莱克”要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听众群体。当时，布莱克是霍林格国际公 

司的首席执行官，这家公司是一家媒体集团，1 9 % 年并购了在加拿大索 

瑟姆报业集团（包括 《先驱报》）的控股权。继霍林格国际公司收购以后， 

《先驱报》的本地新闻报道被裁减了约4 5 % ，并且记者也越来越多地被迫 

进行有倾向性的报道，或者事与愿违地报道。例如， 《先驱报》管理层一 

边对公正性、准确性和平衡开出空头支票（一个在当时的出版商肯•金的 

任期内而产生的流行语），一边在努力确保不去挑战亚伯达省政府的政策 

(Bergman, 1999)。另一个例子，一位体育作家向全美曲棍球联盟的地方 

队道歉，原因是写了一篇批评该队的故事。这个地方队，即 “卡尔加里火 

焰队”，与该报有广告和营销方面的事务安排（HiWebaugh, 2000)。更糟 

的是《先驱报》记者提交的报道突然被改动，后来就以“编辑斧正”处理 

了报道不符合利益要求的部分（Bergman, 1999)。 《先驱报》的修改往往 

穿插了许多错误，都是由一个《先驱报》罢工员工称为“午夜凶手”的编 

辑操刀而成(Tomlinson, 1999)。新闻中心工作人员也开始担心在裁员情况 

下基于论资排辈的就业保障。这是响应雇佣合同工取代专职记者的新实 

践，其合同的工钱只占支付给《先驱报》正规雇员的一小部分，同时他们 

没有任何福利。为了留住合同工，期许变成全职雇员的诱饵一直在调动各 

位雇工的劳动积极性。当一组员工在一起非正式地讨论这些问题时，他们 

必须事先请示，否则管理机构的应允就会被禁止讨论。

最终， 《先驱报》的雇工决定成立工会。163名新闻中心工作人员成 

为 “加拿大传播、能源和文员工会”（CEP)的 “115A地方成员”。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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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名配送中心的员工加人“图文通讯国际联盟”的 “3 4 M地方成员”。 

该公司已聘请了一名新的出版商丹•盖纳（Dan Gaynor)，他曾经协助阻止 

了早些时候在安大略省《圣•凯瑟琳旗帜报》进行的C E P罢工活动，因 

此卡尔加里工人害怕， 《先驱报》之所以聘请丹•盖纳加盟，就是想请他 

来遏制工人罢工。该公司使用了很多战术来拖延谈判：开会长达9 1小 

时，而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最终这两个工会接受其成员的强烈要求进行罢 

工投票，此次罢工始于1999年 11月 8 日，并于2000年 6 月 3 0日以失败 

而告终。

但在1999年 12月 1 1日，来自亚伯达省的各地工会团结《先驱报》罢 

工工人，聚集在《卡尔加里先驱报》大楼外，急切地等候“康拉德■布莱 

克”的出现。为了抵御12月的寒冷，他穿着很长的黑色羊毛大衣，迈向 

了麦克风。面对暴风伴着嘘声和喝倒彩声，他开始做演讲， “你们是在浪 

费时间，你们不能打倒我……我雇佣你们、鄙视你们、看轻你们！ ” 因 

此，以此方式，罢工的新闻副主编特里•伊尼戈-琼斯（Teny Inigo-Jcmes) 

开始了他在街头剧场中短暂的职业生涯。在一封2006年9 月 1 3日给本文 

作者的电子邮件中，伊尼戈-琼斯说，随后的罢工中，就在卡尔加里市政 

厅门口，他反复扮演了“康拉德•布莱克”的丑恶嘴脸。在那个讽刺小品 

里，他扮演了节莱克”乞 求 “伊丽莎白女王”（由罢工工人苏珊•斯科 

特表演)封他为英国上议院议员，演绎了布莱克本人在真实世界中获得这 

一册封的故事。与此同时， “布莱克”还操作着一个名为丹尼尔•丹 

(Denial Dan)的手指木偶，其名字是专门为《先驱报》卑躬屈膝地发誓要 

效忠于主人的出版商量身定制。

这两个表演就是狂欢化代表性的复调元素的典范写照。 “布莱克”的 

角色完全专心于与他人平等交换的过程中，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确实是 

与表演的创作者众所周知的兴趣截然相反。然而，观众们了解演员/创作 

者的意图，他们不仅仅表示讽刺，同时也活跃地参与其中。有鉴于此，实 

际上演员和观众之间没有区别，他们互相成为各自的组成部分，通过对讽 

刺的颠覆形成辩证关系。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的人物，街头艺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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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相互竞争的想法、而不是一个单一的想法所组成。演员只是其中一个 

