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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维吉尔·莱瓦吉、刘延国 、安妮塔·阿莫林琳达·迪伦 

“基于团结精神，发展中国家可以以较低成本找到自身问题的可持续解

决方案”，根据这一思想，南南合作可以补充传统的南北合作的不足。 “发

现一个国家的成功经验并将其适用到另一个国家，这一南南合作的经验，

有利于国际劳工组织四个战略目标之一的体面工作的传播。”与此同时，

通过三方计划，发展中国家和传统发展伙伴之间的合作网络得以建立，有

助于促进一个公平的全球化。 

因此，南南合作被认为是解决最不发达国家问题的重要手段。这是因

为，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其内部由以下基本要素组成：（1）促进社会、经

济、环境、技术和政治层面的措施，从这个角度看，这是一个有益的工具，

让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伙伴参与之中，通过发展合作促进体面工作议程。（2）

国家之间以及南方人民的团结有利于增进国家福祉、国家和集体的自力更

生，并实现发展目标。虽然它被视为官方发展援助，但作为基于团结的平

等伙伴关系，它不是南北合作的替代品，而是一个补充。因此， “北方伙

伴”支持南南合作的“三方合作”有不同的形式，包括知识和经验分享，

培训和技术转让。 

     根据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框架提出的某些倡议，结果是明确的，这些倡

议有助于化解目前危机的影响，将就业和社会保护置于恢复政策的中心，

包括确定发展中国家的成功模式并分享经验，尤其有利于与国际劳工组织

的体面工作动议程进行合作。 

本 出 版 物 是对 2016 年 7 月 11 日至 15 日在都灵召开的南南合作和三方

合作学术会议讨论模块的综述。该学术会议由国际劳工组织和都灵培训中

心联合倡议举行，让所有选定的代表、实务人员、决策者、研究人员和国

际劳工组织工作人员有机会聚在一起，参与区域间论坛和网络论坛活动，

以协调高层战略措施及有关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政治宣传，特别是支持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和体面工作。在全球层面，联合国系统通

过南南发展博览会积极参与这一模式，自成立以来，国际劳工组织已经发

挥了积极的作用。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SSTC）可以定义为两个或更多发

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往往得到传统合作伙伴的支持，以团结和无附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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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原则为指导，旨在实施由需求驱动的包容性和分配性发展模式。南南合

作和三方合作通过共同努力促进发展机会，补充南北合作。在五天的时间

里，与会者参与了一个丰富课程，该课程提供广泛多样的学习内容、战略

设计和网络追踪。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会议还为与国际发展领域的主要参

与者和学者以及国际劳工组织三方成员和来自政府、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

的代表交流知识和建立联系提供了独特的机会。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最近

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并成为与全球有关发展合作讨论和实践的主流，

其强调以下主题，例如：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和南南合作； 

▪三方合作：好的做法； 

▪通往布宜诺斯艾利斯+40 的道路：从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作（TCDC）

到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 

▪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在消除强迫劳动和童工方面好的做法； 

▪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创造就业机会和职业培训; 

▪扩大社会保护底线：一个南南视角; 

▪城市与城市的合作与地方经济发展（LED）； 

▪脆弱与脆弱的合作与体面工作； 

▪社会对话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与工人和雇主组织有关的经验; 

▪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与劳工移民; 

▪国际劳工组织在促进和支持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方面的作用。 

正如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反映的那样，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已成

为国际发展合作的一个重要模式，也是联合国发展系统的重要工具。国际

劳工组织 2015-2017 年发展合作战略和国际劳工组织南南合作战略（GB，

2012）体现了全球深层次参与南半球发展的趋势。研讨会与联合国系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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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侧重于讨论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理论和实践，及其概念、原则、模

式、政策和计划的核心内容。无论对于拥有丰富经验的专家还是新人，此

次会议的灵活性和互动性都丰富了他们的经历，使他们能够分享国际实践

经验，并有机会开展深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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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学者们的贡献 

每个模块的专题摘要都是根据以下参加学术会议的学者的文章撰写的（完整

出 版 物 见 ： http://www.ilo.org/pardev/partnerships/south-south/ order of 

appearance of names corresponds to modules 1-10)  

Canares, M.：《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及可持续发展目标数据的重要作用》 。  

Dash, A.：《通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管理体面工作的发展成果：国际劳工组织面临 2030 议程的

挑战》。 

Karthikikeyan, M. 《SSTC 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埃塞俄比亚的好的做法》。 

Leiva, G. Cooperación Sur-Sur Triangular en Chile;   

Lund, J. Transfer of Social Technology: Programa de Aquisição de Alimentos (PAA) and Brazil’s South-

South cooperation with Africa;   

Martinez, I. 《南南合作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潜在贡献》 。 

Ouedrago, A. Expérience avec le BIT et coopération Sud-Sud; Ramirez, J. ¿Será posible? Movilizar recursos 

y el desafío de las nuevas oportunidades en la Cooperación Sur-Sur y Triangular.;  

Rocha Mattos, D: 《南南合作与三方合作及社会团结经济视野中的 2030 发展议程》。 

Salinas, L. Chile y la cooperación sur-sur y triangular. El caso de la cooperación para mejorar las 

condiciones de empleabilidad de jóvenes en situación de vulnerabilidad en la República Dominicana;  

Stahl, Anna Katharina：《全球变革背景中的发展合作：对三方合作的再思考》。 

Jaya, V. ：《印度尼西亚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倡议：对南方国家能力建设的贡献》。   

Weixia, L.  ：《通过中国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系统的培训项目，保进中国与东盟在职业安全和健康

领域的合作》。 

 Xiadong, Yao： 《  中国的可持续技术行动：论促进南南合作》。 

Castillo, Carmen. La Cooperación Sur-Sur: Una respuesta al flagelo del trabajo infant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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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lo, A. Article sur la coopération Sud-Sud –Le Travail des Enfants;  

Gomes, J. Academia Sobre a Cooperação Sul- Sul e Triangular;  

Kyaligonza, B. 《东非地区的变相童工》 。 

Loritz, E. Del taller clandestino a la cooperativa textil - Una trama virtuosa de Cooperación Sur- Sur desde 

abajo;  

Pivotte-Cyrus, E.《消除童工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SSTC）》； 

Qureshi, U.    《巴基斯坦的童工及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SSTC ）的联系》 ； 

Sosa, N. Propuesta de Intercambio entre el Ministerio de Trabajo de Colombia y el Ministerio de Trabajo, 

Empleo y Seguridad Social de Paraguay;  

Silva, K. O Trabalho Infantil em Angola; 

 Agbénozan, K. Coopération Sud-Sud et triangulaire, création d’emploi et formation professionnelle. 

Quelle utilité pour les pays africains? Cas du Togo;  

Chinguwo, P. 《 创造就业，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Deveaux, I. ：《南南合作：加勒比海地区气候变化移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Ghosh, S. ：《森林投资计划(FIP)，妇女赋权和南南合作：一个来自亚洲的视角》；  

Ghader, A. Expérience avec le BIT et coopération Sud-Sud; Gueye, M.,  

Amorim, A.：《 南南合作，气候变化和绿色工作：国际劳工组织的视角》； 

Kimanzi, N. ：《 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个机制》； 

Ramjuthan, N. ： 《南非、莫桑比克和佛兰德斯三方合作促进港口业的能力发展》； 

Sotomayor, B. ：《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南南合作的角色：秘鲁的视角》； 

MIDES: Fortalecimiento a Emprendimientos Productivos liderados por personas en situación de 

vulnerabilidad socio económica. Articulación con Argentina;  

Arce, Roxana.La dimensión del dialogo social expresado en algunas experiencias de Cooperación Sur-Sur y 

Triangular entre Argentina y Cuba;  



SOUTH-SOUTH AND TRIANGULAR COOPERATION ACADEMY: A DECENT WORK OVERVIEW 

10 

Bravo Vera, Patricio. Perspectivas de la cooperacion sur-sur y triangular a la agroecologia en el marco de 

la economia social y solidaria;  

Chaloba, D. Cooperação Sul-Sul: um breve levantamento das relações econômicas entre Brasil e África do 

Sul e sua contribuição para o desenvolvimento local;   

Choudhary, N. ：  《非正规工人的组织和社会团结经济： 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SSTC）的一个议

程》； 

Cohen, C. O Cooperativismo e a Cooperação Lusófona; Delgado Noguera, A. Cooperación sur – sur: 

Politicas de desarrollo Economico local y ordenamiento territorial en ciudades intermedias de America 

Latina;  

Díaz de la Vega Suárez, V. Cooperación entre ciudades y desarrollo económico local—Perú; 

 Ferreira, A. Desenvolvimento económico e social local em sãotomé e príncipe - Boa prática de agricultura 

biológica; 

 Ferreira, D. Economia Solidária como estratégia de Desenvolvimento Territorial: Papel da Universidade 

Pública e possibilidades no contexto da cooperação Sul-Sul; 

 González Vázquez, M., Fodde M. & Gilles, V. Experiencia de trabajo cooperación Sur-Sur y sus 

implicancias sobre los programas de EmProRed;  

Höfling, D. Possibilidades de Financiamento e Cooperação entre países do Eixo Sul-Sul visando o 

Desenvolvimento Econômico Local Sustentável e a Geração de Trabalho Decente; 

 Melaku, T.K.：《埃塞俄比亚的地方经济发展》; 

 Lipa Cano, L. Proyecto Triangular: Perú- Guatemala-Alemania: “Mejora de la Gestión Tributaria Local en 

Guatemala”;  

Menezes Neto, J. Intensificar e fortalecer a cooperação entre Brasil e Moçambique, tendo como 

referência um Programa de Educação Profissional, a partir da parceria igualitária baseada na 

solidariedade, na partilha de conhecimentos e experiências e na formação e transferência de tecnologia;  

Nagao Menezes, D. Cooperação triangular sul-sul – entraves jurídicos para a criação de redes de 

cooperação;  

Pereira Morais, L. Cooperação Sul-Sul e triangular, eliminação do trabalho forçado e do trabalho infantil e 

desenvolvimento econômico local (DEL): oportunidades para se pensar a cooperação entre países do Sul a 

partir da experiência brasileira da produção de óleo de palma no estado do Pará; 

 Pinto, C., Agenda 2030 – O Contributo da Economia Social e da Cooperação Sul-Sul e Triang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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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ñones Jr, B. SSTC: A Vehicle for mainstreaming the SSE life learning community in ASEAN;  

Rocha Mattos, D. ：《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及社会团结经济视角下的 2030 发展议程》； 

Rosandiski, E. Legado da atuação da Cooperativas sem Fronteiras (CSF) para promoção da 

Sustentabilidade e do Desenvolvimento Local; 

Rossi, A., Cooperação entre cidades e processos inovadores de gestão; Santos, J. O Papel da rede Lusófona 

de desenvolvimento e da ess e das redes nacionais no espaço CPLP;  

Shekar, C.  ：《南南合作倡议—创造就业和社会团结经济—INDIA / INTUC》； 

 Schiochet, V. Economia solidária. Políticas públicas e cooperação sul-sul para promoção do 

cooperativismo social;  

Seghier, S., UPM et la Coopération Sud Sud;  

Villegas Román, H. Economía Social Solidaria en Costa Rica: Un caso de estudio para la Cooperación Sur-

Sur y Triangular;  

Viloria, J.：《社区支持型农业（CSA），南南合作和社会团结经济对乡村经济的影响》； 

Aziz Camara, A. La protection sociale au Sénégal: état des lieux et extension aux travailleuses et 

travailleurs de l’économie informelle; 

 Basso, E. Artigo sobre Cooperação Sul-Sul na questão da Proteção Social; Dias, F. O Mutualismo como 

uma Ferramenta de Orientação Pedagógica e de Estabilização Social, provável, para os Países da CEDEAO, 

na base da Cooperação Sul-Sul; 

 Lund, J. Transfer of Social Technology-- Programa de Aquisição de Alimentos (PAA) and Brazil’s South-

South cooperation with Africa;  

Prado, V. Cooperação Sul – Sul: Proteção Social, Emprego Público e a Equidade de Gênero;  

Rija, A. General Agreement Cooperation (GAC) entre KTC à Kissi Kenya, ATTI à Mbeya Tanzanie, MELTC à 

Mbale Ouganda et le CF HIMO à Antsirabe Madagascar depuis 2012; 

 Bah, A: La coopération Sud-Sud et triangulaire avec les travailleurs domestiques; 

 Cruciani, A. Amorim, A.: 《脆弱与脆弱的合作和国际劳工组织》； 

Fakhri. K, C: 《脆弱与脆弱合作和南南合作：社会团结经济发展的两个必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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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ares, M: 《重塑国际体系中的南南合作与三方合作及脆弱与脆弱合作：新形式的反抗》； 

 Ansah, F: 《利用社会对话，促进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 

 Anselmo, E. Diálogo Social: Contribuindo para o desenvolvimento do emprego e do trabalho decente para 

a Paz e resiliência;  

Arce, R: La dimensión del dialogo social expresado en algunas experiencias de Cooperación Sur-Sur y 

Triangular entre Argentina y Cuba;  

Camara, A. « La protection sociale au Sénégal : état des lieux et extension aux travailleuses et travailleurs 

de l’économie informelle »;  

Chinguwo P: 《创造就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Consolo, H: Dialogo Social em Moçambique;  

Griffin, K.N: Social Dialogue: The role of social partners in promoting and supporting South-South and 

Triangular Cooperation as demonstrated between The Commonwealth of The Bahamas and Barbados;  《

社会对话：社会伙伴在保进和支持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中的角色——巴拿马和巴巴多斯联邦合作的

证明》 

Leiva,G. Dialogo social y Cooperación Sur; Melli, A.P., Cooperação triangular Brasil – Estados Unidos – 

Moçambique e fortalecimento da organização sindical dos vendedores e vendedoras do mercado 

informal de moçambique;  

Monteiro, R., Cooperação Sul-Sul, a Política Externa Brasileira e os Desafios da Sociedade Civil;  

Nadir, M: L’impact Du Changement Climatique Sur La Coopération Sud-Sud Et Triangulaire: Cas Du Maroc 

En Afrique;  

Nhancale, N.V.E: Redução do impacto das mudanças climáticas em Moçambique; 

 Ortiz, J: El dialogo social en la República Dominicana; Chandra Shekar, R.D: South-South Initiative;  

Bah, A : La Coopération Sud-Sud et Triangulaire avec les travailleurs;De Almeida, P.S: A migração 

internacional e a cooperação Sul-Sul na America Latina”; 

Diop, G: La protection des droits des travailleurs migrants en Mauritanie et au Sénégal »; 

Gomis, J.L: La Migration de Travail: Vecteur de coopération sud-s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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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ttey, L: Bonne pratique de cooperation sud-sud en matiere de lutte contre la traite et le travail des 

enfants; 

 Loritz, E: Del taller clandestino a la cooperativa textil, Una trama virtuosa de Cooperación Sur- Sur desde 

abajo;  

Mourad, L. Agenda de trabalho decente no brasil: reflexões sobre as políticas de migração;- 

 Salinas Asesora, A.M.L: Cooperación sur – sur y triangular: el papel del Ministerio de Trabajo de 

Colombia; 

Sandoval Sigüenza, A.J: Artículo sobre la cooperación sur-sur guatemala-estados unidos mexicanos 

(migración laboral); 

Alaoui Solaimani, Y.: La coopération Sud- Sud et triangulaire, sacrée histoire;  

Gosh, S.K: 《关于亚洲商业公司在实施千年发展目标中作用的考察及商业公司与学术机构伙伴关系

一个案例研究（一个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案例）》； 

Hernandez, E: Participación Del Sector Privado En La Erradicación Del Trabajo Infantil En Colombia: Un 

Caso Exitoso De Cooperación Sur-Sur; 

 Pires Baptista, F.C: 《利用互联网手段加强加强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在体面工作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

工作》 。 

 本书的编写期间得到了下列联合国劳工组织伙伴和同仁的支持： 

Anita Amorim, Andrew Dale, Carlien van Empel, Fernando Baptista, Irais Martinez, Matteo de Simone, 

Kassiyet Tulegenova, Alessandro Ippolito, Samar Djacta, Kamal Gueye, Esther Gomez, Ana Jeannet, José 

Maria Ramirez, Elena Montobbio, Fernanda Barreto, Noord Denkers, Maria Olave, Nuno Tavares-Martins, 

Maikel Lieuw-Kie-Song, Clara van Panhuys, Luiz Machado, Teresa Torres, Federico Negro, Peter 

Rademaker, Pierre Martinot-Lagarde, Roberto di Meglio,  

Martin Gasser, Stefania Perniola, Luisa Guimarães, Nuno Castro, Juliana Maziero Castro, Linda Deelen, 

Adrienne Cruz, Gloria Moreno-Fontes, Alice Vozza, Andreas Klemmer, Emmanuel Rubayza, Maria Tereza 

Gutierrez, Vera Guseva, Jesús García Jiménez, Ariel Castro, Cyntia Sampaio, Guité Diop, Mara Fabra-

Porcar, Yordanka Tzvetkova, Mikhail Pouchkin, Kazutoshi Chatani, Enrique Deibe, Francesca Fantoni, 

E.Ferraz e Fernanda Barreto. 

