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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以来的哈萨克斯坦工人运动∗

康晏如

［摘　 要］ 苏联解体后， 哈萨克斯坦工人运动伴随着激烈的劳资对抗， 一直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 哈萨克斯

坦的工人运动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 能源行业的工人是运动的主力军； 经济诉求与政治诉求并重； 工人自建工

会和共产党曾在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示范效应明显， 部分诉求通过斗争得以实现； 存在失序和被其他势力所

利用的风险等。 经济形势恶化与工人利益受损是哈萨克斯坦保持强大工人运动的直接原因， 以新自由主义为基

础的私有化改革是根本原因， 国家垄断的垂直工会体系让工人更倾向于采取罢工、 示威等行动达成诉求。 目前，

哈萨克斯坦工人运动面临着缺乏共产党领导、 缺乏工人自建工会支持、 “强资本、 弱劳动” 的劳资格局难以改变

等困难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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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家， 同时也是中亚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 在欧亚地缘经济

和地缘政治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 虽然也经历了较为严重的经济衰退， 但

得益于丰沛的油气储量和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８ 年高位运行的国际油价， 通过大力发展石油、 天然气等

能源行业， 成为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中少有的几个经济实力较快地恢复到苏联解体前水平， 并得以

继续向前发展的国家之一。 但与此同时， 哈萨克斯坦也是国际劳工组织全球劳工权利指数排行倒

数的国家之一， 工人运动自独立以来此起彼伏、 接连不断， 伴随着激烈的劳资对抗有愈演愈烈之

势， 并始终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 梳理哈萨克斯坦工人运动的发展历程、 主要特点， 探究其形成

强大工人运动的原因， 总结其经验教训， 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原苏联地区工人阶级生存现状， 为当

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争取自身权益进行斗争提供有益借鉴。

一、 哈萨克斯坦工人运动的发展历程

苏联解体以来， 哈萨克斯坦工人运动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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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１ 年—２００７ 年， 哈萨克斯坦的工人运动沿着两条道路展开。 一方面， 在西方工会力量的

积极参与下， 哈萨克斯坦建立起所谓的 “自由工会”， 其领导人积极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

如哈萨克斯坦自由工会联合会； 另一方面， 在共产党和左翼组织的影响下， 哈萨克斯坦形成了一

批反对资本主义、 反对私有化、 抗议生活水平下降及生产遭受破坏的独立工人组织， 并开展了相

应的运动， 如 “团结” 工人运动。 然而这一时期， 哈萨克斯坦实行的大规模私有化导致数千个

大型国有企业不复存在、 失业人口大幅增加， 这都不利于工人运动的兴起和新兴工会组织的发

展。 此外， 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思想遭到质疑， 工会领导者自身的局限性进一步对工人运动的发展

起到消极作用， 国家对主要工会和劳工运动采取的打压政策让许多组织停止了运转。 所有这些事

件导致哈萨克斯坦的工会组织无法展开更积极的工人运动。 到 ２００７ 年， 哈萨克斯坦的工人运动

及一系列工人自建工会和组织实际上停止了发展。

２００８ 年—２０１１ 年， 哈萨克斯坦工人运动掀起第一波高潮。 ２００８ 年的金融危机从金融领域

渗入到实体经济部门， 波及各行各业的几十万工人， 引发了普遍的裁员、 减薪、 欠薪浪潮， 加

上新一轮的以减产、 关停企业为主的去工业化进程， 企业对工人的剥削日益加剧。 从 ２００９ 年

开始， 哈萨克斯坦爆发了数量众多的劳资冲突及占领罢工运动。 一系列非正式倡议团体、 罢工

委员会和工人自建工会相继成立、 不断整合， 并得到共产党和左翼组织的支持。 ２０１１ 年在扎瑙

津市爆发的大规模石油工人罢工， 在一定程度上对哈萨克斯坦国内局势造成较大冲击。 这次罢

工持续时间长达 ８ 个月， 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虽然最后因当局的武力介入而中断， 但运动

从组建自我组织到成立工人委员会， 从制定行动纲领到呼吁全面的政治总罢工， 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

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９ 年， 哈萨克斯坦罢工运动在低潮中酝酿。 扎瑙津罢工被平息后， 包括哈萨克

