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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我国经济持续增长袁在各行业较快发展的同时袁劳资矛盾也更加突出袁劳动

争议数量有不断增加之势遥 一直以来袁劳工权益保护问题是个备受关注的话题袁作为劳动

关系中弱势群体袁其非常需要快速有效的途径维护自身的权益遥受制于传统维权途径的成

本高昂尧效率低下袁通过新媒体维权袁成为当前劳工维权的创新尝试遥通过问卷调查以及新

媒体维权案例的分析发现袁新媒体在维权过程中的主要作用体现在维权方便快捷尧引起的

社会反响大尧维权成本低遥劳工利用新媒体维权存在的问题有新媒体维权途径未纳入法律

渠道袁网络信息真假难辨袁劳工缺乏新媒体维权经验以及该途径还未深入人心等等遥因而袁
如果要进一步推广新媒体维权途径袁还需要在完善新媒体维权立法尧提高新媒体维权认知

度尧建立舆情监测和处理机制尧维护新媒体维权公信力等方面对其进行完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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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提出

2011 年 2 月袁一则新闻吸引了人们的眼球袁43 名被拖欠了 60 余万血汗钱的川籍农民工在

多次讨薪未果的情况下编辑短信尧微博向四川工会求助袁最终在三周内拿到全部工资袁平安返

家遥 2011 年 1 月和 4 月袁四川省总工会法律部先后在新浪网和腾讯网上注册开通了四川工会

法律援助微博袁成为全国工会系统首家开通工作微博的工会袁这也意味着劳动者将迎来一个

全新的维权通道遥 一直以来袁劳工权益问题都是个备受关注的话题袁劳工作为劳动关系中弱势

的一方袁 非常需要一个快速有效的维权途径来帮助他们应对劳动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遥 在传

统的维权途径耗费人们过多人力尧物力和时间袁让人望维权而却步的时候袁新媒体维权的报道

着实让大家眼前一亮遥 在如今这个新媒体盛行的时代袁绝大多数的劳工都能接触到手机尧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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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媒介袁新媒体维权不失为一个大胆创新的尝试遥
二尧理论分析

渊一冤新媒体的传播特性

新媒体是基于网络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型媒体袁通常也被称作数字化媒体袁包括互联网媒

体尧手机媒体尧电子报刊等遥 本文所指的新媒体是对人们影响较大的手机媒体和网络媒体袁其
中最为典型的代表是微博和博客袁它们的传播特性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遥

1.公开性与共享性

李磊和陈琳认为在网络维权中袁公开性是指当事者发帖袁通过网络传播袁将个体性事件转

化为公众事件袁增加了维权的可能性[1]遥 同时袁新媒体信息的传播突破了地域的限制袁强大的网

络搜索功能可为网民提供所需要的信息袁实现信息共享的全球化尧最大化[2]遥 罗月领也持一致

观点袁即新媒体可以承载无限大的信息量袁而公众所受到的时空限制非常小[3]遥 阚敬侠则进一

步指出袁新媒体的信息共享推动了信息的公开尧自由和民主[4]遥
2.平等性与交互性

张碧红提出微博具有平等发言资格袁消弭了使用者身份尧性别和地位的差异袁消除了精英

与草根之间的鸿沟遥 让每一个参与者都具有平等的发言资格[5]遥 同时袁微博传播具有创新交互

性袁为社会尧公共服务方面的领域建立起了一个更平民化的平台袁让对话机制更加平等袁意见

表达更加自然[6]遥
3.即时性与快捷性

赖新芳提出微博的即时信息让人深深地卷入事情的进程中袁信息的作用由意识空间拓展

到物理空间遥 无所不在的瞬时信息袁让人们觉得自己的认知与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同步

的[7]遥 张根苗和李波则指出网络维权能在短时间内引起公众和媒体的广泛关注袁这是传统维权

途径所无法比拟的[8]遥
渊二冤新媒体的传播机制与效用

在传播机制方面袁Moe 认为博客用户不是简单地复制信息袁而是通过对活动给予评估并提

供其他主动反馈[9]遥Shanchan Wu袁Louiqa Raschid and William M. Rand 进一步指出袁对于博客用

户而言袁通过帖子流链接到焦点微博频道袁成为后一个联络通道上的创造者袁围绕一个特定的

话题袁激发谈话[10]遥 陈立强尧罗红辉也提出微博全时间性尧全空间性的生产特性袁造就了其全天

候集合多元素的直播状态袁并通过几何级数的裂变袁使某个话题能得到迅速传播[11]遥
在传播效用方面袁Atkins and Cooley 提出归功于网络结构袁更快的信息流和拥有更多的解

