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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东亚作为世界上最具活⼒和多元化的地区之⼀，⾯临着许多社会经

济挑战和机遇。 该地区的特点是经济快速增长和市场竞争。 然⽽，

在这种动态背景下，⼈⼜中最脆弱的群体，特别是在劳动世界中，仍然处于不

稳定的地位。 这些群体包括移民、妇⼥、⼉童、残疾⼈、少数民族、低⼯资⼯

⼈和其他弱势群体。东亚对体⾯就业、安全⼯作条件和社会保护的权利局势⽇

益加剧表⽰焦虑。

移民群体时常被迫在低薪部门⼯作，他们⾯临着不受监管的⼯作条件、不良的

⼯作时间规定并剥削。不良教育及对其权利缺乏了解使他们特别容易受到伤

害。妇⼥也是东亚的弱势群体。 薪酬不平等、缺乏平等的职业发展机会，以及

⼈们对⼥性⼯作场所的歧视等现象，都给实现男⼥平等，使⼥性充分参与经济

活动造成了障碍。残疾⼈在劳动⼒市场上也很难获得平等的机会。 受教育机会

的不平等、就业机会的限制以及对残疾⼈的陈规定型观念和偏见给他们的就业

造成了困难。

此外，⽼年群体、少数民族群体也需要额外的劳⼯权利保护。劳动⼒市场对年

龄和种族的歧视，限制了他们获得更多的机会。为了确保这些特殊群体的劳⼯

权利得到保护，需要在⽴法层⾯采取措施，制定社会政策并由国家和⾮政府组

织进⾏监管。 东亚国家之间的合作和经验交流也有助于改善他们的⼯作条件并

保护其权利。 只有通过协调⼀致的努⼒，才能在保护劳⼯权利和改善东亚社会

弱势群体的⽣活⽅⾯取得进展。

劳动权通常是⼀种经济权，也是⼀项重要的基本⼈权，因为其实现与否关乎⼈

的基本⽣存。故其权利基础在于⽣存权，属于权利基本权体系中的社会权的⼦

权利。劳动者合法权益保护的好坏实为⼀国对劳动者的⼈权关怀程度的风向

 4



标。因此，成为⼈权领域中单列的讨论范畴，也是各国劳动法和国

际劳动法重点规制和优先保障的领域。

国际上⼯作权的概念最早明确提出于1948年联合国的《世界⼈权宣

⾔》，根据《经济、社会、⽂化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作权是劳动者的基

本权利，其中第23条规定了⼯作权、结社⾃由、公正报酬、同⼯同酬、社会保

障和公正良好的⼯作条件等原则。联合国于1966年通过该公约，各国都承认⼯

作权，并应采取适当措施来保障每个⼈根据⾃⼰的意愿选择和接受⼯作的权

利。为实现这⼀权利，缔约各国应提供技术和职业指导与培训，并在保障个⼈

基本政治和经济⾃由的条件下，实现经济、社会和⽂化的稳定发展以及充分的

就业计划、政策和技术。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简称ESCAP）是联合国系统中负责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机构之⼀。ESCAP进⾏研究，分析亚太地区的劳⼯市场趋势

和问题。这些研究为决策制定提供了基础，帮助国家了解劳⼯权利⾯临的挑

战。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向亚太地区的国家提供法律和政策⽅⾯的建

议，以改善劳⼯权利保护。这包括制定和改进劳⼯法律、政策和标准，确保劳

⼯的基本权利得到尊重。委员会通过技术援助项⽬和培训活动帮助国家提⾼执

法机构的能⼒，确保劳⼯法律得以有效实施。这也包括提⾼劳⼯和雇主组织的

能⼒，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代表劳⼯利益。

众所周知⾃20世纪五、六⼗年代以来东亚各国与地区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历史

性崛起各国及地区从各⾃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出发在收⼊分配与经 济增长政策上

作出了不同的战略选择特别是对本国社会性弱势群体的保障与救助呈现出特⾊

各异的制度模式并经历了不断调整、补充、改⾰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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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保护最弱势群体的劳⼯权利的现代议程