斯坦共产党在内的众多反对党都遭到打压或取缔， 大量工人出版物和互联网站相继被关停， 罢工

主要领导人被迫逃离哈萨克斯坦。 ２０１４ 年， 哈萨克斯坦对 《工会法》 进行了修订， 几乎剥夺了

工人自建工会的权利， 建立起严格的国家垄断的垂直工会权力， 由此， 工人运动转入低潮。

２０２０ 年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对哈萨克斯坦的社会经济造成严重冲击， 普通工人不免首当其

冲， 加上政府继续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及 “第二波私有化” 进程， 哈萨克斯坦贫富分化进一

步加剧。 在继续推行大规模私有化进程的同时， 哈萨克斯坦政府还引入了劳动立法自由化及更为

灵活的就业形式， 工人的就业形势总体上更为严峻。 社会积聚了大量不满情绪， 工人运动重新高

涨， 自疫情以来罢工、 示威运动不断。 抗议者最常见的诉求是加薪和补发拖欠工资。 然而， 罢工

者越来越多地提出其他主张， 其中包括改善工作条件、 更换陈旧设备、 用长期合同代替临时合

同、 签订集体协议以及提供稳定的就业等。 此外， 工人反对哈萨克斯坦代表资方利益的工会联合

会的指令， 并试图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的石油液化气价格的调整成为掀起哈萨克

斯坦第二波工人运动高潮的导火索， 罢工运动和社会抗议迅速席卷全国， 引发哈萨克斯坦独立以

来最严重的社会动乱， 一度威胁到政权稳定， 震动国际社会。
·７７·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

二、 哈萨克斯坦工人运动的主要特点

与原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相比， 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的工人运动并没有在私有化改革的

进程中偃旗息鼓， 反而越挫越勇； 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 哈萨克斯坦因其失衡的经济结

构、 失效的国家治理以及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能源依附地位， 其工人运动呈现出自己的鲜明

特点。

（一） 能源行业工人是运动的主力军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 能源工业得到大力发展， 其他工业部门逐渐衰落， 这导致大量劳动力从

制造业转移并聚集到矿业和能源行业。 与西方因第三产业比重增加及工人阶级内部分化导致的工

人运动式微不同， 哈萨克斯坦因经济结构失衡导致的劳动力集中， 成为工人运动的阶级基础。 因

此， 哈萨克斯坦工人运动虽涉及多个行业和部门， 但主力军是来自石油业和矿业的工人。 以

２０２２ 年 “一月事件” 的爆发地点曼吉斯套州为例。 苏联解体后这些地区在苏联时期形成的制造

业几乎被摧毁， 逐渐形成了单一的工业结构， 除了油气工业外几乎没有其他产业。 虽然经过技术

优化， 但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工业部门因无节制的开采， 整个行业产量下降， 职业病和死亡成为该

行业工人中的常态。 由于制造业被摧毁， 这里还存在着大规模的失业现象， 每个石油工人供养着

七八个失业的亲人。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在美国雪佛龙和埃克森美孚公司拥有 ７５％股份的合资企业腾

吉兹油田， 有 ４ 万名从事服务业和建筑业的工人被解雇， 且没有提供任何可替代的工作①。 此

外， 该地区的许多油田经过多年开采， 将在 ２０３０ 年耗尽， 这里的石油工人面临着即将失业的前

景。 裁员和失业的双重威胁加重了工人的绝望崩溃情绪， 液化石油气价格调整成为整个事件的导

火索， 迅速引起了大规模的社会抗议和罢工运动。

（二） 工人自建工会和左翼组织在运动中曾发挥重要作用

虽然哈萨克斯坦 ２０１４ 年修订的 《工会法》 杜绝了工人自建工会的可能、 ２０１５ 年哈萨克斯

坦共产党 （以下简称 “哈共”） 被取缔， 但是在这之前， 工人自建工会和左翼组织在哈萨克斯

坦的工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在哈共和左翼组织领导下兴起的 “哈萨克

斯坦工人运动”， 实际上成为当时团结整个哈萨克斯坦工人组织的协调中心。 １９９３ 年成立的

“团结” 工人运动，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较为成功的、 富有战斗力的宣传工作， 其中包括

抵制大规模私有化、 反对生产停滞、 提高公共事业支出等。 ２０１１ 年爆发的扎瑙津石油工人大罢

工， 获得了新成立的跨部门工会组织委员会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工人联合会 “扎纳图” 的引

