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NTU OCW國家與社會發展 State and Societal Development 

臺大開放式課程全國高中生自主學習計畫 

臺大退休教授李碧涵 

 

第十二單元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與社會分配不平等 

問題一 新全球化是由上而下的全球化，其必然帶來什麼樣

的抗議行動呢? 

解析： 

 

反新全球化的抗議行動

1990年代中期至21世紀，全球抗議不斷
新全球化開放市場帶來諸多問題

•社會不平等

•失業/貧窮

•政商勾結

•環境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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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新全球化的抗議行動

新全球化是由英美兩國政府及全球經濟機構（如
IMF、World Bank，和WTO等）主導，並由各國政府聯
手跨國與當地企業，共同推展的由上而下的全球化
(globalization from above / Top -down globalization)

其發展策略過度強調市場開放與市場機會，

以及政商關係緊密結合

卻完全壓制勞工權益/公民社會發展

Anti-NAFTA
 1994年元旦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生效，墨西哥南部奇亞帕斯塔省原住民
組成反新自由主義 (反新全球化)洲際聯盟
• 1997年串聯奈及利亞、墨西哥、巴西和玻利維亞等國原住民
、勞工、農民、人權，和環保團體，針對象徵全球化的
WTO而策劃全球抗議行動
 1998年5月底第一個全球行動日，全球有28國進行激烈的反

WTO日內瓦部長會議的運動

 1999年7月G8峰會全民族反自由貿易暨世貿全球行動（
PGA）組織發起全球反金融中心日，全球共有40國同時進行
抗議行動（李碧 涵，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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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30日在美國西雅圖WTO部長級會議場外
聚集15萬人、上百個團體反WTO抗議運動，凸顯
自由貿易的困境
新全球化主張消除全球貿易壁壘，如關稅、勞動與環保法令等，以
極大化經濟利益

反WTO抗議團體指出，貿易自由化傷害
工作權（失業與廉價勞工）、環境權（
環境失衡）和社會權（貧富懸殊）

Anti-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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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4月，IMF和World Bank (世界銀行) 在美國華府
的春季年會，上演「西雅圖續集」

示威行動以「全球正義大動員」（Mobilization
for Global Justice）為名

號召地球村兩百個團體參加
抗議IMF及世銀以犧牲窮國及環保為代價，執行
符合富國利益的全球化開放市場政策

Anti-WTO/anti-IMF/anti-WB

World Social Forum (WSF)
 2001年1月在巴西阿雷格里港 (Porto Alegre) 各國反新全

球化的非政府組織 (NGOs)發起成立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抗議社會不平等和不公不義

 2004年第四屆世界社會論壇於在印度孟買 (Mumbai)舉行

提出反經濟帝國主義

使世界經濟論壇（WEF）在同年開會時，加以關注全

球不平等及貧窮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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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類全球化 (alter[native]-globalization)-具人性與社會正義的全球化

 2005年1月在巴西阿雷格港舉行第5屆世界社會論壇，吸引
地球村各部門行動者參與討論，並且決定各項活動
•強調開放、由下而上的新做法

節目是由參與的各項運動組成，有各種討論會（seminars）、集會（
assemblies）、省思（reflections）、論戰（debates）、策略場次（
strategy sessions）、工作坊（workshops）、運動協調（campaign
coordination）等超過2600項活動

•提倡另類實踐
食物、飲料的攤位都由小生產者提供
當地的企業與環境問題也都被整合進地點的設計

由下而上的全球化

• 21世紀每逢IMF、World Bank、WTO年會，或G-7
、G-8、G-20高峰會，均可見反新全球化、反資本
主義的抗議運動

•21世紀初拉丁美洲反新全球化運動，抗爭
社會不公和極端貧窮
玻利維亞 (Bolivia)、委內瑞拉 (Venezuela)和巴西

(Brazil)等都出現左派政府上台，實施符合
勞工和社群需求的免費教育和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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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自由貿易並非公平貿易，跨國產業利益凌駕
全球社會正義，自由市場開放對經濟與資源之不公平分配，
嚴重影響相關行動者權益