劳动权利保护⾄关重要，因为它有助于创造公平和可持续的⼯作环

境，为劳动者提供合理的⼯资和福利，并保护他们不受歧视和不公平

待遇。保护劳⼯权利还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尤其是在全球化

和技术进步的背景下，保护劳⼯权利变得更为重要。跨国公司和全球供应链的

出现增加了劳⼯权益保护的复杂性，需要国际合作和共同努⼒来解决劳⼯权益

问题。只有通过建⽴完善的法律框架、监管机制和社会机制，才能有效地保护

劳⼯的权益，实现公平和可持续的劳动关系。

就业权是公民和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之⼀。农民⼯的就业权包括职业获得权、⾃

由选择职业的权利和平等就业的权利。劳动报酬是劳动者通过付出劳动换取的

物质利益，包括⼯资和其他合法的劳动收⼊。休息休假权是东亚国家宪法所规

定的基本劳动权利，与劳动密切相关，确保劳动者有机会恢复劳动⼒并实现个

⼈全⾯发展。职业安全权是农民⼯享有的保护其在劳动过程中⽣命安全和⾝体

健康的权利。职业培训是指为了提⾼农民⼯在不同职业中所需的专业技能、业

务知识和操作技能⽽进⾏的培训制度，包括就业前培训和就业后培训。社会保

险权是农民⼯因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或暂时失业时，在法律规定下享有物

质援助的权利；社会福利权是指农民⼯依据国家制定的社会福利制度所享有的

权利。请求劳动争议处理权是指农民⼯基于劳动关系存在，在与⽤⼈单位发⽣

劳动争议时，有权要求有关部门进⾏处理。

在早期的⼈类社会中，劳动⼒主要⽤于农业⽣产。劳⼯的权益保护受限，⼯⼈

通常处于弱势地位。到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业⾰命的兴起带来了⼤规模

的⼯业化⽣产。⼯⼈的⼯作条件恶劣，⼯时长且报酬低。到了19世纪末，劳⼯

运动兴起，要求更好的⼯作条件和权益。1919年，国际劳⼯组织（ILO）成

⽴，将劳⼯权益保护纳⼊国际议程。ILO制定了劳⼯权益的国际标准和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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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次世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开始更加关注劳⼯权益，以防⽌