Celso Amorim, Helder da Costa, Maria da Conceição Matos, Jorge Chediek, Salehi Ahmad Shah, Vicente 

Yu, João Almino, Sarah Fox, Anna Stahl, Barbara Rambousek, Amanda Villatoro, Irene Marocco, Shi 

Yan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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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块 1：南南合作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导言 

经过多年密集磋商和对话，不仅使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行动者，而且使

全球数百万普遍人聚集在一起，联合国成员国一致同意联合国秘书长潘基

文形容的 “世界上最具包容性的发展议程”。《2030 年议程》涵盖了可持续

性的三个包容方面—— 经济、社会和环境，  由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组成，它以千年发展目标（MDGs）取得的进展为基础，最终在

2015 年 9 月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特别首脑会议上正式通过。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人与地球置于中心位置，为国际社会合作提

供动力共同应对人类当今面临的巨大挑战，包括工作领域的挑战。据估计，

到 2030 年，全世界需要创造 6 亿多个新职位以应对全球劳动年龄人口的增

长，每年约创造 4000 万个工作岗位。此外，我们还需要改善约 7.8 亿男性

和女性的工作条件，以使自己和家人摆脱每日 2 美元的贫困线。目标 8 强调

了体面工作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性，其目标是“促进持久的、包容性

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人有体面的工作”。这一全球

目标通过诸如体面工作之社会保护和其他拟议目标下的技能开发等而得到

加强，是对许多政府关切和各地区国家人民需求不可或缺的回应。 

  可持续发展目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与国际劳工组织 

 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上通过的《内罗毕成果文件》（2009 年）（第

64/222 号决议）承认南南合作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重申其为 “南部各国人民

和国家之间团结一致的表现，有助于提高国家的福祉、促进国家和集体的

自力更生以及实现包括千年发展目标在内的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南南合

作是传统南北发展合作的一个补充方法，基于团结、平等和无附加条件的

精神，发展中国家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好的成果找到自身问题可持续的

解决方案。三方合作的实践包括一个“北方”国家和两个或多个“南方国

家”的合作，北方的援助可以采取财政捐助或以其技术援助的形式。三方

合作确实意味着支持“南南合作”，因此必须由有关发展中国家“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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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符合其国家优先事项。《2030 年议程》进一步重申了南南合作的作用

（目标 17）。在团结和无附加条件的原则下，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被认为

是与促进体面工作议程相一致的一种方法，有利于知识交流，经验和最佳

实践分享，支持发展能力建设、技术转让、资源调动，国际连锁和社会创

新网络的培训。国际劳工组织参与的举措已经证明过去 15 年南南合作和三

方合作与体面工作议程之间具有互补性。 

全球南方在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新行动者正在形塑发展议程，

对来自于新兴国家的全球挑战作出越来越有创意的反应，与其他南方国家

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因此，亟需就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定义、其主要原

则、南南合作与三方合作之间的差异以及实施项目所应遵循的程序、南南

合作和三方合作框架以及所涉及的行为者等进行界定。此外，作为实施

《2030 年议程》的重要工具，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17（“加强实施手段

和振兴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中的具体目标也明确提到了南南合作和

三方合作。  

 与创造就业机会和体面工作相关的主要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目标 8：“促

进持久、包容性和可持续经济增长，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促进人人有

体面工作”。 这一全球目标由提供社会保护、消除强迫劳动和童工劳动、提

高生产力、青年就业、中小企业和技能发展等具体目标所强化，是对各地人

民和政府经济和社会需求不可或缺的反应。 但是，创造就业机会和体面工

不仅仅是一个目标，也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 因此，国际劳工组织的

工作和使命对推进整个《2030 年议程》至关重要。 

 通过瞄准并告知能够实现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行动者，在全球范围

内扩大对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了解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到 2030 年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一步。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对国际社会来说是一个

巨大的挑战，不过，发展网络配备了有效的工具，可以确保成功实现目标。

全球南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快合作，发展能力、增强韧性和

减轻风险。他们目前已成为关键的行动者，因为他们中的许多国家已经显

示出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成为商品和服务贸易的领导者， 现在他们

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I. Martinez (2016 年）指出，国际劳工组织已经证

明，在扩大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及加强全球南方的区域间合作方面仍有工

作要做；它还证明，通过创造体面工作，南南合作在帮助提高大部分人口

的生活水平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联合国已敦促所有有关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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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组织和多边机构“加紧努力，将南南合作有效地纳入日常计划的设计、

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并考虑增拨人力、 技术和财政资源来支持南南合作倡

议。 

国际劳工组织的南南合作战略 

  鉴于其总体目标（更好地在各层级达成体面工作成果），“国际劳工组

织 2015-2017 年发展合作战略”围绕四个主要组成部分展开：重点、效力、

能力发展和资源调动。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劳工组织有充分的理由制定一

个共同议程，加强和改善南北与南南合作之间的关系，并在适当的政策框

架内赋权于平等的伙伴关系，针对 2030年目标，促进在发展合作方面改变

游戏规则。A. Dash (2016, 前引书 )认为，国际劳工组织可以支持南南合

作和三方合作成员在体面工作领域采取以结果导向的方法，建立明确的监

测和评估框架，包括在南南合作伙伴中建设更好的能力，通过知识交流和

分享最佳做法的方式解决体制和操作方面的限制。国际劳工组织强大的报

告和知识管理系统及其当地工作人员的发展增加为这一举措提供了支持。

这需要来自国际劳工组织的强有力的领导。因为对体面工作的成果寄予厚

望，国际劳工组织的伙伴关系和实地支持部（PARDEV）将通过其新兴和特

别伙伴关系机构（ESPU）进一步深化并加强努力，在其宣布的成果框架内，

特别是在成果（2）中所述的战略方面，拓展与社会伙伴和民间社会组织进

一步的新伙伴关系。成果（2）：随着越来越多的政府、社会伙伴、联合国

机构和非国家行动者的参与，体面工作议程通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务得

到推进。 

  A. Dash (2016 年) 认为，相较于联合国其他机构，国际劳工组织在三方

合作方面多年来具有坚实的基础。对于国际劳工组织来讲，南南合作和三

方合作被认为是发挥其独特优势的一个路径，即知识和经验、三方成员、

作为能力建设的有效手段、知识分享、经验和最佳做法的交流、区域内合

作，以及作为调动资源的手段。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需要多方利益相关者

的意见，有鉴于于此，基于其三方的特点和社会伙伴关系，联合国劳工组

织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促进三方合作，以及提供建立共识及发展中国家行

动者之间合作的平台。成员国政府雇主和工人在工作领域组成了最大的专

家网络——是体面工作议程主流化的主要生力军。三方合作与国际劳工组

织“天造地合”。因此，作为实现组织目标的一种手段，联合国劳工组织在

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方面举足轻重：提高并实现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

为男人和女人获得体面工作和收入创造机会；促进对所有人社会保护的有

效性和覆盖；加强三方合作和社会对话。因此，国际劳工组织深刻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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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种发展合作方式（SSTC）对加强社会正义和体面工作议程主流化

（(DWA)）来说是一个机遇；同时，三方合作也一定会促成联合国劳工组

织达成使命，完成其任务。 

国际劳工组织非常重要的战略之一是通过各种出版物和知识分享论坛

传播好的做法方面的信息，如年度全球南南发展博览会等。近年来，联合

国劳工组织通过帮助、组织和资金援助，支持召开了许多劳工问题对话方

面的国际论坛，为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活动提供便利， 如“国际劳工组织社

会团结经济（SSE）学术研讨会”，“社会团结经济的潜力与局限性”会议

（2013），“社会和团结金融：张力、机会和变革的潜力”会议（2015），

“对基于证据决策的绿色工作进行评估”学术会议。这些活动是向三方伙

伴开放的论坛，使他们能够分享知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之是联系的经

验及具体劳工话题，同时也为他们提供建立联系网络的机会。例如，国际

劳工组织约翰内斯堡社会团结经济学术会议（2015）的一个直接成果就是

促成了一项印度—巴西学术合作计划——关于“筹划印度和巴西社会团结

经济前景：在社会团结经济中采取基于性别的方案”，该方案由 Anup Dash 

（印度）和 Leandro Morais（巴西）主导，得到了国际劳工组织的支持。 

 

案例研究：智利和三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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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智利国际合作署(AGCI)研究，作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智利的作

用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仍然是技术合作的受益者（在成本分担计划

下）；另一方面，它又是南南合作的一个提供者，以其能力与经验为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提供帮助，其在某些特定领域拥有显著的长处。

G. Leiva (2016 年) 指出，智利目前拥有 12 个三方合作的网络：德国、

西班牙、美国、日本、新加坡、墨西哥、澳大利亚、韩国、法国、葡萄

牙、瑞典、加拿大。优先合作的领域是：制度强化与现代化、社会发展、

发展经济合作、环境、自然资源和能源、农业和食品安全、区域和地方发

展、灾害预防和人力资本建设。 

   智利已经接受这一挑战并采取一项深思熟虑的战略，通过智利国际合

作署的运作，与发展程度相同或较低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并加强与 12

个“传统合作伙伴”北方国家的联系。智利与德国合作，已经并继续发展

在以下国家的合作项目：多米尼克共和国（年轻人创业精神/ 年轻人就业

能力）、瓜地马拉（食品安全）、海地（青年就业和环境）、萨尔瓦多

（青年就业）、洪都拉斯（固体废物管理）、哥伦比亚（固体废物管

理）、巴拉圭（区域和地方发展）。另一个好的案例是，智利积极与其他

南方国家进行项目合作，改善多米尼克共和国的就业环境，帮助脆弱的乡

村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一经验是基于智利和德国在 2000 年开发的

名为“ 融入年轻人”（ Interjovem）的双方合作项目，该项目旨在提高

年轻人的技能和创业精神，以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 

 

持续推动东盟国家的三方合作：中国、印度尼西亚和东盟国家合作案例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中国国家主席在访问中亚和南亚时，提出了共同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此后被称为一带一

路），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在 2013 年中国-东盟博览会上，中国国家总

理李克强强调，建立面向东盟的海上丝绸之路，构建战略推进器，促进贫

困地区发展。 加速“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

敏荣，地区经济合作，加强交流和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学习，并促进世界和

平和发展。有充分理由相信，这将有益于全世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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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xia (2016，前引书 ) 指出，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指导下，中国已经制

定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计划，包括区域和次区域合作，如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丝绸之路倡议）。在第 16、17、18 届中

国-东盟首脑会议（10+1）上，李克强总理指出，中国-东盟关系已经远远超

出了双边的范围，成为巩固东南亚和平、团结和发展的基石；在与邻国的

外交中，中国始终视东盟为优先；中国坚定支持东盟国家的完整和社会建

设，及其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他同时也强调，中国和东盟应将一带

一路倡议和地区其他国家的发展战略相协调，共同提升传统和非传统领域

的安全合作。 

旨在扩大柬埔寨和老挝民主共和国就业服务和增强劳动力市场信息的国

际劳工组织和中国南南合作项目就是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内三方合作的一

个好的例证。经过 2014 和 2015 两年，柬埔寨和老挝民主共和国从中国经验

中收获颇丰，特别是通过考察和了解中国先进、全面和广泛的就业服务体

系。这里要注意的是，第一阶段支持的基础工作已经提供了优质的就业服

务，并且非常愿意努力争取获得无收费多用途服务机构的地位，就像中国

的情况一样。 

Xiaodong (2016，前引书)指出，就就业的主要目的和战略来说，中国、

国际劳工组织、南南合作项目将有助于 2030 议程的实现，因为它包含了可

持续性的三个方面：经济的、社会的和环境的。更重要的是，项目成果将

纳入联合国所称的“到 2030 年，可持续增强那些有相关技能（包括技术和

职业技能）的年轻人和成年人就业、体面工作和创新精神”。在中国、国际

劳工组织和南南合作框架下，项目将继续实施，其中，中国将提供资金支

持并结合中国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的经验，实施广泛的经验交流措施 

中国和东盟的职业安全和健康 

众所周知，在中国，职业健康和安全（OSH）经常指“工作安全”，与人

民的生活和福祉直接相关，关系到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由

于快速发展，大多数东盟国家面临着一系列职业健康和安全方面的挑战，

并且通过多年的努力积累了解决问题的经验和做法，鉴于中国面临非常相

似的境况，它将对中国产生重要的意义。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职业安全和健康，其政策从可持续发展目标 3“确保健康

生活，提高所有年龄所有人的福利”中受到启发。2010 年，国家安全生产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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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管理总局通过了“中国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基本规范”，并通过全面实施

取得了成效和经验。经验证明，工作安全的标准化，对企业来说，在能力

建设方面具有长效的作用；对政府来说，是政府监督的重要的抓手及防范

事故发生的有效手段。中国-东盟合作面临广阔的前景和机会，希望中国和

东盟在职业安全和健康方面开展越来越多的合作，它将进一步帮助人民在

一个安全和健康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增进共同繁荣，为东南亚和全世界

人民的和平和发展做出贡献。这些举措具有活力，将用助于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 3“确保健康生活，提高所有年龄所有人的福利”。 

印度尼西亚，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三方合作 

根据 Jaya (2016)统计，从 2006 年到 2014 年，印度尼西亚投入三方合作

计划的总金额达 4980 万，该投资组合包含 700 多个单项计划，大约有来自

亚洲和中东国家（75%）、非洲（17%）、太平洋地区（5%）和南美国家

（3%）的约 4000 名参加者。印度尼西亚有三个三方合作的旗舰计划：发展

问题、好的治理、和平建设及经济问题。每个事项都体现了印度尼西亚的

比较优势，也是创建地区和全球知识中心的领域。2014 年，有 26 个三方合

作举措，吸收了大约 118 万美元阶段性预算，资金来自发展伙伴或伙伴国

家。 

为了促进全球发展，特别是 2015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确立之后，印度尼西

亚确定了几个核心领域，称作旗舰计计划，体现了印度尼西亚对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承诺。印度尼西亚的三方合作已经实施了一些旗舰计划，诸如社

会赋权能力建设计划、菜牛人工授精计划、振兴农民农业和乡村培训中心、

减灾减险和气候变化计划、民主能力建设和冲突解决计划、贸易和出口能

力建设计划、公路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人口、家庭计划和再生育健康计划、

发展中国家伙伴关系奖学金计划、以及宏观经济、公共财政和微观金融能

力建设计划。 

 

 

  社会技术政策和南南合作（摘自 Lund，2016.前引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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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技术政策包括可复制的产品、技术或方法，并且是与一个社区合作

开发，是社会转型有效的解决方案。目前为止最成功的社会技术项目是巴

西的公共食品采购计划：Programa de Aquisição de Alimentos (PAA). 

十多年来，公共食品采购计划一直利用社会技术解决乡村贫困儿童营养不

良问题， 该计划既在建设地方适应力方面产生短期效应，又在社区可持

续发展方面发挥了长远的影响。它为多种紧迫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并在

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南南合作在发展中国进行推广。在 “巴西零饥饿计

划”减少饥饿并提升食品和营养安全的经验激励下，巴西政府在高级别巴

西—非洲关于食品安全，战胜饥饿和乡村发展会议上 (巴西, 2010 年 5

月) ，承诺实施“为非洲人从非洲购买”计划（ PAA Africa）。在巴西

政府和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的资助与资金支持下， PAA Africa 与埃塞

俄比亚、马拉维、莫桑比克、尼日尔、塞内加尔建立了伙伴关系，并得到

了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和世界粮食署“为进步购买” (P4P)的

支持。PAA Africa 目前正与政府、联合国机构和民间社会合作，为学校

提供食品资助，支持地方农业发展。它同样努力支持小规模家庭农场进入

集团市场并提高学生的食品安全。南南合作模式是 PAA Africa 的支柱，

它为参与计划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持续的交流与学习的机会，也为来自北方

发展伙伴和多个联合国机构——WFP、FAO 提供合作机会，有利于巴西在与

巴西的五个伙伴国家和区域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能力建设。PAA Africa 

与非洲联盟“非洲发展新伙伴”一起，为学校的孩子们提供适足的营养。

为学校提供食物计划和从小规模家庭农场购买食品计划，具有多种短期和

长期利益。创新是南南倡议的核心，可以根据南方的国家专长，以及共同

设计、计划和开展技术转移活动而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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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作用 

作为应对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面临的广泛挑战，人们创建了全球可持

续发展伙伴关系数据库，作为一个“由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组成的全

球网络，促进共同工作，加强包容性、信任和创新， 数据被用于解决全球

可持续发展问题。” (GPSDD, 2015)人们认识到，不改革数据收集、汇总

和分析程序，确定各国是否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承诺将是是困难的。 

联合国在一份报告中强调要进行数据革命。报告指出，“数据是决策

的生命线和责任的原材料。 没有高质量的数据在正确的时间提供正确的信

息; 几乎不可能设计、监测和评估有效的政策” (UN, 2014:2)。因为这是

一个艰巨的任务，有人认为，人们需要获得这些数据，以便所有人都能够

“监测进展情况，向政府问责并促进可持续发展” (UN, 2014:2) 因此，

呼吁开放数据，以便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能够访问数据并将其用于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各种目的。 

Canares (2016, 前引书)认为， 以数据为依据和以证据为基础的做法

为公共和社会部门领导者提供了增加影响的新机会，同时降低了低效率。

体面工作议程应当努力促进数据驱动的社会变革。采用数据驱动的方法有

其经济和道德的必要性。鉴于有限预算的长期性，我们必须将资金用于那

些利用数据显示其实现影响的计划和举措，并将资金从那些始终未能实现

可衡量成果的实践，政策和计划中引导出来。因此，建立那些能够实现最

佳结果的有关做法、政策和计划的证据具有长远的重要意义，它能帮助决

策者做出正确决定。采取这种办法后，传统的捐助者将难以抵挡这样的诱

惑，以一个自上而下的方式工作。鉴于三方合作的横向特征（拥有一个平

等的视角），构建从下往上的倒置的进程和计划实施很重要，它将吸收社

区成员直接参与社会变革的工作，基于“所有权”的理论，实现复杂的  

这种数据质量和开放性的差异需要一定的合作框架，这将有助于改善

整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质量和开放性。这种合作框架必须承认发展中国家

处于不同的起点，同时承认这些国家可以借鉴发达经济体的经验。例如，

像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或多或少在开放数据举措方面具有相同

的制度安排，他们可以相互学习，同时仿效像韩国或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

的做法。就此而言，南南三方合作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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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网络的法律风险1   

在合作的多种可能性之中，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通过实施联合诊断、公共

政策规划、发展和培训员工，在各种参与者之间协作行动，各参者追求从简单

的信息交换到共同任务等不同的目标，以解决相同的问题。不同于私人间由合

同规定的法律关系，涉及社会问题的挑战没有相同的解决时间。私人法律关系

主要领域只是核心质量的差异，南南合作中建立的关系就象南北合作关系一

样，具有社会特性。 

正如上面 Nagao Menezes (2016, 前引书),所述，三方关系是由雇主、工

人和国家组成，他们中的每一个当事者都由具体的法律建构和组成，每个国家

法律赋予他们不同的组织能力。这一事实增加了合作协议结果中的不均衡性，

因而对基本的现代法律支柱——成员国之间的平等造成了挑战。 

当合作涉及到国家时，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特别是考虑到国家间的政治分

歧。很少有被称为集群或“单位”的国家只拥有政治权力。一般来说，国家分

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然而，并非所有的地区和地方政府都有合法的权力，足以

胜任缔结合作协议，尤其是在涉及合同的国际义务时。 因此，为了加强南南

合作和三方合作，必须系统地处理一些非常关键的法律障碍。 

                                                        
1 引自 Menezes, 2016，前引书。 



 

 

 



 

 

模块二：通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SSTC）打击童工、拐卖儿童

和现代奴役 

导言 

如今，仍然有 1.68 亿的儿童被雇佣为童工。其中一半，大约 0.85 亿的

女孩和男孩从事着童工中最恶劣形式的工作，剩下的儿童被认为是过于年

幼无法从事工作。2100 万的女人、男人和儿童被强迫劳动，从事着被剥削

的工作和服务，每年创造至少 150 亿美元的非法利润。童工和强迫劳动吸

纳了最为脆弱和最缺乏保护的人，使其陷入贫穷和依赖的恶性循环。 

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试点开始于 2005 年，当时，国际劳工组织与巴西

政府签署了谅解备忘录。2009 年，国际劳工组织/巴西伙伴关系计划“促进

南南合作阻止和消除童工” 包含了在广泛的发展中国家开展共同活动，在

11 个国家实施了 10 个次区域和国家项目。这些项目最初在玻利维亚、厄瓜

多尔和巴拉圭实施，后来扩展至南方共同市场地区（MERCOSUR）（阿根

廷、巴西和乌拉圭）和非洲葡萄牙语国家（PALOP） 2，接着又扩展至坦桑

尼亚（非洲）、东帝汶（亚洲）和海地（加勒比地区）。与海地和南方共

同市场的有关的项目是与美国基金会共同出资，通过与美国国务院

（USDOS）和劳工部（USDOL）建立伙伴关系而开展，并在在创新性的三

方合作协议之下实施（国际劳工组织的首创）。由社会发展部资助的名为

“加速消除童工最恶劣工作战略”的项目为第三届全球童工问题会议的准备和

实施提供支持（第三次全球童工问题会议于 2013 年 11 月在巴西召开）。
3
  

在玻利维亚、巴拉圭和厄瓜多尔的打击童工项目是巴西合作署南南合作

和三方合作计划中的第一个项目，也是与美国劳工部通过三方合作形式达

成协作的良好案例。诸如有条件现金转移、劳动监察、童工和青年就业和

技能发展等不同行动者参与的 SSTC 机制和实践得到了发展。 

消除童工的国际计划（IPEC） 

                                                        
2 将葡萄牙语作为官方语言的非洲国家有 6 个：安哥拉，佛得角，几内亚比绍，莫桑比

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赤道几内亚。 
3
 2013 年期间，以下项目开始实施：MERCOSUR PALOPs、厄瓜多尔、海地和坦桑尼亚，

以及通过 SSTC 支持 CGTI III 的项目。在 2013 年 1 月到 11 月间，联合国巴西办事处主

要开展第三次全球童工会议宣传并为会议召开进行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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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工组织致力于消除童工的国际计划始于 1992 年，整体目标是大幅