释权力袁就能更有效地将人们聚集在一起[12]遥Mercea 从线上和线下政治活动中看网络的中介作

用袁他得出的结论是在线政治技能刺激进一步离线参与[13]遥 毕宏音也持一致观点袁即新媒体具

有瞬间聚焦尧疾速扩散尧热点唤起以及叠加互动等特性袁通过网上网下相互传播和交叉传播袁
从而形成舆论的叠加影响[14]遥文远竹进一步指出袁微博不仅降低了底层公众表达维权诉求的门

槛袁还降低了其参与力量博弈的门槛遥 微博释放了普通公众的话语权袁并由此形成公众群体共

识袁形成有社会影响力的传播效果[15]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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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冤新媒体维权方式的运用

在互联网上的社会运动袁在空间上袁一般发生在特定的网站袁是野具体案件冶[16]遥 在时间上袁
是特定时间特定网站的应用袁形成互联网的社会运动发生的背景[17]遥

郑坚以城市业主利用网络媒介维权为例袁指出网络的作用主要表现为袁获取维权信息袁行
动动员和组织遥 通过诸如 QQ 群尧小区论坛等网络媒介把原本互不相识的业主集聚在一起袁向
组织化的物业公司尧开发商进行维权遥 而业主网民则可以通过评论尧论坛尧社区等方式互相交

流观点袁形成维权空间袁受到社会和政府的关注[18]遥
马炳来在研究网络维权时指出袁消费维权网上运行主要通过野一博尧一网尧五视频冶三项载

体遥 一博即博客和微博袁一网即工作室网站袁五视频即工作室与消费维权服务联盟尧消费者等

五个方面网络对接视频维权[19]遥
周汉金总结了当前网络维权的几种主要的维权方式院一是给政府领导发送邮件曰二是给

各级新闻媒体发送消息曰三是在论坛中发帖曰四是网络串联集访曰五是给境外网站发送信息曰
六是在微博上发布信息[20]遥

张玲指出网络信访正逐渐成为信访工作的一个新方向袁成为民众反映诉求尧表达民意的

一个重要渠道遥 网络信访具有方便尧快捷尧高效尧即时互动尧公开透明尧经济实惠的优势[21]遥
三尧新媒体在劳工维权过程中的作用分析

在文献梳理分析的基础上设计问卷袁在广州尧梅州尧深圳尧云浮尧东莞五个城市采用偶遇调

查法和滚雪球的方法对劳工进行了关于新媒体维权的问卷调查袁调查内容包括劳工对新媒体

的认知尧使用情况尧认可度等等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468 份袁回收有效问卷 420 份遥另外袁为了

弥补收集数据的不足袁从网上搜集了相关的典型案例结合分析遥
渊一冤新媒体维权成为新趋势

有关新媒体的使用情况的数据显示袁中国新媒体的用户数量居全球第一遥 截止至 2013 年

1 月 15 日袁中国网民总计 5.64 亿[22]遥 此外袁截止至 2013 年 12 月 26 日袁新浪认证的政务微博总

数超过 10 万袁较去年同期增加 4 万余个袁增长率为 67%[23]遥新媒体用户数量的快速增长带领着

人们进入新媒体时代袁为新媒体维权营造了一个大环境袁而政务微博的出现和增长袁则从一个

侧面反映出新媒体作为维权方式的可行性遥
从新媒体在劳工中的使用状况来看袁在调查的 420 名劳工中袁15.5%的人对于新媒体有着

充分的了解袁73.3%的人对于新媒体的了解停留在野知道但不是很了解冶的水平袁剩下的 11.2%
属于野完全不知道冶的遥 对于新媒体使用的熟悉程度袁5.5%的劳工表示非常熟悉袁23.3%表示熟

悉袁50.7%表示一般袁20.0%表示不熟悉袁只有少数的 0.5%表示非常不熟悉遥 而对于新媒体的交

流方式袁表示一般尧满意程度以上的比例高达 97.1%遥 在新媒体信息的可信度方面袁绝大多数

渊91.7%冤劳工认为新媒体信息一般是可信的遥 以上的数据表明袁新媒体在劳工的生活中已经扮

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袁而劳工对于新媒体的接受和认可程度也是较高的袁这就为新媒体维权

