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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08 年《国际劳工组织关于争取公平全球化的 
社会正义宣言》的后续措施开展有关社会保护 
(社会保障)战略目标的周期性讨论 

 建议讨论要点 

鉴于本报告提供的分析， 1  以及出于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劳动世界的未来百年宣
言》落实社会保障权利并实现全面可持续的全民社会保护之目的，可考虑将以下内容视为
大会委员会讨论的着眼点：  

• 实现全民社会保护  

如何消除劳动世界持续的非正规性和变革带来的障碍，实现全民社会保护，以此作为
预防和减少贫穷、不平等、社会排斥和社会不安全的一种手段？如何调整社会保护制
度并使之与就业、经济和社会政策保持协调，以确保所有人(包括妇女、移民和各类
就业工人)在危机等时期都能获得全面充分的社会保护？ 

• 加强社会保护制度 

各成员国在设计、实行和监测符合劳工组织标准的社会保护制度方面面临着哪些挑战？
各成员国如何能够通过开展国家社会对话和实现与就业、经济和社会政策相协调等方
式扩大其效能？各成员国如何充分发挥社会保护在实现从危机中恢复、促进全面政策
应对措施以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正过渡准则》为工人和雇主在其生活和工作过渡
(包括由气候变化引发的过渡)期间提供支持和保护的潜力，并确保没有人被落下？各
成员国如何从临时危机应对措施过渡到可持续的社会保护制度？ 

 

1 包括 2019 年大会对《关于<2012 年社会保护底线建议书>(第 202 号)的普遍调查》的讨论成果。 

https://www.ilo.org/ilc/ILCSessions/108/reports/reports-to-the-conference/WCMS_673680/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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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社会保护制度资金的充足性和持续性 

鉴于各国遇到的多重筹资挑战，包括与人口结构变化有关的挑战，以及最近应对这场
疫情带来的巨大财政影响，各成员国如何确保其社会保护制度的金融、经济和财政可
持续性？ 

各成员国如何通过缴费型和非缴费型筹资机制的结合，实现充分全面的全民社会保护？
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同支柱在促进金融、财政和经济可持续性，同时适当考虑社会正义
和社会公平方面的作用是什么？考虑到成员国和受保护人群的经济状况，如何通过税
收和缴款的平衡支付来确保社会保护的金融和财政来源？ 

各成员国如何在社会对话和劳工组织最新社会保障标准确立的原则基础上，确保透明、
负责和健全的金融治理，并保证为社会保护制度的可持续筹资分配充足的资源？ 

在新冠肺炎疫情等系统性危机的背景下，各成员国应采取哪些措施来逐步填补资金缺
口，以确保社保的全覆盖和待遇的充足性？  

• 加强劳工组织的行动手段，实现全面可持续的全民社会保护 

劳工组织应采取哪些行动和措施来实现上述目标？劳工组织如何在社会保护领域推行
其以人为本构建劳动世界未来的方针并在 2030 年之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劳工组织应采取哪些进一步措施来促进批准和有效实施最新的国际社会保障标准，并
在国家一级加大对其三方成员的支持力度？ 

国际社会如何加强对低收入国家在建立和完善可持续社会保护制度方面的支持？ 

劳工组织如何在社会保护领域加强其在多边体系中的领导作用，确保政策与其最新标
准确立的原则保持一致？ 

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大会委员会可就劳工组织和劳工局如何能够更有效更高效地应对
三方成员在这些领域的需求提供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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