度地减少童工，该目标已通过加强国家解决童工问题的能力和促进反对童

工的全球迁徙得以实现。目前，88 个国家实施了消除童工国际计划，2008

年的年度技术合作项目的支出高达 6.1 亿美元。该计划是全球同类计划中最

大的一个，也是国际劳工组织单个运营计划中最大的一个。 

消除童工国际计划合作者的数目和范围逐年扩大，至今已包括雇主和工

人组织、国际和政府机构、私人企业、社区组织、非政府组织、媒体、国

会议员、法官、大学、宗教组织等，当然还有儿童和他们的家庭。消除童

工国际计划的工作是国际劳工组织体面工作议程的一个重要方面。童工不

仅阻碍了儿童接受其未来发展所需的必要技能和教育；而且，经由竞争力、

生产力和潜在收入的损失，使得贫穷长期存在并影响着国家的经济。阻止

儿童成为童工，需要为他们提供适当的教育，帮助他们的家庭成员获得培

训和工作的机会，并致力于为成年人直接创造体面的工作。 

设置目标群体中的优先事项 

既然消除童工国际计划的目标是阻止和消除所有形式的童工，那么优

先考虑的应当是童工中最恶劣的形式，例如 1999 年（第 182 号文件）国际

劳工大会规定童工的最恶劣形式为：任何奴隶形式或者类似奴隶的形式；

比如，出售和拐卖儿童；债务奴役和农奴以及强迫和强制劳动，包括强迫

或强制征用儿童参与武装冲突；促成或提供儿童卖淫、制作色情作品或者

色情表演；促成或提供儿童从事违法活动，尤其是相关国际条约规定的毒

品的生产和贩运；从事损于儿童的健康、安全或者道德的工作——根据工

作的性质或者工作的环境来判断。 

 

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及拉丁美洲的方案：加勒比海的案例（Pivotte-

Cyprus, E, 2016） 

国际劳工组织将“童工”定义为剥夺儿童的童年、潜力和尊严的工作和有害于

儿童的身心发展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个定义中，童工都干扰和

严重损害了儿童的生活。所有的组织都坚决反对这种情形。为了创造一个

没有童工的世界，二十年前一些国家之间成立一个名为“消除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海地区的童工的区域倡议”的联盟。这个区域性倡议致力于使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海地区成为世界上首先消除童工的发展中地区。因此，为了实现

这个目标，至关重要的是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与拉丁美洲一起参与。这带

动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推动批准了消除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童

工的路线图。为了实现消除童工的目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将通过分配

成员国具体的任务和承担的角色来设置合理的监督系统，包括下列任务：

为区域倡议提供最高标准的政治支持；在国家、次区域、区域和全球的论

坛上宣传区域倡议以确保其得到执行；与技术秘书处进行有效互动以执行

区域倡议的各个计划和项目；与区域一级和国家一级的区域方案建立联系，

传播信息、交换意见、确保利益相关者之间能够相互协调和反馈意见；根

据焦点网络的委派，确保遵守、跟进和管理政策和战略；就区域倡议的设

计、跟踪和实施宣传及资源调动策略方面，与焦点网络进行协调。 

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及葡语国家共同体：佛得角、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巴

西 

在佛得角，佛得角儿童和青少年研究所（ ICCA）由 Jairson Gomes（

Gomes,J,2016, 前引书 ）创立，旨在阻止和消除童工。这家研究所的前身是

佛得角未成年人研究所（ICM）成立于 1982 年，其责任是促进和保障儿童

和青少年福利，保护他们避免落入有损他们身心健康的境地。 如今，佛得

角儿童和青少年研究所已经改变了它的方法，根据所有权的新理念进行干

预，将儿童视为权利主体。因此，佛得角儿童和青少年研究所 2010 年参加

了的一个致力于规划和设计消除童工项目的研讨会，该研讨会由巴西政府

组织，旨在促进童工领域的南南合作，因为有足够证据表明巴西在防止和

消除童工上积累了诸多经验并成为有着良好做法的国家。 

自巴西政府、国际劳工组织和坦桑尼亚、加纳、安哥拉、佛得角、几内

亚、莫桑比克以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之间建立伙伴关系以来，开展了各种

共同活动，对国家当局开展防止和消除这种现象的行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结果令人满意，并通过在国家一级开展的各种研讨会引发了关于童工问题

的激烈辩论，重点是提高公共行政部门和劳工、社会伙伴和非政府组织对

消除童工现象的认识。另外，在这个项目下，非洲葡语国家批准了国家防

止和消除童工的行动方案；制定了一个禁止儿童和青少年参加的危险工作

清单，建立三方国家委员会或者其他顾问团用于处理与儿童工作有关的现

行政策和立法的问题。此外，这个项目打算加强社会对话，允许葡语国家

共同体（CPLP）间分享经验，加强葡语国家共同体的南南合作，尤其是在

非洲葡语国家间的合作。该项目有助于促成批准第 138 号和第 182 号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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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组织公约。例如，佛得角对第 138 号公约的批准是在区域性会议的推

动下完成的，国际劳工组织介绍中提到该国是葡语国家共同体中唯一一个

未批准第 138 号公约的国家，该公约 2011 年 2 月生效。在更广泛的意义上，

佛得角的这项提案的目是推动国家政策的整合，通过一个咨询机构就打击

童工问题审查并修正国家行动计划，供部长理事会通过；同时，在国家层

面确保建立一个机制，让不同目标群体对童工及其最恶劣形式有所了解并

提高认识。倡议的首要目标是加强制度和地方能力建设，以及推动部长理

事会通过国家行动计划，并使之成为国家防止和消除童工现象的公共政策。 

Silva,K.( Silva,2016)提供了另一个南南合作和 CPLP 国家间关于童工的社

会对话的闪光的例子：尖叫训练，作为这个项目的一个成果，国际劳工组

织在安哥拉的专家与安哥拉政府及安哥拉社会伙伴一起开展了一次培训活

动。这个项目由罗安达（Luanda）专攻尖叫方法论的 40 名教师组成，其中

包括 2 名安哥拉教师，他们前往莫桑比克学习并复制莫桑比克通过教育、

艺术和媒体（尖叫）训练莫桑比克的教师来保护儿童权利的经验。这项活

动加强了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教师之间的联系，此后，他们讨论了打击童工

的联合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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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3：增加就业、气候变化和正义转型  

导言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和气候变化的承诺不能单独由政府来完现，社会伙

伴，即雇主和工人组织将发挥核心作用，在全球范围内生成和传播我们所

需的解决方案。国际劳工组织正当其位，其三方成员在促进各国内部和各

国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方面拥有便利条件。2015 年 11 月，国际劳工组织理

事会通过了一项转型正义指南，旨在指导实现所有人的环境可持续的经济

和社会发展。指南涵盖了九个政策领域，通过促进环境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创造就业机会和社会包容——不落下一个人，为各国政府、工人和雇主在

各国内部以及国家之间开展共同工作，提供全面指导框架，切实推进可持

续发展的三个维度。 

包括巴西、中国、土耳其、韩国、印度、南非等在内的所谓“新兴”国

家在贸易、金融、投资和全球经济治理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 打破了国

际合作领域的规则和历史分界线。多年来，发展合作一直是北方（西方）

向南方（发展中国家大部分由非洲国家组成）单向传输资源、知识、专门

知识和技术。“虽然在价值和数量上南北合作仍然是合作的主要形式，近

年来，南南合作开始急剧增加，从 70 年代后期的相对边缘化到现在这样的

一个全球经济现实——发展融资机制中占据了其国际地位。（国际贸易中

心 OIF，2014年，第 5页） 

联合国秘书长近年来关于南南合作的报告表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日

益重要。这体现在南方不仅增加了个人的财务实力，而且对全球经济的整

体影响也呈指数增长。目前，发展中经济体拥有超过 5 万亿美元的储备，

其贸易总量同样占全球贸易的 47％，其中南南流量约占这一总量的一半。

这是未来几年的主要增长动力之一。这些趋势表明，将 SSTC 变成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巨大增长引擎，有必要，也有机会。事实上，正如联合国秘

书长潘基文在 2012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UNSD）首脑会议南南合作高级别

圆桌会议上所说，“南南合作将在实施 《2030 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中发挥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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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Kimanzi（2016 年，前引书）的观点，2015 年 12 月通过的《巴黎

协定》是多边外交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旨在推动全球气候变化行动。就

业、环境和社会发展是可持续发展基本和密切相关的三个方面 。该协定还

指出，缔约方针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应尊重、促进和考虑其各自的人权义

务，包括两性平等和妇女赋权。有关气候变化的行动还应该考虑到劳动力

的公正转型和促进体面就业的迫切性。这种综合方法将推动环境可持续发

展的努力转变为发展的重要途径，带来更多更好的就业、增加社会福利和

减少贫困。有充分资料证明，持续的气候变化有可能会加大现有的以性别

为基础的不利状态。（开发计划署，2007 年）这包括性别差距恶化可能影

响妇女的能力，特别是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这是因为妇女较难获得和掌

握诸如土地、信贷、农业投入、技术等生产手段，以及参与决策的平等权。

(Aguilar, 2008) 在许多国家，干旱、洪水和森林砍伐增加了女童和妇女不平

等的工作负担，使她们没有多少时间接受教育并从事有偿工作。（国际劳

工组织，2013 年） 

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当政策，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获得实际

收益提供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交流在这个领域具有重

要意义的原因。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通常针对具体情况提出解决

方案。然而，一些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和岛屿国家，其

农业、农村经济、旅游业和工业部门均有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并面临气候

变化带来的同样的挑战。世界各地已经尝试了许多技术和政策对策，增强

经济和社会系统的修原力，如通过吸取经验教训、确定成功的做法和对潜

在的复制能力的评估等。在促使各国学习这些经验，加大力度应对气候变

化和实现 2030 年议程方面，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这

种合作还可以包括分享有关性别主流化的良好做法。能力建设就是一例，

《巴黎协定》在其第 11 章第 2 条中规定，能力建设应该由国家推动，它应

该是一，参与、交叉和性别敏感的，有效、反复的过程。《巴黎协定》还

呼吁在决策中实现性别平等，例如第 103 段 关于“促进执行和遵守”，指出，

决策委员会应考虑性别平等的目标等因素。 

国际劳工组织一直积极参与全球南南合作发展博览会，并在国际劳工组织总

部主办了 2010 年的全球南南合作博览会。2013 年，全球南南合作博览会上，

展示了巴西与美洲其他国家开展的“绿色补助金”南南合作项目，该项目的称

为 “Bolsa Verde”：支持保护计划。“绿色补助金”于 2011 年 10 月 14 日建立，

是巴西政府战略决策“无贫困巴西”计划（Brasil semmiséria）的一部分。该

举措已经使国家环境保护的重要行动者获益，如原著民、河岸居民、马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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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后裔、传统采掘区居民、采掘的传统社区民众、农村居民点和家庭农

民受益。河流以及马罗昂人的后裔，农村居民 和家庭农民等。其目标是：

鼓励保护生态系统（维护和可持续利用）；提升公民意识和改善民众生活

条件；提高农村赤贫人口的收入，开展农村自然资源保护活动；鼓励受益

人参与社会、技术和职业和环境方面的培训活动。巴西已主动采取措施与

全 球 南 方 其 他 国 家 就 可 持 续 发 展 和 体 面 工 作 开 展 合 作 。 

(http://www.ilo.org/pardev/south-south/lang--en/index.htm).  

我们已经了解到，通过建立从业者、研究人员和培训机构的全球和区域网络

的南南合作知识分享经验，可以成为国家间学习和经验分享制度化的有力

途径。例如，绿色就业评估机构网络（GAIN）是一个由 20 多个国家的国家

研究和政策机构组成的合作网络。绿色就业评估机构网络促进了南南合作

和三方合作的合作研究和经验交流，从而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国家机构的能

力，以便他们更好地为绿色增长和绿色就业提供有关政策和投资的信息。 

大量的计划和干预模式，如就业密集型投资计划、绿色就业和绿色创业技能

开发、针对气候灾害的社会保护以及促进公平劳动力市场等，对气候变化

和体面工作至关重要；这些已被证明可以提供宝贵的经验，并在各国之间

学习分享和培育。正确的投资和政策条件、向环境可持续性的转变，促进

了社会的包容度，包括为女性创造更好的机会，推动性别平等。新的服务

和相关的就业机会可以吸收为那些以前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或不适合

劳动力市场的人进行就业。例如：获得更清洁的能源和支付环保服务。

（Kimanzi op.cit，第 42 页）利用这一知识体系，国际劳工组织将于 2016 年

7 月开设一个新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培训课程，其中包括有关气候变化、

南南合作与公正转型之间相互联系的模块，社会团结经济方面的经验也有

所展示。社会团结经济作为讨论主题，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作为一种合作

方式，将两者结合起来对于国际劳工组织来说是战略机遇。这个新课程体

现了联合国对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气候变化协议》的相关条款的集

体回应，以及促进南南合作、及在这些领域进行经验交流的能力。 

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可持续发展目标、气候变化 

在 2015 年的联合国首脑会议上，世界各国领导人通过了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取代了千年发展目标（MDGs），这标志着全球社会下一步将

协同努力实现共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http://www.ilo.org/pardev/south-south/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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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影响之一是，呼吁全球要逐渐将发展视为合作问题而不是传统的

发展援助方式问题。国际发展合作以往主要由政府资助的发展援助来推动，

现在则呼吁通过建立多部门伙伴关系，将资源、专长和能力进行集中，以

实现 2030 年发展议程的 17 个目标的雄伟抱负。这些伙伴关系将来自学术界、

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区域间、区域和次区域的行动者们结合在一起，共同解

决当今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 

联合国秘书长近年来关于南南合作的报告证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日益

重要。这体现在南方不仅增加了个人的财务实力，而且对全球经济的集体

影响也呈指数增长。目前，发展中经济体拥有超过 5 万亿美元的储备，其

贸易也占全球贸易的 47％，其中南南合作流量约占这一总量的一半。这将

成为未来几年的主要增长动力之一。这些趋势表明，有必要，也有机会将

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变成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巨大增长引擎。事实上，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 2012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UNSD）首脑会议

南南合作高级别圆桌会议上所说，“南南合作将在执行《2030 年议程》和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联合国和其他发展合作伙伴有一个绝佳的机会和义务，利用南南合作和三方

合作框架所包含的独特优势，为全球南北方的国家服务。全球南方现在坚

定地致力于思想的发展、知识的分享、良好的实践以及建立推动全球南方

快速转型的金融工具和机制。南方国家的区域开发银行也积极推动正在发

生的进程。几年前，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的经济飙升，他们与俄罗斯

一起组成新的发展银行。新开发银行是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在地缘政治和

经济领域中发挥重要影响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也是设立全球优先事项和参

与的关键因素，很大程度上在被认为是传统的受援地区和捐助地区之间建

立了更平等的关系。 

当然，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通过大量采用经过验证和测试的方法，在类似环

境及相关项目中应用，将可持续性纳入了计划制定和项目实施方法中。南

方国家促进了技术和知识进步，这些知识和技术适合于他们国家的环境，

而且可以被世界其他地方所借鉴。在这方面，南方国家态度认真并具有专

长。 

将财富不断增长、技术进步、政治稳定和成就普遍中等收入或更好的

雄心的结合起来，对可持续发展来说是一种福音。联合国和其他参与官方

发展援助的组织有机会利用政府的雄心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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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年议程》通过之后，各国政府围绕立即采取全球行动的问题展开讨

论，并就解决这些问题制定了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其中包括《亚的斯亚贝

巴协定》、《仙台框架》、《萨摩亚途径》和《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在

国家层面，各国正在努力使其国家计划与这些目标保持一致。南南合作和

三方合作将是一种流行和实用的方法，它能增进个体的努力的价值，并促

成针对《2030 年发展议程》的一系列举措的倍增效应。 

 

多哥的南南合作: 

Agbénozan, K. 进行的一个案例研究（ 2016, 前引书.） 

多哥和中国 

自 1972 年 9 月 19 日两国建交以来，多哥和中国在政治、经济、技术、金融

和社会文化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基于和平、团结和促进南南合作等一

系列价值观和理想，中国和多哥就双方合作达成了若干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这

些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实施是对加强中多两国双边合作的证明，并通过高层伙

伴的正式访问来维持和加强。2006 年举行的第一次中非首脑会议，非洲国家

元首包括多哥共和国总统 Faure Gnassingbe Essozimna 阁下与会。2006 年 1

月 12 日通过的《宣言》确定了中国与非洲的合作政策方针，如不干涉国家内

政、不附加条件的援助、无预算支持，也没有对善政的要求。2010 年上海世

博会上，中国政府宣布在多哥实施八项措施。以多哥和中国这个南南国家在经

济和金融方面为例，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每年都会在多哥提供一笔近似 70 亿

美元的 FCFA 赠款和无息贷款。此外，通过此合作，中国为实施某些项目和微

型项目提供技术支持。因此，我们认为，中国与多哥的合作是发展合作的一个

新兴趋势，在社会发展领域也能够取得丰硕成果。  

多可和巴西 

多哥与巴西之间的合作始于 1972 年，两国签署了若干协议和谅解备忘录。

KomlaviAgbénozan（2016 年，前引书）认为，为了加强多哥和巴西之间的关系，

有必要在合作中注入活力和创新性，包括建立一个分散的伙伴关系。 

至于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多哥可能会敦促巴西在联邦技术教育中心、全国工

业学徒服务和技术培训机构之间建立伙伴关系。此外，多哥政府可以与巴西和

妇女问题和保护性虐待受害儿童秘书处进行合作，以便从巴西的实践经验中受

益。多哥和巴西之间的文化交流也须通过巴西 Party Ewole 节日和非裔巴西人

传统节日的融合 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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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 与加勒比的南南合作：小岛屿的视角 

根据 Deveaux（2016 年，前引书）的研究，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论坛中讨论

最广泛的全球问题之一。对于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

和沿海低洼国家来说，这一全球性挑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过去的

几十年中，举行了大量会议，成立了各种组织并撰写了报告以解决这一紧

迫挑战。世界已经得出结论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不应

忽视，必须制定协调一致的行动计划来帮助缓解其影响。各国也认识到，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没有人能够逃脱”，诸如南南合作这样的国家和组

织之间的密切合作至关重要，因为他们愿意并能够提供支持和协助解决气

候变化问题。 

现在工会有更多的机会在各地区进行更有效地联网，并有效地开展合作，克

服僵化的局面和顽固的特殊主义。近年来，南方国家出现了新的国际主义

网络或新生贸易工会（全球化和工会权利南方倡议，SIGTUR），在拉丁美

洲，在南非工会支持帮助下，对美洲地区工人组织（ORIT）进行了改革并

实施新的国际战略。工会强烈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方违反劳工标准，

其他组织则支持或推动诸如服装行业的道德交易活动的开展(Waterman & 

Wills, 2001)。鉴于对职业健康和安全，环境正义问题方面的关注，同样出

现了一种劳工环境主义，他们认为，无节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无论对人

对地球都是有害的。 

加勒比地区由各种各样的小岛屿国家组成，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主要是由海平面上升造成的影响。虽然它们不是像中国这样的工业化国家，

也不会产生温室气体，但电力公司生产的电力消耗化石燃料，这反过来又

会导致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因此，岛屿有必要认真监测和了解气候变化，

并利用机会学习如何对抗和减少其破坏性影响。2002 年，在加勒比规划适

应全球气候变化项目组出具的一份关于加勒比国家通信的脆弱性和适应性

区域综合报告中，加勒比十个国家概述了他们对气候变化的担忧。其中包

括热带风暴的数量和强度增加、干旱加剧、对水资源、农业和健康以及沿

海和陆地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等等。加勒比大部分国家普遍担心的一个

主要问题是气候变化对旅游业的影响。对于加勒比地区的许多国家来说，

旅游业是最重要的行业，如果这些影响继续困扰着这些岛国，它们的经济

将会受到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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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马群岛非常依赖旅游业来维持经济，并且也非常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