这一途径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遥
新媒体由于具有传播速度快袁影响大的特点袁逐渐被劳工意识到是一种不错的维护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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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的方式遥 一位在四川省司法厅工作的网络管理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袁微博维权属于新生

事物袁虽然只占她们受理投诉总量很少的份额袁却也反映了当下维权的一个趋势,有了成功案

例后袁在微博上进行投诉和维权的案件数量逐步上升[24]遥
渊二冤新媒体维权引起社会反响大

在调查中袁对于野您认为传统的维权途径存在哪些不足冶这个问题袁678 人次给出了回答袁
认为传统维权途径野信息透明度不够袁维权成效不高冶的有 39.8%人次袁所占比例最大遥 对问题

野如果利用新媒体维权袁您会看重它的哪些好处冶袁946 人次给出了回答袁26.3%人次表示如果利

用新媒体维权袁会看重它野引起社会反响大冶的好处袁在该题中所占的比重也是最大遥 这样的对

比说明了新媒体在维权过程中发挥的社会反响作用遥
传统维权途径由于社会的知情度不高袁引起的社会反响不大袁在这样的情况下袁就有可能

产生工会或政府相关部门处理事件的意愿不高或工作效率低下袁劳工的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

的保护的情况遥 李晓宁尧马启民尧昝梦莹指出农民工与企业之间的博弈当中农民工往往是被

动尧弱势的袁他们从企业所获得的收益是也很不公正的袁这造成了农民工权益损失[25]遥而通过新

媒体维权袁维权事件经其发酵和传播以后袁会在很大程度上引发社会的关注袁从而使得维权事

件的进展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遥 在鄂尔多斯讨薪案中袁农民工崔某请人代发了一条实名微博

讨薪后即引起了数千网民野围观冶遥 经由拥有 20 多万粉丝的新浪微博用户野农村焦点新闻冶整
合发布后的 6 天时间里袁就被转发了 5531 次[24]遥 可见新媒体确实具有很强大的影响力袁一个维

权事件通过它发布后容易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袁从而也给政府施加了压力袁使相关部门更加

重视并加速采取行动遥 而我们的调查也反映袁劳工对于新媒体维权的出现袁最希望对政府产生

的影响是可以加快其对维权事件的反应程度袁持这类观点的所占比例为 32.8%遥
渊三冤新媒体维权快捷简便

调查显示袁劳工利用新媒体维权袁比较看重的是它的快速渊20.4%人次冤和便利渊19.0%人

次冤袁与之相对应的是袁32.2%人次的劳工认为传统的维权方式存在野耗费时间长袁没有效率冶的
不足遥 在问卷的最后一道开放题中袁野使用新媒体维权最希望得到的结果冶袁122 人作答的情况

下袁15.6%的人填写了野能方便快捷的解决问题冶袁另外所占比例较高的有野做到公平尧公正尧公
开冶渊23.0%冤袁野能切实合理的解决问题冶渊25.4%冤袁还有野权利得到保护冶渊21.3%冤遥

在传统的维权途径中袁劳动争议平均处理时长达一年袁维权劳工承受巨大的压力遥 王慧娟

也曾指出袁农民工在权益遭受侵害的时候袁如果走法律程序袁诉讼时间长袁牵涉精力巨大[26]遥 而

新媒体维权事件由于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袁使得用人单位和政府相关部门不能以消极和怠慢

的态度对待劳工的维权诉求袁并促进单位与员工的协商遥 如果协商成功袁则能减少后面仲裁尧
诉讼等程序袁为维权的劳工节省很多时间袁达到快速维权的效果遥 崔某等民工原本 480 多天奔

波仍然未果的事件在微博求助后短短的三天时间内就得到了妥善解决遥 可见通过新媒体维

权袁事件确实能够比较快地得到解决袁与传统的维权途径相比袁其效率高出很多袁而且维权的

结果也能得到较好的保证遥
此外袁讨薪的农民工没有按照信访部门的建议起诉袁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不懂得法律程

序袁从而转向网络求助袁通过发微博讨薪袁由此可见新媒体维权在操作上相对简便的优势遥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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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媒体可以随时随地发布信息袁劳工将自己的遭遇如实发布到网络上或者微博上 @ 相关部

门袁即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社会的关注和支援遥
渊四冤新媒体维权成本低

调查数据显示袁劳工在利用新媒体维权的过程中袁看重它的第四个好处是成本低渊16.8%
的劳工冤袁相对应的是 28.0%的劳工认为传统维权野维权成本高袁耗费较多的人力物力冶遥北京义

