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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投资协定对我国劳工权利保护的影响

第一部分 

2020年即将结束之际，中国和欧盟的国家领导

人共同宣布完成了投资协定的谈判，并就中欧投

资协定达成了最终的协议文本。目前虽然尚未看

到协议的具体条款，但根据中国商务部和欧盟方

面发布的消息，协议包含了投资自由化、投资保

护、争端解决，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四大部分的内

容。其中可持续发展部分专门涉及了劳工权益保

护的规定。据国内某些自媒体的报道，中国在协

定的谈判中有以下两段重要的承诺，即： 

一、“中国承诺，在劳工和环境领域不为吸引

投资而降低保护标准，不利用劳工和环境标准达

到保护主义目的，并尊重相关条约规定的国际义

务。中国将支持本国企业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二、“中国还承诺致力于批准尚未批准的国

际劳工组织基本公约，并对尚未批准的两项国际

劳工组织关于强迫劳动的基本公约做出具体承

诺”。 

由于中国过去在与其他国家或区域性组织签

订的各种双边或多边投资协议中对保护劳工权益

从未做出过如此清晰明确的承诺，因此中欧投资

协议对未来中国的劳动立法，以及中国与其他国

家和地区进行的相关谈判将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截止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已经承认并签署

了国际劳工组织的 22项公约，其中包括国际劳工

组织八个基本公约（即核心公约）中的四个。这四

个已经签署的基本公约包括：第 100 号同工同酬

公约；第 111号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第 138

号最低就业年龄公约，以及第 182 号禁止最恶劣

形式童工劳动公约。另有四个基本公约虽然同样

涉及劳工权利保护，但一直未签署。 

多年来，中国政府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

投资或贸易协定谈判时，均秉持“抓大放小、先

易后难、相向而行”的谈判原则和策略，对比较

复杂的保护劳工权益问题一直持保守谨慎的态度。

直到 2008年中国与新西兰进行谈判时，才首次将

双方应承担作为国际劳工组织（ILO）成员的义务，

承诺不会削弱或废止相关法律来鼓励投资，并强

调要在劳工保护方面进行合作这样原则性的内容

放入协议条款之中。此后 2010 年，中国又进一步

在与东盟签署的货物贸易协定中同意，缔约方的

有效合作将会促成 ILO 宣言和 182 号劳工组织公

约中包含的核心劳工权利的实现。此次中欧投资

谈判中，中国政府承诺将“致力于批准”尚未批

准的国际劳工组织基本公约，并明确“将对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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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劳动的基本公约做出具体承诺”，殊为不易。 

第二部分 

在中国政府尚未批准的其它四个国际劳工组

织基本公约中，涉及强迫劳动问题的一共有两个，

即第 29号强迫或强制劳动公约，以及第 105号废

除强迫劳动公约。这两个公约对什么是强迫劳动，

什么是征用强迫劳动，以及对强迫劳动行为应承

担的责任和救济做出了相关规定。其中第 105 号

公约对强迫和强制劳动的定义有以下表述： 

（a） 作为一种政治强制或政治教育的手

段，或者作为对持有或发表某些政治观点或表现

出同既定的政治、社会或经济制度对立的思想意

识的人的一种惩罚； 

（b） 作为动员和利用劳动力以发展经济

的一种方法； 

（c） 作为一种劳动纪律的措施； 

（d） 作为对参加罢工的一种惩罚； 

（e） 作为实行种族、社会、民族或宗教歧

视的一种手段。 

结合上述规定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劳动用工

的发展轨迹，虽然还不能完全排除现在或今后会

继续出现类似 2008 年山西黑砖窑事件那样的强

迫劳动案例，但就整体而言，因政府行政行为造

成的强迫或强制劳动现象，现在在中国已经不复

存在了。可能这也是中国政府有信心对欧盟做出

承诺的主要原因（关于监狱罪犯劳动改造和强迫

劳动之间的边际如何界定，可能是中国政府今后

需要在与欧盟落实协议的过程中与进一步厘清的

问题之一）。 

中欧投资协议从 2013年开始正式谈判，当时

欧洲议会在授权欧盟委员会与中国开始谈判时，

曾特别要求欧盟委员会关注中国的强迫劳动问题。

双方谈判历时 7年，直到 2020 年 11月第 34轮谈

判时，在包括劳工问题在内的可持续发展议题上

还争执激烈。好在双方都能高瞻远瞩，特别是中

国政府明确表态将对强迫劳动的基本公约做出具

体承诺，才使得这份对双方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区域性协议在 2020年的最后几天呱呱落地。 

根据媒体预测，中欧投资协议的文本将在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欧盟各国的议会中表决批准。

整个程序或许将持续至少一年才能使协议最终生

效。根据报道，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将

于 2021年 3月 5日在北京召开，因此协议文本在

中方这一边最快在今年三月就有可能会被批准通

过。将来随着协议生效，不排除全国人大常委会

在修改《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或《就业促进法》

的时候，会将禁止强迫劳动的有关内容加入上述

法律条文之中，以实现中国政府对 ILO 基本公约

的承诺。 

第三部分 

在已经公布的报道中，中国除了承诺将支持

中国企业承担企业责任，遵守 ILO 关于强迫劳动

的规定外，还表态将“致力于批准尚未批准的国

际劳工组织基本公约”。如前所述，中国政府尚

未批准的国际劳工组织基本公约除了和强迫劳动

有关的第 29号和第 105号两个公约外，还有第 87

号结社自由及组织权利的保障公约，以及第 98号

组织和集体谈判权利的原则性实施公约。我们目

前无法了解，在中欧投资协议中中国“承诺致力

于批准尚未批准的国际劳工组织基本公约”这句

话是否也包括了这两个公约。如果包括，不啻将

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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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迄今为止的中国劳动法律立法，主

要集中在如何确定劳动条件，以及如何调整个别

劳动关系上。对于国际劳工组织第 78号以及第 98

号两个基本公约所规定的，与如何调整集体劳动

关系相关的内容，则尚处于初期探索阶段。2020

年 11月 15日，中国与亚太地区的 15个国家签署

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即 RCEP），4天

之后，商务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问的时候表示，

中国对进一步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议》（即 CPTPP）持积极开放的态度。与中欧

投资协议相比，CPTPP对保护劳工权利的要求更高。

在它的劳工条款中，明确引入了 1998年国际劳工

组织宣言，即《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

及其后续措施》，并要求缔约方承担与 ILO 第 78

号和第 98号公约规定相一致的义务。因此，如果

中国要加入 CPTPP，其保护劳工权利的责任和义务

就不得不向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看齐，也因此不

得不批准国际劳工组织的全部基本公约。这是一

次倒逼改革的机会。从历史发展的逻辑看，如果

中国今后要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乃至领导

力，这一步是迟早要走出去的。笔者对此抱谨慎

的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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