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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世界的未来

新的力量正在改变劳动世界。涉及的过渡要求采取果断行动。 

无数机会正摆在我们面前, 可以提高工作生涯质量、扩大选择、

缩小性别差距、扭转全球不平等造成的危害等等。但这一切不会

自行发生。如不采取果断行动, 我们将进入一个不平等和不确定

性进一步加剧的世界。

人工智能、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等科技进步将会创造新的就业, 

但在过渡中失去工作的可能恰恰是最不具备把握新机遇能力的

人。今天的技能无法匹配明天的工作, 新习得的技能可能很快过

时。随着可持续实践和清洁技术的采用, 绿色经济将创造数百万

计的就业机会, 但随着各国缩减其碳密集和资源密集型产业, 另

外一些工作岗位将会消失。人口变化同样重要。世界某些地区的青

年人口扩张以及另外一些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可能会为劳动力市场

和社会保障体系带来压力, 然而这些转变中又蕴藏着新的可能性, 

使我们能够获得照护并构建包容性、活跃型社会。

我们需要把握变革带来的机遇, 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实现

经济保障、机会均等及社会正义, 并最终巩固社会结构。

把握时机：重振社会契约

踏上这条新的道路需要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采取坚定的行

动。需要重振社会契约, 作为对劳动人民长期经济贡献的回报, 让

他们公平地分享经济进步成果, 尊重他们的权利, 并保护他们免受

风险。当劳动世界所有参与者, 包括目前仍被排除在契约之外的数

以亿计的工人充分参与时, 社会对话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确保社会

契约在管理正在发生的变革方面具有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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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的议程

我们提出以人为本的劳动世界的未来议程, 通过将人及其从事的

工作置于经济社会政策和商业实践的中心来加强社会契约。该议

程包含三大行动支柱, 它们结合起来将为当代和子孙后代推动实

现增长、公平和可持续：

1. 增加对人的能力的投资

为了使人在碳中和与数字时代蓬勃发展, 我们超越人力资本, 迈向

发展与提高生活水平等更广泛的维度, 包括权利以及为人们提供

更多机会并改善福祉的有利环境。

 • 全民享有终身学习权利能够让人们获得技能开发、技能更新

和技能提升。终身学习包括从幼儿早期的正式和非正式学习到

基础教育直至成年学习。政府、工人和雇主以及教育机构在构

建有效且融资适当的终身学习生态系统方面具有共同的责任。

 • 加大对机制、政策和战略的投资力度, 支持人们完成劳动世界

的未来过渡。年轻人需要帮助以应对日益艰难的学校到职场过

渡。老年工人需要更多的选择, 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保持经济活

跃, 帮助建立终身活跃型社会。所有劳动者将需要支持, 完成生

命历程中日益频繁的劳动力市场过渡。需要加强积极劳动力市场

政策的主动性, 扩展公共就业服务。

 • 实施变革性、可衡量的性别平等议程。劳动世界从家庭开始。包

括陪产假和公共照护服务投资在内的政策需要促进家庭内部共

同承担无偿照护工作, 从而带动工作场所真正的机会均等。提高

女性的话语权和领导力、消除工作中的暴力和骚扰以及实施工

资透明度政策是实现性别平等的前提。另外也需要采取具体措

施解决技术驱动的未来工作中的性别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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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供从出生到老年全面覆盖的社会保护。劳动世界的未来需要