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 2013 年发布的叶劳动维权研究报告曳指出袁以北京为例袁一个劳动争

议仲裁案件从纠纷发生至裁决作出袁劳动者至少的损失总额将能达到 13560 元[27]遥 这只是可以

用数字计算的经济成本袁另外袁在维权过程中袁劳工还付出了很高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遥 劳

动争议的平均处理时间可长达一年袁劳工在维权的过程中袁是没有办法正常就业的袁这就增加

了劳工就业的风险袁给劳工将来的就业带来阻碍袁新用人单位对于与单位发生纠纷的劳工袁更
多倾向于不予录用遥 在鄂尔多斯讨薪案中袁尽管它并没有直接指出工人们在微博维权之前耗

费的各种成本是多少袁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袁480 多天袁四处奔波袁四处碰壁袁他们付出的除了

各种花费以外袁还付出了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遥 而在微博上发布这一遭遇以后袁他们并没有花

费太多的时间和金钱袁就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援袁随后便是政府的介入和高效的解决遥
可见通过新媒体维权袁由于社会关注度高尧过程透明尧便于监督袁有利于更快推动维权进程袁也
有利于用人单位和劳工通过协商达成一致袁从而节省了很多繁杂的程序袁而不需要维权的劳

工四处奔走袁为他们节省了很多的金钱尧时间和精力遥
四尧劳工利用新媒体维权存在的问题

渊一冤新媒体维权未纳入法律渠道

尽管新媒体维权途径在推动案件公开袁维权便捷化袁降低维权成本等方面有着不可否认

的优势袁但是袁由于这是一种新兴的维权途径袁目前还没有正式的法律法规对其作出规范遥 传

统的劳工维权方式尽管程序上比较繁琐袁但是由于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和完善袁有相对的法律

法规对相关流程尧受理机构尧监督机制等等事宜作出了规定袁可以说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比较规

范的体系遥 然而袁新媒体维权的监督和规范应该参照哪部法律袁虚假维权信息的发布以及恶意

舆论的炒作是否应该入罪袁这些都还没有具体的法律进行规范遥 劳工在利用新媒体维权的时

候没有相应的法律可参照袁就有可能会出现不规范的维权行为袁这也会让新媒体维权途径缺

乏保障遥
渊二冤新媒体信息真假难辨

野川籍农民工在外地跪雪地讨薪袁几乎冻至休克遥 冶2012 年 12 月底袁一条讨薪求助的帖子

在腾讯微博上被转发上千次遥 后经核实袁该纠纷款项并非拖欠农民工工资而是工程款袁爆料内

容不属实[28]遥随着公众参与度的不断扩大袁网上维权的力量也将不断增强遥但值得指出的是袁由
于网络的无限性和自由性袁它在给人们提供维护自身权利渠道的同时也为某些人滥用网络自

由尧造谣惑众提供了可乘之机遥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统计袁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1 月的 100
件热点舆情案件中袁事件中出现的谣言比例超过三分之一 袁如此大的比例值得我们引起高度

的反思[29]遥 维权者可能出于维权的无奈袁通过夸大事件的严重性甚至歪曲事实袁从而引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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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袁迫切地希望利益的天平偏向自己遥 如果这股力量没有被引向正确的方向的话袁它有可能

将成为一种不安定因素遥 虚假的谣言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袁很容易煽动过激的群体行为袁
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袁造成恶劣的社会舆论遥 这样不仅不能很好地帮助劳工进行维权袁还会影

响政府尧企业尧工厂等相关部门的社会公众形象袁打击公众对其的信心,从而影响网络维权的公

信力遥 这也是因为我国的新媒体维权目前毕竟还处于探索阶段袁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完善遥
渊三冤新媒体维权方式还没有深入人心

首先袁劳工没有意识到新媒体维权的优势遥 在发问卷的过程中袁有两名劳工倾诉说袁野其实

你们做这些都没有什么用袁我们哪里有什么途径向政府反映一些问题呢袁有什么事都只是政

府说了算袁而且政府也不会管那么多的遥 冶其实这些工人是没有意识到袁在新媒体时代下袁完全

可以利用新媒体这一工具袁真实地反映自己的现状袁提升社会反响袁实现与政府的平等对话袁
以实现自己的诉求遥

另外袁在被调查的 420 个劳工中袁有 62.9%不确定利用新媒体是否真的可以维护自己的权

利袁9.5%直接否定了新媒体可以维护权益袁也只有 27.6%表示了肯定得态度遥在问及野更喜欢用

哪种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冶时袁剔除 29 人漏填袁即 391 人作答的情况下袁72.6%还是选择传统

