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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考察体面劳动的 ll类衡量指标与6大基本理念的关系，展示了体面劳动 

衡量指标及其基本理念的结构与相互关系的特点，检验了国际劳工组织体面劳动理念对于其 

政策 目标的整合性特点。本文的研究对正确理解体面劳动概念及其衡量指标体系，指导体面 

劳动实践与相关学术研究等，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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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1 1 types of indicators and 6 primary ideas of 

decent work，the research found that every decent work indicators show the natures of several decent 

work primary ideas，and every decent work primary ideas are characterized by several decent work 

indicators，and thus we conclude that some of the indicators and idea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others，and that each decent work indicators and decent work ideas must not be separated from 

others．These conclusions have political and scholarly implications of great impor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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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体面劳动理念提出以后的近 10年时间内，国际劳工组织一直致力于体面劳动衡量指标的研究， 

并于2008年基本完成了指标体系的构建 J。2009～2011年，国际劳工组织先后成功地将这一指标体 

系用于对巴西 J、坦桑尼亚 J、奥地利 及乌克兰 等国体面劳动简况的研究和评价。目前，我国 

学术界极少涉及对体面劳动衡量指标的研究。但是，从体面劳动研究的发展趋势看，评价一国体面劳 

动实践面貌，必将更多地依赖于有关体面劳动衡量指标的数据搜集与整理，同时，体面劳动衡量指标 

也可以为研究体面劳动与其他经济与社会因素的关系提供重要工具。此外，由于体面劳动衡量指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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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操作性特点，它必将越来越多地受到社会公众的关注。 

当然，由于体面劳动衡量指标是对体面劳动基本理念的量化表达，所以二者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 

联系。因此，本文选取体面劳动衡量指标对其基本理念的表达关系为视角，具体研究体面劳动理念及 

其衡量指标概貌。本文第一部分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相关文献整理出了体面劳动的6大基本理 

念，为研究体面劳动11类衡量指标与6大基本理念的关系准备条件。第二部分以体面劳动6大基本 

理念与 1 1类衡量指标的表达关系为视角，对体面劳动基本理念如何由体面劳动衡量指标来表达进行 

了的统计分析，以此具体展示了体面劳动基本理念与衡量指标之间的关系特征以及体面劳动衡量指标 

的某些重要特点。最后，本文列出了主要研究结论，并简要讨论了其政策含义。 

一

、 体面劳动的基本理念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1999年第87届国际劳工大会的局长报告，体面劳动即 “在自由、平等、安全 

和人类尊严的条件下，让所有男人和女人们有更多的机会获得体面的、生产性的工作”_o 。国际劳工 

组织把实现体面劳动的政策目标归纳为四个方面的战略任务，即促进实现工作中的基本原则与权利、 

创造充分的和生产性的工作岗位以及加强社会保护和促进社会对话 J。上述对体面劳动概念表述及 

四个方面的战略任务，完整表达了体面劳动的基本理念，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足够的就业机会。这是体面劳动的前提条件。体面劳动的概念表述中 “更多的”以及战 

略任务中 “充分的”等用语 ，均直接陈述了这一基本理念。很明显，没有就业机会，体面劳动将不 

复存在。因此，体面劳动的第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为所有愿意工作的人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这里 

“工作”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正规职业与非正规职业的工作、社会性工作与家庭工作、自营业个体 