形式，只专心于正在表演的其他人之中。尽管伊尼戈-琼斯明确是“康拉 

德•布莱克”角色的创作者，但他的真实观点与他正在表演的角色截然对 

立。那么，源于反讽表演的意义，是演员、角色和观看者共同创作的结 

果，每个人都同样在该项创作中付出劳动。总之，大量关于知识劳工罢工 

警戒线的街头剧场不仅认可每一个组成部分的自主性，也将其一起囊括 

进来。街头剧场代表了一个创造性的过程，作为演员自己的话语对象，角 

色可以“自由地”对话、争吵甚至于反叛他们的创作者。

另一个耳熟能详的案例也证明了理解劳工参与狂欢化形式的价值所 

在，不过，关键问题是康拉德•布莱克遭受了损失。在 《先驱报》罢工期 

间，布莱克被C E P地方115A工会主席安迪.马 歇尔堵截在卡尔加里酒店 

大堂之后，他勃然大怒。经过一场火爆的、指手画脚的交锋，据他人引 

证，布莱克恶言相向： “我们在切除腐烂的四肢。如果他们还有脸为我们 

设身处地考虑一下，并且履行作为员工的职责，而不是在新闻编辑室里大 

搞一场新民主党的政变，我将会欢迎他们。”这场交锋和所引用的话在加 

拿大被各家媒体广泛报道，包括加拿大广播公司(CBC News, 2000)。

如此狂欢化似的扭曲很快就应验了。C E P在多伦多当地的工会分 

支，被称为“安大略省南部报业协会”①或简称为S O N G ,邀请洗驱报》 

的罢工者参加他们2000年 5 月霍林格国际公司在多伦多的年度股东大会 

上的抗议。卡尔加里罢工工人劳拉•舒提亚克回忆说，她看着工会成员手 

脚并举，托着硬纸切板，朝着走进会场的股东们挥舞(2009年9 月2 4日给 

本文作者的电子邮件）。这些人象征着布莱克想在《先驱报》切除的“腐 

烂的四肢”，而且，同时他们也提醒股东记住他们首席执行官的言行。

狂欢化的例子并不只限于像霍林格国际那样的大型公司。在一个英

① 2004年，该地方协会更名为“安大略省南部新闻媒体协会”，这反映了该协会已经 

扩展到杂志、图书出版、电视和专业广播，电台与互联网。对于SONG在2002年前的历史， 

参见 McKerche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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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小集镇上发生的一个单身汉的故事，也有助于让我们看到权力形式和 

狂欢实践之间密切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关联。在 19*76年退休前，悉 

尼•道斯是威尔特郡德维兹市的街头公告员，此职位记录了他3〇年的职 

业生涯。街头公告员自从1380年就有了，从传统以及历史意义上讲，城 

市街头公告员与德维兹市长办公室有联系，他的工作是宣布当地新闻和 

朗读官方公告。

另一个城镇街头公告员的传统角色令道斯的故事值得在此详述，这 

个职位也可以追溯到14世纪。当时，街头公告员是该城镇狂欢节日的 

传统傀儡，他穿着成套的服装，骑在马背上，位列狂欢化的游行列队之 

首，宣布狂欢化的开幕，之后将主持仪式的神父们引领到城市广场上。 

虽然有充足的理由要求市长的办公室人员应该负责狂欢节的典礼，然 

而，这是道斯在1959年报业罢工期间所接到的、最不寻常的一个任 

务。他被委派在城里巡逻，嘴里朗读着在一张价值一便士的大页纸上面 

印刷的另类新闻公报（Crooks, 2006)。一个传统上与地方政治秩序以及 

该镇狂欢节日史相联系在一起的人物，被委派来执行任务，作为应对报 

业罢工的方案，这 种 情 况 本 身 就 是 一 个 和 而 不 同 （unity among 

differences)的合适例证。围绕狂欢化和秩序的辩证关系，该公告员的象 

征充满历史和地方意义。但与此同时，这直接地表达了本章已讨论的广 

泛和更普遍的主题。

在法国，一群工人在传媒机构对不稳定性(precarity)表示抗议，这一 

现象已表明了明显的狂欢节色调。 “不稳定性”的概念强调了一种日益增 

长的意识，即信息和知识工作虽然对传媒机构的运作至关重要，但是，却 

正在日益沧为低工资、低保障和合同制或兼职职位。在2〇〇3年10月一系 

列的工人团体即兴游行中，法国电影和剧场工作人员亲力亲为。其中一个 

游行发生在一则新闻直播节目中，在当时，工人们（包括仍然在拍摄的摄 

影师们）聚集在晚间新闻主播背后展开的彩色斑驳的横幅里，将他们的不 

满传达给电视机前的观众》作为自发的罢工行动，此一事件是一个有趣并 

强有力的例子，这个自发的罢工行动彰显于以下的事实，即一旦在摄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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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说清楚了自己的想法，工人就重新获得了他们的职位。在颁奖节目、其 