类似于⼤萧条的经济危机再次发⽣。联合国成⽴，并在1948年的世

界⼈权宣⾔中宣布"⼈权"包括劳⼯权益。⼯会和法律改⾰开始兴起，

旨在改善劳⼯的状况。各国建⽴了法律框架，确保劳⼯的权益得到保护，包括

最低⼯资、⼯时限制和劳动安全标准等。到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全球化导

致了跨国公司和全球供应链问题，进⼀步复杂化了劳⼯权益的情况。国际组织

和政府开始更加关注解决国际劳⼯权益问题，如⼉童劳⼯、强迫劳⼯和不平等

⼯资等问题。世界对于劳⼯权益保护的演变是⼀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受到社

会、经济和技术变⾰的影响。国际组织、政府、⼯会和社会运动⼀直在努⼒确

保⼯⼈的权益得到尊重和保护，以促进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作条件。

国际上明确提出⼯作权的概念始于联合国 1948年的 《世界⼈权宣⾔ 》其第 23

条就规定了⼯作 权、结社⾃由、公正报酬、同⼯同酬、社会保障、公正良好⼯

作条件等原则 ;联合国 196年通过的国际 ⼈权两公约之⼀的 《经济、社会、⽂

化权利国际公约 》(以下简称 《经社⽂公约 》)第 6条对劳动者的⼯ 作权这样规

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作权包括⼈⼈应有机会凭其⾃由选择和接受的

⼯作来谋 ⽣的权利并将采取适当步骤来保障这⼀权利。⼆、本公约缔约各国为

充分实现这⼀权利⽽采取的步 骤应包括技术的和职业的指导和训练以及在保障

个⼈基本政治和经济⾃由的条件下达到稳定的经 济、社会和⽂化的发展和充分

的⽣产就业的计划、政策和技术。”可见从公约⽂字的通常意义的理解 出发不

难看出⼯作权即等同于上述第⼀种认识囊括了就业前、就业中和失业后的权利

集合体其内涵较⼴泛。ILO在 198年进⼀步明确界定 ILO制定的⼋个有关劳动权

公约为核⼼劳动标准和⼯作 场所的基本原则和权利从⽽进⼀步列举式地界定了

劳动权的内涵即结社⾃由权、集体谈判权、消除 ⼀切形式的强迫劳动、禁⽌使

⽤童⼯、消除雇佣和职业歧视、最低就业年龄等这⼋⼤公约构成了 ILO认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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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重要的劳动权体系作为保障劳动权的底线由此可见国际劳动法

上是将劳动权等同 于⼯作权是个涵义⾮常⼴泛的概念其中的结社⾃

由权、组织权和团结权既能覆盖⼯会也能包括政 治党派是劳动者以

公民⾝份要求政府予以保障的这其实便是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 ICCPR ) ) 的使命所在; ⽽

⼤量满⾜劳动者个体物质需求的劳动权诸如获取可以谋⽣的⼯资、公正⽽良好

的⼯作条件、合理限制⼯时、同⼯同酬权、获取社 会保障权等皆体现了 《经

济、社会⽂化权利国际公约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 ICESCR ) ) 的追求国际劳动法⽂献⼀般称之为 workers' rights或 

labor rights为便于同国际接轨国内的第⼀种认识和译名笔者认为是较为准确和

妥当的。

为什么今天解决保护东亚最弱势群体的劳⼯权利问题如此重要？ 现代世界的发

展是⼀个相互依存的过程，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进展不能被单独考虑。这

使得监管和⽴法对劳动权益的保障变得更加复杂。⾸先，⼀些劳动权益的条款

可能只是⼜头宣布，并没有⾜够的保障⼒度。尽管⼀些法律⽂件规定男⼥⼯⼈

享有相等的⼯资，但在实际中，性别⼯资差距依然存在，缺乏有效的执法和监

管。法律通常规定了⼯⼈每周⼯作的最⼤时长和加班⼯资，但有时雇主可能通

过合同或其他⽅式规避这些规定，导致⼯⼈长时间⼯作⽽⽆法得到相应的报

酬。虽然法律设⽴了⼯伤保险制度，但某些雇主可能没有提供⾜够的保险或赔

偿，使⼯⼈⾯临更⼤的风险。虽然也有失业保险制度，但⼀些国家可能覆盖范

围不⾜，导致很多⼯⼈⽆法获得经济⽀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东亚地区在全

球供应链中发挥着重要作⽤，所以劳⼯权益问题不仅影响东亚，还涉及国际贸

易和全球劳⼯。提⾼劳⼯权益有助于改善全球供应链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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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地区的局势⾮常不稳定，劳⼯权益保护问题的发展有很多前提

条件。东亚地区经历了⼤规模的劳⼯迁移，包括跨国移民和农村劳

⼯向城市的流动。这种迁移使许多⼯⼈处于脆弱地位，缺乏正规就

业和社会保障。许多⼯⼈在⾮正规劳⼯市场上⼯作，这些市场通常缺乏保护性

法规，⼯资低，⼯时长，⼯作条件恶劣。⼥性劳⼯常常⾯临性别歧视，包括不

平等的⼯资、有限的职业机会和更多的家庭责任，使得她们成为最脆弱的劳⼯

群体之⼀。⼀些地区仍存在⼉童劳⼯问题，⼉童可能被迫从事危险⼯作⽽没有

得到适当的保护。许多劳⼯从事低薪⾏业的⼯作，他们的⼯资可能⽆法满⾜⽣

活需求。此外，不稳定的⼯作条件，如临时⼯、合同⼯和⾮正式⼯作，使劳⼯

难以计划未来。

玻璃天花板概念是劳⼯权益保护问题的⼀部分。 东亚地区被视为职场性别歧视

的传统表现地。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1）该地区长期以来根深蒂固地按性别划分劳动责任；

