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砖国家劳工和就业部长会议

巴西利亚，2019 年 9 月 20 日

介绍

1. 我们，巴西联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印度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南非共和国

的劳工和就业部长于 9月 19日至 20日在巴西利亚举行了第五次金砖国家劳工和就

业部长会议。我们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加强协调和信息共享，讨论和商定具体合作领

域，以应对金砖国家成员国普遍面临的劳工和就业挑战。

2. 我们承认自 2015年在俄罗斯乌法举行第一次会议以来，我们两国之间取得了进展

并改进了合作。我们承认成员国努力继续分享知识，在劳动和就业、社会保障和加

强社会对话方面开展合作。

3. 我们重申支持 2018年《德班宣言》中概述的原则，包括通过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谅解备忘录）开展合作，促进在社会和劳工领域的相互合作。我们进一步呼吁劳

工和就业工作组将其工作与其他各条线保持一致，以改善一致性和协调性。

4. 我们认识到，未来的工作给金砖国家带来了重大挑战和机遇。我们强调必须共同努

力，制定政策和战略，以应对新出现的挑战和机遇，同时承认劳工组织在《劳工组

织百年宣言》中要求的以人为本的做法。

5. 我们同意，必须建立有弹性和适应性的劳动力市场，使政府、雇主和工人能够以最

小的干扰来管理过渡，同时利用和扩大全球化、数字化和人口变化带来的潜在利

益。

6. 考虑到这些问题，我们以"金砖国家：经济增长促进创新未来"为主题举行会议，讨

论并讨论了为支持该主题所倡导的目标而提出的以下优先领域：包容性工作的未

来：贸易自由化及其对金砖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劳动力市场数据的治理;促进

可持续社会保障体系的质量和生产性就业。

7. 我们欢迎金砖国家劳工研究所网络开展的工作，从而对金砖国家劳动力市场挑战和

政策经验的关键问题进行比较分析。我们承认研究所在新就业形式和青年就业方面

开展的工作，这突出了全面战略的重要性，以便应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挑

战。我们还欢迎在 ISSA的技术援助下，与国际劳工组织合作，启动金砖国家虚拟

联络处，作为支持活动和金砖国家社会保障合作框架的实用机制。

包容性工作的未来

8. 关于包容性未来工作的讨论建议处理世界正在目睹的迅速变化所带来的工作世界的

变化。全球化、技术创新、气候变化和人口变化等全球大趋势正在深刻地改变工作

的性质，即创造的工作类型、这些工作所需的技能和工作组织。这些趋势正在挑战

传统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政策，我们认识到，它们需要一个新的理由来帮助导航和

塑造新的工作世界。

9. 承认工作对社会凝聚力具有集体意义，我们组织工作和劳动力市场的方式在决定所

有人的生活质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回顾 2030年《议程》呼吁"不让一个人



掉队"，把体面工作放在政策的核心，以实现社会正义，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增

长。

10.面对未来的工作，我们需要找到应对挑战的充分对策。劳工组织去年 6月通过的

《关于工作未来的百年宣言》是国际劳工组织成立 100周年，它为我们提供了关于

如何实现包容性工作未来的重要指导。我们赞同劳工组织的做法，即将人员及其工

作置于经济和社会政策以及商业实践的中心，这是今后工作的以人为本的议程。

11.我们认识到加强工作机构的重要性，以确保充分保护所有工人，特别是那些在金砖

国家从事新就业形式和非正规工作的工人。

12.在这些趋势的推动下，随着新技术和新市场创造新的、更有成效的就业机会，未来

的工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我们重申，必须改进国家劳动法制度和国际劳工标

准及其执行机制，以便解决非正式就业和新的就业形式带来的挑战，正如我们在金

砖国家《未来工作治理共同立场》中商定的那样。在这方面，我们认识到需要不断

调整劳动法和政府政策。

贸易自由化及其对金砖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13.国际贸易有可能提高任何国家的经济产出，这取决于该国能否最大限度地发挥进出

口产品和服务的好处。金砖国家建立的关系具有这种潜力，我们注意到对创造就

业、收入分配和减少贫穷可能产生的影响。

14.有鉴于此，我们认识到贸易自由化的好处和关切，以及需要通过积极的劳动力市场

政策和技能方案作出反应，以便工人能够根据本国国情，为受益于经济开放的部门

获得新的技能，从而确保他们的就业能力。

15.综上所述，我们利用金砖国家劳工研究所网络的专门知识，编写一份讨论文件，在

适当考虑到不同国情的情况下，评估贸易自由化对金砖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劳动力市场数据治理

16.流程、架构和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不可避免地增加了信息通信技术在支持透明、客

观、可比和兼容的数据方面的重要性。在将数据转化为有用的信息的必要性日益增

强的情况下，问责制、巩固和效率已成为促进劳动力市场决策的重要条件。

17.我们承认需要处理来自各种来源的优质数据，以便合理和简化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利

和义务的履行，消除冗余，并通过加强和改进现有数据集来促进公共政策的执行，

增加个人和公司提供的信息的协同作用。

18.我们将继续努力优先获取和分享数据，以促进在与劳工有关的事项上的合作，向决

策者通报情况，并支持有关的劳动力市场研究。

促进可持续社会保障体系的质量和生产性就业

19.普遍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层，是我们促进包容性增长、质量和

生产性就业、两性平等和社会凝聚力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社

会保障制度构成重大挑战。



20.考虑到这一挑战，必须制定和执行确保充分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同时

不损害受社会保障制度保护和保障的人的权利。我们认为，使社会保障制度适应新

的人口现实的政策改革应包括促进正式就业，从而保证这一制度在适当尊重社会正

义和当代及子孙后代的公平性方面的财政、财政和经济可持续性。

前进的道路

21.我们强调与国际劳工组织及其国际培训中心合作支持金砖国家网络的重要性，并鼓

励继续执行能力建设、信息交流倡议和开发联合出版物。我们欢迎在 2019/2020年

工作前景的背景下，就技能需求和供应这一主题。

22.我们将在劳工组织和 ISSA的技术援助下，充分利用虚拟联络处，起草和实施金砖

国家社会保障合作框架的定期行动计划。

23.我们将以本宣言的内容为知识，了解我们各国领导人的考虑，努力深化合作，促进

共同发展，加强数据治理，共同应对挑战。

24.我们感谢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和社会保障协会（ISSA）等技术伙伴在支持金

砖国家合作和本次特别会议方面做出的贡献。我们将继续与这些组织和其他国际组

织密切合作。

25.最后，我们衷心感谢巴西总统于 2019年 9月在巴西利亚组织了就业工作组会议和

劳工和就业部长会议。我们期待着在 2020年俄罗斯联邦总统任内举行下一次会

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