他新闻节目和现实电视节目中都发生了类似的行动，更不用提其他公共 

举动及游行了（Bodnar, 2006)。

在加拿大贝尔—— 该国最大的电话公司中，罢工工人同样利用了颠覆 

该公司企业形象的修辞元素。1999年的罢工是由一则通告所引发的，即 

该公司将削减一些就业机会，转给办公成本更低的美国公司。这个决策影 

响了许多经营者，他们都是直接从中学来到贝尔公司，有着良好的薪酬， 

所以担心如果他们失去了贝尔公司的工作，他们将无法找到和此报酬一 

样的职位。罢工的工人用该公司的老昵称“贝尔妈”（Ma Bell)作为他们 

自己的防御方式。 C E P地方 2 7工会的成员手举横幅游行，大声疾呼：

“贝尔妈虐待她的孩子。”金士顿运营商推波助澜，正如杰米•斯威夫特 

(Jamie Swift) (2003年)所记录的那样，经营者■^覆盖着雪的人行道上放 

置了夏季草坪椅，椅子上坐有一个真人大小的老奶奶形状的玩偶，即一个 

十足的‘贝尔妈’的形象。这位女士有着红扑扑的脸蛋，在她的肩上怀抱 

着一个电话，手持C E P的抗议牌，上面写着， ‘喂？贝尔？你对你的员工 

很糟糕’ ”。有一个国际组织—— “愤怒的老奶奶”（Raging Grannies), 

该组织当地分会用讽刺的歌曲和小品来提高人们对和平、环境以及社会 

正义问题的认识一 唱歌以支持罢工工人， “老奶奶反对贪婪”的标语横 

贯其中（Swift,2003 : 47 - 49)。

还有另一起在C E P的传说中越发闻名遐迩的事件，它涉及与加拿大 

的马尼托巴电话服务公司进行一场私有化的斗争。工会组织了一系列“旅 

行花园派对”，女雇员在公司经理家门口设立了罢工纠察队。在他们第二 

次来到斯威夫特称之为“不参加罢工的工贼经理”的家中时，工贼经理对 

他们的闯人表示愤怒，打开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并呼叫了警察。妇女们 

没有高声辱骂工贼经理或是和他吵闹，而仅仅是把她们的车开到马路的 

另一边，开始洗车。很显然，妇女们玩得很高兴，工贼经理看得更是火上 

浇油。当警方最终抵达的时候，他们被现场逗乐了，并转告该经理， “您 

不需要我们在这里帮助这些漂亮女人”。斯威夫特说，警方随后给这名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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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开了一张在公共场所非法喷水的法庭传票(2003 : 53)。

结论

通过巴赫金的狂欢化研究这面棱镜，本章考察了狂欢化与劳工骚乱 

有关的、典型的政治和象征意义。通过举例论证，本文揭示了狂欢化对于 

知识劳工罢工纠察队的意义。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知识劳工是否比蓝 

领工人更有可能运用狂欢形式进行抗争。答案是：绝对不会。该立场除 

了无视狂欢化主题对于一般性劳工罢工的核心重要性，还会违背狂欢化 

本身的精神。从范围上讲，狂欢节是喜庆的、人人参与的，不过，其特点 

在于自身的吊诡性，即同时欢呼和嘲讽。它既坚持又否认一切，既埋葬又 

复苏一切。它反对所有永恒的、有序的、有价值的以及高举起来让大家膜 

拜的东西，甚至不排除把自己作为嘲笑的对象。因此如果我们强调某一个 

特定阶层的工人更适合于狂欢化，那么，我 们 将 “一叶障目、不见泰 

山”，看不见其背后的意义。然而，这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忽视狂欢化对 

于知识劳工罢工的意义。相反，知识工作中大众传媒的性质将狂欢化放置 

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有力位置。

这对未来的劳资关系带来了什么变化？本文最后的案例将表明知识 

劳工的狂欢化有潜力去减轻并影响有形象意识的企业权力结构。这个例 

子来自2001年一篇《新政治家》的文章，题 为 《欢迎来到‘聪明的罢 

工’》。作者马克•伦纳德一开始就讲述了一个有趣的场景， “试想如此 

情境的世界，罢工很受欢迎，人们不只是容忍，而且事实上很欢迎罢工。 

想象地铁或巴士罢工结束之后，人们在街头悲叹的境况”。伦纳德描述了 

一个发生在比利时的类似场景，在那里，公共服务中心总局（the Centmle 

Generale des Services Publics)的成员进行了许多罢工活动。.他写道，罢工 

工人并没有关闭运输系统，激怒乘客和公众， “而是关闭了售票处，并允 

许心存感激的公众免费乘坐火车和巴士”。

对于像上述罢工活动的行动，伦纳德提供了一些背景介绍，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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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行动不仅仅是对罢工活动的法律限制的结果，也有更务实的考虑。他 

引用奈杰尔•斯坦利（Nigel Stanley) — 工会代表全国大会宣传与沟通部 

的负责人一 的说法，工会可能会选择非传统的行动来实现他们的要求， 

那是因为“工会成员不希望失去收人。他们还要支付房贷和去国外旅 

游”。伦纳德说，这标志着在工会活动的水平上出现了从1土会冲突”转 

到1土会合作”的意识形态转型。他提出， “工会已经认识到，2 0世纪70 

年代和80年代全面罢工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小报在对工会运动所进 

行的描述，依然死揪住全面罢工的形象做文章”。在谈到1984—1985年的 

矿业罢工$时(这场罢工直接有悖于公众利益），伦纳德说，工会已开始认 

识到，当被迫在消费者或阶级战士的身份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人 们 “无 

论如何都会认为自己是消费者，恰如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 

斯龅姆(Eric Hobsbawm)所言， ‘激进的工会主义将那些没有参与其中的 

人激怒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撒切尔式的保守主义(Thatcherite Tmyism) 

获得了它最令人信服的说法，并且还为保守党的一个转变賦予了正当性， 

即保守党从一个传统的‘一个民族’的党派变成了挑起激进‘阶级战争’ 

的力量。工会用了足足二十年的时间才恢复其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

(Leonard, 2001)。

有鉴于此，伦纳德认为比利时的运输工人们正在引领一种“聪明罢 

工”（“smart strike”）的方式。英国工会也开始领悟在表达抗议与保持公 

众的支持之间寻找到一条路径。正如教师罢工的案例，教师们给孩子们在 

零天的”课堂中上课，这个策略既可以显示他们的抗议，又可以兼顾孩 

子们的教育。最近的一次， “英国公共服务业工会(UNISON)对 ‘生存性 

工资’的宣传活动就摒弃了愤怒的抗议方式，转而采取狂欢化的形式，由

①由英国煤矿工人在 1984—1985年举行的罢工值得更广泛地关注，但不属于本章的 

考察内容。那是英国历史上时间最长、最具破坏性的罢工行动之一，结果是撒切尔的保守党 

政府打败了全英煤矿工人工会。导致全面罢工的情况异常复杂，但在 1984年 3 月 〖2 日，该 

工会主席宣布，煤炭行业的各类劳工罢工应统一起来、成为全国性的罢工。在接下来的一年 

里，数千名罢工工人被逮捕，并受到指控。罢工于丨985年3 月3 日结束。伦纳德指出，在这 

一年里，总体而言，劳工运动在公众舆论的法庭上受到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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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群流行歌星来向人们传递信息”。®