2）⼤多数国家受到儒家思想和孝道思想的影响。 例如，在中华⼈民共和国，

玻璃天花板指的是⼥性在职位上占据次要地位，⽽且薪酬往往低于承担相同职

责的男性。

⼈们普遍将⼯作领域分为“男性”（银⾏、法律、经济等领域）和“⼥性”（翻

译、外国⽂学、照顾孩⼦），受过技术教育的⼥性往往被视为勇敢进⼊“别⼈领

域”的⼈。在就业时，⼤学毕业⽣⾯临这种竞争，他们更容易选择留在学校继续

攻读研究⽣或前往欧美⾼等教育机构。

为了促进性别平等，中国有⼀家致⼒于妇⼥权益的组织。与许多东亚国家不

同，中国没有各种各样的这类组织。中国有⼀个⼤型组织，即中华全国妇⼥联

合会（ACWF），成⽴于1949年。与此同时，在⽇本有⽇本妇⼥选民联盟、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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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络和国家妇⼥教育中⼼；在韩国有韩国⼤学妇⼥协会和韩

国全国母亲协会等。

 

世界妇⼥联合会将打击对妇⼥的家庭暴⼒作为其主要关注点。根据中华全国妇

⼥联合会2010年的⼀项研究，中国每年约有25％的妇⼥遭受家庭暴⼒。这个问

题直接影响⼥性⼯⼈的⼯作能⼒，导致她们的劳动⽣产率下降和出勤率下降。

因此，中国于2016年3⽉通过了第⼀部反家庭暴⼒法，并于2017年开始实施。世

界妇⼥联合会和中国政府的合作⾏动是保护妇⼥权益的综合措施，但即便如

此，也不能完全消除性别不平等。为了消除中国的歧视，⼥性必须与既定的刻

板观念和传统进⾏⽃争，其中⼀个显著例⼦就是⼥性军队服役⼈数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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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机构的⼯作和公民参与的促进

联合国旨在通过多项国际公约保护和促进全球范围内包括东亚在内

的劳⼯权利。国际劳⼯组织是联合国的⼀个专门机构，负责制定和通过劳⼯领

域的法规，包括⼀系列保护劳⼯权利的公约和建议，例如同⼯同酬、结社⾃由

和集体代表权、防⽌歧视和童⼯等。《⼯作场所原则和权利宣⾔》是1998年由

联合国⼤会通过的，规定了⼯作场所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如结社⾃由和集体谈

判、禁⽌强迫劳动和歧视等。国际劳⼯组织的第87号公约（1948年）规定了⼯

⼈和雇主组建和⾃由加⼊⾏业协会的权利，以及集体代表权和谈判权。第100号

公约（1951年）确保男⼥同⼯同酬，并考虑到⼯作的同等价值。第138号公约

（1973年）确定了可接受的最低就业年龄和义务教育提供。⽽2006年联合国⼤

会通过的《残疾⼈权利公约》是联合国⾸部保护残疾⼈权利和推动残疾⼈保障

事业发展的公约。

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ESCAP）是联合国的区域机构，旨在协助亚太地

区国家合作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ESCAP采取了多项措施以保护弱势群体的劳

⼯权利。具体⼯作包括通过研究和数据收集了解亚太地区不同群体的劳⼯权益

状况，尤其是处于劳动⼒市场边缘的弱势群体，如妇⼥、年轻⼈、残疾⼈和农

村⼯⼈。ESCAP向亚太地区国家提供政策建议，旨在改善劳⼯权益保护。这包

括制定更具包容性和平等的劳动法律和政策，确保所有⼯⼈享有基本权益。

ESCAP提倡亚太地区国家采取和加强与劳⼯权利相关的法律，例如最低⼯资、

⼯时和安全健康法规。这些法律旨在确保⼯⼈在⼯作中获得公正的报酬、合理

的⼯时和良好的⼯作条件，以保护他们的基本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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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ESCAP⽀持政府改进法律法规，使其与国际劳⼯标准⼀致。

