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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工不論生活和工作 飽受污染禍害煎熬 

 

污染已成為中國一大健康災難，而工業污染乃顯著成因。很多工人，尤其是農

民工，由於多年一直面對至為苛刻的工作和生活條件，而且由於被剝奪了（與

城市居民同等的）權利和機制，使他們所受到的污染損害無法獲得彌償，也因

此而面對著雙重健康負擔：第一個負擔來自工人在工廠使用化學品等物質時直

接曝露於有害化學品風險，第二個負擔來自工業污染物滲入他們生活環境中的

土地、空氣和用水。 

 

為了研究第一代以至長期民工的生活，全球化監察訪問了 651 個工人有關他們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環境留意到的污染。受訪民工在五個城市居住和打工，包括

廣東省的東莞和惠州(27%)、福建省的福州(25%)、江蘇省的揚州(25%)和重慶直

轄市(23%)。大部分工人是汽車、摩托車、電子、鞋具、服裝和玻璃工廠工人，

也有任職於物流、服務業和建造業的工人。 

 

調查得出，污染是一個困擾很多工人生活的議題。在受訪者當中： 

�   有 20% 表示他們居住周遭的空氣要不是已受污染就是非常受到污染； 

�   有 34% 表示居處沒有潔淨水源； 

�   住在工業區及/或工廠宿舍的工人較傾向形容居住環境為受污染或缺乏乾淨

食水； 

�   27% 指出工廠有空氣污染，很多受訪者也描述受污染環境所帶來負面影響的

經歷； 

�   一些在工廠接觸到化學品和污染物的工人並不知道是哪一類化學品，及/或

不獲提供保護裝備。 

 

工人住所附近的環境問題 

 

工人對其住所周圍空氣的形容包括： 

•  「感覺空氣不好，有時會有臭味，具體是甚麼我也說不清，就是很刺鼻，聞

著很不舒服的感覺」； 

•  「周邊都是工廠，環境不是很好…經常會有一些臭味…我也不知道是甚麼污

染，反正味道很臭，應該是化學品的味道」； 

•  「周圍都是工業區，感覺是有很大的污染，空氣品質很差，但是我們什麼都

做不了，現在到處都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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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工人也指出他們居住地方的自來水骯髒不宜飲用，有時開出來更是黃色，

所以都要到超級市場購買飲用水。在討論自來水時，一個 51 歲在東莞工作的製

衣女工這樣評價：「我是不敢直接喝，我們都是去買瓶裝水來喝，自來水有一股

怪味道，但是做飯洗菜這些還是會用自來水。」 

 

這些問題並不集中在特定的工廠和地區，但工人居所若是鄰近工業區，則更難

接觸乾淨的環境。住在工業區的工人當中不少是工廠宿舍住客，就算是比起住

在不遠以外的受訪者，他們都不出所料地有較大傾向指出其生活環境中的空氣

污染、缺乏清潔食水等問題。更明顯的分別是：全體受訪者有 34% 認為在住處

沒有乾淨自來水，但住在工業區的群體，上述比率就飆升至 48%，而住在工廠

宿舍的也達到 40%。 

 

 

 

至於工人所住地方附近空氣污染問題，相對於全體受訪工人的 20%有表示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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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周遭的空氣已受污染或嚴重污染，住在工業區和工廠宿舍的百分比則分別為

32.7%和 24.6%。 

 

 
 

最有可能住在工業區內工廠宿舍的就是中國農民工，尤其是千里迢迢而來的外

省民工，這些結果表明生活在這些地方的人條件更為惡劣，或會讓我們質疑，

相比起許多本地市區居民和工人，一群已經遭受嚴重歧視的民工是不是承擔著

更多環境不公正產生的負擔和相關的健康風險。 

 