导， 并得到哈共和左翼组织 “哈萨克斯坦社会主义运动” 的支持。 在哈共被禁、 工人自建工会

相继被取缔后， 哈萨克斯坦社会主义运动一直致力于推动并引导哈国内反对资本主义压迫、 反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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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以来的哈萨克斯坦工人运动

对跨国公司剥削、 争取工人权益的抵抗运动与罢工运动。 工人自建工会和左翼组织在帮助工人

制定运动战略、 设定进攻性任务、 创建工人组织、 向企业和国家提出统一要求、 促进工人团结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 经济诉求与政治诉求并重

在工人自建工会和左翼组织的引导下， 除了提高工资、 改善劳动条件、 同工同酬等经济诉

求， 哈萨克斯坦的工人还在运动中提出了反对私有化、 企业重新国有化、 工人对生产实行监督等

旨在改变社会阶级力量对比的要求。 ２００９ 年阿拉木图汽修厂工人在占领罢工运动中率先提出了

“企业国有化” “对企业实施工人监管” 的口号， 随后这些口号在不同行业的罢工工人中得到广

泛传播。 在 ２０１１ 年扎瑙津大罢工中， 工人不仅要求改变工资制度， 还寻求在劳动集体的监管下

对企业进行国有化， 并在运动后期成立了工人委员会， 制定了统一的行动纲领， 呼吁举行政治总

罢工， 要求总统和政府辞职。 在 ２０２２ 年的 “一月事件” 中， 石油工人、 矿工和冶金工人除了提

出提高工资、 改善工作条件、 结束裁员等经济诉求外， 还提出允许建立工人自建工会、 建设新的

现代制造业工厂以确保地区未来发展、 恢复 １９９３ 年宪法、 组建政党自由和组织罢工自由等

要求①。

（四） 示范效应明显， 部分诉求通过斗争得以实现

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越来越趋向通过温和的劳资谈判解决问题不同， 哈萨克

斯坦的工人运动形式主要体现为罢工运动。 《工会法》 修订后， 哈萨克斯坦工人几乎没有可能成

立独立于国家和企业的工会， 劳资矛盾很难通过工会组织劳资谈判来解决， 因此工人倾向于通过

罢工、 示威等行动来达成自己的诉求。 近年来， 由于通货膨胀和经济形势恶化， 社会不满情绪高

涨， 一个行业或企业的工人举行罢工， 会迅速影响到其他企业或行业工人， 产生较强的示范效

应。 ２０２２ 年 “一月事件” 被平息后， 哈萨克斯坦的罢工运动并没有停止， 相继有不同企业的工

人在罢工中提出提高工资以抵消通货膨胀、 结束无偿加班、 更新设备、 引入奖金制度、 改善营养

和卫生条件等要求。 政府惧怕发生像 “一月事件” 那样大规模的社会抗议， 越来越多地向企业

施加压力， 工人的一些诉求得以实现， 如部分企业同意提高工资， 有的企业工人甚至成功推出了

自己的工会领导人。

（五） 存在失序和被其他势力所利用的风险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 哈萨克斯坦大约只有 １ ／ ３ 的工人加入了官方认可的工会， 其余

２ ／ ３ 的工人处于 “无组织” 的状态。 因此， 在特定事件的引导下， 罢工运动存在失序的风险， 易

被国内外各种势力所利用。 ２０２２ 年， 在被哈萨克斯坦定性为 “颜色革命” 和 “政变” 的 “一月

事件” 中， 最初罢工的方式是和平抗议。 然而， 局势很快发生了变化并迅速失控， 爆发警民冲

突、 打砸抢烧等骚乱事件， 并升级为阿拉木图和其他城市的暴力冲突， 武装暴徒袭击了安全部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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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 占领并捣毁了建筑物， 袭击了医生、 消防员和平民， 甚至出现冲击政府机构的情况， 抗议演

变为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最严重的社会动乱。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认为， 这次事件是长时间社会不

满情绪的爆发、 “第五纵队” 的渗透、 恐怖组织行动共同作用的结果， 而在这一过程中， 哈萨克

斯坦寡头氏族企图利用大规模社会抗议重新分配权力①。 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发表联合