在私营部门，聪明的罢工瞄准公司的声誉，精心设计罢工细节，既损 

害公司品牌形象而又不破坏生产目标。考虑到大众对大企业都普遍抱有 

怀疑的态度，打击公司的声誉和股价可能会更加有效。伦纳德写道，关键 

在于工会现在明白： “如果他们组织罢工，那么行动本身必须天衣无缝地 

从罢工警戒线转向媒体曝光机会。”例如，当 “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说 

服罢工的乘务员穿着制服接受拍照的时候，英国航空公司的股价大跌。这 

些彬彬有礼的雇员一直以来被宣传的形象是一个最不可能进行抗议的群 

体，曝光媒体，令公众相信，肯定航空公司在哪个地方出了问题。不服输 

的劳斯莱斯工人穿着园艺工作服来考文垂上班， “由此看到小报竞相报导 

他们的抗议”。

显然，对于任何一个工人群体而言，我们都没有办法降低狂欢化颠 

覆的敏感性。但是，伦纳德所描述的例子说明了依靠媒体（不论是地方还 

是国际的）的必要性，即便劳工运动与知识劳工抗议没有任何关系。媒体 

是争夺话语权的中心地带，媒体工作者看上去好像两边都能尝到甜头。他 

们有技术和编辑的专长，按照狂欢化颠覆的路线来操作他们自己的媒体 

宣传活动，并在他们的报道中，承认并强调那些与知识劳工无关的劳工罢 

工中的同一类事项。

对劳资冲突和狂欢化，本章所采纳的观点试图响应戴维斯的呼吁， 

即更多地关注并分析劳工抗议中的象征性政治。作者试图将罢工行动中 

的狂欢化符号理解为拥有统合潜力的主题，其背景是一个极为复杂多样 

的全球环境，在此语境中，工人与雇主之间利益产生冲突的方式多种多 

样。同时，其目的是强调狂欢化对知识劳工纠察队的重要性。今后的研究 

可能会考虑，巴赫金关于复调和喧哗的概念如何有助于我们对狂欢化抵

①公共服务业工会（UNISON)是英国最大的工会，拥有超过1 300万成员。成员既包 

括全职和兼职的公共服务和公用事业工人，如曹察，大学和中学，电力.煤气，自来水等行 

业，以及交通和志愿部门（WWW unison_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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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的象征性本质进行理论化的尝试。从分析的角度来看，运用诸如复调和 

喧 哗 的概念能够有助于通往狂欢化想象（im a g in a ry)的政治和象征性的实 

践豁然开朗，而不会忘记（事 实上也依赖于）我们能够以无尽的方式来使 

用该想象，使之成为政治抵抗的表征。

如此一来，结论也就一目了然： 巴赫金的理论，以及该理论聚焦于 

狂欢化，将后者视为一个分析工具，其建立的基础是语言、意义和权力三 

个要素的交叉分析。严格说来，它们对于研究罢工的象征性政治而言具有 

非常重要的分析价值。同样清楚的是，劳资关系，当它为狂欢化的象征性 

政治所调解的时候，其能够且将会朝一个方向运转。因为，它就是一个对 

主流秩序的颠覆，我 们 可 以 从中非常快速地找到狂欢化的颠覆精神，而 

且 ，不言而喻，当工人团结起来、并且除了运用他们的智慧别无他法之  

际，劳资关系的狂欢化象征性政治对管理层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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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新自由主义及其对电信产业的影响: 

一位工会主义者的视角

锡德•施奈德

在 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经历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 

一次衰退。经济增长缓慢，劳工斗志高涨，举足轻重的产业中未经工会同 

意的罢工，以及政府相对慷慨的社会支出，所有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导 

致了实际工资上涨、利润下降和挑战管理层的控制并威胁到企业的财务 

收益的通货膨胀。资本面临重大危机，大企业下定决心，要恢复盈利能力 

和重新获得其自二战以来就一直享有的对工作场所的控制，因此，大企业 

制定了一个全面的议程，旨在恢复其先前的支配地位，并夺回战后的社会 

收益。该议程被称为新自由主义，资本对社会发动了全面的袭击，正是如 

此情势之中，加人工会的工人们发现自己开始受到攻击，尽管他们花费了 

数十年的时间整合而成一个相对和平的劳工关系体系。

危机冲击电信部门

在高度工会化的电信部门，新自由主义的攻击始于2 0世纪80年代， 

那时美国政府打破了 A T & T的垄断。现在，人人都知道新自由主义全球 

化，在此前的一段时间里，企业部门迫使政府放弃对电信业的社会监督， 

并允许他们在高利润的电信业长途业务中展开竞争，目标是使企业能够 

降低通讯费用以及重新打造电信产业，以便更好地解决组织资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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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 & T的解体被认为是一系列巨大变革中的第一炮，这些变革至今仍然震 