这意味着国家法律应符合国际劳⼯组织（ILO）的标准，以确保全⽅

位保护劳⼯权益。其中包括防⽌童⼯，保护妇⼥⼯⼈的权益，以及

维护⼯会⾃由。

ESCAP还通过提供政策建议和⽀持帮助国家加强法律执⾏和监督。这包括确保

有⾜够的执法机构和程序，以确保法律得到有效实施，并对违规⾏为进⾏追踪

和制裁。

此外，ESCAP⿎励国际合作，共同应对跨国问题，特别是劳⼯权益问题。通过

与国际劳⼯组织（ILO）等组织合作，ESCAP促进了国际标准的采纳和实施，

从⽽加强了全球范围内劳⼯权益的保护。

ESCAP通过采取多项法律和政策措施，致⼒于保护亚太地区劳⼯的权益，以确

保他们享有基本权益。这些努⼒有助于创造更加公平、和谐和可持续的劳动市

场，同时也符合全球可持续发展⽬标中的社会公平和体⾯⼯作的要求。

举例来说，2013年4⽉，ESCAP举办了⼀场关于“改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劳⼯⽴

法”的研讨会，政府和劳⼯代表参与了讨论，探讨了保护劳⼯权益的相关问题。

2015年12⽉，ESCAP与该地区的商界进⾏了磋商，讨论了实施改善劳动条件和

遵守劳⼯标准的社会项⽬的重要性。ESCAP定期发布有关东亚国家劳⼯权益和

劳动条件的摘要和报告，为政府提供改进劳动⽴法和政策以符合国际标准的建

议。这些例⼦表明，ESCAP与该地区的政府和商界合作，推动劳⼯权益的发展

并实施相应的政策和措施。

在中国，作为东亚地区之⼀，存在着⼀些劳⼯权益问题。城市新移民由于⾝份

属性的特殊性，处于⼀个边缘地位，既不属于农村也不属于城市。他们既不能

享受农村的相关扶持政策，也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权益。尽管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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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发展并完善各项社会政策，对城市新移民的劳动就业权益进⾏