同一時間在跟進部分工人的訪談中，一些住在工業區的形容所住環境為「一

般」或「還算可以」，但他們也表示這樣形容只是因為他們「已經習慣」或認為

「到處都是一樣」。工人對工業區內環境習以為常，並用逆來順受的語氣去形

容，這或許揭示他們要麼對於居住環境的污染問題缺乏意識，要麼低估其整體

嚴重性。另一方面，這也可能反映部分工人對於改變事態感到無力。 

 

工作場所裡的污染 

 

空氣污染也是工作間裡的一個直接問題。27%受訪工人指出空氣不是混濁就是非

常混濁，而他們大多來自廣東(47%)和福建(35%)。沒有一個參與訪問的工人回

應說空氣「非常乾淨」。 

 

對於空氣污染物種類的提問，有 77 人提供了更多詳情。13 人表示在打工的工

廠或工地陷於沙塵之中，也有 64 人指出自己曝露在化學品和其他大多難聞的污

染物質裡，例如漿糊、油漆、苯丙酮、鎘粉、稀釋劑、汽油與及各種清潔劑，

工人相信部分會對他們的健康構成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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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福州鞋廠女工這樣形容她的工廠環境：「空氣很不好，我們聞著都有些喘不

過氣來，有些工人剛開始進去完全受不了。我們要接觸到膠水，沒有甚麼防護

用品，偶爾會有一次性的口罩」。這工人也說門窗去年焊上鐵枝，所以令氣味更

刺鼻。她說工人曾就此去工會投訴，但是「工會不管這些，所以根本沒甚麼

用」。這位工人經常暈眩，認為是她的工作傷害了自己的健康。也不知道這工廠

的工人有沒有人得過職業病，只說這太難知道了，因為工人接受工廠的身體檢

查後不會拿到體檢報告。同廠另一個工人附和道：「車間裡到處都是化學品的味

道，具體是些甚麼化學品我們也不知道，有可能是我們平時用的膠水，或者用

來清洗用的其他化學品…我們之前因為車間味道的問題找過工會，但是工會認

為完全不關它的事」。而在惠州，好幾個工人也說他們接觸了苯和鎘粉後出現健

康異常狀況，需要治療甚或住院。最少四人被診斷出與苯中毒有關的職業病。

這些工人援引空氣污染作為他們不滿工作狀況的主要原因。 

 

很多表示曾在工作間曝露於化學品的受訪者只獲即棄口罩這類非常基本的保護

裝備，甚或完全沒有。工人表示他們在一些情況下不會知道所接觸的污染物和

化學品是甚麼。這有機會違反中國職業病防治法，因這法規定雇主有責任確保

工人知道工作場所內的職業病風險因素。 

 

當福州鞋廠工人嘗試因工廠內的惡劣空氣去找工會但不得要領，正如他們居住

環境的空氣污染處境一樣，受訪工人普遍表達有離職的念頭的情緒。這在即將

退休的老民工中尤甚，他們常這樣評論：「我都老了，沒有其他路，所以我只能

逼自己留在工廠」、「我老了，都不能在其他工廠找到工作」或者「沒有其他辦

法」。當這樣談到他們的工作處境，不論長工時、低工資、惡劣工作環境等通通

有關污染或勞工議題的問題，這些都成了他們接受現狀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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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要 

中國民工得到乾淨水源和呼吸清新空氣的權利正受剝奪，其工作地方和居

住環境的污染也為他們帶來健康風險。住在工業區的民工面對的風險可能

更高。 

 

因本調查建基於工人自身觀點和觀察，而污染及其影響並非經常直接可

見，很有可能這次發放有關這群工人的統計是嚴重低估問題的嚴重性。工

人也可能沒有充分意識到，他們曝露於污染物中以至日常生活環境裡，其

權利正受到侵害。 

 

在工作間裡，工人可能因為公司罔顧他們的健康，例如沒有提供適當防護

裝備和確保空氣流通，而且缺乏工人代表機制來捍衛他們的權利，可能因

而接觸更多污染物和面對更高的健康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