撼着电信部门。

新自由主义对通讯工人的工会组织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在资产剥 

离前夕，A T & T是世界上最大的私人雇主，拥有超过百万雇员。自从它解 

体之后，A T & T减少了数以万计的工会岗位。在 2 0世纪9 0年代初，在 

A T & T公司资产剥离的基础上成立了区域贝尔运营公司（简称为 

RBOCs),由该公司进行的结构调整导致更多岗位(数以千计）的流失。美 

国西部电讯公司裁减了 9400个工作职位，南方贝尔减少了 10 800个工作 

职位，G T E公司削减了 17 000个工作职位；太平洋特莱西斯精简了 10000 

人，A T & T公司宣布，它将削减15 000个工作职位。在早期，A T & T公司 

削减6000电话接听员和电话服务人员的岗位；在全球信息解决方案部 

门—— g卩前N C R公司一 中裁减7 500名员工；美国科技裁员6 000人； 

NY1VEX 裁减了 16 800 人（Keefe and Boroff, 1994)。

自那时以来，电信产业状况就继续恶化。电话公司谈判部门削减了 

大量的工会岗位，除此之外，电信公司已经建立和购买的附属公司都没有 

成立工会。在前所未有的使用新技术的浪潮中，诸如包括电话网络的数字 

化，以及电子邮件和互联网的出现等，此种冲击的影响得到了加强。移动 

电话产业已经从有线服务为主转变为移动服务为主导的业务。通信公司 

下决心要加强其控制的力度，所以他们全面出击，阻止移动电话部门成立 

工会，而移动电话是电信产业增长最快和最有利可图的部门。

所有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相对于组成工会的工人所拥有的权力， 

电信公司已经更上层楼地获得控制权力。在新自由主义革命精神的推动 

下，这些公司利用其增加的权力夺回了许多成果，而其成果是组织起来的 

电话工人在战后贏取的，在当时，达成了制度化的社会契约。

从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自由主义对社会发起攻击，并且，企 

业推动了一场波及整个电信产业的变革，只有在如此语境中，我们才能理 

解 TELUS公司和电信工会(TWU)之间的对抗。

第十八章新自由主义及其对电信产业的影响：一位工会主义者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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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联盟的可能

在战后，工会在他们与雇主的关系中往往扮演相当有限的、保守的 

角色，但电信工会( T W U )是一个例外。TELUS公司的前身是不列颠哥伦 

比亚省电话公司（BC Tel),其工会在开展工作的进程中结合了工作场所 

的斗争性和管制领域的行动主义，由此，工会在工作内容、谈判部门管辖 

范围和管理技术变革等方面获得了无可比拟的斗志和控制。该工会的一 

个重大的成就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电话公司的技术员—— 他们是电信 

工会(TWU)谈判部门的成员一 他们做的工作，通常是其他电话公司由 

管理层做的工作。

在 20世纪60和 70年代，电信工会(T W U )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电话 

公司发生了一系列惨痛而旷日持久的纷争，其结果就是电信工会赢得了 

可能是在北美地区对付外包的最佳保障措施：合同条款清楚地界定了该 

公司可以外包有限的任务清单。如果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电话公司想要外 

包任何不在这份清单上的事项一换言之，即那些通常有T W U 成员来实 

施的工作—— 则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电话公司必须事先获得“外包与技术变 

革联合常委会”的批准。管理层不得签署任何此类合同，直到获得下列人 

员的许可为止：该委员会或其主席，以及一个由工会和公司共同选择的 

独立第三方。

这些合同保护措施使电信工会在针对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电话公司管 

理层的过程中发挥了一个独特的主动作用，并对其成员的工作生活实施 

了一个重要的控制。战后流行的是一种高度苛刻的劳资体系，在此背景 

下，上述的成就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事态。当然，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电话公 

司并不是泰然自若地逆来顺受，相反，管理层对此类条款发起了猛烈的攻 

击，从而导致了上述那些惨痛的纷争。但该工会认为保留这些对管理层权 

利的限制，对于工会保护其成员的利益而言将非常重要。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电话公司下决心夺回控制权。于是，从 1979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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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初，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电话公司与电信工会发生了一系列的小规 

模冲突，并把工会成员拒之门外。电信工会成员得到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劳工运动的全力支持，他们的应对措施是占领了该省之内所有的电话交 

换机。当法院下令工会撤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电话公司的大楼，不列颠哥 

伦比亚省劳工联盟介入进来，组织了一系列区域性的大罢工来支持电信 

工会。最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电话公司被迫屈服（Bernal, 1982)。

这一对抗迫使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电话公司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来恢复其公众形象，也使工会度过了一段持续近20年的工业和平期。不 

幸的是，到这一时期结束的时候，新一轮的攻击正在新千年里蓄势待发， 

而电信工会还没有做好反击应对新攻击相当必要的准备。

加拿大电信运营商T E L U S公司接管电信工会

1999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电话公司与在亚伯达省的电话公司 

TELUS合并。加拿大工业关系管理局（CIRB),即执行《加拿大劳工法》 

的联邦政府机构，下令在电信工会(T W U )与国际电气工人工会(I BEW)之 

间进行代表投票，后者代表了亚伯达省TELUS公司的大多数工会成员， 

电信工会轻而易举地在选举中获胜。

一般来说，当一个工会贏得绝对多数的投票，其集体协议就适用于 

合并后谈判部门中的所有工会成员。但是，在一个极不寻常的决定中，加 

拿大工业关系管理局（CIRB)裁定，尽管电信工会在选举中获胜，但这两 

个工会截然不同的集体协议将在各自的省份继续有效，直到电信工会和 

加拿大电信运营商TELUS公司达成一个修订版的协议。

如上所述，为了确保在北美地区一些最强有力的合同规定，电信工 

会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电话公司打了一场激战。这些条款为不列颠哥伦 

比亚省成员的工作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保障。但对于亚伯达省TELUS公司 

的工人而言，国际电气工人工会(IBEW)的协议没有包含任何可以与电信 

工会协议相媲美的条款。因此，当加拿大工业关系管理局（CIRB)裁定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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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这两个协定，等待新合同的谈判时，TELUS公司抓住契机，利用了这两 