维权袁选择新媒体的只占到了 23.3%遥在案例中也可以看到袁当劳工受到权益侵害时袁先采取的

是传统的维权途径袁这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袁传统的维权途径已经存在很久而深入人心袁加上

对新媒体维权的不了解和不确定袁遇到困难最先想到的自然是传统途径遥 但在传统维权的弊

端凸显而长期维权无果的时候袁案例中的农民工才抱着野试一试冶的态度向网络求助遥 由此可

看到袁新媒体作为一种维权方式还没有被广泛的了解和接受遥
渊四冤劳工缺乏新媒体维权经验

在笔者调查的 420 个劳工中袁只有 6.7%有过使用新媒体维权的经历袁在问到是否知道可

以使用新媒体进行维权时袁有 62.6%的人是听说过新媒体维权但是不知道如何运用袁另外还有

22.9%是完全不知道袁只有 14.5%是知道并懂得如何运用遥从很多微博维权的案例中也可看到袁
很多农民工的网络讨薪是通过别人的帮助遥 在鄂尔多斯微博讨薪案中袁当事人也是请人代发

的微博遥 可见袁劳工对于新媒体的运用能力还不高遥 另外袁新媒体维权也还属于新生事物袁网络

维权案例虽然可以给劳工提供参考袁但也无法完全模仿袁新媒体维权方式的运用还得根据现

实的情况而定遥
五尧对策建议

渊一冤完善新媒体维权立法袁提高新媒体维权认知度

一个新的维权通道只有受到法律法规的明确保护才能够真正地建立起来袁只有为大众所

知才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遥 在新媒体维权过程中袁政府应该做出怎样的引导袁笔者的调查显

示袁劳工有 38%的选择了野应加强宣传袁提高大家对新媒体的认知冶曰有 35.2%的选择了野设立官

方维权通道冶曰有 26.8%的选择了野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冶遥由此可看出袁要使劳工更好的利用新

媒体维权袁政府应当加强新媒体的宣传教育袁提高劳工对新媒体维权的认知袁设立官方微博袁
畅通劳工维权通道袁并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袁使新媒体维权规范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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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建立舆情检测和处理机制袁疏通维权通道

针对网络舆论信息的大量化尧真假难辨和信息传播的快速化袁应建立起一个有效的舆情

监测系统遥 对于引起反响的维权事件袁相关部门要给予重视袁及时关注事情的动态袁反馈网络

舆论袁根据调查事件的真实性做出相应的措施遥 对于反应劳工困难和诉求的真实事件袁政府应

采取措施解决袁维护劳工利益曰对于不实的舆论袁政府则应及时地查明真实情况袁通过官方说

明袁引导舆论正确的导向袁并且对故意制造不实信息的发布者给予相应的惩罚遥
渊三冤落实网络实名制度袁维护新媒体维权公信力

落实网络实名制袁可以增加网民的责任感和法治意识袁让每个发言者为自己的言论负责袁
增强自制力和法律意识袁不随意发表个人不实维权袁不随意参与非法网络维权群体活动遥 落实

网络实名制袁使劳工在网络维权维权时袁清楚尧如实地提供本人的姓名尧联系方式尧工作单位等

具体情况袁这样还有利于相关部门更好地开展工作袁从而让劳工维权更加有所保障袁让网络维

权更加具有公信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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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loration of the Way Labors Safeguarding Legal
Rights by New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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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爷s economy has kept developing fas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At the

same time, contradiction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becomes more and more serious and labor disputes
increase. The issue of labor爷s right is always a hot topic. Labors need the quick and effective help when
their right and interests are damaged since they are powerless groups in the labor relationship. Because of
the high cost and inefficiency of the traditional way to protect their benefits, the new way appears.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labo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the cases from Internet, it can be found new
media爷s main advantages in the process of safeguarding labor rights are their convenience, fastness, great
social response and low cost. Meanwhile, the new ways爷 disadvantages are lack of standardization, false info
on Internet, not access to labors and so on. In this case, to perfect the new ways needs to standardize new
media爷s performance via setting up laws and regulations, make access to labors, set up public opinion
mechanism to detect, process and maintain their cred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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