声明， 在声援哈萨克斯坦示威者正当的经济和政治要求的同时， 谴责国际势力利用工人运动谋取

私利并进行 “颜色革命” 的企图②。 工人运动被其他势力所利用演变为骚乱和暴力冲突， 从长远

来看并不利于维护工人自身权益， 反而有被污名化和武力镇压的风险， ２０１１ 年扎瑙津大罢工后

工人自建工会相继被取缔和左翼组织受到打压就是例证。

三、 哈萨克斯坦形成强大工人运动的原因探析

哈萨克斯坦工人运动此起彼伏、 持续不断， 始终保持着较为强大的战斗力， 其直接原因是金

融危机和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形势恶化和工人利益受损， 根本原因在于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进行

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此外， 国家垄断的垂直工会体系的建立以及受本国寡头和跨国资本双重压迫

等因素也成为哈萨克斯坦形成强大工人运动的重要原因。

（一） 经济形势恶化与工人利益受损是直接原因

如上所述，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形成了高度依赖能源行业的经济结构较为单一的出口导向型经

济， 能源行业的迅速发展为哈萨克斯坦带来经济红利， 但与此同时形成的较为单一的经济结构令

哈萨克斯坦严重依赖国际市场， 经济缺乏足够的抗风险能力。 而普通工人的生活在历次危机中首

先受到冲击， 社会不满情绪不断积聚， 这成为哈萨克斯坦工人运动活跃且强大的社会基础。 ２０２０

年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对哈萨克斯坦的社会经济形势造成严重冲击。 根据官方统计， ２０２０ 年哈

萨克斯坦的 ＧＤＰ 下降了 ２. ６％ ， 通货膨胀率则达到 １１. ３％ ， 收入低于最低生活标准的人口占比

从 ４. ３％增加到 ５. ３％ 。 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 哈萨克斯坦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的贫困率从

６％增加到 １４％ ， 失业人数达到 ２４０ 万人③。 此外， 哈萨克斯坦经过 “优化” 的医疗体系也不足

以应对严重的疫情， 而政府的反危机措施仅限于对企业发放补贴和优惠贷款、 推迟税收和贷款的

偿还等措施。

·０８·

①

②

③

Зюƨанов Г. А. Голос трудящихс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должен быть услышан вопреки провокаторам！ Заявление Президиума ЦК
КПРФ， ｈｔｔｐｓ： ／ ／ ｋｐｒｆ. ｒｕ ／ ｐａｒｔｙ － ｌｉｖｅ ／ ｃｋｎｅｗｓ ／ ２０７７９６. ｈｔｍｌ．

“ＣＰ ｏｆ Ｇｒｅｅｃｅ， Ｊｏｉｎ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Ｓｔｒｉｋ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ｆ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ｏｌｉｄｎｅｔ. 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ＣＰ － ｏｆ －Ｇｒｅｅｃｅ － Ｊｏｉｎｔ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ｏｆ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 －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Ｏｎ － ｔｈｅ －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 ｏｆ － ｔｈｅ － ｇｒｅａｔ － ｓｔｒｉｋｅｓ － ａｎｄ －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 ｏｆ － ｔｈｅ － ｗｏｒｋｉｎｇ － ｃｌａｓｓ － ａｎｄ －
ｔｈｅ － ｐｅｏｐｌｅ － ｏｆ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 .

Серƨей Кожемякин， Потерянное тридцатилетие： Итоги развития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и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штрихи будущег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просвещение， № ６． ２０２１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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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年社会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 夏秋高企的通货膨胀率导致坚戈贬值， 燃料价格以及所

有公用事业费用持续上涨， 工人的实际购买力下降。 这在曼吉斯套州表现得尤为明显， 因为该

地区所有日常消费品都是进口的， 价格是全国均价的 ２—３ 倍。 从 ２０２１ 年开始， 曼吉斯套州和

哈萨克斯坦西部地区的工人集会和罢工就不断， 除了提高工资外， 工人的主要诉求还包括拒绝

“优化” 政策 （优化政策导致数十万石油工人的工资和社会福利减少）、 恢复服务型部门的生

产、 确保工会活动自由和工人自建工会的合法化， 但这些要求都被拒绝了。 根据哈萨克斯坦人

口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官方数据， 仅在该国西部地区 （曼吉斯套州、 阿特劳州、 阿克托别州等