个合同之间的差异。该公司开始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电信工会成员实施 

的高技术工作转移到亚伯达省的管理人员的手中。简言之，加拿大工业关 

系管理局的决定为TELUS的一系列权力滥用（尤其有关外包）打开方便之 

门，随后的几年中如此境况不断升级。

为了取得一个新的集体协议，谈判在2000年 9 月拉开帷幕，主持电 

信工会谈判委员会的是工会的副主席布鲁斯•贝尔（Bruce Bell)。针对基 

本问题，双方各执己见、水火不容的立场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分裂。电信工 

会坚持认为，谈判应该立基于修改其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电话公司的协 

议，该协议包含了强有力的外包保护措施，并囊括了谈判部门的技术人 

员。TELUS公司的管理层也同样坚持，要取消这些保护条款。

与此同时，该公司的新任首席执行官达伦 •恩特威斯尔（Darren 

Entwistle)开始将TELUS公司转变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他花了超过60亿美元购买一个位于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的移动通信 

公司 ClearNet。恩特威斯尔下决心按照移动通信领域流行的做法，以一个 

非工会运营的形式来运行TELUS。在给加拿大工业关系管理局提交的意 

见中，TELUS公司争辩说，所有移动公司的员工都应该被排除在电信工 

会的谈判部门之外。如果管理局接受了该提议，由此，那些已经加人工 

会、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亚伯达省工作的移动员工，将被强行驱逐出工 

会。电信工会坚持认为，TELUS所有的移动员工一 包括那些为ClearNet 

工作以及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亚伯达省工作的员工一都必须成为工 

会会员。在对该问题进行裁决的时候，管理局接受了电信工会的提议。

在 2000年与2005年之间，谈判桌上很少有任何进展。公司和工会之 

间的相互沟通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一系列冗长复杂的法院干预和加拿大 

工业关系管理局的法律程序之中。管理局积极响应许多工会的法律要求， 

但它拒绝对公司采取惩罚性的制裁措施，这让TELUS公司可以放开手脚 

去采取一个攻击性的策略，但此一策略在工会成员中产生了紧张、愤怒和 

沮丧的情绪。该工会主要将其回应限制在对法院及管理局提交的法律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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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上。

多年谈判无果，沮丧的TELUS公司开始转变策略，它开始完全绕过 

电信工会，指示管理人员与工会成员就其合同方案的优点进行“对话”。 

公司对话陈述内容强调了该公司所提出的丰厚薪酬，但是忽略了该公司 

合同方案的言辞中所包含的负面意味。当 TELUS公司印制了推销它提议 

方案的宣传材料、并将这些材料直接寄往雇员家中的时候，电信工会指控 

TELUS公司直接与其成员谈判，此种行为违反了《加拿大劳工法》。

恩特威斯尔的目标是当一项新协议取代旧协议之际，确保其不会包 

含限制管理层权利的修辞。虽然工会坚持要保护其早先取得的成就，却在 

法庭和管理局以外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考虑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 

工业和其他社会领域进行的经济、政治和技术上的变革，以及电信工会没 

有对TELUS公司正计划着的攻击的严重程度做好充分的准备，几乎不可 

避免，恩特威斯尔的立场最终占了上风。

为什么电信工会领导人主要把工会的回应限制在法律和程序运作 

上？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当下势在必然的产业环境中，其 

他工会与电信公司发生纠纷时都遭到了失败的打击。在公司与工会的冲 

突中，数千名管理人员使工会传统的罢工活动变得中立起来，他们维持了 

精密通讯网络的运作，并使得服务可以不被打断和持续下去。电信工会的 

领导人知道，如果与TELUS公司对抗，该公司将能够如法炮制同样的 

境况。

鉴于电信产业已今非昔比，作出一个保留成员们饭碗的决定就变得 

通情达理。但是，简单地拒绝该公司的诱饵还是不够的。加拿大工业关 

系管理局拒绝对TELUS公司违反《加拿大劳工法》的行为进行制裁，该 

公司能够变本加厉地展开对工会的攻击。结果，工会没能采取替代性的战 

略战术，以期迫使TELUS公司放弃其决定的路径，工会丧失抗争空间， 

就是让TELUS公司掌握了方向盘。

在 2004年初，当加拿大工业关系管理局下达了〈傑 271号决议》时， 

情况发生了有利于电信工会的重大变化。在该决议中，管理局宣布TE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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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违反了《加拿大劳工法》第 94(1) (a)条的规定一 “任何雇主或代 

表雇主行为之个人，都不得参与或干预工会的建立与管理，或工会代表员 

工的行为”。该管理局裁定，TELUS的行为“对工会旨在取得集体协议的 

努力造成了不可弥补的破坏”，并下令TELUS公司对电信工会提供有约 

束力的仲裁，以此作为一项补救措施（CIRB，2004)。

工会对决议很满意，这项决议似乎能阻碍TELUS公司的计划。但数 

周之内，该公司就宣布将提出上诉。管理局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在上诉中 

终止TELUS公司决定。与此同时，TELUS公司准备发起全面对抗，当管 

理局最终作出判决的时候，其收回了自己关于“有约束力仲裁”的命令。 

工会与公司的争议又回到了起点。

紧随着这项裁决，电信工会开展了游说活动，试图说服议会议员恢 

复具有约束力的仲裁，而当时的政府是一个企业支配下的自由派政府。在 

接下来的一年里，工会集中致力于游说运动，而不再是探索战略战术，以 

迫使TELUS公司放弃其攻击性的计划。

旷日持久的对抗正在对参与进来的每个人造成损害。电信工会主席 

罗德•希伯特(Rod Hiebert),他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电话公司和TELUS 

