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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委员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 

2014 年 2 月 11 日至 21 日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大会第二十四届 

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优先主题：在消除贫穷、 

实现社会融合及充分就业和人人有体面工作 

方面促进增强人的权能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国际明爱机构

提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下列陈述，现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的规定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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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我们受天主教感召的组织积极参与有关 2015 年后发展框架的讨论，重申脱

贫和克服全球经济危机的最有效途径与促进体面工作和支持充分的社会保护有

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满怀信心地申明，就像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所说的， 

“人的工作是一把钥匙，如果我们真的要从人类善良的观点看整个社会问题，这

把钥匙可能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承认，人类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面临着各种挑战，为了应付资源

有限的问题，为了发展和促进可持续生计，为了建设和平，他们需要努力打拼。 

 我们认为，消除贫穷的责任在各国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私营部门和

民间社会，需要各方一致作出承诺。这些承诺应以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的责

任以及人的团结为基础。 

 我们在私营部门有长期和广泛的经验，我们在世界各地，从基层到全球一级，

经常同各国、国际组织及其他民间社会组织直接建立伙伴关系，实际参与拟订方

案和制定决策的活动，我们提出本文件，是要对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全球思考

与讨论作出贡献。 

 我们呼吁并支持国际社会重新对整个人类大家庭作出承诺，通过在所有经济

部门，包括在非正规经济中，为所有工人争取体面工作、优质就业和社会保护，

从而消除贫穷。我们特别关注年青人和移徙者的处境，尽管他们是解决经济危机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这方面面临着日益严峻和困难的挑战。 

 我们支持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努力将体面工作议程纳入2015年后框架，

反映并生动地表达 1944 年通过的有关国际劳工组织的目标和宗旨的宣言所揭示

的原则，其中指出劳动不是商品。值得注意的是，教皇庇护十一世在 1931 年已

宣示了这一原则，他指出“工人的人的尊严……必须获得确认”，同时劳动“不

能像商品那样买卖”。 

 促进就业作为消除贫穷的手段不应被看作是一个能妥协的问题。就业的量不

能有损于工作的质；工作必须是体面的。按照教皇本笃十六世，体面的工作必须

是“在所属社会突显每个男女的基本尊严的工作”。 

 劳动世界所有利益攸关者有义务和责任，要本着真正公正和公平的精神进行

合作，以实现这一目标。如果所有利益攸关者都参与其事，这种承诺就会成为希

望的源泉。 

 然而，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中，工作日益是非正式的、不稳定的和无保障的。

对于雇主、公司和经济体，不管其就业目标抑或利润幅度，都不应损害工作的条

件，因为人不是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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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呼吁公私部门所有政策制订者和企业考虑到工人的人的尊严，考虑到工

人的才能、劳动和家人，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在工作场所履行其人的职责。 

 我们还呼吁国际社会将国际劳工组织体面工作议程四大支柱-就业、社会保

护、工作中权利和社会对话-的覆盖面扩及所有工人，包括非正规经济的工人。 

 

提供社会保护 
 

 所有个人和组织都必须承担各自的责任，采取必要的行动，保护和促进共同

利益。提供社会保护是在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实现团结的根本途径。社会保护机

制是消除贫穷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些机制保护工人及其家人免受失业与疾病等威

胁生命的风险。 

 脆弱的社会保护制度需要巩固。国际劳工组织将社会保护最低标准定义为一

套基本的社会安全保障，保护的目的在防止或减轻贫穷、脆弱性与社会排斥(关

于国家社会保护最低标准的第 202 号建议）。它们是强有力的工具，可将保护面

扩大到所有工人、家庭和社群。我们呼吁特别关注向青年和移徙工人提供体面工

作和社会保护。 

  特别关注青年与就业 
 

 在当今世界，年青人，尤其是生活在农村地区和在非正规经济部门工作的年

青人，都在工作领域面临种种困难。年轻的一代有许多专业技能。许多年青人在

没有合同的情况下工作，或只有非全时合同，工资很不稳定。有更多的年青人失

业。正如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所说的，“当[失业]特别影响到年青人的时候，特别

令人痛苦，年青人经过适当的文化、技术和专业培养仍找不到工作，他们要工作

的真诚愿望，他们要为社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承担自己的责任这种意愿，都被挫

败，令人悲痛”。此外，许多年青人缴付高昂费用接受大学教育和职业培训，年

纪轻轻就债务缠身，而工作却并不容易找到。 

 许多新的一代都对未来失去希望，因此面临丢掉基本价值的风险。正如教皇

本笃十六世所说的，“很多年青人现在严重怀疑人生好在哪里，他们前路茫茫，

找不到方向。” 

 我们呼吁所有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以及民间社会组织与青年运动和青

年代表合作，确保为年轻一代谋取安全和有意义的未来。应确保年青人有工作机

会，享有体面的工作条件和社会保护，包括在离开学校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候。

应当对教育系统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改革，确保从学校到工作的顺利过渡。在这个

过渡中，企业领导人必须扶助年轻一代，要陪一段，送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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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关注移徙工人及其家属 
 

 除了是一种权利外，移徙是人类与贫穷作斗争的一个天然策略。根据劳工组

织，当今的国际移徙者不乏年青人，他们 90%是工人或是移徙者的家人，迁移主

要出于经济原因，就是为了找工作。无论是对移徙者工作的国家还是对他们的原

籍国，在推动积极发展和减少贫穷方面，移徙者的工作和收入都作出了重大的贡

献。移徙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一种积极动力，是一项尚未妥善应对的严峻挑战。 

 然而，有数以百万计的移徙者，他们游走于本地区，或跨洲过海，其中有大

量农场工人和家庭佣工，他们有些有证件，有些无证件，工作条件非常不体面。 

 我们呼吁各国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以及民间社会共同努力，确保所有

移徙工人及其家属在他们的居住国享有与其他工人相同的权利，承担同样的责

任。特别要重视各项基本原则和工作中的权利，同时要提供足够的、公平的、可

移植的社会保护，保护水平要符合普遍人权和国际劳工标准。不这样做会破坏劳

动力市场、公共健康、社会凝聚和社会秩序。向移徙者提供社会保护就是向社会

和平共处提供更好的保护。 

 

 

 

 

 

 

 

 

 

 

 

 

 

 

注：本陈述还得到以下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的认可：国际天主教移徙

委员会、国际基督教青年工人协进会、国际科尔平协会、大同协会和世界基督教工人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