地） ２０２１ 年上半年就发生了 ２０ 多次罢工①， 比 ２０２０ 年零星发生的罢工规模更大、 目的更为

明确。

（二） 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私有化改革是根本原因

哈萨克斯坦自 １９９１ 年独立后， 将建立有效的 “自由市场” 机制作为首要目标， 在私有化基

础上进行了所有制关系的改革， 开启了第一波私有化改革进程。 １９９１ 年哈萨克斯坦国有制企业

的比重为 ９０％ ， 而到 １９９７ 年私有制企业的比重已经占到 ８０％ ， 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化， 在所有经济部门中私有成分已占优势。 与此同时， 哈萨克斯坦逐步取消了苏联时期的社会保

障体系， 按照智利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进行了养老金改革， 按照美国模式在医疗保健和教育系统进

行了私有化。 伴随着这一进程，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哈萨克斯坦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衰退、 恶性通货

膨胀、 大规模失业以及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 居民生活水平和实际收入较苏联时期出现大幅

下降。

２０１６ 年—２０２０ 年， 哈萨克斯坦开始了第二波私有化进程， ２０２０ 年全面私有化的 ８６２ 个国有

企业中， 有 ５０６ 个被出售， 另有 ３０６ 个企业被重组和清算， 私有化的总收入为 ６３００ 亿坚戈②。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政府批准了到 ２０２５ 年的私有化计划， 其中拟私有化的国有企业共有 ６７４ 个， 包

括两个最大的水力发电厂、 “哈萨克斯坦铁路” 国家铁路公司等， 私有化总资产估值高达 ５ 万亿

坚戈。 哈萨克斯坦国有财产和私有化委员会报告称， 在通过第一个综合计划时， 国有企业在经

济中的份额为 １９. １％ ， 到 ２０１９ 年年底下降到 １４. ９％ ， 到 ２０２５ 年， 计划再降低到 １４％ ③。 与此

同时， ２０２０ 年哈萨克斯坦百万 （美元） 富翁的数量从 ２. ４ 万人增加到 ２. ８ 万人， 亿万富翁的总

财富几乎增加了一倍， 从 １２７ 亿美元增加到 ２４１ 亿美元， 最富有的 ２０％ 的群体的收入比重从

·１８·

①

②

③

Более １７００ человек вышли на забастовки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с начала года， ｈｔｔｐｓ： ／ ／ ｔｅｎｇｒｉｎｅｗｓ. ｋｚ ／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ｎｅｗｓ ／ １７００ －
ｖｙｉｓｈｌｉ － ｚａｂａｓｔｏｖｋｉ － ｋａｚａｈｓｔａｎｅ － ｎａｃｈａｌａ － ｇｏｄａ － ｄａｎｎｙｉｅ － ４４６２０７．

Серƨей Кожемякин， Потерянное тридцатилетие： Итоги развития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и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штрихи будущего ／ ／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просвещение． № ６． ２０２１г．

Распродажа по⁃казахстански， или Зачем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К продаёт госактивы？ ｈｔｔｐｓ： ／ ／ ｃａｂａｒ. ａｓｉａ ／ ｒｕ ／ ｒａｓｐｒｏｄａｚｈａ － ｐｏ －
ｋａｚａｈｓｔａｎｓｋｉ － ｉｌｉ － ｚａｃｈｅｍ － ｐｒａｖｉｔｅｌｓｔｖｏ － ｒｋ － ｐｒｏｄａｅｔ － ｇｏｓａｋｔｉｖ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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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的 ３８％增加到 ２０２０ 年的４０％ ①， 贫富两极分化持续加剧。 私有化改革让哈萨克斯坦的油

气、 金融、 原材料、 建筑等行业进一步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 在缺乏监管的条件下， 这些精英

实际上成为寡头， 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贫富分化和社会腐败现象， 导致社会危机不断、 工人罢