了⽇益全⾯的保障，但仍存在许多问题。中国城市新移民的劳动就

业现状主要表现为以下⼏个⽅⾯：

1.城市新移民受到严重的就业歧视。就业歧视问题严重限制了城市新移民在城

市流动时劳动⼒资源的有效配置，造成了⼀些劳动⼒资源的浪费。在中国，就

业歧视受到历史制度因素的深刻影响，城乡⼆元户籍制度成为城市新移民⽆法

逾越的⾝份障碍。城乡⼆元体制导致劳动⼒市场出现体制内外职业⾝份的差异

化。尽管市场经济体制允许城市新移民⾃由流动，但就业问题仍然受农村户籍

的影响，限制了他们实现⾃主就业的灵活性和充分性。再加上年龄和受教育程

度不⾼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就业歧视问题使这⼀群体⽆法实现⼴泛的就业。

2. 城市新移民的就业选择性有限，⼤部分只能从事低收⼊的⼯作。尽管近年来

城市新移民的就业状况有所改善，但他们很难进⼊⾼薪⾏业。相对于城市居民

群体来说，城市新移民所从事的⼯作多数是体⼒劳动，不要求⾼专业素质，这

也限制了他们专业能⼒的提升。此外，城市新移民的⼯资待遇较低，与城镇居

民相⽐存在差距。

3. 城市新移民的教育⽔平较低，缺乏专业技能培训。尽管城市新移民的⽂化程

度有所提⾼，但增长速度缓慢。总体⽽⾔，城市新移民的⽂化⽔平相对较低，

难以满⾜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对⼈才的需求，从⽽增加了他们的失业风险。此

外，城市新移民在⾮农职业技能培训⽅⾯的⽐重有所降低，这导致他们对新⼯

作技能和知识的吸收速度较慢，使得他们的⼯作不仅⼯资低，⽽且存在⼀定的

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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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解决问题的现代⽅法：国际计划、政府战略和私⼈倡议

国际计划是⼀种跨国合作的⽅法，旨在解决保护东亚劳⼯权利问

题。此类计划通常由国际组织、⾮政府组织和国际⼯会等合作伙伴

共同推动。国际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包括：

- 推⼴国际劳⼯标准：国际计划⿎励东亚国家采纳和实施国际劳⼯组织（ILO）

制定的标准，如⼯时、薪酬、⼯作条件和⼯会⾃由等。

- 技能培训和能⼒建设：通过国际计划，劳⼯组织可以提供技能培训和能⼒建

设项⽬，帮助劳⼯提升就业技能和权益保护能⼒。

- 监测和报告：国际计划通常设有监测和报告机制，追踪劳⼯权益改善情况，

并提供有关违规⾏为的信息。

- 多利益相关者合作：国际计划⿎励政府、企业、⼯会和民间组织等多⽅合

作，共同解决劳⼯权益问题。

政府战略在保护劳⼯权益⽅⾯起着关键作⽤。现代⽅法包括：

- ⽴法和政策制定：政府应制定和修改劳⼯法律和政策，确保劳⼯权益得到充

分保护，如确保最低⼯资、合理⼯时和安全健康条件等。

- 执法和监管：政府需建⽴有效的执法和监管机制，确保企业遵守劳⼯法规，

并对违规⾏为进⾏制裁。

- 促进对话：政府可促进雇主、⼯会和⼯⼈之间的对话和谈判，解决争议和改

善劳⼯权益。

私⼈倡议是企业和社会责任组织主动采取的⾏动，以改善劳⼯权益。其中⼀些

现代⽅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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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社会责任（CSR）：企业可以采取CSR措施，确保供应链中的

劳⼯得到公平待遇，关注他们的权益、⼯资、⼯时和⼯作条件等⽅

⾯。

- 供应链透明度：企业可以提⾼供应链的透明度，追踪产品的⽣产过程以及劳

⼯权益情况，以能够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 ⼯⼈权益倡导组织：私⼈倡议可以包括⼯⼈权益倡导组织，通过倡导和公开

揭⽰问题，帮助改善劳⼯的权益状况。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简称亚太经社会，英⽂为Uni 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ESCAP）前⾝为“亚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于1947年在上海成⽴，1949年迁址

泰国曼⾕。1974年该组织改称现名，为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下属5个区域经济委员

会之⼀。ESCAP现有53个成员，包括中国等东亚国家，东南亚、南亚、中亚、

南太，以及俄罗斯、⼟⽿其、伊朗等国和美国、英国、法国、荷兰等，还有9

个准成员，包括中国⾹港、中国澳门以及⼀些太平洋岛国和地区等。最⾼决策

机构是部长级年会，每年定期举⾏。

2021年4⽉26⽇⾄27⽇，ESCAP举办了第77届年会，采⽤了视频⽅式进⾏。年会

的主题是“通过区域合作推动亚太地区危机后的更好重建”。年会通过了主题决

议，呼吁亚太各国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区域团结与合作，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实现重建⼯作。

⽽在2023年5⽉15⽇⾄19⽇，ESCAP将在泰国曼⾕以线上线下结合的⽅式举办第

79届年会。该年会的主题是“加速亚太⽓候⾏动促进可持续发展”。年会将通过

主题决议呼吁各成员国加强国际合作，积极采取⾏动应对⽓候变化。年会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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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执⾏情况，充分肯定各国在低碳