户工作以及临时就业者的工作等，都属于体面劳动所指的 “工作”范畴。此外，工作机会应是 “所 

有人”的工作机会，这就摒弃了各种类型的就业歧视。 

第二，生产性的工作。这里，“生产性”译自英文单词 “productive”，是一个很容易为中国学界 

所误解的词。因为在中国学术界曾出现过 “生产劳动”与 “非生产劳动”的争论，并且这种争论至 

今仍未形成统一认识。但是此 “生产性”却并非彼 “生产劳动”中的 “生产性”。这里的生产性指 

工作给劳动者带来回报的特性。当然，这种回报特性是建立在工作本身的产出特性上的，即回报特性 

不能超出产出特性的能力 。生产性的工作要求工作为劳动者本人及家庭成员提供足够的收入，以 

维持他们生活的需要，包括基本生活保障、人力资本再生产等。此外，生产性的工作也包含着维持社 

会可持续发展和企业及国家的竞争力等方面的内容。 

第三，自由的工作。“自由”不但是经济效率的前提条件，其本身也是体面劳动追求目标之一， 

因而它是体面劳动的核心理念之一。国际劳工组织 1999年局长报告中也明确指出体面劳动是 “自由 

条件下的”工作。因此，工作应该是人 自己选择的，并且是 自由选择的。无论什么原因，都不能强 

迫任何人工作。其次，不合理的工作也应摒弃，比如童工劳动，还有包身工、奴隶劳动及其他各种形 

式的强迫劳动，按照相关国际公约以及体面劳动理念，都应该摒弃。此外，“自由”条件下的工作还 

包括工人在工作组织与社会中可以自由结社、自由加入与退出任何工人组织。最后，自由的工作也要 

求消除各种工作中的歧视。 

第四，平等的工作。这一基本理念同样在体面劳动的概念表述与战略目标中同时得到体现。平等 

的工作即体面劳动应是一种代表公平正义的劳动，这意味着在工作中劳动者应该受到平等对待，享有 

各种平等的机遇。平等也排除了歧视的可能。此外，针对当前 “强资本弱劳工”现状，平等还意味 

着劳动者应得到作为人所应享有的基本尊重，因此，它同时也意味着劳动者享有照顾家庭、自由生活 

等基本权利。 

第五，安全的工作。工人的健康应得到保障。当工人遇到诸如疾病等无法控制的风险时，享有得 

到医疗救济及生活补助的权利。此外，工人的工作安全 (包括失业保险)也应得到有效保障。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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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知晓工作安全性相关信息的权利。国家和社会组织应该在保障工人的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及其工 

作稳定性等方面投入相应的社会资源。当前，工作安全正受到严峻挑战，特别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 

形势更不容乐观，这凸显了体面劳动理念的现实迫切性。 

第六，有尊严的工作。即工人在工作中应受到应有的尊重。他们应有权力就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发 

表自己的看法，有权参与有关自身福祉的企业及社会各层面的重要决策。在现代社会，政治与经济不 

可分割，政治上的抉择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工作条件等诸多利益。因此，工人结成或参与各种组织， 

从而通过组织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的权利就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在当今社会利益矛盾层出的情况下， 

应有效地促进工人政治与经济地位的提高，他们的工作会更 “有尊严”。 

二、国际劳工组织体面劳动衡量指标对体面劳动基本理念的表达 

根据前述体面劳动的基本理念，国际劳工组织现行体面劳动衡量指标体系包含共 1 1类指标 J， 

具体包括：①就业机会；②足够的工作收人与生产性的工作；③合宜的劳动时间；④兼顾工作、家庭 

与个人生活；⑤应摒弃的工作；⑥工作的稳定性与安全性；⑦就业中机会和待遇的均等；⑧安全工作 

环境；⑨社会保障；⑩社会对话及工人与雇主代表；⑩体面劳动的经济与社会环境。 

这11类指标，完整表达了体面劳动的上述基本理念。在此，本文设计出表 1来介绍 11类体面劳 

动衡量指标及其下属分指标 ，并以此考察了各类指标对体面劳动六大基本理念的表达关系，详见 

表2。 

表 1 体面劳动衡量指标 

指标大类 分指标 

1．就业机会 

2．足够的工作收入与生产性的工作 

3．合宜的劳动时间 

4．兼顾工作、家庭与个人生活 

5．应摒弃的工作 

6．工作的稳定性与安全性 ； 

7．就业中机会与待遇的均等 

8．安全工作环境 

9．社会保障 

10．社会对话及工人与雇主代表权 

1 1．体面劳动的经济与社会环境 

就业率；失业率；未接受教育且未就业的青年；非正规就业 

工作穷人 ；低工资率 (小时挣得低于统计中位数的2／3的工人比例) 

过度工作时间 (工作时间多于每周 48小时的工作人数比例 ；超出 “正常工作时间”的 

人数 比例) 

非正常工作时间；孕、产妇的保护；产假 

童工；强迫劳动 

工作稳定性与安全性 (组织为此所做的努力程度；临工或日工数量与工资) 

职业种类的性别分割；女性在国际标准职业 (ISCO一88)l1和 l2类中的就业比例；性别 

工资差距 ；反性别歧视立法；反种族歧视立法 

职业受伤比率；职业死亡率；职业伤亡保险立法；劳动检查立法 

享受保险老年人 口占65岁及以上人 口的比例；社会安全方面的公共支出占 GDP份额； 

保险立法；失去就业能力人士生活保障立法等 

联合组织的密度；隶属于雇主组织的企业的比例；集体谈判覆盖率；组织开发的保障工 
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力的指标；联合与组建组织的自由和权力方面的立法等 