工频繁。

（三） 国家垄断的垂直工会体系让工人更倾向于采取罢工、 示威等行动达成诉求

扎瑙津大罢工被平息后， 哈萨克斯坦于 ２０１４ 年对 《工会法》 进行了修订， 其中取消了 “工

会由工人创建” 的表述， 取而代之的是 “工会由公民创建……”， 这意味着企业主和雇主也可以

创建自己的工会； 新修订的 《工会法》 第 ２２ 条第 ３ 点删除了原有的 “工人可以通过举行集会、

罢工和其他活动来改善工作条件、 提高工资、 降低失业、 争取劳动权利和社会经济权益并防止企

业主任意妄为” 的语句， 这意味着 “工会可以采取各种行动作为斗争手段” 这一重要表述被删

除； 新修订的 《工会法》 明显削弱了工会的权利， 原来工会享有的参与有关住房和养老金立法

的权力、 根据通货膨胀率调节工资、 对养老金进行监督的权力等都没有出现在修订后的 《工会

法》 中； 工会在提起劳资纠纷方面的权利也受到限制， 工会不能更改或采用与既定规范、 规则

相违背的集体协议， 也就是说， 各地的企业主将自己制定可以在集体协议中采用的规范， 而寻求

改善工作条件的劳动集体将无法超越既定的界限②。

根据修订后的 《工会法》， 工会的建立必须以地域和部门为基础， 而符合此条件的只有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工会联盟， 几乎没有任何可能建立新的独立于企业的工会， 现有的工人自

建工会必须加入隶属于国家政府部门管辖的统一工会， 否则将被强制解散。 该法律实际限制

了工人自建工会的权利， 并使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工会联盟处于政府的全面控制之下。 与此相

应的是， 《工会法》 修订后相继有 ６００ 多个工人自建工会被取缔③。 哈萨克斯坦政府严格把控

新的工会的申请程序， 新的、 经法律允许的工人自建工会再未出现。 这样， 哈萨克斯坦建立

起严格的国家垄断的垂直工会权力。 世界工会联合会 （ＷＦＴＵ） 和国际工会联合会 （ ＩＴＵＣ）

对哈萨克斯坦修订后的 《工会法》 均表示谴责。 哈萨克斯坦社会主义运动对此评论道， 哈萨

克斯坦在事实上禁止了罢工运动， 禁止工人提出提高工资和修改集体协议的要求， 甚至也降

低了官方工会的实际作用； 通过这种方式， 国家没有为创建改良主义类型的和 “建设性” 的

工会留下任何机会， 彻底摧毁了人们对 “更公平的资本主义” 的所有幻想以及以温和方法捍

卫个人权利的可能性； 哈萨克斯坦的工人阶级再次面临争取自由组建工会、 举行罢工、 进行

集会的权利的任务④。 工人自建工会缺乏， 而大部分工人又不愿意加入官方工会， 因此当发生劳

·２８·

①

②
③
④

Серƨей Кожемякин， Потерянное тридцатилетие： Итоги развития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и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штрихи будущего ／ ／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просвещение． № ６． ２０２１г．

Новый закон уничтожает независимые профсоюзы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Ｃоциалист， № ２． ２０１５ г．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через суды намерены закрыть все независимые профсоюзы， Ｃоциалист， № ２． ２０１５ г．
Новый закон уничтожает независимые профсоюзы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Ｃоциалист， № ２. ２０１５ 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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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纠纷时， 工人更倾向于通过罢工、 示威等行动来实现自己的诉求， 而非进行劳资谈判、 签订劳

资协议。

四、 哈萨克斯坦工人运动的成果与特点

苏联解体 ３０ 余年来， 哈萨克斯坦工人为争取自身权益而进行的斗争既取得了局部性的胜

利， 也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其经验教训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推进具有重要借鉴

意义。

首先， 哈萨克斯坦的工人运动注重跨部门、 跨行业、 跨地区的行动协调。 如 ２０１０ 年成立的

跨部门工会组织委员会， 在当时除了促进以集体和部门的形式与雇主达成协议外， 还致力于帮

助工人走上捍卫自身权益和自我组织的道路， 向政府和企业主提出统一的要求， 促进工人团结，

组织全国性的抗议运动， 激励工人为修正私有化结果而进行斗争。 ２０１０ 年成立的哈萨克斯坦共

和国工人联合会 “工业、 公共部门、 服务业工会 ‘扎纳图’”， 提出工会的核心思想和战略不能

仅局限于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 还应致力于改变社会阶级力量对比状况， 促进国家社会经

济政策的改变， 广泛传播 “国有化” “企业实行工人监管” 的口号， 恢复和重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政府剥夺的所有社会保障等①。 这些组织在当时对哈萨克斯坦工人运动的复兴发挥了重要