公司合并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就一直担任该组织的领导，2005年春 

季，他却宣布说计划要退休了。2005年 3 月电信工会的大会上，希伯特多 

年的朋友和同事一副主席布鲁斯•贝尔被选为主席，希伯特的主席任期 

尚未届满，剩下的两年将由贝尔运筹帷幄。

与此同时，TELUS公司继续加强对工会的攻击。2005年 4 月 2 1 日， 

该公司宣布进行所谓的“软闭厂”（soft lockout),即对工会暂停支付费 

用，无视申诉和仲裁程序，并扩大对在职工会会员的骚扰。面对着TELUS 

公司升级的攻击行为，电信工会此时当机立断，准备放弃其游说的策略。 

与此相反，工会决定禁止所有加班，并发起了一个“超级服务”按章工作 

运动。此外，工会制止直接从家里派遣安装和维修工人的公司行为，电信 

公司喜欢这一做法，因为它降低了维护停车场地的费用和对雇员支付的 

旅行时间。最后，工会发起了一系列的学习班和对公司设施的小规模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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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所有这些举措本质上都言之有理，但由于行动本身没有规划，仅仅是 

临时应对，所以对TELUS公司的影响微乎其微。

全面对抗

TELUS公司在其4 月 2 1日的声明中，规定了最后期限：如果3 个月 

内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该公司将单方面把一个合同建议书强加给工会成 

员，该合同从7 月2 2日起生效。从4 月到7 月的这一段时期内，双方在缩 

小彼此谈判的差距上没有任何进展。随着公司的截止日期的来临，工会必 

须作出反应。为了避免被迫受制于公司的法律立场，即默认TELUS公司 

强加合同的行为，在 7 月 2 1日，电信工会要求其所有成员都离开岗位。

最初的时候，工会成员很乐观，罢工纠察使他们能对多年来在管理 

层手中遭受的压力和虐待进行反击，就好比他们从监狱中解放了出来。随 

着争端态势的扩大，电信工会通过电台和报纸广告号召成员、支持者和顾 

客取消可选的TELUS功能，诸如呼叫等待和呼叫转移。他们还制定计 

划，准备推动打击公司业务的行动，呼吁人们取消其TELUS公司的全部 

服务，并把他们的账户切换到该公司的竞争对手中。

其他的劳工运动都声援电信工会的抗议运动，但这种支持很大程度 

上是象征性的。其他工会成员组织并参与了支持性的集会活动，加拿大全 

国各地的劳动组织提供了财政帮助。电信工会把问题传达给其他工会成 

员，他们纷纷出现在电信工会的纠察队中。

然而，与 1981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电话公司攻击了电信工会时发生 

的情况不一样，不管是电信工会还是更广泛的劳工运动，都很少或没有作 

出任何努力来形成一个行动计划，以迫使TELUS公司让步。因此，有组 

织的劳工运动被证明是不足以对抗TELUS的全面战略，该战略包括雇佣 

了来自加拿大中部、东部和美国的数千名拒绝参加罢工的工人。该公司让 

这些工人和管理人员一起工作，就能够处理通常由T W U 成员实施的大部 

分工作。此外，TELUS公司还前所未有地使用了“保安”公司，其雇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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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察队行使骚扰和恐吓，令罢工纠察队员的生活困境重重。

随着争议的持续进行，该公司集中致力于挑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 

亚伯达省的电信工会成员之间的不合。亚伯达省成员相对缺乏工会经验， 

TELUS公司集中打击其弱点，贿赂和威胁双管齐下引诱亚伯达省成员突 

破工会的罢工警戒线。到争议快结束的时候，亚伯达省工会成员中超过一 

半的人突破了警戒线，以致TELUS公司能够在那里恢复正常运作，并削 

弱了仍然监守在纠察队中的成员士气。TELUS公司使用最先进的电子通 

讯系统，还把T W U 服务代表的岗位外包给位于菲律宾和印度的电话服务 

中心。

虽然该公司的保安人员被放行，不追究他们对纠察队员赤裸裸攻击 

性行为的责任，但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社区以及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法院 

却对电信工会纠察队釆取了前所未有的限制。该工会不是努力去克服诸 

种障碍，而是严格遵守禁令中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限制性条款。电信工会 

成员的罢工警戒行为，虽然在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电话公司交锋的时期 

内严重地挫败了该公司的运营，但在与TELUS公司斗争的过程中却变成 

了严格意义上的、象征性的反抗行为。

尽管坚守纠察队的工会会员有勇气和决心，但是电信工会和更广泛 

的劳工运动所作的微薄努力并没有减缓TELUS这艘巨轮前进的步伐。到9 

月底的时候，公司已经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的运行。更糟的是，在 2005年 

第三季度，当工会与公司的争议仍处于非常激烈的唇枪舌战，TELUS的 

净收人却增长了 2 1 % ,同时红利增加了 37.5 % , 其业绩在所有加拿大电 

话公司2005年第三季度的财务业绩中独占鳌头。

同时，每周数百万美元的罢工经费使得该工会的银行账户慢慢枯 

竭。面对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和随着时间推移微乎其微的成功几率，电信 

工会很有可能会破产。

有鉴于此，电信工会主席布鲁斯•贝尔决定进行止血，工会不得不 

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但 TELUS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达伦•恩特威斯尔对 