转型⽅⾯所采取的措施，并强调推进亚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ESCAP⿎励东亚地区国家加强与国际劳⼯组织（ILO）的合作，以确

保国际劳⼯标准得到遵守和执⾏。这包括努⼒实现最低⼯资、⼯时和⼯作条件

等⽅⾯的国际标准。ESCAP还⿎励东亚地区国家制定和修改相关法律和政策，

以确保充分保护劳⼯权益。这包括确保法律适⽤于供应链中的所有⼯⼈，包括

临时⼯和⾮正式⼯⼈。ESCAP⽀持国家建⽴更强有⼒的执法和监管机制，以确

保企业遵守劳⼯法规，并对违规⾏为进⾏制裁。这还包括加强劳⼯检查和监

测。ESCAP⽀持⼯⼈和⼯会的权益，倡导⼯⼈进⾏集体谈判和⾃由组织。这有

助于改善⼯⼈在谈判和⼯资⽅⾯的地位和能⼒。ESCAP⿎励私营企业采取企业

社会责任（CSR）措施，确保供应链中的劳⼯权益得到尊重。这包括关注供应

链的透明度、⼯时和⼯作条件。ESCAP还⽀持技能培训和教育项⽬，以提⾼劳

⼯的就业机会和维权能⼒。这有助于提⾼劳⼯的就业竞争⼒。

综合来看，为了保护东亚地区劳⼯的权益，ESCAP已经采取了多种综合性措

施。这些措施包括加强国际合作、制定和实施政府政策和法规、加强监管和执

法⼒度、推动⼯会⾃由、促使私⼈企业参与，并提供技能培训。通过综合运⽤

这些⽅法，ESCAP致⼒于确保东亚地区劳⼯的权益得到充分保护，实现社会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并推动全球可持续⽬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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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东亚地区的特点是经济快速增长和市场竞争。 然⽽，⼈⼜中最脆弱

的群体，特别是在劳动世界中，仍然处于不稳定的地位。东亚对体

⾯就业、安全⼯作条件和社会保护的权利局势⽇益加剧表⽰焦虑。移民群体时

常被迫在低薪部门⼯作，他们⾯临着不受监管的⼯作条件、不良的⼯作时间规

定并剥削。不良教育及对其权利缺乏了解使他们特别容易受到伤害。妇⼥也是

东亚的弱势群体。 薪酬不平等、缺乏平等的职业发展机会，以及⼈们对⼥性⼯

作场所的歧视等现象，都给实现男⼥平等，使⼥性充分参与经济活动造成了障

碍。残疾⼈在劳动⼒市场上也很难获得平等的机会。 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就

业机会的限制以及对残疾⼈的陈规定型观念和偏见给他们的就业造成了困难。

⽼年群体、少数民族群体也需要额外的劳⼯权利保护。劳动⼒市场对年龄和种

族的歧视，限制了他们获得更多的机会。为了确保这些特殊群体的劳⼯权利得

到保护，需要在⽴法层⾯采取措施，制定社会政策并由国家和⾮政府组织进⾏

监管。 东亚国家之间的合作和经验交流也有助于改善他们的⼯作条件并保护其

权利。 只有通过协调⼀致的努⼒，才能在保护劳⼯权利和改善东亚社会弱势群

体的⽣活⽅⾯取得进展。

因此，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将继续开展促进禁⽌酷刑，保护公

民权利的⼯作，并同时促进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之间的包容性、多利益攸关⽅和

可信赖的对话，以及在联邦、区域和地⽅各级的⾏为，这不仅涉及国家当局，

也涉及着民间的社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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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图号⼀

全球市场份额变化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国家统计数据进⾏的计算

注：估算基于 2019 年⾄ 2020 年的变化, 组统计数据是汇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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