作用。

其次， 注重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相结合。 哈萨克斯坦工人运动在独立之初就受到哈共

和左翼组织的支持与引导， 在罢工中不局限于提出经济要求， 还提出了致力于改变阶级力量对

比的诉求。 ２０１１ 年在跨部门工会委员会的支持和工会领袖的积极参与下成立的 “哈萨克斯坦社

会主义运动”， 在哈共被禁后一直致力于推动并引导国内反对资本主义压迫、 反对跨国公司剥

削、 争取工人权益的抵抗运动与罢工运动， 积极总结哈萨克斯坦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 在总结

“一月事件” 中的工人运动时， 该组织指出， 哈萨克斯坦此次工人运动暂时被镇压并不意味着

失败， 相反， 石油工人、 矿工和冶金工人在阶级斗争中获得了宝贵的经验， 采矿业第一次组织

了总罢工。 该组织将继续支持工人运动， 致力于推翻最高法院于 ２０１５ 年作出的取缔哈共的判

决， 推动社会主义运动合法化， 并向工人阶级表明社会主义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唯一选择②。

哈萨克斯坦 ２０２２ 年宪法修正案通过后， 政党注册最低人数从 ２ 万降低到 ５０００ 人， 哈萨克斯坦

社会主义运动决定筹备组建社会主义政党。 该组织领导人艾努尔·库尔马诺夫 （ Айнур

Курманов）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新的政党的社会基础是那些被剥夺了政治代表权力的广大民

众， 新的政党将试图改变国家对西方跨国公司的政策， 支持石油工人和采矿业工人的企业国有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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Рабочее движение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период реставрации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и в условиях буржуазной диктатуры， 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ｆｏｐｒｏｆ. ｓｕ ／ ｒａｂｏｃｈｅｅ － ｄｖｉｚｈｅｎｉｅ － ｋａｚａｈｓｔａｎａ － ｖ － ｐｅｒｉｏｄ － ｒｅｓｔａｖｒａｃｉｉ － ｋａｐｉｔａｌｉｚｍａ － ｉ － ｖ － ｕｓｌｏｖｉｊａｈ － ｂｕｒｚｈｕａｚｎｏｊ － ｄｉｋｔａｔｕｒｙ ／ ．

О январских массовых народных выступлениях и забастоваках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ｈｔｔｐ： ／ ／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ｋｚ. ｉｎｆｏ ／ ？ ｐ ＝ ２６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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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主张①。

再次， 避免罢工运动被 “颜色革命化” 是哈萨克斯坦工人运动需要关注和规避的问题。 哈

萨克斯坦横跨欧亚大陆， 自然资源丰富，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近年来，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

断加紧对哈萨克斯坦的经济渗透与政治渗透。 美西方国家不仅控制了哈萨克斯坦的主要油气资

源， 还在哈萨克斯坦组建了上万个非政府组织， 妄图将哈萨克斯坦演变为维护其世界霸权的重要

一环。 ２０２２ 年 “一月事件” 由最初的工人运动迅速演变为全国性的骚乱， 很难说背后没有外部

势力的推波助澜。 “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 在总结 “一月事件” 的经验教训时指出， 一方面要警

惕帝国主义势力利用工人运动谋取私利并进行颜色革命的企图， 警惕工人运动被污名化， 捍卫工

人阶级的独立斗争； 另一方面，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能从帝国主义世界内部寻找朋友， 也不能以

维护国际力量平衡为借口推迟阶级斗争，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责任保护社会动员不受资产阶级政

府的图谋和资产阶级内部对立的影响， 并在这个问题上保持警惕②。 哈萨克斯坦的工人在为争取

自身权益进行斗争时如何避免被国内外各种势力所利用， 既是哈萨克斯坦工人和左翼组织需要总

结的教训， 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应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

五、 哈萨克斯坦工人运动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当前， 哈萨克斯坦工人要想通过罢工、 示威等运动来争取更多权益、 达成更多诉求、 改变劳