在WTO西雅圖會議之後，我們清楚看到全球貿
易的不公平以及已開發國家的雙重標準
已開發國家一方面以協助開發中國家為名，強
迫它們開放市場，但另一方面卻保護本國市場，
拒絕開發中國家的農產品與紡織品輸入

結果導致富國愈富，而窮國愈窮

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

 2007年美國次級房貸危機造成2008年全球金融
危機
•全球經濟大幅衰退、勞工失業，以及社會不平
等加劇，引發各國勞工和社會運動

 2010-11年南歐希臘、義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
，還有愛爾蘭，都陷入政府債務危機

國家緊縮公共支出，著手社會經濟改革和退休金制度
，引發大規模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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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

 2011年9月17日美國紐約市開始出現「佔領華爾
街（Occupy Wall Street）」行動，抗議政府對銀行及
大企業紓困、失業率攀升、貧富差距擴大、政
商勾結，及富人統治
•抗議者說他們屬於99%的人，無法容忍另外1%華
爾街的貪婪和腐敗

• 10月15日全球響應佔領華爾街行動，有82國民眾在
團結改變全球網站號召下遊行示威

被剝奪者的反擊-社會抗議無所不在
 法國馬克宏總統2016年上任後，進行國營企業民營化與國
家鐵道市場化改革，引發大規模抗爭

法國黃背心運動-2018年底調漲燃料稅，引發全
民抗議，尤其中南部貧窮勞工和失業者遠征至巴黎
，拿著「法國底層對抗上層」標語，要求重徵富
人稅、提高最低工資，取消燃料稅
• 2023年法國多次大規模的全國反年金改革運動

資料來源：1.對話、代議都失靈黃背心復燃，中國時報2019年3月21日A8
2.萬人反G7 法警催淚瓦斯驅離，中國時報2019年8月26日A11
3. G7峰會登場聚焦貿易、脫歐、雨林危機，公視新聞網，https://news.pts.org.tw/article/443484，新聞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auJlKSN0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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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剝奪者的反擊-社會抗議無所不在

 2019年8月萬人反G7 (七大工業國集團高峰會)

•法國南部度假勝地比亞里茲 (Biarritz)，大批反新全
球化、反資本主義、黃背心抗議者及環保團體
示威抗爭全球貿易不公、資本主義剝削及雨
林危機 (巴西縱容燒毀亞馬遜熱帶雨林，為了種植黃豆賣
給中國)

資料來源：1.對話、代議都失靈黃背心復燃，中國時報2019年3月21日A8
2.萬人反G7 法警催淚瓦斯驅離，中國時報2019年8月26日A11
3. G7峰會登場聚焦貿易、脫歐、雨林危機，公視新聞網，https://news.pts.org.tw/article/443484，新聞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auJlKSN0SY

被剝奪者的反擊-社會抗議無所不在
 1980年代臺灣社會運動興起-勞工、婦女、原住民、無住屋等運動
 1990年代勞工大型抗爭反黑金、反失業

 21世紀反民營化圖利財團、反剝削勞工、反派遣、反年金改革、
反一例一休勞基法修惡、搶救樂生運動、大埔農民抗爭、中科三
四期抗爭，反國光石化，及「430廢核行動」

新世代公民新思維與新行動
• 透過全球網路與社群網站串連，展現其對於社會公平、
環境永續的要求與行動力，成為地球村自主與進步的
新力量

資料來源：1.李碧涵（2002）。〈勞動體制的發展：全球化下的挑戰與改革〉，《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第六卷第一期，
頁 185-219。
2.李碧涵、蕭全政（2014）。〈新自由主義經濟社會發展與分配問題〉，《國家發展研究》，14卷1期，頁3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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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 如何追求公平正義的資本主義永續發展呢? 

解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