响。与大多数加勒比海岛屿不同，巴哈马是由 700 个岛屿和海湾组成的群岛

国家，所有这些岛屿都非常平坦。百分之八十的巴哈马群岛海拔低于三米

或五英尺。巴哈马群岛的最高点位于被称为猫岛的中央岛屿上。阿尔维尼

亚山（也称为科莫山）上升到 206 英尺（63 米）。因此，由于这些岛屿处

于低洼状态，海平面上升是其主要关切的问题。在飓风季节，几乎每年都

有强热带风暴和飓风通过至少一个或更多的巴哈马群岛，其带来的暴雨和

高潮引起严重的洪水。根据巴哈马总理佩里克里斯蒂阁下的说法，2015 年

10 月，巴哈马遭遇了被认为是有记录以来的该国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飓风

之一。联合国在美洲开发银行支持下的一份报告估计，华金飓风对于南部

和巴哈马中部的几个岛屿造成的损失超过一亿美元($100,000,000) 。 

妇女赋权和南南合作：亚洲的视角（Gosh，2016 年） 

如今整个世界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除非世界各地的妇女得到充分赋

权，否则就不可能实现和平的经济繁荣。因此，作为最高多边机构的联合国已

经在这方面设定了若干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 5 和相关主题体现了世界人类文

明可持续性问题中妇女赋权的重要性。这份由 Ghosh.S 于 2016 年 7 月提交给

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学术会议的论文，旨在考虑女性赋权与气候融资之间的关

系。更具体地说，他的研究计划是根据公布的政策文件对亚洲国家气候融资项

目进行审查，认识到妇女参与实施气候变化相关计划的必要性。 

为了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计划，发达国家的领导制定了气候融资计

划。尽管对这些资金的需求是毋庸置疑的，但现在争议点集中在气候正义

（Barrett 2014）和使用这些资金的有效性等问题上（Bird et al，2013）。

全球变暖问题常常被从伦理和政治角度加以关注，其结果是，在制定发展中国

家化解和适应气候变化计划时，环境正义和社会正义变成了需要特别适当关注

重要的问题。 

气候变化是世界面临的新的发展挑战，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容易受其影响。

未来几年，南南合作对于应对气候变化至关重要，而且由于迄今取得的成功，

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会参与南半球国家之间的合作。加勒比海地区国家，由于其

自身弱点，将期待南南合作在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主要作用。希望发达国家继续

支持发展中国家，南南合作将继续保持统一，重点突出，积极制定综合战略，

化解气候变化带来的问题。 

从秘鲁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视角看可持续发展 

在过去二十年里，主要在拉美地区，秘鲁一直积极参与推动南南合作。

根据双边计划（国与国）以及区域和次区域框架（区域会议和区域组织商

定），最后在多边层面，秘鲁同样致力于与亚洲和非洲伙伴建立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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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秘鲁已成为国际合作领域的“双重国家”，意味着它

仍然是一个需要国际社会合作的国家，以满足其人口的不同发展需要，并

促进技术、知识和经验的交流；同时它又有责任并承诺与其他国家合作。 

此外，该国在过去十年的经济增长以及在某些有关可持续发展的领域取得的

进展，使它有机会在拉丁美洲传播其经验、扩展其能力。在这种双重背景

下，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在秘鲁的国家发展政策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Sotomayor，（2016 年前引书）指出，上述所有因素促进了秘鲁在众多领域

特殊技能和专长的发展，如居住在热带地形和高地的人口健康问题，农业

综合企业的土特产生产，以及采矿和渔业技术、手工渔业、关税、病虫害

防治、人口统计和普查。在文化和专业方面，突出安第斯和亚马逊的跨文

化教育、乡村旅游和交际培训非常重要。在成功的做法方面，我们的例子

是马铃薯作物的农业技术和使用低成本技术的海产品加工。南南合作不仅

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工具，也是促进团结和领导力的重要工具。

秘鲁政府，特别是秘鲁国际合作署（APCI）已表明，它对促进南南和三方

合作有着坚定的承诺和意愿。秘鲁最近发布了秘鲁国际技术合作建议目录，

该目录系统地、有组织地确定了秘鲁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项目。秘鲁国际

合作署还在其指导方针和技术文件中推广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与可持续发

展。例如，我们的国家技术合作政策和国际合作年度计划，就是我们机构

如何利用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推动可持续发展一个很好的例子。 

结论: 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前行 

国际社会已经采取重大举措，建立了一个新的发展议程，以满足世界

发展需要，并因此通过了《2030 年议程》及其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该举措是所有利益相关方努力的结果，并充分考虑了诸如社会、经济、政

治和地缘政治等全球差异和不断的变化。 

这一新的发展举措也影响了国际合作的方式。在这方面，南南合作是加

强一致性的强有力方式。横向对话和南南合作，特别是在注重所有权和互

利的情况下，因其可以增强发展合作伙伴和实现《2030 年议程》方面战略

的一致性，南南合作是相互补充和有价值的方式。明白可持续发展目标是

具有普遍性、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的关切这一点很重要，可持续

发展目标是一体化的、不可分割的，涉及可持续发展的不同方面。从南南

合作和三方合作角度来看，有必要强化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模式，该模式

是共担责任的伙伴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开展工作， 为实现国际和区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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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提供互补性解决方案。我们不应该忘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不让任

何 一 个 人 落 下 ” 。



 

40 

模块 4：城市与城市合作，社会团结经济及地方经济发

展 

导言 

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学术会议于 2016 年 7 月在都灵召开，其中一个模块

是新形式的南南合作，包括城市与城市的合作（C2C），通过社会团结经济

（SSE）开展南南三方合作和地方经济发展（LED。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由

于当地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口的社会和经济福祉，因此地方发展变

得至关重要。城市间合作及倡议被认为是增进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以促进

人类进步的重要手段。由于其点对点的方法，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经常推

动并支持这一形式的合作， 

城镇正越来越成为变革的推动者，他们常常处于解决与全球化、日益城

市化、气候变化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等相关全球问题的前沿。国家发展相

当大程度依赖于地方发展的进程，因此，实现体面工作的本土化途径显得

相当重要。随着政府提高对民众的治理水平，城市和地方当局（CLA）应

当对其社区面临的挑战、民众关切和发展机会有相当的了解和意识，在社

会和经济发展中发挥领导作用，减少贫困并促进社会进步。他们可以在不

同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培育合作环境，确保采取参与式决策方法。 

南南和三方合作是对传统北南关系的补充，体现了“基于团结精神，发展

中国家可以低成本、可持续地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的理念。因此，“南南合

作的努力——包括识别一个国家的成功经验以及在另一个国家的运用与适

用”——是国际劳工组织四个战略目标中传播体面工作成果的一个重要补

充。”同时，“在三方管理中，发展中国和传统捐助者之间形成的网络有助于

实现公正的全球化。” 从这个角度来看， “国际劳工组织理所当然的不仅可

以作为支持渠道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财务、后勤和

技术的手段”(Amorim, 2013, p.8) 因此，Leandro Morais (2016) 针对社会团结

经济，介绍了一个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创新焦点及其计划，其中心观点

是，应该在由关键行动者介入和驱动的 “领土协定”的情况下建立发展项目。 

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因此允许在不同方法之间进行交流，使问题在国土

内得到解决，从而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网络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就业和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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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框架中提出的一些倡议支持了这一发现，这些倡议有助

于缓解当前危机的影响，将就业和社会保护置于团结政策的中心，包括确

定成功模式并在各国分享这些经验，包括与国际劳工组织体面工作议程的

合作。  

体面工作的重要性 

体面工作既是普遍的全球关切也是地方层面需要达成的一个重要目标，有必

要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进行有效合作；然而，落实体面工作议程有巨

大的困难。在世界许多地方存在巨大的挑战，包括年轻人失业、童工、强

迫劳动、歧视和工人缺乏权利、性别不平等、社会保护不足等。追求更多

更好的工作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任何地方当局的全球共同目标。 

体面工作可以解决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问题，在这些领域，

就业不足、增长缓慢、缺乏安全和人类发展与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创造体

面就业机会对于消除贫困至关重要，并为公平，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转型

奠定基础;正因为此，体面工作应该被置于联合国发展议程的中心，并作为

增进社会正义和尊重人权的手段，贯穿于国际商定的目标。 

联合国劳工组织报告《2014 工作世界：发展与就业》强调，传统发展方式

未能有助于体面工作。所有这些举措的一个共同主题是需要将发展与决策

结合起来，人们意识到，一个多种危机（经济的、社会的和环境的）和复

杂性叠加背景下的发展战略不能由自上而下的决策加以推动，而必须由积

极的公民知晓并参与治理。因此，地方经济发展战略在优化增加就业，促

进可持续和包容增长方面发挥着重要重作用。 

社会团结经济已经成为开发新型生产和消费模式的相关驱动力。这种反思的

产物之一是社会企业的出现—— 主要是以实现社会目标作为企业发展目标

的企业。像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些国家，社会团结经济(SSE)分担了

约 10%的就业，此外，通过集体行动促进弱势群体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社会

团结经济参与者积极参与实现广泛的人权和劳工权利之中。 

去中心化合作、城市间合作及其他区域形式的合作是在在南南合作和

三方合作背景下呈现出的重要的工具，旨在提高认识、提高能力，并倡导

地方和区域行动者在促进就业方面的作用。多层面的和多利益相关者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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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法有利于确定地方能负担得起的、创新的和可持续的实现体面就业战

略。交流网络、伙伴关系并非是一个附加值，而是发展这些战略的基本组

成部分 

 

可持续发展目标 3和性别：埃塞俄比亚的案例 

Karthikikieyan (2016,前引书)指出，在埃塞俄比亚，“世界学习”和国

际劳工组织联手，利用他们的技能与资源，在该国 100 个工作场所开展

可持续的、性别敏感的艾滋病毒和艾滋病应对方案，确保利用公共及

私人机构提高工人获得艾滋病毒方面的服务。联合国劳工组织利用其

伙伴关系，推动通过了《国际劳工组织艾滋病毒/艾滋病和工作世界业

务守则》 (2001)、《国际劳工组织关于艾滋病毒和艾滋病以及工作世界

的建议书》（No. 2010），以及其他工作场所应对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的

政策和计划的国际劳工标准。这种伙伴关系使工人和雇主以及劳工部

能够能够利和州和地区一级的卫生设施，确保其成员和联盟成员能够

从艾滋病预防和护理服务中受益。Karthikikieyan (2016, 见 上 )指出，地

方经济发展将在更广泛的去中心化框架内实施，并且完全由政府主

导：埃塞俄比亚的去中心化体现在承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中央政

府负责政策制定、支持和监督，地方政府负责发展和实施。通过政

治、资金、行政、计划、立法和司法权的权力下放，去中心结构给区

域、地区和乡村地方行政自治提供便利。在促进国家发展原则指导

下，通过过程引领、能力机制建设、拥有所有权，政府在地方经济发

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地方经济发展应当在不同地方、区域和国家行动者之间增进参与

和伙伴关系。地方经济发展（LED）正视不同行动者之间的伙伴关系，

利益相关者将为刺激地方经济、增加就业这一共同的目标贡献其独特

的知识、资源和技能。伙伴关系可在地方政府不同层级进行横向组

合，也可以通过政府间合作进行纵向组合。释放地方增长潜力是确保

有活力和持续增长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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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可持续发展目标、社会团结经济  

团结原则一方面在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SSTC)与社会团结经济之间建立了

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也使知识、经验和最好做法的分享成为可能，从而支

持能力建设、技术转移和资源调配。 

Dominique Rocha Mattos (2016)在文章中试图证明，除此这外，社会团结经

济（SSE）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SSTC）之间互动也是贯彻《2030 议程》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绝好机会，它以全球团结精神为基础，特别着

重于最贫穷和最脆弱人群的参与，直接与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合作。

Mattos (前引书)指出，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与社会团结经济共同遵从团结和

非妥协原则，这意味着在分享经验知识和最佳做法、支持能力建设、技术

转移和资源调配，以及在建立国际交流网络链和社会创新方面，双方发展

合作的模式是充分兼容的。此外，社会团结经济的创新组成也与南南合作

和三方合作在许多方面相似：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允许国家在横向上互动，

推广解决方案、交换技能、资源和专长，增进团结。南南合作模式是北南

合作的补充，旨在增进民众之间的平等和国家间的民主。因此，通过建立

网络以及地区和区域间知识和经验交流的平台，落实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

因此可以扩大国家背景下的社会团结经济的影响。 

Rocha Mattos (2016, 见 上.)女士也指出，南方国家之间已经存在许多社

会团结经济（SSE）交流网络，如：拉丁美洲公平贸易协作局，社会南方共

同市场计划和外展 (PMSS), 亚洲团结经济联合会（ASEC），促进社会经济

洲际网络(Ripes)。非洲大陆也已经为各种类型的社会团结经济建立了诸多具

体的网络。例如，联合国劳工组织与非洲社会企业家网络(ASIN)建立了伙

伴关系，促进良好做法举措的分享并帮助发展开发非洲社会商业空间。作

为约翰内斯堡会议的一个分会场，2010 年 10 月，14 个非洲社会经济网络聚

集在摩洛哥的梅迪亚，建立了一个社会团结经济区域网络——非洲社会经

济网络 (Raess)，作为社会经济洲际网络(Ripes)的一个组成部分。国际劳工

组织相信，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是社会团结经济建立合作关系并宣传体面

工作议程的一个机会， 

作为由政府代表、雇主和工人三方组成机构，国际劳工组织以其卓越

的三方机构能力，利用其战略优势广泛地应用社会团结经济，更并对公共

政策和计划产生更大影响。因此，近年来，国际劳工组织积极采取措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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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社会团结经济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之间的互补性。这些活动已经体

现在阿加迪尔（2013）、坎皮纳（2014）和约翰内斯堡（2015）、普尔布

拉（2015）举行的社会团结经济会议上，并准备在圣何塞会议上（2016）

继续进行。总之，可以说，因其是发展的一个驱动力，南南合作和三方合

作在许多方面助力社会团结经济的全球化，例如，公平贸易和好的做法、

社区推动的可持续农业发展模式(ASC)，通过将发展中国家的社区企业和发

达国家公平贸易及有机产品的购买者联系起来，促进了社会团结经济的全

球化。亚洲这些社会团结经济举措正在增长，并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广泛普

及。例如，亚洲团结经济理事会(ASEC) 几年来一直在提高其能力，促进对

话。由亚洲团结经济理事会协调员及其国家协调员发起南南合作和三方合

作，已经汇集了一份亚洲社会团结实践的研究报告，目前该报告被用作研

究、培训、圆桌会议和与合作伙伴组织的交流访问的参考。 

社会团结经济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妇女赋权和南南合作：一个亚洲的视角（Gosh, 2016） 

在一些关于社会对话和体面工作方面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项目上，

阿根庭和古巴相互支持，将整合作为作为核心重点。 

鉴于与古巴关系的进程，由国家合作和社会经济研究所(INAES).以合

作级别 1 和 2 的形式实施技术资助项目，其目的是加强古巴工人协会

和合作社的组织能力，并通过发展由同一组织组织和管理的融资工具，

实现对岛上现有农业合作社质量和技术的跨越。其经验是，与联合工

人发展组织和农业合作社合作，在强化既有部门的同时，创造出新的

经济部门。这样，作为此合作的结果，合作伙伴从日益增加的经验交

流中获益，并在由古巴国家开展去中心化的经济活动进程中提升他们

的知名度。来自牧场和饲料实验站 Indio Hatuey 的一批专业人员接受

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农学系（UBA）专家就桑蚕生产和繁殖、方面的

培训，纤维获取、桑树种植、产量计算和 生丝分析方面的专业培训，

该合作促进了有机对话，并为 古巴农业部门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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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许多拉美国家推动了包括一体化进程和成立次区域集团在内

的合作活动，诸如加勒比共同体 (CARICOM)、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

安第斯共同体(CAN)和南美国家共同体。 

Rosana Arce (南南合作与三方合作学术会议， 2016) 在其文章中指

出，作为南南合作的一个例子，阿根廷的战略根植于三个基本领域：经济

发展、知识和社会发展。在经济发展领域，阿根廷的合作着重于农业和工

业部门的转换能力建设（占所有项目中的三分之一），特别是牲畜干预和

加强衍生产品转型进程（奶制品、纺织品和鞋类）。在诸如教育、科学和

技术等知识领域，主要是加强技能和专业能力建设，12.1%的项目被引向健

康部门，促进医学研究、控制用药并强化健康机构。随着联合国大会提出

建立旨在促进政府和社会在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共建和谐的发展的可持

续发展目标，国际劳工组织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致力为那些机会和包容关

系有限的群体提供更加公正和更加平的就业。  

P. Bravo (2016) 4  指出，例如， 在厄瓜多尔国共和国，经济体制体

现了公私和公私混合的深度结合型形式，这是一种流行的民主方式。通过

将家庭和社区需求作为发展的基本要素，寻求在有尊严、受支持和民主方

面取得进展，因为国家宪法将工作定义“充分尊重他们的尊严、能支持体

面的生活的工资和公平的报酬”。在此情形下，社会团结经济秉持人是经

济活动中心的传统和新文化价值观，保持其伙伴关系，从中我们希望提出

一个行动方针，阐明将从社会经济衍生出来的生产性活动转向地方和区域

发展。南南和三方合作富含一系列的理论愿景、实践和经验，是一个交流

和对抗的空间，必须尊重拉丁美洲现有的地理和文化内涵和多样性，推动

建立和加强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正义和团结。 

 

巴西和南非在促进体面工作方面的合作 

巴西和南非都是 77 国集团的成员国 5，主要目标是响应 G-7（目前是 G8）

在全球的决定，加强南南关系；他们在集团成立之始就参与了这一机制。

                                                        
4 Bravo Vera, Patricio. Perspectivas de la cooperacion sur-sur y triangular a la agroecologia en el marco de la 

economia social y solidaria; (2016) 

5 http://www.g77.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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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国集团成立于 1964 年 6 月 15 日，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UNCTAD)第

一届会议于日内瓦结束后，77 个发展中国家签署了《77 个发展中国家共同

宣言》。77 国集团是联合国最大的由发展中国组成的政府间组织，为南方

国家阐明和促进其集体经济利益提供了手段，并强化了它们在联合国体系

内对所有主要经济问题的共同谈判能力。 

根据 Chaloba (2016，前引书)研究，巴西和南非在金砖机制（BRICS）下借

机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为联合项目提供资金并改善其经济和社会关系。

在 IBSA (印度、巴西和南非)机制下，他们试图进一步发展经济、社会和政

治关系，促进共同发展。Lyal White t (2009, p. 2) 解释道，IBSA 极大改善了

印度、巴西和南非的关系，他们建立一个部门、非政府组织交流和对话的

平台，最为重要的是，该机制在这些国家间创建了一个建设性合作的共同

文化。Chaloba (2016，前引书)指出，这些关系没有像大多数国际多边协议

一样仅留于不太有效的口头行动，仅仅只是首字母的联合，没有其民众参

与实际行动，巴西和南非已经保持了经常性的接触，常住代表、商务代表

团、政府人员和学者每六个月至少交流一次，就可能的经济和商品交易进

行协商，并建立促进这些交易的机制。 

巴西政府建立了支持中小型企业的机构，包括一个联邦政府秘书处（中小型

企业处），但鉴于巴西的大陆性特征，该办事处的工作显得分散了些。巴

西中小企业支持和服务机构为小微企业进入国际贸易市场提供支持和培训，

但由于是应需而供，而非识别公司作为国际化的潜在力量并采取措施去促

进其国际化，成果较小。在市一级，国际合作部门在最具战略意义的市政

计划中已经崭露头角。巴西外贸可持续增长和扩大首要依靠小企业，联邦

政府正在优化它们，为其在南非找到伙伴关系，并共同努力维持这些伙伴

关系。 

总之，双方国家要保持商业代表的联系，目的是使更多中小企业的商务

领导以及地方发展和社会团结经济走到一起，加强包括社会团结经济企业

的中小企业的联系，建立后续建议和协商机制；如果可能的话，包括为两

国的中小型企业指出明发展道路。这些国家的中小型企业间存在持续不断

的互动关系，鼓励两国这些中小型企业参加共同会议对他们来说也同等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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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规工人组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一个议程（摘自