资对比格局仍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

其一， 缺乏合法共产党的支持与引导。 哈萨克斯坦共产党曾在本国工人运动中发挥重要作

用。 但 ２０１５ 年， 哈萨克斯坦当局对哈共党员人数核查后宣称， 哈共实际党员人数与对外宣称的

数字不匹配， 不足 ４ 万人， 不符合政党注册的要求。 直到今天， 哈共仍未恢复合法地位， 开展活

动困难重重。 而从 ２０１２ 年起在历次议会选举中均获得议席的哈萨克斯坦共产主义人民党， 于

２０２０ 年更名为哈萨克斯坦人民党， 去掉了名称中的 “共产主义” 一词， 将自身定位为社会民主

党， 不再致力于进行阶级斗争， 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现有政治体制。 此外， 一直致力于推动并引

导国内反资本、 反压迫的哈萨克斯坦社会主义运动， 虽在 ２０２２ 年修宪公投政党注册门槛降低后

积极筹备成立哈萨克斯坦社会主义党， 但至今未能成功注册。 缺乏具有合法地位的共产党的支持

与引导， 这无论是对制定合理的运动战略、 在运动中团结和动员工人， 还是把工人运动与社会主

义运动相结合、 引导工人阶级形成自己的独立意识均为不利。

·４８·

①
②

Наши программные тезисы «На чем мы стоим»， ｈｔｔｐｓ： ／ ／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ｋｚ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ｎｅｗｓｉｄ ＝ ４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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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 现有工会难以满足工人的各种诉求。 由于国内工会运动影响巨大， 哈萨克斯坦政府已

经通过修订 《工会法》 杜绝了建立新的工人自建工会的可能性， 还导致几百个已有工人自建工

会被取缔， 工人运动可能会以更激进的、 更暴力的形式维护自己的权利。 另一种可能是用别人的

道走自己的路。 英国共产党理论家约翰·福斯特 （Ｊｏｈｎ Ｆｏｓｔｅｒ ） 认为， 如果工人难以建立自己的

工会， 那么就不必拒绝利用已有的官方机构为社会主义政治而斗争。 只有社会主义者在这些官方

结构内部取得领导权， 工会运动才有可能作为整体被动员起来反对统治阶级。 建立孤立的 “政

治上正确” 的联盟或者仅关注阶级基础， 这样只会使左派更加孤立①。 共产党人可以鼓励工人积

极加入官方工会， 并在其中开展社会主义活动， 以利用现有的政治设施为自己服务， 为开展进一

步的工作打下基础。

其三， 如何在经济全球化、 企业跨国化的条件下开展工会活动、 维护工人权益是哈萨克斯坦

工人运动面临的另一个挑战。 在哈萨克斯坦的私有化改革进程中， 大量外资进入采掘业和油气行

业， 包括美国的雪佛龙和埃克森美孚公司、 法国的道达尔公司、 意大利的埃尼集团、 英国和荷兰

的荷兰皇家壳牌集团在内的西方跨国集团控制了哈萨克斯坦近 ８０％的石油和天然气项目。 跨国

公司的管理层往往比所在国公司的管理层具有更广泛的权力， 这可能导致跨国公司与工人在签订

雇佣、 解雇、 解决工人实际问题的合同时提出附加条件。 此外， 跨国公司普遍希望工会在提高工

资、 改善劳动条件等要求上保持克制， 甚至希望根本不设置工会。 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外国企业

一直以来都尽可能避免在自己的企业中出现工人自建工会， 因为这会进一步加剧劳资对立的局

面。 在工会与跨国资本、 国家签订三方协议较为困难的背景下， 跨国企业的工人在维护自身权益

的道路上困难重重。

其四， 哈萨克斯坦工人运动受到来自法律和强力两种手段的打压， “强资本、 弱劳动” 的劳

资对比格局很难改变。 修订后的 《工会法》 从法律上强化了劳资双方的不平等地位， 而且当工

人运动威胁到现有政权时， 政府势必会采取强力手段， 来维护整个统治集团的利益。 尽管 “一

月事件” 爆发之后， 哈萨克斯坦政府推出了一整套旨在强化多党制、 放宽对反对派活动限制的

政治体制改革方案， 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５ 日举行了全民公决， 正式通过了宪法修正案， 但尚未看

到这对于改变本国劳资关系、 改善工人境况有何实际作用。

（康晏如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宝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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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英〕 约翰·福斯特： 《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与英国工人运动： ２１ 世纪继续探索的问题》， 巩志华编译， 《当代世

界与社会主义》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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