谈判不感兴趣，他认为自从管理层7 月 2 2日着手强化管理以来，公司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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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合同已经开始运转了。

在这个阶段，联邦劳工部长终于开始给TELUS公司施加压力。恩特 

威斯尔自始至终坚持说，他不想被政府“干预”给绑住手脚。但是，部长 

给了他一个含蓄的最后通牒：该公司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否则将 

委派一位特别的调解员。由于此举只会阻碍公司的计划，恩特威斯尔勉强 

同意了会见工会。

在长达两星期的残酷谈判期间，该公司纵横捭阖，电信工会谈判委 

员会难以力挽狂澜，仅仅可以对TELUS公司施加的合同中那些最糟糕的 

部分进行修改。此一斗争结束，工会获得了福利的改善，保证了养老金计 

划，并确保TELUS公司规划的互联网电视的工作岗位属于工会会员。但 

随着TELUS公司一直在推动的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协议实施，同时略有小 

范围的修改，电信工会失去了强有力的合同保障，而这些保障是电信工 

会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电话公司经过数十年的抗争才胜券在握，却在当 

下付诸东流。

争端的后果

T W U 成员对此斗争结果感到愤怒和失望，最初以50.3 % 的投票多数 

否决了这项临时协议。由此迫使谈判委员会重回谈判桌，工会渴望在谈判 

中能够再添加一些小改进》最后，当此合同修订版本重新被表决时， 

67.3%的成员投了赞成票。

无人热衷于这份新协议，成员之所以投票赞成的原因，在于他们相 

信这可能是从坏事中能拿到的最大好处。可以理解的是，这一结果在电信 

工会成员当中一石激起千层浪，怒火中烧且悲观沮丧的他们担心已花了 

数十年的努力实现的合同保障，一夜之间就付诸东流。屋漏偏逢连夜雨， 

往往事后大量的能量就消耗在对个人的指责上，工会成员还将这一令人 

失望的惨痛结果归咎于个人。不言而喻，许多人就将谴责的注意力集中在 

工会主席回到谈判桌的决定上，以及主席当时曾经给那些持异见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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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施加了压力。

但客观实际而言，争议到了那个阶段，电信工会试图努力的积极结 

果已经非常渺茫。多年来，电信产业已经被那些敌对于工人利益的势力给 

彻底重塑了。由于电信工会没有进行赢取一场抗争所必不可少的战略准 

备，而该抗争的对象是一个决心维护其权力的雇主，一贯实施恶劣伎俩对 

付电信工人。当 TELUS胜券在握、驰骋市场，工会就江河日下了，不管 

其是否回到谈判桌。

在争端的余波中，笔者当时认为，工会不应该互相埋怨，而应该聚焦 

能量应对刚刚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问题。这就意味着：

* 在监管领域和其他地方采取步骤，以重建社会对电信产业的监督和 

控制。

* 将无线产业组织起来。

* 发现电信公司的财务和运作方面的弱点。

* 降低公司反工会策略的效能。

* 组织工作的电子转移。

* 在财政援助之外，扩展实质性的团结方式来支持工会，当工会与攻 

击性的企业雇主产生冲突的时候。

尽管在过去20年里，资本对劳工和其余的社会领域发起了猛烈的进 

攻，有组织的劳工很少有的放矢地抗争。无论是工人，还是其组织，都不 

愿意做出必要的努力，针对性解决相关问题。

在电信工会内部，该组织残酷的内斗向来臭名昭著，在 TELUS公司 

手中遭遇灾难性的失败之后，工会内斗有增无减、变本加厉。在 2006年 

的春天，其内部政治分歧在工会大会上浮出水面。尽管事实上布鲁斯•贝 

尔在罗德•希伯特为期三年的主席任期中仍有一年剩余任期，但他的政 

敌们（这些人控制了大会的多数选票）还是启动了主席提名。当贝尔以任 

期尚未届满为由拒绝参加选举时，他的政敌在喝彩中成为电信工会的新 

主席。贝尔于是将此事诉之于法庭，他的立场得到支持，职位也得以恢 

复。不过，此一局面，也只是县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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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的夏天，贝尔的政敌再次对他提出挑战。这一次，他们基于 

与 TELUS公司争端期间他的所作所为，控告他失职。由工会执行委员会 

成员组成的审判委员会进行审判，在审判中其政敌以绝大多数的选票胜 

出，他被判有罪并被免职。贝尔运用电信工会章程的条款挑战审判委员会 

的决定，并将该争议诉诸加拿大劳工大会聘请的申诉专员。在一份书面决 

定中，该专员恢复了贝尔的职位。但问题并没有就此停歇，反过来，政敌 

又在法庭上质疑此一决定。在 2006年 12月，法官裁定贝尔败诉，他再次 

被免职。

有必要转移重心

为了能够在像TELUS公司和电信工会之间进行的抗争中产生一个不 

同的结局，工会及其成员必须认真努力，分析公司所部署来对抗工会的力 

量，并决定采取针对性的战略措施加以反击。然而，就像现在的情况一 

样，那些受公司攻击的、沮丧的工会受害者好像更愿意归咎于他们的工会 

同事，并把产生的协议描述成“出卖”，而不愿意他们自己开展挑战公司 

宰制势在必行的任务。工会内斗的结局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因为寻 

找个人作为替罪羊，将工人们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世界中所遭受的苦 

难都归咎于替罪羊，结果只能延误那些人们急需的集体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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