Choudhary, N., 2016） 

传统上，工会和学者视非正规工人为“无组织”之人，因为他们缺乏法律保护、

缺乏公认的雇主或其他明显的谈判对手、缺乏机构工作经验，且收入较底。最

近的一些文献记载了非正规工作者组织的经验。但是，它们仍然有限，主要是

以研究为导向。为了相互学习和分享来自于各地的包括支持条件、动机、策略

和成果等的经验，应该构建一个包括社会保护和可持续性的社会团结经济框架

的分享平台。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以其共享知识和做法

的深刻见识发挥作用。非正规经济，尤其是非正规工人组织的资料是零星的，

然而，全球网络 WIEGO—非正规就业全球化和组织化中的妇女，在编制全世界

国家非正规工人组织名录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劳动。虽然 WIEGO 数据库可能并非

详尽无遗，但它对有助于公平了解各国组织的规模和范围。 

只要涉及到替代经济的潜力，这些趋势的教训和影响力必定同时出现。经

验表明，在注册工会中非正规妇女工人组织需要创新并进行机构试验。合作经

济活动与工会制度联系起来被证明在有利于动员工人，特别是有利于为贫穷妇

女创造收入。（Martens and Mitter 1994) 虽然自主就业妇女协会 (SEWA)工

作有所改善，但女性工人在与雇主谈判时和与当局打交道时仍然处于非常脆弱

的地位。因此，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目的之一应该是发现这样的创新之处，

并推动在世界其他地方进行本土化复制。在许多地方联盟组织经常有分枝机构

与工会开展合作活动，非正规工人组织形式和组合方式的多样性显然体现了团

结经济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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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内部的合作(CPLP)6  

1997 年，葡语国家共同体成立，作为葡语合作社所面临的挑战，机会和

要求进行共同讨论的平台，目的是开发联合项目，加强葡语国家之间的合

作及促进一个更加统一的经济社会发展。它由来自四大洲的 32 个组织组成：

非洲（安哥拉、佛得角、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美洲（巴西），亚洲（东帝汶）和欧洲（葡萄牙）。葡语国家共同体要求

要考虑到每一个国家合作社的不同现状，加强说葡萄牙语合作社之间的关

系，以全面和包容的伙伴关系逻辑，分享知识和经验；以学习和互利的视

角，开展共同的行动。 

有鉴于此，在葡语国家共同体之下开展南南合作与三方合作方法是：根据每

个伙伴的技能和能力开展知识分享、共同学习和发展能力，实行行动互补、

实施联合项目和更好地利用现有金融资源。实施联合项目，促进和加强葡

语合作社发展的核心战略之一是与以下机构或国家开展合作和行动：欧盟、

南方共同市场、联合国计划开发署，联合国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

际合作联盟、葡萄语国家共同体以及其他任何葡语共同体国家所属的国际

组织。     

在伙伴关系框架内，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2030 议程体现

了为全球发展合作制定新战略的承诺。由多部门伙伴关系构成发展合作，

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目标 17——“加强执行手段，重振全球可持

续发展伙伴关系”中的发挥重要作用，这也因此凸显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

对实现其他目标的重要性 

事实上，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169 个具体目标构成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

行动计划，反映了基于合作精神和全球团结精神，所有国家参与推动“世界

转型”的重要意义。因此，人们认识到，伙伴关系在调动和分享知识、经验、

技术和财政资源方面的关键作用，对于支持所有国家，特别是在发展中国

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 

葡语国家共同体（OCPLP），基于各种葡语合作机构之间的合作，对实施

具体可持续发展目标举足轻重。尤其是，该组织通过建立更广泛的战略伙

                                                        
6下列信息摘引自以下文章 : Cohen, C. O Cooperativismo e a Cooperação Lusófona; Pinto, C., Agenda 2030 – O 

Contributo da Economia Social e da Cooperação Sul-Sul e Triangular; Santos, J. O Papel da rede Lusófona de 

desenvolvimento e da ess e das redes nacionais no espaço CP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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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关系，着眼于加强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以促进和保卫合作模式。无可否

认，合作社对民众和社区综合发展功不可设，有利于加强民主、调动公民

的积极性，促进更加包容、牢固和公正的全球化。 

在葡语国家共同体内， 许多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经验正在落实于计划框架

和项目之中，包括： 

i) 加强社会团结经济组织的能力建设（社区发展协会） 

     ii)支持创建和协助网络组织；  

iii) 对年轻、单身女性的职业培训 

iv) 通过小额信贷，提升农业、牲畜业、手工业、渔业及商业领域创收; 

v) 建设集体活动设施（教育、健康、体育、社区活动）; 

vi) 卫生和环境教育（将水供应和污水处理结合起来、健康事业、植树与

街道清理 

vii) 市民教育和民主参与。这些试验已经播下了种子，但是，由于缺少一

个适当的区域范围的组织，充分利用葡语国家的网络、知识和成功经济及

资源，项目在实施时，在维持并发展活动的可持续性，以及传播好的做法

方面仍然困难重重。葡语共同体还设有葡语共同体合作组织，该组织将葡

语组织联邦工会和包括巴西在内的重要国家网络组织在一起。 

一个网络组织可以就计划和区域干涉战略加强政治和制度对话，同时

可以增强一个或更多葡语国家共同体的国家网络和部门网络的作用，并加

强与北方伙伴的对话。就更有效地干预而言，由于社会团结经济的“生态系

统”，葡语国家共同体可能倾向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开展专业化工作，既

包括为项目发展寻找伙伴关系，如技术转让、贸易和鼓励文化交流等，也

包括让社会行动者直接沟通，如此，增进相互理解，增加公民对资本的信

心，促进全球多元文化对话和市场的发展。总之，葡语国家发展网络和社

会团结经济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但这不妨碍每个

国家网络可以和政府及其他社会和经济行动者在一个协调一致的框架下采

取行动。  

运用南南合作和三方合用方法，繁荣城市间合作，促进体面工作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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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间合作正日益成为发展合作的一种形式，有效地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

（LED）、体面工作战略和地方发展目标的达成。这种同行之间的合作形式

在合作范围和实践上正在增长，共同利益问题使城市聚集在一起，在同行

小组之交换知识，传授成功做法。作为为全球问题提供地方解决方案的一

种创新手段，城市间合作正日益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做法联系起来，

并从中获益。7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建构了一个平等交流、发现创新做法的

平台，促进国家、区域和区域之间开展合作举措。8（见 国际劳工组织：

《本土化体面工作议程》，2016年） 

在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方面，地方政府已经成为行动者，他们是直接

与民众需求联系的人，也是实施公共政策对民众产生最深影响的人。南南

合作和三方合作有利于南方国家和南方城市从类似背景下的经验中获益，

所以更能符合他们的实际。南方国家的地方政府采用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

方法可以利用战略伙伴关系分享知识、经验和好的做法。地方政府的能力

和潜力是国家保持高水平增长和提高民众生活质量主要依据----他们可以

根据当地情况创造高质量工作，提供服务并保证民众的权利。为了充分挖

掘城镇的潜力作为经济发展的引擎，确保长期的可持续性，必须对创造就

业机会、改进工作条件、企业发展、以及支持地方政府劳工政策等有足够

的重视。9 

Rossi, A (2016)在其参会文章中给出一些在全球趋势中建立城市间合作的如

下范例： 

i) Mercociudades 是一个由南方共同市场国家的城市组成的网络，成

立于 1995 年，允许市政当局参与区域一体化决策。目前，阿根廷、

巴西、玻利维亚、智利、巴拉圭、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共有 181

个城市参加了该网络，按主题分成各个单元。它的目标是：（1）在

成员城市和网络之间建立联络和交流机制，促进信息和经验交流。

（2）在城市之间达成协议和服务；在城市规划方面开发共同项目。

（3） 经济发展和环境。  

                                                        
7见，例如，国际劳工组织（2013）：《城市间合作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http://www.ilo. 

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exre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222208.pdf. 

8见，例如，国际劳工组织（2014）：《如何指导南南合作和体面劳动》。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exre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315233.pdf 

9见，例如， 《城市经济中体面工作的多部门联动方法》。 http://www.ilo.org/ wcmsp5/groups/public/---

ed_dialogue/---sector/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16287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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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城市流动性：“城市流动性”是一个旨在讨论涉及城市流动性方面所

有问题的一个国际网络。该网络与德国斯图加特市协作，促进地方政

府、运输公司、其他公司、市民和科学社会之间的三方合作，以支持

发展有效和可持续的运输系统。 

iii) 和平市长：该网络是一个保护城市免受战争及大规模损坏威胁的国际

组织。 

Shekar, C.： 南南合作倡议——创造就业和社会团结经济10 - INDIA / 

INTUC 

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拥有一部其于基本权利与自由、定期选

举、多党制、代表议会形式的政府、联邦制结构和 5 年国家发展计划的宪

法。宪法几经修改以保持与发展同步，为以平等权和平等机会促进各种多

样性社会的社会经济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印度批准 6 个主要国际人权

文件并成立了一个国家人权委员会，拥有明确的法律手段应对人权损害。

印度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独立的市民社会，媒体自由、学术自由、人权运动

蓬勃发展、强大的私营部门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市场。自 1942 年三方劳

工会议首次召开，三方协商制度已经存在几十年。即使在之之前，印度政

府就已经就劳工问题与不同形式的工人和雇主代表进行协商。随着重要行

业三方劳资委员会的成立，在劳工政策和管理领域采用三方协商原则，在

中央和州一级形成惯例， 三方协商制度得到加强。 

目标 

印度经济稳步增长，但几乎全部来自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

自主就业比例的增加被视为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因为体面劳动的赤字相

当严重，主要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工人、街头小贩、小店主、小工场主等等。

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临时就业条件并不比非正规就业好到哪里去，工作环

境恶劣、工资低。 INTUC 非常关心工人的福利并在各个场合发声。印度签

署了国际劳工组织核心条约：无组织工人的社会保障；职业安全和健康

(OSH) ；消除童工；更好的工作环境；取消奖金上限；提高酬金限额；确

定国家最低工资；同共同酬。 这些是现在主要关注的问题。  

                                                        
10  国家：印度——可  持续可持续发展目标群体——年轻人体面就业；发展伙伴：创造体面工作——实施

机构：政府、雇主和工会——项目情况：创造体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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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oria (2016)11指出，南方国家似乎正朝着更加正式和协调的南南合作形式

发展，通过支持其与南方其他国家合作要求，联合国系统支持其南南合作

倡议。他们寻求多边合作，使其能够获得其他南方国家的知识和专长，并

在诸如经济增长和就业，工业、贸易和投资，知识和技术转移，环境和自

然资源管理等关键战略领域发现合作伙伴。 

南南合作和社区支持型农业 

Viloria (前引书， 2016)指出，社区支持型农业是由个人组成的共同体，他们

承诺支持运作一个有机农场，农场无论在法律上还是精神上都是共同体的

农场，或者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相互支持共同承担粮食生产风险和收益的农

场。其特色在于，农场或庄园的成员或 “股东”提前承担农场经营和农民工

工资的预期成本。作为回报，作为回报，他们分享农场全部生产季的收获，

以及来自于重归土地和直接参与粮食生的满足感。成员们也要承担农场的

风险，包括因天气和病虫害造成的歉收。通过将食品直接销售给那些向农

民提供流动资金的共同体成员，生产者的庄稼卖到了更好的价钱，获得了

一定的财务安全，并且免除了许多营销负担。 

社区支持型农业侧重于为本社区生产高质量的食品，通常采用有机或无公

害的种植方法及其他如永续栽培等方法进行种植，并建立了一个风险分担

的成员——市场结构。相较于一般农场，在这种农场里，消费者和其他利

益相关者深度介入到农场运行之中——这样形成了消费者与生产者牢固的

联系。它的核心设计是开发一个有凝聚力的消费者团体，愿意为农场整个

季节的预算提供资金以获得优质食品。在消费者如何支持农场开支和生产

者提供食品方面，这一系统有许多差异性。社区支持型农业理论认为，一

个农场越包含全生产和全预算要素，就越能关注质量并减少食物浪费的风

险。社区支持型农业受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一个澳地利哲学家思

想的影响，他建立人类智力和生物动力农业的理论。 

美国最先启动倡议，根据创始人的理论，建立社区支持型农业三个主要目标： 

• 财产所有权的新形式：通过法律文件确定土地可以由一个共

同体共同拥有，然而将土地交给农民耕种。 

• 合作新形式：人际关系网络可以替代传统的雇主和雇工系统。 

                                                        
11 Viloria, J. 社区支持型农业(CSA), 南南合作与社会团结经济中的农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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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经济形式：经济不应以增加利润为基础，而应根据企业所

涉人员和土地的实际需要。 

菲律宾马尼拉大都会的“好食品社区”（GFC）。好食品社区（GFC）是南南

合作和社会团结经济方面的恰当的案例，好食品社区为马尼拉大都会各地

约 500 名成员提供社区共享农业（CSA）服务。两年前该机构成立时只有

50 年成员，其想法源自于日本 Teiki 的经验，并与在中国和马来西亚相似机

构合作。这些国家的成员（菲律宾、中国和马来西亚）在各个话题上分享

他们的经验与教训，以及在当地环境中所用的创新方法。在菲律宾的案例

中，社区支持型农业是一种旨在将当地消费者和当地农民联系起来的食品

生产、销售、分配的一种模式。社区成员承诺通过购买一部分农产品为农

场提供一定比例的运营费。作为回报，成员每周从农场得到一部分农产品。

成员们分担了农场运营的风险，包括因不利天气和病虫害造成的歉收。社

区支持型农业成员在人与食物之间、产出食物的土地和生产食物的人之间

建立了一种责任的关系。这显然就是成员和农户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这

种方式正在被马尼拉大都会之外的一些城市复制，它是东南亚有关社区支

持型农业社会团结经济和南南合作一个有意思的后续发展。 

 

 

 

 

 

 

地中海联盟和南南和三方合作（摘自 S. Seghie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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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联盟成立于 1995 年，由地中海南部国家发起并得到了欧盟的资助，它

彻底简化了以前雄心勃勃的巴塞罗那进程。地中海联盟是一个政府间组织

（UfM），由 28 个欧盟成员国和 15 个来自地中南岸和东岸的国家组成。它为

加强欧洲——地中海之间的区域合作和对话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平台。地中海联

盟有 43 个成员国，代表们定期聚会。它是政府、主要国际机构和合作结构之

间进行政策对话、交流项目观点、经验和最佳做法的一个框架。地中海联盟为

制定区域优先事项和决定具体合作举措及框架内机构的工作提供了一个独特的

平台。地中海联盟在鼓励对话或减少享庭顿预言的“文明冲突”方面有存在的

必要。确实，《巴塞罗那宣言》自身可以被解释。根据宣言撰写者的想法，宣

言的意愿是建立一个长期的安全共同体，特别如果我们考虑伙伴关系的三个方

面，即政治和安全方面、经济和金融情况以及人、公民和社会方面。 

不幸的是，正如阿德勒和克劳福德（Adler and Crawford）在 2002 年正确指

出的那样，即使巴塞罗那进程包含一个多元化安全社区的所有因素，安全社区

的发展速度还是太慢。不要太悲观，地中海联盟确实是不平衡的，我们只有在

真正的南南合作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功。 

 

亚洲促进社会团结经济洲际网络/亚洲团结经济联盟（RIPESS Asia/ 

ASEC）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与地方发展（SSTC-LED）计划的发展动

态 ：以论坛的方式 

根据 Quiñones Jr, B 观点，（南南和三方合作：东盟主流化社会团结经济生

活学习社区的一个媒介，国际劳工组织研讨会, 2016）亚洲太平洋地区民间

社会组织（CSO）参与机制(AP-RCEM)，是一个民间社会平台，旨在壮大

市民社会组织、协作各选区、确保亚太所有次区域人民可以在地区和全球

政府间进程中发声。由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经济与社会委员会（UN-

ESCAP）赞助建立，亚太市民社会组织参与机制（AP-RCEM）致力于推动

市民社会组织和联合国机构及成员国一起参与 2030 发展议程及相关的问题/

进程。作为一个开放、包容和灵活的机制，市民社会组织参与机制（RC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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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为该地区最广泛的民间组织提供服务，加强草根声音和群众运动，促

进发展公正，解决国家之间、穷人和富人之间、男人和女人之间的财富、

权力、资源的不平等问题。亚洲促进社会团结经济洲际网络（ RIPESS 

Asia/ 亚洲团结经济联盟 ASEC） 牵头召开了亚太市民社会组织参与机制 

(Asiapacificrcem.org, 2016)的中小型企业研讨会。东盟公民社会大会/ 

东盟人民论坛(ACSC/APF) 是在东盟峰会之前召开的来自东盟成员国的市民

社会组织（CSOs）的年度会议，其宗旨是：在东盟人民之间建立合作和团

结，为东盟省（州）领导创造交流的空间，促进东盟国家之间交流机制和

过程的制度化。Quiñones Jr, B. (前引书， 2016) 指出，由于东盟人民

论坛的独立性和包容性依赖于会议主办国家的社会和政治自由度以及所能

提供给公民社会参会的资源，参与者面临巨大挑战。亚洲促进社会团结经

济洲际网络/ 亚洲团结经济联盟（RIPESS Asia/ ASEC）在东盟公民大会/

东盟人民论坛的与会者之间组织一场有关社会团结经济的研讨会。 

自其 2007 年开始，亚洲团结经济论坛在亚洲许多国家社会团结经济网络和

亚洲促进社会团结经济洲际网络合作伙伴组织中推动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

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收集、传播在一个国家可持续并且在另一个地点或

时间具有高度适应性和可复制性的中小企业的生动案例，且资助实地考察。
12 12 Quiñones Jr, B. (前引书. 2016) 指出，平等伙伴关系、知识和经验分享以

及尊重伙伴的自主性是 RIPESS Asia/ASEC 南南和三方合作计划的重要因素。

在 2016 年 3 月 14 号至 18 号于马里兰开设的 RIPESS Asia/ASEC 社会团结济

经济（SSE）课程之后，预计社会团结经济网络的参与者们可以学习以其母

语开设社会团结经济课程，建设基于团结的社区企业的能力。地方社会团

结经济网络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行动计划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承诺办派

遣至少一名资源人参加由其他东盟国家同仁举办的社会团结经济课程学习。  

H. Villegas Román (2016, 前引书) 在 2010 年国际劳工组织大会上指出，劳工

组织员工有必要加强办事处在社会团结经济方面工作联系，将其作为创新

体面工作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国际劳工组织非洲地区办事处的支持下，国

际劳工组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办事处和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培训中心

决定在魁北克召开第二届区域内学术会议，加强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和其他

伙伴在社会团结经济方面的能力。在哥斯达黎加，现政府提出的国家发展

                                                        
12适应性是一个实体或有机体改变自我适应变化的环境或环境，可复制性涉及活动、过程或测试结果

的积极特征，使其能够在其他地点或时间复制。(来源: http://businessdictionary.com/definition)、可持续

性是系统度和程序在平衡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耐力。(来源: 

http://www.sustainability.com/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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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2014-2018）中三个政府主要计划之一是经济增长和增加更好的工作，

从而减少贫穷和不平等。这符合可持续目标（SDG）和国际劳工组织体面

工作议程的目标。由于哥斯达黎加社会团结经济发展势头旺盛，有必要扩

大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关系。都灵 6 月份的学术会议，是在可持续发展目标

和国际劳工组织体面工作议程下，分享经验和实施社会团结经济创造就业、

与贫困和不平等作斗争的一个机会。 在哥斯达黎加，社会团结经济广泛的

组织和实践是发展和社会包容的重要工具，其特点是领土和部门的组成。

总之，我们确实认为，参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学术研讨会，应该在南

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中分享和支持参与者的学习进程、网络建设、战略制定

及 合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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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块 5：社会保护底线和公共就业 

