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劳工组织支持各国建立社会保护底线
通过全球旗舰性项目活动和技术咨询服务, 国际劳工组织:

· 为各国社会保护制度的设计、成本估算和实施提供技术支持
· 鼓励各国就扩面战略开展包容性社会对话
·  支持各国建立自己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护底线，扩大现行社会保障制

度的覆盖面
·  积极促进各成员国批准第102号《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及其它更

高级别标准
· 创立和分享相关的知识和经验

国际劳工组织与联合国国家工作组及其他机构间联盟，如由国际劳工组织
和世界银行共同领导的社会保护机构间合作委员会（SPIAC-B），密切合
作。

近年来，国际劳工组织为135个国家提供了社会保护方面的技术援助。

下一步?

到了该行动起来的时候了!

184个成员国承诺建立社会保护底线，并通过社会对话制订扩面战略。这
需要: 

· 确立与国家优先发展战略相一致的社会保障目标
· 甄别社会保护方面存在的差距和屏障
· 设计合适的、协调的社保制度
· 将社会保障和劳动力市场政策联系在一起
· 估算社保制度所需的资金、确定资金来源、设立阶段性目标
· 提高全民对社会保障的认识。

在过去的十年中，许多国家不断扩展社会保障覆盖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他
们的实践有力证明扩面是可以实现的。

网站: www.social-protection.org
 Social Protection Platform
 @soc_protection

联合国发展集团主席/ 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署长海伦·克拉克与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盖

伊·赖德联合呼吁

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盖伊·赖德指出：
“社会保护作为人权和稳健的经济政
策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

ph
ot

os
: 

©
O

P
S

/O
M

S
 -

 ©
IL

O

投资社会
保护底线

收入保障/
学校教育/
培训 /健康

更多的体面
工作/ 税款

缴纳

更高水平的
家庭消费和
国内需求

就业能力/ 
劳动生产力

发展的良
性循环

社会保护底线:一项稳健的经济政策 

社会保护底线的逐步建立有助于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因为它能够增加
劳动生产力、帮助人们找到体面工作、稳定总需求、刺激地方经济。

“鉴于全球经济复苏的不明朗和需
求低迷的事实，社会保护底线的建立
为稳定经济、促进包容性增长、稳定政
治格局提供了一个契机。社会保护底线
在帮助各国减少贫困、抑制不平等、
加强恢复能力、为可持续的人类发

展奠定基础等方面，都是一个
不可或缺的工具 。”

促使人人享有最基本的社会保护

到了行动起来的时候了

的世界人口还没有
全面的社会保护



一项正在形成的共识 

面对持续的贫穷和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 国际

社会就扩大社会保护、推动更具包容性的增长

和发展模式形成共识。

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的政府、工人和雇主组织于2012年批准通过了一项
新的国际劳工标准，即第202号《关于国家社会保护底线建议书》。该标
准也得到20国集团和联合国的支持。

国际劳工组织202号建议书强烈呼吁各国行动起来，并为各国建立社会保
护底线、贯彻社会保护扩面政策提供具体指导。该建议书重申了社会保护
在促进全球公平化的进展、经济复苏、性别平等和社会正义等方面所起的
重要作用。

“我不再需要等待别人的资助”

什么是社会保护底线?

社会保护底线是由各国确定的、至少包括四项担保（即保证人人享有基本
收入和基本医疗服务）在内的一整套社会保障制度。

这一制度应通过有效的社会对话由各国制定，以保障人们能够有尊严地
生活。此外，这一制度应由各国法律建立起来，并依法定期对其贯彻执行
情况进行监督评估。

第202号《国家社会保护底线建议书》（2012年）的双重目标是：

1) 在各国综合性社会保障体系内建立社会保护底线。

2)  在第102号《社会保障 (最低标准) 公约》以及其它国际劳工社会保障
标准指导下，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社会保护底线包括：

全民医
疗保障

39% 的世界人口没有医疗保障

41% 平均而言，医疗费用支出的41％是由个人负担的

50% 就全球而言，50％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

全球用于儿童和家庭保障待遇的支出占GDP的0.4％，因此需要更多的投入 

12%

0.4%

28%

39%

从全球的角度看，仅有12％的失业人口享有失业保险待遇

领取生育保障现金待遇的妇女比重仅为28％

享有工伤、职业病保障的工人比例仅为39％

49% 达到和超过退休年龄的老年人中的49%没
有养老金

41% 仅有41％的劳动者（15岁以上）缴纳养老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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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需要建立社会保护底线?

对可持续性发展来说，社会保护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策，因为它…

81岁的佛得角人路易莎·马克斯同她的孙儿孙女们住在一个小渔村
里。多年来，路易莎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靠家人的临时性资助。

“生活很艰难，大海的回报很不稳定，孩子们都竭尽所能来帮我，但
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庭需要照顾。”

从2011年起，路易莎开始领取每月50美元的社会养老金。这样一笔
津贴使很多农村老年人和老年妇女的生活大为改观。尽管劳作终生，
许多佛得角的妇女过去从未领取过养老金。

“虽然数量不多，但社会养老金改变了我的生活，因为我现在能够购
买我所需的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而不再需要等待别人的资助”。

社会养老金发放始于2007年。到2009，74%的佛得角老年妇女享有
此项待遇，所需资金全部来自国家财政，相当于GDP的0.4%。

全球医护人员缺口为1030万

每天有18,000名儿童死于基本上可预防的疾病

全世界有3亿老年人缺少老年收入保障，难以体面生活

逐步建立
扩大社会
保护底线

是一项人权

缓和危机和动
荡对经济和社

会的影响

增强社会凝聚
力和政治稳定

提高人们的能
力，包括就业能
力和劳动生产力

促进社会包容性
和性别平等

减少贫困，疾病
以及不平等

配合积极的劳动
力市场和正规化

政策的执行

促进包容、平等
的经济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