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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始終來自人性」，這句手機的廣告詞，我們都耳熟能詳。不斷推陳出新的

高科技產品，強調以人為本的設計理念，協助消費者更人性化地使用、親近科技。

廣告中的帥哥美女，帶著高級手機或輕盈筆電，在咖啡廳甚至海灘上，優雅而休

閒地上網工作。 

 

或者，我們對高科技產業的印象，停格在年終的尾牙盛宴。有明星熱舞獻唱，有

主管扮裝表演，有摸彩大獎，有豐厚分紅，讓觀者都心生對「科技新貴」的嚮往。 

 

然而，這句話對於另一群人來說，有截然不同的意義。六月初的台北電腦展中，

支持洋華光電工人抗爭的學生在現場演出抗議行動劇。兩位男性扮成產業工人的

屍體，身上潑灑如血跡斑斑的紅色顏料，一位女性則模仿 show girl坐在勞工屍

體上，一面展示亮麗的手機，一面高喊：「科技始終來自人命！」 

 

富士康十三連跳的自殺潮，讓我們對高科技職場的認知，有了截然不同的意象。

那些靜默地跳下的中國民工，身上還烙印著與生俱來、難以改變的「農民」身分

與制度歧視（詳見上期新聲代專欄陶儀芬文）。這一跳，告別的是枯燥異化的工

作、無止盡的加班、軍事化的管理，以及茫然不可見的未來。 

 

富士康表示，這些民工是「志願加班」。「志願」的迷思，往往掩飾了個人行動背

後的結構力量牽制。首先，低底薪（加薪前只有九百元）讓勞工不得不加班。其

次，富士康要求員工簽下加班同意契約，簽署者，該月每次加班都得配合；不簽

者，該月一次加班機會都沒有。加班後的薪水達到兩千元，才能勉強應付城市生

活的花費，這數目多於底薪的兩倍，超時工作的程度可見一斑。 

 

拼命加班，不只是富士康的勞動控制手段，也反應出背後的生產模式。在後福特

主義的年代，垂直整合的大量生產模式不再，取代而之的是網絡結盟的全球價值

鏈；通訊與資訊科技的發展，更促成不同空間在生產上的並置，也把代工鏈推向

勞力更便宜的國度。品牌商為了因應快速變動的市場、達到分殊化生產的目標，

偏好網絡化的生產模式，以提供「零庫存」的彈性。位居生產鏈基層的勞工，則

必須配合品牌商的快速訂單，拼命加班趕貨。 

 

類似的狀況，不只出現在為蘋果組裝代工的富士康龍華廠，也出現在為 HTC、



LG、Samsung等手機品牌生產面板的台灣洋華光電。自五月以來，被洋華資遣

的工會幹部，開始一系列的抗爭。根據他們的說法，洋華基層員工每月加班時數

不時超過一百小時，周末假期經常要加班趕出貨，不願配合者會被主管「約談」，

並以考績作為威脅。除了超時加班，加班費的計算也有違法問題。勞基法規定加

班費的發放要以「全薪」做為基準，包括「職務津貼」、「績效獎金」等經常性酬

勞。但是洋華資方僅以「底薪」做為計算基準，造成員工加班費的短少。 

 

工程師是另一批長期超時工作的高科技雇員。責任制與專案績效評估等管理方

式，往往延長工程師的無給加班。根據 104人力資源業者的調查，有近四成的受

訪工程師，每日平均工時超過 11小時。結果容易導致電腦症候群等慢性職業災

害，甚至過勞死的案例也不乏聽聞。 

 

洋華工會透過各種方式發聲，其中也包括 HTC 高層主管致詞演講的場合。HTC

主管在現場顯得非常驚訝，事後且發表「抗議找錯對象」、「不介入其他公司事務」

的淡漠聲明。固然，HTC與洋華（零組件供應商）的關係，不同於蘋果與富士康

（組裝代工）的關係。然而，HTC若要成為一個真正的國際品牌、一個形象良好

的社會企業，必須積極介入與關切洋華電子的勞動條件調查，更應建立供應商的

行為守則，供應商的生產條件必須符合其中規範的勞動與環保標準，才肯下訂單。 

 

在最近的一連串事件中，我們也看到了科技為勞工運動與國際結盟所帶來的重要

助力。 

 

六月上旬，廣東本田汽車廠有一千七百名的民工參與罷工，成功爭取到加薪；根

據紐約時報的報導，科技在這場動員中功不可沒。本田勞工用廉價的山寨機，拍

攝保安人員毆打勞工的照片與錄影，他們到一小時幾塊人民幣的網吧，用速度不

快的電腦上傳影像，即能在無遠弗屆的網路世界引起迴響。他們也利用當地的

QQ聊天室（類似 MSN）發佈消息、小組商議，更利用手機簡訊來進行串連，說

服更多的勞工加入罷工行列。雖然多數人只有中學學歷，他們靈活地使用這些便

宜又容易取得的科技，這是他們的父母輩所沒有的資源與生活方式。新生代民工

透過消費與網路，體驗更多城市現代性，也讓他們衍生更強的權利意識與行動資

源。 

 

網路科技也提供了跨國串連的平台。植基於美國大學校園的反血汗工廠學生聯

盟，日前已透過網站發起一人一信，寄給蘋果與富士康，表達對中國民工處境的

關切。這些美國大學生，人手一台 iPod，正是蘋果鎖定的消費群。洋華光電工

會也建立部落格，將資訊傳遞給消費者，尋求結盟，共同向注重形象的品牌商施

壓。如果全球價值鏈中的利潤分配是如此不公，代工廠與零組件供應商，應該藉

此社會力量向品牌商爭取更好的議價。除了合理的利潤分配，品牌商也應給予代



工廠與供應商合理的生產時間。 

 

科技產品的設計與生產，持續地改變人們的生活，不分國度的遠近與階級的高

低。除了追求以人為本的消費，品牌商與代工廠也應建立以人為本的勞動條件，

不要讓人性化的科技，建立在要人命的勞動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