导言 

社会保护底线是国家定义的一套对基本社会保障的保证，以确保保护旨在预

防或减轻贫困、脆弱性和社会排斥。这些保证至少应确保在整个生命周期

内，所有需要的人都能获得基本医疗保健和基本收入保障。国际劳工组织

关于扩大社会保护的战略是基于 2011 年国际劳工大会第 100 届会议通过的

二维战略，这种二维方法的目标是迅速实施包含基本社会保障保证的国家

社会保障底线，以确保至少在国家定义的最低水平（横向维度）上普及基

本保健和收入保障，这符合 2012 年《社会保护底线建议》的要求（第 202

号）以及 1952 年《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第 102 号）关于“在综

合社会保障体系内逐步实现更高层次的保护（纵向维度）”的要求。 

国家社会保护底线至少应包括以下四项国家一级定义的对社会保障的

保证： 

1. 获得基本医疗保健，包括产科护理; 

2. 为儿童提供基本收入保障，提供营养、教育、照料和其他任何必要

的商品和服务; 

3. 对于无法获得足够收入的处于活跃年纪的人提供基本收入保障，特

别是他们在疾病、失业、生育和残疾的情况下; 

4. 为老年人提供基本收入保障。 

应按照国家法律和法规的规定，向所有居民和所有儿童提供这种保障，

并遵守现有的国际义务。大约 80％的全球人口生活在社会不安全状态下，

无法享受一系列社会保障，使他们能够应对生活中的风险。 根据世界银行

最近的估计，大约 14 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 1.25 美元，他们大多数是妇

女和儿童、在非正规经济中工作，是/或属于不受社会保护的群体，如残疾

人，艾滋病毒/艾滋病人或移徙工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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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保护底线是应对这场持续的人类危机的有力工具。社会保护

底线（SPF）方法促进在健康、水和卫生、教育、食品、住房以及挽救生命

和资产的信息等领域获得必要的社会转移和服务。这一方法强调有必要实

施全面、协调、一致的社会保护政策，确保获得整个生命周期的服务和社

会转移，并特别关注弱势群体。问题是如何有效地覆盖整个人群，特别是

那些处于风险中或已处于贫困状态的人群？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成功采取

措施建立其国家定义的社会保护底线或引入其中的要素。这些国家的计划

实施结果表明，社会保护底线对贫困、脆弱性和不平等的影响可能很大。

这些国家在建立社会保护底线方面所获得的知识、专长和经验对于有兴趣

规划、扩大、延伸或重新定位其社会保护体系的其他国家而言是一个宝贵

资源。人们普遍认识到，通过南南合作可以交流知识、技能和技术专长，

在许多情况下，特别适合于面临的类似发展挑战的南方其他国家的需求。 

   南方创新经验 

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需求、发展目标和实现它们的财政能力，并会选择不同

的政策。 

一个国家将不得不制定国家社会保护政策的最低绩效标准，努力确定

其所有人都有权获得社会转移，以保证有效获得最低限度的商品和服务，

从而为所有人带来有尊严的生活。通过提出全面、综合办法，利用处理不

同但相关领域政策的互补性，社会保护底线超出了要实现的发展目标清单。

它提供了一个框架，用于探索各部门之间的协同作用和确定优先事项，从

而避免在不考虑整体情况下讨论如何取得进展的割裂观。本书案例研究中

描述的一些方案已经被分享。例如，墨西哥的“Oportunidades 计划”，巴

西的“BolsaFamília”和印度的“Mahatma Gandhi 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

促进了与世界不同地区国家的信息交流。一些国家正在经历发展社会保护

底线的第一阶段。布基纳法索紧跟加纳和卢旺达的成功步伐，正在改革其

社会保护机制，实施全民健康覆盖。另一些国家的发展社会保护计划已经

更进了一步。例如，玻利维亚 2008 年为所有 60 岁以上的人建立了一种非

缴费型普及养老金，由特殊碳氢税和来自股本资本化的公营企业的红利分

担。最后，其他国家已经能够利用自身的社会保护经验，根据社会保护底

线概念的逻辑来改善其社会保护体系。 

Module 5: Social Protection Floors & Public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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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的情况说明了一个国家如何根据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人口

和智力发展情况不断调整其社会保护体系。的确，通过针对最脆弱群体的

紧急政策来消除普遍贫困的逻辑正在被保证和扩大全体居民权利并将基本

社会保护政策制度化的逻辑所取代。建立社会保护底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获得基本卫生服务是开始阶段的优先事项。例如，基于传统社会保障机制、

小额保险和社会转移之间的协同作用，布基纳法索和卢旺达已经开始制定

多元化方针。社会保险、小额保险和免费护理机制往往分散存在且互相竞

争，无法独自解决扩大社会保护面临的挑战。因此，整合这些要素以确保

有效的协调和互补性是必不可少的，而不是浪费的分散和竞争。普遍性、

先进性和多元化原则是全面建设社会保护底线的基础， 它们还依赖于社会

保护底线的两个维度：纵向上，它们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使人们摆脱恶

性贫困循环和低生产力活动，转变为正规就业、自筹资金、缴费的、较高

级别的社会保障福利；横向上，它们将每个人的权利提升到最低限度的社

会保护水平。创新的融资机制也可能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一些国家在短

期内没有必要的资源来建立社会保护底线。 这些国家需要呼吁外部援助，

以便为实现这一目标迈出第一步。社会保护底线的概念是以权利为基础的，

但它在国家适应方面留下了最大的灵活性，国家可能就如何或通过哪些权

利转让成现金或实物进行组织。重要的是，每个需要保护的人都可以获得

基本商品和社会服务以及必要的社会转移。因此，这一概念规定了国家社

会保护制度提供的社会保护的范围和程度的最低标准，而不是规定其具体

架构。 

自 1970 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劳工组织（ILO）一直与亚洲和撒哈拉以

南非洲地区的一些国家公共投资进行合作，最近又与拉美和东欧合作。政

府和发展伙伴之间这种合作的主要目标是： 

1. 影响投资政策，以优化其对就业，减贫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2. 通过研究中心和中小企业的能力建设，提高国家私营部门的能力，

这对于执行高劳动力投入的公共工程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目的是改

善该部门的环境和工作条件; 

3. 直接向地方一级进行社会和经济投资，以便最大限度地减轻城乡贫

困的影响，同时改善仍然是非正规和组织性较弱的部门的社会参与

和组织。 

Module 5: Social Protection Floors & Public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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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女社会保护：实现性别平等(Sarojini, Arnold and Johnson, 2009) 

  社会保护有利于实现两性平等，无论是否有意，社会保护福利总是对性别平

等和性别社会规范的动态产生影响。.鉴于在全世界范围内女性常常因为缺乏

足够的社会保护覆盖比男人更受到影响，从性别平等角度来看，社会保护底线

特别重要。社会保护底线有可能成为加强两性平等、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和赋

权妇女力核心工具。为了实现这一潜能，在覆盖差距评估，政策和计划设计、

实施、监测，及 SPF 评估时，应当贯彻社会性别主流化战略。 为此，国际劳

工组织 2012 年《社会保护地位建议书》（第 202 号）提出的新国际标准为制

定有效、对性别问题敏感的战略规划框架提供了指导和重要原则。实际上，为

了妥善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在设计社会保护计划时应保证男女之间的待遇平

等，考虑到不同的性别角色，并且应该成为促进性别平等的机制。战略规划框

架（SPF）可以而且应该是一个性别敏感的工具，用于帮助面临生活突发事件

的个人和减少贫困和不平等。它们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有效手段，因为其可以促

进男女平等待遇，以及公平的结果，以弥补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的歧视和不平等

的影响。社会保护底线应该是宏观经济层面更广泛框架的一部分。在当前全球

经济危机的情形下，战略政策框架对减轻贫困和弱势社会群体的经济负担至关

重要。建立国家社会保护底线可以促进可持续增长和建立更具包容性和平等的

社会。 国家社会保护底线作为更广泛的社会保护体系的一部分，因此需要在

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框架内加以设计和实施。 

  

  结论 

社会发展的南南合作包括促进有专长的南方国家向其他南方国家提供

技术援助，以制定社会政策和方案。 

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成功采取措施建立其国家定义的社会保护底线或引入其

中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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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家的计划实施结果表明，社会保护底线对贫困、脆弱性和不平等的影

响可能很大。这些国家在建立社会保护底线方面所获得的知识、技术专长

和经验，对于有兴趣规划、扩大，延伸或重新调整其社会保护体系的其他

国家来说是一个宝贵资源。 

 

人们公认，通过南南合作可以交流知识，技能和技术专长，许多情况下，

这特别适合于面临的类似发展挑战的南方其他国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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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6：脆弱与脆弱之间的合作 

  导言 

      2011 年 11 月 30 日援助有效性高级别论坛上，七国集团+（g7+）倡

导参与脆弱国家新政政策。g7+是一组受冲突影响和脆弱的国家，他们聚集

一起共同回应并反对正用于他们却不适用他们的国际方法，主要指一些国

际援助、干预和合作计划。新政政策文件以 “千年宣言”和“蒙罗维亚路

线图”所阐明的愿景和原则的为基础，提出了重要的和平建设和国家建设

目标，其侧重于新的参与方式，并承诺建立相互信任，以及在脆弱状态的

国家达成更好的结果。这种新范式的基础是承认一些受益国从过去的发展

经验中学到了足够的东西，并掌握了现在可以与其他国家共享的方法和技

术。在创建 g7 +之前的过去十年中，在受冲突影响国家和脆弱国家建立和

平与发展方面有不同的国际倡议。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根

据其使命推动的《2005 年援助实效问题巴黎宣言》和“2007 年《脆弱国家

和局势的良好国际参与原则》。 然而，这些举措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方式，

而资源伙伴正在规定所有政治和技术条件。 

作为论坛的后续工作，g7 +开始推动“脆弱与脆弱”（F2F）合作的构想，

其中包括： 

.分享良好做法和经验以促进社会和平; 

在国际议程和论坛中提出共同的问题和目标；并且 

通过从一脆弱国家到另一个脆弱国家的计划交换和资源动员进行相互支持。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脆弱性主要因素有：国家发展议程缺乏社会关注、高

腐败、经济增长缓慢、就业不足以及缺乏社会保护体系。南南合作和三方

合作旨在对全球挑战作出创新性反应，以适应脆弱伙伴国家的需求和发展

政策。南南和三方合作的目标和做法符合 g7 +《Dili 共识》中概述的脆弱

与脆弱合作机制中国家所有权和自我评估原则。这些国家经历了类似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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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并面临类似的挑战，在他们制定应对当前困难的解决方案时，考虑到在

类似情况下的这些解决方案可以共享并适应，南南合作的潜力会增加。 

  国际劳工组织参与 g7 +框架内的 F2f合作 

自其成立，国际劳工组织一直强调社会经济计划和政策在和平建设和恢复

中的作用。 1944 年的《就业（从战争向和平过渡）建议》（第 71 条）提

出了一种开创性的方法，通过基于就业的恢复和重建，促进二战之后和平

与社会正义。 国际社会认识到，体面劳动对于和平、安全和社会正义的核

心作用，即使在最复杂和最脆弱的环境中也是如此。 联合国已经承认，创

造就业对于政治稳定、社会重整、社会经济进步和持久和平至关重要。 

     国际劳工组织支持脆弱与脆弱合作的战略建立在新“2015 年后发展议

程”基础之上并与之相一致。 17 项新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包括全面的生

产性就业和人人享有体面工作，是国际劳工组织职责的核心，对于消除贫

困和促进建设和平至关重要。 但是，优先事项也同样体现在其它可持续发

展目标之中，具体包括在战略领域直接提及国际劳工组织的任务并呼吁国

际劳工组织的参与，例如： 

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为所有人提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

体面劳动; 

使城市和人类居住区具有包容性、安全、弹性和可持续性 

加强执行手段，重振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包括通过南北合作、南南

合作和三方合作）。 

继在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于 2014 年 3 月 20 日召开的“脆弱国家体面劳

工作高级别小组讨论”上讨论脆弱国家之后，劳工组织总干事盖伊莱德先

生与 g7+秘书长赫尔德.达.科斯塔博士签署了一份“凉解备忘录”。该协议

预计将与政府密切合作，特别是通过联合计划和项目，共同努力推动国际

劳工组织参与 g7 +成员国适应具体情环境 

国际劳工组织将提供技术和组织支持 —— 与包括政府、工人和雇主组织、

民间社会领导人、学者和捐助者在内的所有机构伙伴合作，巩固各项举措，

建立伙伴关系并启动项目，提出经过检验的解决方案，以应对 2015 年后可

持续发展议程的挑战。国际劳工组织可以与 G7 +共同拟定脆弱与脆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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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F）的一致性方案，促进资源调动并支持脆弱与脆弱合作（F2F）同行

学习活动。 

改善家政工人的状况 

根据 Bah（2016 年，前引书）的观点，南南合作与三方合作组织（SSTC）

允许家庭工人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因为家庭工人在工作场所被系统地

剥削和滥用。2011 年 6 月 16 日，国际劳工组织历史性地通过了关于家庭工

人的《第 189 号公约》（以及第 201 号建议），促进了全世界 5 至 100 亿

家庭工人的被尊重和被认可。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涉及女性、大量的移民

和儿童。许多国家的大量家庭工人仍然在非正规经济部门工作，个人自行

就业或由监管不足的职业机构介绍就业。他们薪资微薄，没有机会从带薪

病假、产假、带薪假期或社会保障中受益。事实上，这是世界上仍然存在

奴隶制的区域。由于存在歧视性工作许可制度，可能有成千上万的移民家

政工人的工作处在未被“公告”状态。 这使他们极易受到个人或无良职业

介绍机构的剥削甚至奴役。 

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目标可以补充家政工人的组织不足改善其生活条件，

并通过培训、策略和方法交流来开展工作，这将有助于实现国际劳工组织

体面劳动议程：获得生产性工作和公平收入、工作场所的安全和家庭的社

会保护、个人发展和社会融合的前景更好、人们表达自己的要求的自由、

组织和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决定 以及所有男人和女人得到平等机会和待遇。 

脆弱与脆弱（F2F）合作中的好的做法： 

团结经济及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SSTC）案例 

社会团结经济是指企业和组织，特别是合作社、互利社会、协会、基金会

和社会企业，它们在专门生产商品、服务和知识的同时追求经济和社会目

标，促进团结一致。国际劳工组织在社会团结经济企业（SSE）及组织

（SSEOs）方面，已经建立并开发了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全面的专业知识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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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社会团结经济在脆弱国家作用相当重要，因为其解决了贫困的根源，非洲

即是一例。社会团结经济的三个组成部分——合作社、协会和互利社会在

大多数撒哈拉次区域是重要的就业资源。虽然事实上大多数撒哈拉次区域

国家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根基于社会团结经济，但合作社仍然发展不足，

只能在小额信贷中看到相互组织。农村地区社会团结经济主要目标是增加

提高农村生产率，为此，他们将重点放在建立农民组织、获得信贷、土地

获取、生产投入、改进生产技术等促进生产资料获得方面，以及进入市场

和信息系统。在城市，社会团结经济组织制定了若干计划，包括构建和支

持工会发展，以及非正规经济行为者的能力建设，以促进其逐步转入到正

规经济。 

 

在国家层面，一些非洲政府已经付出相当的努力变革其法律、政治和经济

结构，使之适应社会团结经济模式，因此向克服脆弱性迈出了一大步。例

如，在卢旺达，社会团结经济在促进就业和减轻脆弱性方面发挥了主要作

用。在卢旺达农业和食品部门，采取了许多举措支持价值链，特别是在园

艺和种子领域，由于农民组织的参与和融资工具的使用，这些举措成为社

会团结经济的代表。卢旺达在社会团结经济成功可以通过南南合作和三方

合作推广到其他非洲国家。 

诸如塞拉利昂，几内亚比绍，利比里亚和尼日利亚等脆弱国家已经密切合

作，以对付病毒，保证国家的完整性并确保公民享有医疗保健。在 g7 +原

则和脆弱与脆弱合作（F2F）框架下，东帝汶承诺提供 200 万美元用于采取

快速和随机行动。塞拉利昂在寻求合作的同时行使其国家所有权，已经于

2014 年 7 月启动了其“加速埃博拉病毒疾病暴发响应计划”。这些基于社

会团结经济的采取的措施与哪些在国家和地方层面采取的措施一起可以通

过脆弱与脆弱合作机制加以实施。在建立区域经济程中，以团结和社会价

值为基础，脆弱与脆弱合作因此是既在社会团结经济之内又与之平行的一

种协调方法。 

     社会团结经济显然与构成脆弱和脆弱合作的支柱相一致，特别是在涉

及到需要重视国家所有权、和我评估、积极的政治声音和团结的时候。同

样，鉴于具有相同脆弱情形的国家可以分享失败和成功经验，并就如何在

政治上采取行动达成共识，共享经验的概念在这些合作框架至关重要。因

此，来自北方的任何支持（无论是在 SSTC 还是在 F2F 模式中）都应尊重这

些国家的政治自主权和代理权。根据 M. Soares 的观点，考虑 SSTC 和 F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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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最近才在国际上的出现，从长远来看，讨论这些替代模式的影响以及

他们如何在国际体系中在配置权力关系方面取得成效还为时过早。尽管如

此，已经可以识别日益增长的力量和比例的增量变化，因此，创建新的激

励机制、采取替代措施始终与 SSTC和 F2F合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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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块 7：社会对话 

  导言 

工会运动的国际主义特别关注南南合作，其共同目标是：可持续发展，

包括社会、经济、环境和政治四个层面，此外，还有体面劳动方法。参加

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SSTC）学 术 会议工会认识到，需要通过强大的南南

合作网络共同寻求解决共同挑战的共同方案。 

南南合作可以定义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或技术领域、发

展中国家政府、组织和个人之间的知识和资源交流。它可以在双边、区域、

次区域或区域之间基础上进行，可以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发展中国家。 

     基于实现达成国际共识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南南合作旨在加强发展中国

家在多边谈判中的发言权和议价能力。 这也使他们有机会促进他们之间的

自给自足，并加强他们的经济联系。 

然而，尽管南南合作比传统的南北合作更具可持续性，可以更好地适应

国情，但实际上关于南南合作的性质和目标仍然没有共识。从新新经济体

和发展中国家对 SSC 有各种各样有时截然不同的解释中即可见这一事实。

一些人认为，南南合作应被视为是南北合作的替代品而非补充品；另一些

人则认为，这两种模式不能平起平坐。 

   最后，三方合作（TC）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发展中国家与第三方合作，通

常是发达国家政府或组织，以交流自己的知识和资源为合作做出贡献。 

社会对话和三方合作的涵盖内容 

• 不同参与者之间的谈判、磋商和信息交流; 

• 集体谈判 

• 纠纷预防和解决; 以及 

• 其他社会对话手段，包括企业社会责任和国际协议框架。 

健全的社会对话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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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技术能力和获取相关信息以参与社会对话的强大的独立的工人组

织和雇主组织; 

• 所有各方参与社会对话的政治意愿和承诺; 

• 尊重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的基本权利; 以及 

• 有利的法律和制度框架。 

•国际劳工组织如何提供帮助 

国际劳工组织的目标是协助成员国建立或加强成员国之间良好劳资关

系和有效社会对话的法律框架、机构、机制或程序。它还旨在促进成员国

和区域或次区域集团之间的社会对话，以此作为建立共识、促进经济和社

会发展以及善政的手段。它支持发展关于全球劳资关系的知识，特别是涉

及跨界社会对话和商议的行动者和机构。 

 

Module 7: Social Dialogue 

 

  社会伙伴在促进和支持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方面的作用：巴哈马联邦和

巴巴多斯之间合作的例证 Griffin, K. (2016) 

 “巴哈马和巴巴多斯之间的社会对话促进了社会伙伴的作用，并通过具体的例

子来支持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目标，例如建立全国三方委员会、增加国家最

低工资、扩大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及 持续审查冗余和隔离。” 通过确定成功

实施的劳工模式的三方合作伙伴，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SSTC）可以进一步助

力解决巴哈马和巴巴多斯的具体发展需求。此外，巴哈马可以通过与 SSTC 合

作，开发虚拟会议空间、游学、谅解备忘录和网络平台等工具，以满足特定的

发展需求。这些工具将促进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之间的良好做法，改善所有社

会伙伴的劳资关系和体面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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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纳的南南合作和社会对话 