强大有力、响应及时的社会保护制度, 以团结和风险共担为原则,  

为满足人们整个生命周期中的需求提供支持。这要求建立社会

保护底线, 为每一位有需要的人提供基本水平的保护, 并辅以

缴费型社会保险计划, 以提供更高水平的保护。

2. 增加对劳动机制的投资

我们的建议寻求加强劳动机制, 重新激发其活力。规章制度、就

业合同、集体协议以及劳动监察制度等劳动机制是构筑公正社会

的基石。它们为正规化提供途径、减少工作贫困并确保一个拥有

尊严、经济保障和平等的劳动世界的未来。

 • 建立全民劳动保障。所有劳动者, 无论其合同安排或就业状态, 

都应享有基本劳工权利、“足够维持生活的工资”（1919年《国际

劳工组织章程》）、工作时长限制以及工作安全与卫生保障。这

一保护底线可以通过集体协议或法律法规提出。该建议也使工

作安全与卫生被认可为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

 • 扩大时间主权。工人在满足企业需求的同时, 需要对自己的工

作时间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利用技术扩大他们的选择, 实现工

作与个人生活之间的平衡, 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并缓解工作

时间和私人时间界限日益模糊带来的压力。实施最长工作时间

限制还需采取持久努力, 同时应采取措施提高生产力, 以及保

证最短工作时间, 使工人能够真正拥有灵活性选择, 并能控制

自己的工作安排。

 • 通过符合公共利益的社会对话确保工人和雇主的集体代表 

性,并通过公共政策积极推进。所有工人和雇主必须享有结社 

自由以及承认集体谈判权, 国家是这些权利的担保者。工人组

织和雇主组织必须通过创新组织技术加强自身代表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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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使用科技手段覆盖平台经济从业者。他们还须利用各自的

号召力为各利益方提供对话平台。

 • 利用和管理技术, 实现体面劳动。这意味着工人和管理者就工

作设计进行谈判。还意味着采取“人类掌控”人工智能这一方针,

确保影响工作的最终决策是由人类制定的。应该建立数字劳动

平台国际治理体系, 并要求平台（及其客户）对某些最低权利

和保障予以尊重。技术进步也要求对劳动世界的数据使用和算

法问责进行监管。

3. 增加对体面和可持续劳动的投资

我们建议进行变革性投资, 并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保持

一致。

 • 采取激励措施, 促进对体面和可持续劳动关键领域的投资。这

类投资也将促进性别平等, 创造数以百万计的工作岗位, 并为

中小微企业带来新的机会。农村经济未来依然是世界大量劳工

的栖身之所, 其发展应成为优先事项。须将投资引向高质量实

体及数字基础设施, 以消除鸿沟并为高附加值服务提供支持。

 • 重塑商业激励结构, 促进长期投资, 探索衡量人类发展和福祉

的补充指标。具体行动可以包括制定公平的财政政策, 修订企业

会计准则, 加强利益相关方代表性, 以及改变报告惯例。还应制

定新的措施衡量国家进步, 将增长分配、为家庭和社区服务提供

无偿劳动的价值以及环境恶化等经济活动的外部性纳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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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责任

我们呼吁所有利益相关方承担责任, 共同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劳

动世界的未来。每个国家需立即采取行动加强社会契约, 这要求

增加对人的能力和劳动机制的投资, 并充分利用机会实现体面和

可持续劳动。各国需要通过政府、工人组织和雇主组织之间开展

社会对话, 共同制定劳动世界的未来国家战略。

我们建议所有相关多边机构加强关于这一议程的合作。我们尤其

建议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布雷顿森林机构和国际劳工组织

之间建立更加系统、更富有实质性的工作关系。贸易、金融、经济

和社会政策之间存在牢固、复杂而重要的联系。我们提出的以人

为本的增长和发展议程能否取得成功,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述政

策领域之间能否取得一致。

受其重视权利的规范性使命指导, 在充分尊重自身三方架构的基础

上, 国际劳工组织在支持实现该议程方面可以发挥独特作用。国际

劳工组织可以担任国际体系中的联络员, 促进劳动世界的未来国家

战略方面的社会对话、指导与分析, 并研究如何促进技术应用对工

作设计和工人福祉产生积极影响。

我们进一步建议对国际劳工组织使命的普适性予以特别关注。这

意味着扩大活动规模, 覆盖由于历史原因仍被排除在社会正义

和体面劳动之外的群体, 特别是非正规就业人口。这同样意味着

要采取创新行动, 应对日益多样化的工作形势, 特别是平台经济

中的数字媒介工作等新兴现象。我们认为全民劳动保障是应对这

些挑战的恰当工具, 建议国际劳工组织对其落实予以立即关注。

我们认为本报告只是此次征程的开始。由于将世界各国的政府、

雇主和工人凝聚在了一起, 国际劳工组织非常适合为这一征程提

供方向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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