辍学的青少年比例 (按年龄组)；就业人口中估计 HIV呈阳性的比例；劳动生产率 (人 
均GDP水平及增长率)；收入不均等；CPI增长率；经济活动不同领域就业率；成年人受 

教育程度 (文盲率等)；就业者人均 GDP等 

注：①表中数字为体面劳动衡量指标大类序号。 

②表中的 “分指标”只列出 “主要指标”和部分 “附加指标”、“未来指标”、“供选择的指标”与 “法律指标”，完整指标 

体系详见参考文献 [1]。 

由表2可见，体面劳动每一基本理念均由数类衡量指标来表达，而每类衡量指标又同时表达了数 

个基本理念。比如，第 1类衡量指标，即就业机会衡量指标，同时部分地表达了体面劳动的第 1、3、 

4、6基本理念 (即足够的工作、自由的工作、平等的工作及有尊严的工作)，而基本理念6(即有尊 

严的工作)所表达的指标，则囊括了全部 11类的体面劳动衡量指标。由此可见，体面劳动基本理念 

与衡量指标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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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基本理念 2、3、6 (即生产性的工作、自由的工作、有尊严的工 

作)经由更多的指标来表达 (其总频数分别为7、9、l1，明显高于其他基本理念所由表达的指标的 

频数)，说明这些基本理念对于表达体面劳动概念可能更具有重要意义 (也许可以认为，较之于工作 

机会而言，体面劳动理念更加看重工作质量)。此外，体面劳动的各衡量指标对于表达体面劳动的基 

本理念具有相似的重要性 (各衡量指标所表达的基本理念频数分别为4、3、4、4、3、3、3、3、3、 

4、6，大体上非常接近)，但相比较而言，其中的指标 11(即体面劳动的经济与社会环境)与所有6 

大基本理念均直接相关，因而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说明，充分实现体面劳动的各项理念，是一 

个社会系统工程，需要从社会多方面加以推进。 

表2 体面劳动衡量指标对体面劳动基本理念的表达关系 

注 ： 表中数字为体面劳动衡量指标大类序号。 

②表中对衡量指标与基本理念表达关系的判断只给出结果，不作详细介绍，相关介绍详见参考文献 [1]、[1o 3。 

总之，从表 2我们看到，体面劳动衡量指标及基本理念之间关系交错纵横，极为复杂，且各自均 

是一个相互交织的整体，不可分割。因此，我们必须把体面劳动的各基本理念以及体面劳动的各衡量 

指标，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来理解，而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事实上，离开了上面所列任何一项指标或 

理念，体面劳动都是不成立的。比如，如果体面劳动的1、2、3、4、5各基本理念均有较高量值，而 

唯有第6理念 (各理念编号见表2)没有指标表现 (事实上，由前面的分析知这是不可能的，但此处 

为说明问题不妨作这一假设)，则这种劳动就不可能是体面劳动。因此，像诸如 “高工资的劳动就是 

体面劳动”、“自由选择的劳动就是体面劳动”等提法，都未能把握体面劳动理念的整体，因而都是 

不恰当的 

三、结论与政策含义 

在体面劳动理念提出之前，国际劳动组织以及其他许多国际组织实际上均把体面劳动 “四大战 

略任务”作为主要议程和重点目标加以推进。但是，只有在体面劳动理念提出以后，才开始了一个 

全新的时代。体面劳动创造性地以其六大基本理念，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极富吸引力的方式，几乎囊 

括了相关领域内人们关注的所有政策目标与各项战略任务。体面劳动衡量指标进一步将这些理念、目 

标与战略任务具体化，为促进体面劳动在世界各国的具体实践创造了良好条件。因此，可以认为， 

“统一性”或 “整合性”，是体面劳动理念以及体面劳动衡量指标体系所共同具有的重要的特性。当 

然，正如本文第二部分分析中所看到的，体面劳动更加重视工作质量，更注重对社会背景的综合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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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推进体面劳动实践是一项系统工程。虽然并不排斥把某一具体战略目 

标 (例如更多的就业、更安全的工作以及更普遍的社会对话等)作为社会政策的重点，但是，由于 

体面劳动各项理念是交织在一起的，且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背景联系紧密，四大战略目标也是 

彼此联系互相强化的。所以，为全面推进实现体面劳动，应该把体面劳动各基本理念统一起来 ，并分 

别对照体面劳动的11大类衡量指标，具体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全面推进各项指标的落实与提高， 

以更好地实现体面劳动的各项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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