加纳 TUC 的健康服务工作者工会（HSWU）受到许多人的赞扬，称其

为一个独特的工人行业组织，其中一些工会 2011 年获得了由公共服务国际

(PSI)颁发的国际质量公共服务奖，  公共服务国际（PSI）是一个拥有

2000万 多名工人的全球工会联合会，由来自 154 个国家和地区的 669 个工会

代表组成，健康服务工作者工会（HSWU）被形容为一个拥有巨大心灵的小

型工会。 

卫生服务工作者工会（HSWU）是一个工会组织，致力于在加纳各地推

广优质公共服务，且扩展到整个西非次区域地区。公共服务国际（PSI）认

识到卫生服务工作者工会（HSWU）在西非开创了一个次区域卫生工作者网

络的作用。在这个网络中，卫生服务工作者工会（HSWU）通过协助网络中

较弱的联盟展示了南南合作的团结原则。在这个网络中，像卫生服务工作

者工会（HSWU）和尼日利亚医疗卫生工作者联合会（MHWUN）这样强大的联

盟协助来自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的较弱工会。例如，卫生服务工作者工会

（HSWU）购买电脑、笔记本和家具，支付塞拉利昂医疗卫生服务工会的机

票和每日津贴，而尼日利亚医疗卫生工作者联合会（MHWUN）则为其利比里

亚的姐妹机构支付相关费用。在如此赞誉下，当社会对话被理解成社会保

护人员参与支持工人阶级社会经济增长的进程时，HSWU 成为人们感兴趣的

一个话题。社会对话是共同促进和保护劳动人民社会经济权利和利益的机

构和构建社会凝聚力的一种渠道，对加纳来说并不例外。一个典型的例子

就是 HSWU 与博茨瓦纳公务员工会之间在投资、观点包括人员交流方面的双

边关系。社会对话已成为包括加纳在内的许多国家关注的重点问题。实际

上，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上，对伙伴关系的需求正在得到回应，所

以在此推动下，由于我们学习和分享我们自己的经验，对项目危害很小。

正是有了这样的精神，在工作世界中，工人组织试图通过集体谈判，有时

参与公共或私人机构来捍卫和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有时，常规的活动与

宣传策略不能打折扣。显然，在加纳例子中，作为社会对话的结果，政府

制定国内政策，推动社会立法，为社会各方参与集体谈判提供法律保障。

2003 年的《劳动法》（第 651 号法令）要求社会伙伴为改善劳资关系和为

成员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进行集体谈判。 

    在西非次区域的其他地区，社会对话的这种发展显然已经鼓励该部门的

工会投入精力，促进、保障其成员或劳动人民的社会保护。随着西非卫生

部门联盟网络（WAHSUN）的诞生（该网络是西非次区域卫生联盟的一个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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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机构），该机构致力于增进优质卫生保健，并保护在社会经济权益领域

内工作的卫生工作者，设想中社会对话已经完成。 

Module 7: Social Dialogue 

 

加强非正规市场供应商的工会组织：莫桑比克和巴西之间的南南合作 

巴西与莫桑比克之间的合作项目的第一阶段得到了 AFL-CIO（美国劳工与工业

组织大会美国联合会）的支持，该项目的基础是，巴西 CUT(统一工人中心)与

非洲工会的合作，特别与是与葡萄牙语国家的合作，以加强三方对话的赋权战

略。考虑到这些国家的工会主义和社会对话在克服不足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

用，CUT 巴西的政策优先考虑与非洲国家合作。因此，CUT 巴西在金融投资培

训、技术转让和工会组织方面优先考虑莫桑比克，以巩固自治和独立联盟。

CUT 巴西继续以自己的资源为该项目下开展的工会培训活动提供资金。定期报

告由莫桑比克项目的国家协调员撰写，他们要与当地协调员建立长期联系，报

告计划行动的进展情况。 

 

 

    J. Ortiz (2016) 指出，拉丁美洲民主制度化进程中颁布的多项法律文件、

达成的协议，滋养着不同社会对知行同者之间趋向构建参与和平等的关系。

由国际劳工组织牵头的不同组织都在促进体面劳动，努力加强世界各国的

社会发展，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该领域的技术经验和成果，这些经验和成

果是由合作协定的良好做法产生的。为此，增加了在组织内部运作政策的

重要性，这是了解国际劳工组织在不同领域实行区域一体化重要影响力的

一个基本参考：在双边和多边合作协议、在自由贸易协定、在各种首脑会

议和协定、以及在拉美举行会议达成的各种议定书。自从社会对话出现以

来，劳工和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与拉美国家的不断增长、具有活动的三方合

作中一个关键因素。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由于近期贸易协定中存在有关劳

工问题的观点，在其文件中，规定了该区域进行的社会对话应产生的最先

进成果。然而，仍然有一些领域我们必须采取后续行动，以实现更大的社

会凝聚力和经济政策的活力。在拉丁美洲国家开展社会对话的任务中，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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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完成任务之一是社会保障、青年就业、体面工资和薪酬方面的性别平等。

这些目标仍在建设之中，构成了我们这个区域以开展对话作为工具以寻求

解决方案的巨大挑战。逐步强化民主和日益强大的工会，为建立社会对话

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是南南合作的基本原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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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8：劳工移民 

导言 

国际劳工组织（ILO）认为寻求更好的工作和收入是驱使移民的主要原因之

一，因此它把移民劳工能拥有体面的工作条件视为其全球优先事项。国际

劳工组织估计有超过 50%的移民是工人，如果将他们的家庭也算在内，则

数据能升至 90%。几乎全部移民的一半都是女性，她们中也有许多人在寻

求更好的工作。 

的确，自 1919 年成立以来，国际劳工组织一直关注着劳工移民问题，其任

务包括“对在非本国工作的工人利益的保护”。在这方面，国际劳工组织制定

了 2 个公约以及 2 个建议书，提出了移民和本国工人之间的待遇和机会平等

原则。（2 个公约是：1949 年《移民就业公约》（修订，第 97 号）和 1975

年《移民工人（补充规定）公约》（第 143 号）；两个建议书是：1949 年

《 移民就业建议书》（修订本，第 86 号）和 1975 年《移民工人建议书》

（第 151 号）这些国际劳工标准直接涉及以下问题：社会对话和三方代表制

作为界定劳务移民政策的工具；根据关于劳务移民的双边协议征聘、运输

和安置移徙工人的规定；他们的工作和待遇情况；他们的家庭团聚情况和

职业资格认证、证书和文凭；在一个国家居住两年后自由选择工作的权利；

公共就业服务在招聘和安置移民工人方面的作用；保护移民工人在其故国

以外的国家受雇时不受歧视和剥削；非正常情况下移民工人的基本权利和

正规化问题；工会的权利和来自社会保障和其他福利的权利；以及对虐待

状况下移徙工人的防护，和其他最低限度的保护措施。 

最近，劳工移民再一次成为了国际劳工组织议程上的重要议题，无论是在全

球还是地区层面。国际劳工大会于 2004 年就劳务移民的各个方面进行了重

要辩论。这导致通过了关于全球经济中移徙工人公平交易的结论和决议，

以及国际劳工组织的《移徙工人行动计划》， 参与的 176 个三方代表对此

达成了共识。这一行动计划的主要内容是 2006 年通过的《多边劳工移民框

架》。在这项工作的后续工作中，2013 年 11 月举办了一次关于劳工移民的

三方技术会议。 

 2014 年 6 月，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在国际劳工大会上 做了《公平移民：制

定国际劳工组织议程》的报告，该报告建议在这一领域制定八项具体的国

际劳工组织行动方针： 

a) 提升原国籍国家的体面工作，包括移民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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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制定有序且公平的移民计划;  

c) 促进成员国之间签订有序且公平的移民双边协议; 

d) 实行公平招聘程序; 

e) 对不可接受的状况进行对抗; 

f) 实施基于权利的方法; 

g) 促进强化的基于权利的多边移民议程; 

h) 作为跨领域议题的三方性，知识和能力建设。 

上述报告对劳工组织以活动和项目的形式开展当前或未来提出了一般性准则，

以及就诸如于 2017 年 6 月举行下一次大会计划等进行更广泛的一般性辩论。 

   同样，国际劳工组织的计划包括成果 9：促进公平和有效的劳工移民

政策。 成果 9 旨在加强对劳工移民的治理，以保证移民工人体面劳动的条

件可以应对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并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和发展。 国际劳工

组织在这方面的全球战略包括提高三方成员参与制定基于经验数据的政策

的能力，并以促进所有工人的公平和基于权利的劳工移民为目标。 国际劳

工组织还致力于在平等的条件下，在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框架内，顺着主要

移民走廊，在社会对话和合作伙伴之间的合作的基础上，改善劳工移民治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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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为巩固和扩大南南移民走廊体系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估计移民

工人总体上至少有 50％的参与。 这主要涉及跨境或跨地区移民，其中边界

和地理上的接近有利于发送国和接受国之间劳动力市场的耦合。 实际上，

南南移徙分布在大量区域间走廊上，这些走廊在地理、劳动力市场的相互

依赖性以及移徙机制方面存在差异。 

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日益加快，创造了比以往更多的移民劳工。失业和贫困加

剧促使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工人在其他地方寻找工作，而发达国家对劳动力，

尤其是非技术性劳动力的需求也在增长。其结果是，数百万工人及其家人

前往非原籍国寻找工作。目前全世界约有 2.32 亿移民，占全球人口的 3.1％。

妇女几乎占移民的一半。据估计，八分之一的移民年龄在 15 至 24 岁之间。

移徙工人为其东道国的经济作出贡献，他们寄回的汇款有助于促进其原籍

国的经济。然而与此同时，移徙工人享受的社会保护往往很少，面临劳动

力市场的不平等，容易受到剥削和贩卖人口的影响。熟练的移民工人不易

受剥削，但他们的离去也意味着一些发展中国家自己的经济发展所需的宝

贵劳动力的减少。国际劳工组织关于移民的标准为原籍国和东道国都提供

了工具，以管理移民流动并确保为这类易受伤害的工人群体提供充分的保

护。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南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劳工移民与日益国际化的劳动力市场以及该地区社会

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有关，其结果是形成了一种新的配置方式，通常与区

域内的一体化进程相关联。 一方面，政策、法规和实践方面已取得了相当

大的进展，各国的前瞻性陈述和实践也是如此。 但另一方面，在国家，区

域和多边层面的移民治理方面仍然存在很多挑战。 

根据 Almeida（前引书, 2016）的观点，在南美洲，一个人员自由流动区域

在区域一体化进程（南方共同市场）的背景下建立了起来。该区域几乎所

有的国家都参与了这一进程。这是发展中国家在移民方面的一个重要合作

领域。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有一个需要更加为人所了解的迁移进程，

而各国之间的更大程度的合作可以使这个进程更加安全和有序。关于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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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问题有着许多的讨论，但现实情况是，迁移进程中的大部分都是在所

谓的南方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的。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相关公约，如 97 和

143 以及联合国《保护移徙工人及其工人及其家属权利公约》，该地区国家

必须有适当的移徙政策和法律框架。 

 

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与移民儿童案例：来

自危地马拉的案例（Castillo，2016 年） 

危地马拉 

根据危地马拉报纸 Prensa Libre（2016 年 5 月 9 日）报道，墨西哥城市恰帕斯

州和塔帕丘拉市的危地马拉移民儿童人数继续增加; 墨西哥当局承认没有真正

的统计数据，但解释说，许多这些儿童仍然流落街头，并且是劳动剥削和性交

易的受害者。 

临时性本地劳工迁移是危地马拉经济模式的实质性组成部分。这种做

法既是内部的也是外部的，尤其是对墨西哥恰帕斯市而言。因此，妇

女，儿童和青少年参与了工作，但却未能考虑他们的工作价值。所有

这些和法律条款一起都必须得到改进，法律条款设定原则、权利、制

度和程序，它是所有儿童和青少年被实际认可为拥有权利的个体的依

据。但要干预童工问题，必须依靠模型和有效战略—— 南南合作和三

方合作旨在实施包容性和需求驱动的分配发展模式，促进学习，组织

和战略举措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这已得到危地马拉国家的承认。

因此，与其他国家互动、强化网络，根据良好的做法和经验教训建立

专业人员和合作伙伴圈子至关重要。值得一提的是，在 2015 年，危地

马拉和哥伦比亚就预防童工问题进行了良好做法的交流，这些领域他

们采用了有效的技术合作工具和知识。毫无疑问，只要各国愿意进一

步促进他们之间的知识和工作交流，南南合作就会有利于成员国的经

济和社会发展。对像危地马拉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的国际合作

将会为消灭童工做出卓越贡献。感谢国际社会对计划和项目提供了财

政援助，这提高了当地居民的认识，也促进和加强了各国之间的社会

对话。 



 

 

巴西：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与劳工移民 

巴西政府和国际劳工组织开始实施“保护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移徙女工和

男性权利的南南合作”项目。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有效承认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地区的移徙女工和男性的权利，以及通过交流有关保护移徙工人的政策

和行动的最佳实践，来促进该地区的劳工一体化。2014 年，开展了一项名

为“巴西的法律和移民政策（2010 - 2013 年）”的研究。受巴西国家移民委员

会（CNIg）于 2010 年在国际劳工组织的技术支持下起草的国家移民政策原

则和指导原则的启发，该研究旨在系统化巴西在移民问题上的进展。在收

集最佳做法时，该项目支持圣保罗市人权与公民事务秘书处的移民政策协

调倡议（CPMIg）。根据 L. Mourad（2016 年）的说法，2015 年 2 月，开始

对圣保罗市移民获得就业和培训服务公共政策的经验进行总结，以，以期

推动劳工移民举措。该项目还将对城市移民和难民委员会的会议进行技术

支持，这会引起一场争论，并推动城市移民法的一项参与法案的起草。 

国际劳工组织专家在项目相关领域的参与将会确保能够提供永久和合格的技

术援助。 在该项目的框架内，国际劳工组织希望促进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

以此作为模式，来加强体面工作并实现“2030 年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预

计该项目过程中吸取的教训将会对未来的国际、国家和区域举办的有关移

徙论坛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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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在哥斯达黎加、海地、尼加拉瓜、巴拿马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促

进性别敏感的劳务移民政策”（ Salinas ，2016 年）” 

2012 年 6 月，国际劳工组织与美洲国家组织(OAS)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落实

“促进哥斯达黎加、海地、尼加拉瓜、巴拿马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性别敏感的

劳工移民政策”项目，该项目由欧盟资助。 

其中一项活动是国际劳工组织和现有的两国合作协调，提议建立一个关于海地

人临时劳务移民的管理模式。 成果文件的目的，是就海地工人中的临时劳工

移民，提出一个性别敏感管理模式的建议，其中招募阶段、培训和参与临时工

作计划的协议等都考虑在内。 结果是，开展了经验交流和官员们的培训活

动，旨在补充海地的技术援助，开发一个临时雇用雇佣项目，该项目的建立得

益于其它加勒比地区英语国家劳工部门的直接建议，这些国家也开发了类似的

项目。 

国际劳工组织深信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SSTC）有利于推动千年发展目

标、其他国际发展目标，以及联合国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实现。社会经济

发展和全球责任行为者的地位，为提高国际合作的数量和效力提供了动力。

可以通过合作机制的制度化、根据每个国家的能力确定优先次序、并采用

诸如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等创新模式来推动工作。全球移民的流动包含了

越来越强大的南南含义。劳动力从一个国家流动到另一个国家对于接收国

和输出国的经济增长和彼此协同发展都起着关键作用。随着许多地区的移

民人数增加，招聘机构也在增加，其中许多机构仍然没有受到有效的管理，

依旧剥削着流动工人。因此，需要改善移民流动的聘用、登记和治理流程，

以便为移民工人提供充分的保护。 

从事家政行业的移民对他们进入国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服务，是老龄化社会

的财富，为这些国家的福利和就业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然而，

与其他移民劳工一样，家政业的移民劳工可能会有着更多的脆弱性，导致

其人身和劳动权利受到侵犯。它们的脆弱性往往与许多因素有关，比如不

稳定的招聘过程（包括替换护照和合同以及收取过高费用）；缺乏适当的

援助和保护机制；此外，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他们在目的地国家可能面

临社会和文化的隔离，他们可能缺乏关于就业条款和条件的最新和准确信

息；或者是目的地国缺乏劳动法的覆盖和/或执法，以及限制行动和结社自



 

 

由等。国际劳工组织认识到移民家政劳工暴露出来的种种具体的脆弱性，

以及改善劳动力和包括政策之间的一致性在内的移民法律和政策的必要。

根据 2011 年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和建议 ——《 关于家政劳工体面劳动的公约》

（第 189 号）和第 201 号建议 ——的精神，国际劳工组织制定了全球战略，

支持其三方成员去推动家政劳工的体面劳动。根据 A. Bah（2016，前引书）

的说法，在其目标范围内，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可以与家政劳工组织合作，

通过培训、策略和方法的交流，改善家政劳工的生活条件和工作，实现国

际劳工组织体面工 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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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tion along the Mexico-Guatemala border: A

墨西哥 - 危地马拉边界沿线迁移：SSTC 观点

SSTC perspective (Sandoval, 2016) 

历史上，在危地马拉和墨西哥之间大约有一千公里的边界上，每年

约有 35,000 名危地马拉人与他们的家人一起，穿越边界，以寻求咖

啡、木瓜、甘蔗种植园的临时工作，或是提供清洁或建造服务。这些

构成了危地马拉最大的临时劳工移民流。据估计，90％的危地马拉工

人集中在恰帕斯州，其余 10％分布在塔巴斯科州、尤卡坦州、坎佩切

州和金塔纳罗奥州。自 2002 年以来，危地马拉劳工和社会福利部在位

于圣马科斯省马拉卡坦省 Tecun Uman 和 El Carmen 的两个危地马拉边

界点开设了劳动力流动办事处。这些办事处现在有着招聘人员或承包

人的记录以及危地马拉移徙工人及其合同的记录，因此在许多情况

下，招聘工作是定期进行的。但是，关于合同注册是否就意味着移民

正常化，仍然需要明确的界定。作为南南合作的良好实践，为了满足

在劳务移民方面实现平等和发展的迫切需要，危地马拉劳工和社会福

利部（MINTRAB）负责人及其副手与墨西哥劳工和社会福利秘书处

（STPS）于 2014 年 8 月 7 日签署了危地马拉共和国与墨西哥合众国之

间的劳工合作协议。 

 合作协议包括以下目标： 

•夯实开展合作活动和劳工问题信息交流的基础，掌握关于临时性劳工

特点的定量和定性信息，从而恰当地设计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建立就业观察站，与其他相关机构协调，分析墨西哥与危地马拉之间

流动劳务人员面临的状况，并加强对劳工移民流动的监测机制。 

•设计积极的就业政策，以便与移民领域的其他相关机构合作，在两国

政府之间建立合法、安全和有序的机制，为在墨西哥寻找就业机会的临

时墨西哥移民劳工和寻求在墨西哥就业的危地马拉人提供服务。 

•确保两国工人的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通过两国移民当局适当宣传和

核查计划，开展合作，并确保体面和有尊严的工作的条件。 

 



 

 

人类寻求体面就业和生计的愿望是移民与发展关系的核心。随着越来越多的

人跨越边界去工作，保护移民劳工权利、减少劳工移民成本之公平、有效

的移民政策，对于实现经济增长和促进移民劳工及其家庭的收入至关重要，

对于增加原籍国和目的地国的发展成果也同样如此。国际劳工组织与各国

政府、雇主组织和劳工组织合作，改进劳工移民政策，使其能够实现更公

平的发展，并将重点放在男性和女性的需求上，这些男性和女性能够为发

展带来益处，并在原籍国和目的地国内支持其家庭和社区。在当今全球化

的世界里，劳工移民是一个不断上升的政策重点。导致体面劳动缺乏的经

济困境和地缘政治危机也会导致越来越多的移民运动。在包括新兴经济体

在内的许多经济体中，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下降也推动了劳动力的日益流

动性。作为独立工作者，妇女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移民流动中，对原籍国和

目的地国的性别平等具有重要影响。过去几十年来，移民流动发生了变化，

在一些走廊和南方国家之间出现了显着增长，管理所面临的挑战和复杂性

也日益增加。了解这些移民流动的动态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特别是

对移民占主流的行业的影响，是非常必要的。在劳务移民管理上需要运用

新思维和新方法：要公平地分享移民劳工所创造的繁荣，要制定能公平地

反应原籍国和目的地国的利益，以及移民劳工、雇主和本国劳工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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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之间更好的南南合作促进移民工人发展倡

议 

2013年 11月 17 日至 20日在毛里塔尼亚罗索举行的金融教育培训师培

训讲习班是国际劳工组织“通过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之间更好的南

南合作促进移民工人发展倡议”项目的一部分，旨在培养参与者的能

力，让其能为越来越多的移民及其家庭开展金融教育培训课程。这项

举措有助于更好地支持利益相关者来有效并卓有成效利用移民所产生

的资源。季节性迁徙一直是塞内加尔组织劳工移民过程中的一个主要

因素。据迪奥普（2016 年，前引书）的研究，人的流动性是我们这个

时代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在非洲，移徙自古以来就已存在。但是，移

民的类型和目的地并非静止不变，移民和流动的类型随着时间而急剧

变化。因此，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像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成为移民

移入、移出和过境国家。或许移徙问题目前备受关注是由于西非和北

非大多数国家的政治不稳定而导致的，但了解移徙问题的各种形式，

并考虑制定移徙管理综合政策的国家和国际背景，确保移徙工人及其

家属的充分权利仍然极有必要。莫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面临的正是这

样多种形式的移徙。 

在西非经共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内，毛里塔尼亚和

塞内加尔在区域间移徙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无论是毛里塔尼亚人和

塞内加尔人移徙到其余诸国还是西非人移徙到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

尔，这两个国家都是南南移民的重要见证者。 国家当局坚持并遵守西

非经共体《人员自由流动，居留权和设立权议定书》和毛里塔尼亚与

大部分邻国之间的双边协定，促进劳工流动。这一移徙情形导致毛里

塔尼亚全国移民战略（SNGM）的更新，并鼓励塞内加尔启动各种行

政、立法和计划措施，以满足管理多种移徙形式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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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9: 南南合作和三方合用及公私伙伴关系 

导言 

作为正在形成的一种合作形式，南南和三方合作在国际劳工组织的公

私伙伴关系正在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着相似发展经历的南方伙伴，

在促进公私伙伴关系（PPP）方面带来了极其有益的经验。这个模块尤其关

注众多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的资源限制和现有公共职业/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

的管理能力的不足。因此，本模块的重点是，强调通过有效、可行的公私

伙伴关系来促进需求导向型的技能培训的重要性。本模块将论证如何建立

和发展公私伙伴关系，以及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如何帮助南方应对技能发

展中普遍的挑战。因此，本次会议的讨论的重点是，在 SSTC 框架下通过有

效和可行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促进需求驱动技能的重要性。通过同行互动

学习，本次会议展示了如何建立和加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南南合作

和三方合作如何帮助南方应对技能发展中普遍的挑战。 

技能发展在支持可持续性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技能能够在宏观层

面提高生产力和资源效率。它能帮助求职者获得工作机会，进而减少持续

贫困。然而，技能发展机会获取的不平等和与相关技能发展的适度劳工市

场的缺失，充分利用技能发展尚待加强。这个两天的选修模块鼓励参与者

通过互动环节讨论技能发展议题。而且，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使得青年劳动

力市场中已经存在的困境进一步恶化。这场危机导致青年劳动力的失业率

戏剧性地从 2008 年 17%上升到 2009 年的 20.5%。失业率在 2009 至 2011 年

间有所下降，并稳定在 13%，但是始终高于经济危机之前的 11.7%的水平。

2014 年失业青年人数有显著的下降，降至 7330 万。比起 2009 年的青年失

业人数 7660 万已经下降了 330 万。由于经济形势和体面工作短缺，许多年

轻人转向不充分就业、非正规就业以及从事无法为他们提供足够机会为经

济和社会发展作贡献的低质量的临时工作。 

失业和不充分就业会对年轻人造成长期的不利后果，包括持久从事短

期和非正规工作的年轻人的技能退化和消极生活态度。在找到体面的工作

之前，对青年劳动力市场成就的观察结果可能有一个漫长的过渡期。这会

影响工资及个人和家庭的消费能力。另外，年轻人失业和停滞会引发社会

排斥，因为无法找到工作会产生惰性和挫败感。根据中东和北美国家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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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年轻人的不满会在一国引发社会动荡和经济活动的混乱。社会排斥和

不公平感可能会给不满情绪的散布和极端主义的萌芽提供土壤。 

青年就业危机是国际劳工组织 2012 年 6 月的会议讨论的一个主要议题。185

个国家的政府代表、雇主组织和工会呼吁采取紧急和直接行动来应对青年

就业危机和因年轻人技能和天赋被低估和浪费而失去一代青年的威胁。他

们也呼吁国际劳工组织通过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和合作联盟，

承担起解决危机的全球领导者职责。 

国际劳工组织 2014 年 7 月作出的关于就业的第二个周期性讨论的决议强调

对下列事项的重要性：扩大举措更好地理解青年就业有什么作用、拓展知

识和开发政策工具并进行广泛宣传。在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框架下，公

私伙伴关系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在青年就业领域具有潜力，重点是青年

劳动力市场、青年就业挑战、国际劳工组织方针和政策工具、反危机措施

以及目前的政策干预结果。 

非洲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及公私伙伴关系：泛非发展协会 

近些年发展合作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在全球贸易、

金融、投资和管理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变化为非洲和南部国

家之间更深入的合作提供了机会，大量旨在促进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新

举措就是一个证明。Alaoui Solaimani（2016,前引书）指出，长期以来在发

展领域声名显著的泛非发展协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机构（IPD）。泛非发展协

会是 1964 年创立于瑞士的一个国际组织，它由两个内在关联的组织进行管

理。第一个组织来自日内瓦，用于确保机构和它的伙伴之间的联络。第二

个组织来自雅温德，是一个秘书处。据 Solaimani（前引书）所言，泛非发

展协会负责培训非洲高管，获得董事会支持以及进行项目管理和研究活动。

它的活动通过 5 个区域性的机构在非洲传播。执行机构则对来自不同非洲国

家的上千名学生进行培训。这是一个泛非发展协会作为重要角色参与南南

三方合作的最好的例子。泛非发展协会已经与非洲政府和非洲组织建立了

建设性的关系。这种关系随后演变成该机构与一些联合国组织之间的技术

合作。在过去的十年内，南南贸易相比于南北贸易扩张地更为迅速。南南

投资也显示出空前的活力。非洲和非非洲发展中国家之间全部商品贸易额

从 1995 年的 340 亿美元增加到 2004 年的 970 亿美元，接着又在 2008 年增

至 2830 亿美元和 2012 年增至 5950 亿美元。（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 2010

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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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对点考察学习坦桑尼亚、肯尼亚、马拉维、乌干和赞比亚的正规学

徒项目 

 

东非国家处于相似的发展状况也面对共同的技能发展挑战，尤其

是技能错配（例如，技能需求和工人们拥有的技能之间存在差距）。

基于此，国际劳工组织在旅馆业试行了一个正规学徒项目，在旅馆和

国家旅游学院之间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这个雇主领导和需求导向的

试行项目被证明是成功的。. 

国际劳工组织组织一个考察学习，邀请来自肯尼亚、马拉维、乌

干达和赞比亚的相关政府官员和社会伙伴前往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

姆进行学习考察。代表团查看学徒的工作绩效，并参观培训学徒的国

家旅游学院和旅馆。他们也会见了劳动和发展部以及主管技术、职业

的教育和培训的行政当局，以便了解坦桑尼亚学徒系统的概况。通过

研讨会和小组讨论，代表团成员分享了坦桑尼亚的案例和经验。 

组织点对点考察学习的目的有：第一，宣传坦桑尼亚的成功经验

以便在参与国间进行可能的复制（例如，在旅馆运营商的正式学徒项

目）；第二，在次区域一级加强基于工作的学习的讨论。这一举措有

利于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8。 

亚洲商业公司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作用的评论  

A.Gosh（2016,前引书）指出，在 20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国际经济新秩

序(NIEO)不仅没有缩小贫富差距，反而加深了财富分配的鸿沟。其结果是，

联合国不得不提出千年发展计划(MDGs)，要求所有成员国的政府及商界为

实出此目标而努力。在各种实现国家目标的举措中，联合国全球契约

（UNGC）的达成是一项重要成果，世界商界领袖的参与无疑是向前迈出的

重要一步。 

Mondal 和 Ghosh 对商界在实现千年发展计划中扮演角色进行了分析，他们

的研究集中在参加联合国全球契约建议项目的 9 个国家的公司的数目上。这

些国家是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斯里兰卡、新加坡、韩国、印度尼西亚、

日本、中国、印度和孟加拉国。联合国全球契约网站提供的数据显示，在

2001 年至 2006 年间，参与的公司数目在 8 家和 125 家之间波动。从 2001

年的 16 家公司开始，参与公司数目在 2011 年增加至 125 家，而在 2016 年

却又减少至仅仅 8 家。这清楚地表明，企业部门在本世纪头 15 年实现千年

发展目标的作用下降，根据这些数据，认为该地区的企业部门对追求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兴趣可能不大，这一认识可能是明智的。在此情况下，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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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或者各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应当采取措施激励经济部门去实现可持续发展

计划项下的目标。在这方面，机构合作可能也会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创

造就业、技能发展和区域青年就业可能是其中的一些创新议程。 

区域政府之间的成功合作成功的案例有，亚太残疾发展中心（APCD）与泰

国政府、日本政府合作，共同致力于改善残疾人的生活条件。除了政府之

间的合作，私人部门的积极合作也至关重要。公私之间的合作案例非常多，

需要提及今年刚刚启动的一项此类举措。 

一个新的多边发展银行，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今年在中国北

京成立。它的目标就是通过投资基础设施从根本上促进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它的资本金是 1000 亿美元，首次募集了 500 亿美元，主要由中国和其他国

家出资。这个机构由 58 个创立成员组成，其中包括 21 个欧洲国家。然而，

为了确保该机构仅由亚洲国家管理和控制，75%的股权（按照 GDP 数值分

配投票权）为亚洲成员国保留。  

A.Gosh（2016,前引书）指出，这情形促使我们讨论政府间合作是否确实是

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为了实现可

持续发展计划，每个人对声明的目标都起着积极的作用。商业企业是市场

的主要力军，无法逃避其责任。仅仅期待着由政府促进青年职业创新目标

的实现是不明智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建议，有必要考虑在全球运

营的跨国公司和发展中国教育机构之间建立伙伴关系。许多这样的伙伴可

能已经建立，但由可能并不足以满足一些发展中国人口增长背景下的实际

需求。  

结论 

公私伙伴关系和技能发展在支持可持续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技能能够在宏

观层面提高生产力和资源效率。它能帮助求职者获得工作机会，进而减少

持续贫困。然而，技能发展机会获取的不平等和与相关技能发展的适度劳

工市场的缺失，充分利用技能发展尚待加强。因此，本模块的讨论强调通

过有效、可行的公私伙伴关系促进需求导向型的技能培训的重要性。该模

块讨论了如何建立和加强公私伙伴关系，以及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如何帮

助解决南方在技能发展方面面临的共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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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10：支持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在体面工作方

面虚拟空间13 

作为一种强大的横向合作，南南合作与三方合作具有颠覆性特征，它

有利于国际关系领域各方力量的平衡，也被认为是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争

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南合作与三方合作在实现联合国 2030 年议程

可持续发展目标 17 中发挥的显著和重要的作用证明了此点。（目标 17：强

化可持续发展的执行手段以及振兴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 

在实际执行问题上，跨国合作进程中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合作参与者之

间“耦合互动”式的会话。简言之，耦合互动式谈话 意味着人们持续参与谈

话，并频繁参加多种多样的活动。耦合互动的形式更有利于产生集体智慧

并有利于最大化互助性活动的同步性和协同性，称之为“分布式网络”，也就

是说，此时，所有人可以轻松、直接地与其他相关者也包括潜在的新伙伴

进行交流（这种情形也被称为“点对点”）。如今，互联网作为一种交流手段

前程似锦，可以弥补面对面互动的不足，最大限度地减少维持南南合作分

布式网络中高水平耦合互动的一些主要障碍。（1） 地理距离的障碍。（2）

语言障碍。14尤其随着移动技术的持续发展以及越来越友好和自然的界面的

出现，位于世界不同地区的人在决定一起行动时可以即时交互连接的已经

具有可行性。如果以一种安全、适合和智慧的方式与面对面交流结合起来，

虚拟互动将会引领一个互动的连续介质的时代，这会极大地促进南南三方

合作在体面工作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举措。 

近年来，许多与可持续社会经济发展领域正在以创新、革命的方式使用互

联网——广为人知的方法有“信息与通讯技术发展（ICT4D）”。案例之一是

运用虚拟互动空间进行知识分享的理念和做法，南南合作通过利用虚拟互

动空间旨在补充和加强国际劳工组织社会团结经济培训课程及由国际劳工

组织和联合国提出的其他相关措施。这些使用多种语言的虚拟空间被视为

社会团结经济培训课程的“集体大脑”（从 2012 年开始出现）南南合作和三

方合作在社会团结经济领域的“交汇点”（从 2013 年开始出现）： 

                                                        
13模块 10 的这部分由国际劳工组织顾问 Fernando Baptista 撰写。  

14 关于语言障碍的最小化问题，现在使用互联网作为即时文本翻译甚至语音翻译的工具变得越来越可靠和

广泛。 此外，大量资本正在投入该领域，其发展势头迅猛。 此外，互联网也成为语言学习和练习的一个

相当重要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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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团结经济培训课程的“集体大脑”（http://www.sseacb.net/）  

“集体大脑”是一个旨在充实国际劳工组织的社会团结经济研究院的虚拟

互动空间。它的目的是让参与者、前参与者和其他对社会团结经济培训课

程感兴趣的人通过网络实时参与、合作以及强化知识体系。这是一个虚拟

的多语言空间，试图永久性地重现和增强社会团结经济培训课程的互动态

势。国际劳工组织在社会团结经济企业和组织方面具有全面的专业知识且

历史悠久，相信像“集体大脑”这样的工具能够帮助加强洲际之间和各洲内部

社会团结经济领域的联系网络。国际劳工办事处和国际劳工组织的国际培

训中心在 2012 年帮助筹建了该空间。 

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在社会团结经济方面的 “交汇点” 

( http://www.sstcsse.net/ ): 

这是一个虚拟的交汇点，在这里，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可以就社会团结经济

开展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等问题聚集在一起，参与活动、交换意见和进行

合作。其主要目标是增加对此议题感兴趣的人们之间的直接联系和互动。

该空间在社会团结经济研究院的框架之下经国际劳工组织伙伴关系和实地

支持部（PARDEV）的支持于 2013 年建立。基于国际劳工组织在社会团结

经济企业和组织方面具有综合性的专长，国际劳工组织有理由认为，南南

合作和三方合作可以提供方法，在社会团结经济领域建立洲际之间和各洲

内部的网络。此外，社会团结经济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理念贯穿联合

国体面工作议程的四个方面。 

应当注意到， “集体大脑”和“交汇点”的建立，对社会团结经济培训课

程的互动水平和创新活力以及在地区经济发展领域的其他国际劳工组织的

相关举措产生了积极影响，包括城市间的合作（市对市）。这可以通过下

列事项得到证实：即来自许多国家的访问虚拟空间的数量在增多，以及社

会团结经济和当地经济发展领域的重要人士不断参与社会媒体上的对活活

动。访问量激增的一个例子是， “集体大脑”和“社会团结经济交汇点”网站

的访问量在 2015 年第二季度间分别增加了 217.3%和 274.8%，且这种增长

水平与前季度期增长水平基本持平。在利用互联网促进并巩固社会团结经

济和当地经济发展项目和活动之后，国际劳工组织伙伴关系和实地支持部

（PARDEV）近期决定向国际劳工组织的其他重要议题推广这一举措：消

除童工和现代奴役；增加就业；技能发展；社会保障；社会对话；劳工移

民；以及脆弱之间的合作（脆弱对脆弱）。2016 年， “南南合作交汇点”被

改造和扩大，以覆盖与体面工作和可持续发展有关的所有区域，并且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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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新的主页（http://www.southsouthpoint.net/）15.。下面提供的链接可直

接访问新的“南南合作交汇点”的主要网页和社交媒体。 

- 英文主页： http://www.southsouthpoint.net/ 

- 西班牙文主页：http://www.southsouthpoint.net/index_es.html 

- 法文主页：http://www.southsouthpoint.net/index_fr.html-  

- 葡萄牙语主页： http://www.southsouthpoint.net/index_pt.html 

-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094763267235517 

- LinkedIn: https://www.linkedin.com/groups/8490914 

- Google+: https://plus.google.com/communities/110273953357697404735 

- Y ouTube 频道（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4CKRQWOpW0x0vVac49SoEA 

- 主要资料和文件: https://goo.gl/G6tkbw 

- Twitter（新闻）: https://twitter.com/sstc_mp 

此外， “第一届国际劳工组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学术会议” 16（2016

年 7 月 11 日至 15 日在意大利都灵召开） 也充分利用了互联网资源。[ 更

多 关 于 国 际 劳 工 组 织 的 南 南 合 作 和 三 方 合 作 机 构 的 信 息 ：

http://www.ilo.org/pardev/partnerships/south-south/WCMS_458078/lang--

en/index.htm]  互动式预学阶段在互联网上进行，将介绍有关这些主题的基

本原则和关键问题，这些主题随后将在学术会议的面对面环节进行讨论。

通过前期的互动学习，参与者们能够了解彼此，并且有机会在都灵见到真

人之前就表达自己的观点、担忧和需求。这个互动空间最初是为南南合作

和三方合作机构的参与者设计的，但是，它也将向任何对南南合作和三方

合作机构所涉话题感兴趣的人或者希望了解和与这些参与互动的人开放。

下面是第一届国际劳工组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学术会议的有关的主要网

站的链接： 

- 英文前期学习网址: http://www.southsouthpoint.net/sstcacd2016.html 

                                                        
15 了解如何利用新的“南南合作交汇点”，请访问以下网址 http://www.southsouthpoint.net/ 并点击

“About”. 

16  关 于 国 际 劳 工 组 织 南 南 合 作 和 三 方 合 作 学 术 会 议 的 更 多 信 息 ， : 

http://www.ilo.org/pardev/partnerships/south-south/ WCMS_458078/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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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文前期学习网址：: http://www.southsouthpoint.net/sstcacd2016_es.html 

- 法文前期学习网址：: http://www.southsouthpoint.net/sstcacd2016_fr.html 

- 葡萄牙文前期学习网址：: http://www.southsouthpoint.net/sstcacd2016_pt.html 

- 第 一 届 国 际 劳 工 组 织 南 南 合 作 和 三 方 合 作 学 术 会 议 Facebook 页 面

://www.facebook.com/sstcacademy 

随着创新性、创造性和革命性地利用互联网，国际劳工组织脱颖而出，成为

利用信息和交流技术促进和加强体面工作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南南合作和三

方合作一个成功的案例。与此同时，这也证明了国际劳工组织的认识是正

确的，其认为，在一个较少受地理距离和国界限制的日益相互联系的不断

变化的世界中，有关地球村的讨论和实践越来越重要，地球村应该是一个

横向的，积极的，创新的，合作的大社区。   

Module 10: Virtual Spaces supporting South-South and Triangular Cooperation in Decen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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