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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执行《亚洲及太平洋加强社会保障区域合作行动计划》

的区域行动 

秘书处的说明 

摘要 

2020 年 10 月 20 日至 21 日举行的社会发展委员会第六届会议认可了《亚洲

及太平洋加强社会保障区域合作行动计划》，而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亚太经社会)在其第 77/1和 78/1号决议中申明了该行动计划的重要性。《行动

计划》的总体目标是将社会保护扩大到所有人，将成为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

员推动伙伴关系、同侪学习和良好做法分享的共同愿景、战略和平台。 

在国家一级，呼吁各国政府到 2025 年时在《行动计划》框架下确定社会保

护覆盖的中期目标，然后到 2030 年时衡量实现全民覆盖的进展情况。为了实现

这一目标，已经推出了国家一级可采取的 12 项措施。 

在区域一级，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应在《行动计划》框架下建立一个促进同

侪学习和良好做法分享的区域平台。秘书处还应将各国实施《行动计划》的经

验整合纳入定期进度报告，并应要求提供技术咨询和能力建设支助。 

本文件介绍了区域一级为了支持加速实施《行动计划》而已经采取或正在

采取的措施。在这方面，请委员会注意到本文件中所载的措施，就国家一级按

照《行动计划》及其 12 项措施采取的行动交流信息，并就如何进一步加快国家

一级的行动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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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1. 社会保护是一项预防贫困和脆弱性的国家核心战略。通过确保适足的生活

水准，社会保护也是减少不平等现象和建立所有民众终生抵御冲击和危机能力

的一种强有力工具。通过促进共同繁荣，社会保护还可增强社会凝聚力，并促

进经济增长。 

2. 尽管社会保护在改变社会方面潜力巨大，但是亚洲及太平洋享有任何形式

社会保护的人口不足一半。本区域很多国家用于社会保护的支出低于国内生产

总值的 2%。这一水平与占国内生产总值 12.9%的全球平均水平形成鲜明对比。 

3. 社会发展委员会认识到社会保护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和一种促进可持续发展

的有效机制的重要性，在 2020年 10月 20日至 21日举行的第六届会议上认可了

《亚洲及太平洋加强社会保障区域合作行动计划》。
1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

委员会(亚太经社会)在其第 77/1号和第 78/1号决议中申明了《行动计划》的重

要性。 

4. 《行动计划》是亚洲及太平洋第一个社会保护方面的计划，有望为各国提

供必要的动力，建设一个更加包容、繁荣和更具韧性以及不让任何人掉队的亚

太区域。为此目的，《行动计划》包含了 3 项区域行动和 12 项国家行动。 

二．支持执行《行动计划》的区域行动进展情况 

5. 在区域一级，《行动计划》为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提供了一个共同愿

景、战略和平台，用以加快行动，推动伙伴关系、同侪学习和良好做法分享，

并查明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需求。 

6. 为了审查并促进实现《行动计划》的进展，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应与联合国

相关机构协作采取下列行动：
2
 

(a) 将各国实施《行动计划》的经验整合纳入定期进度报告； 

(b) 为成员和准成员开发一个区域平台，以促进同侪学习和良好做法

分享； 

(c) 应要求在区域、次区域和国家各级向所有成员和准成员提供技术

咨询和能力建设支助。 

7. 为了支持成员和准成员执行《行动计划》并响应上述三项建议，秘书处已

采取了如下措施。 

A． 开发社会保护区域平台 

8. 秘书处开发了一个一站式的社会保护在线平台。该平台提供政府间资料、

知识和信息产品、能力建设资源、宣传材料和亚太经社会保护模拟器。该平台

将定期更新，增加新材料和新产品，目前内容包括如下： 

 
1 ESCAP/CSD/2020/3，附件三。 

2 同上，第 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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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亚太经社会社会保护模拟器使用方便，可估算采用各种社会保护

计划对贫困、不平等和家庭消费的影响，并计算模拟方案的相对成本。模拟器

可向用户提供扩大社会保护财政空间方面的不同选择，并通过设定资格标准、

覆盖水平和福利金额相关参数，为一个国家定制具体计划。模拟器还允许用户

将不同方案结合起来，定制社会保护方案。除了模拟一国内部的影响外，用户

还将能够对其选择的社会保护计划进行不同国家内部和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

结果以清晰图像形式呈现，一目了然，例如，可以按农村和城市人口、不同家

庭结构以及收入十分位获取结果； 

(b) 各种研究报告和旗舰报告，如两年期《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展望》

系列、亚太经社会年度主题研究报告和其他出版物，重点介绍本区域的社会保

护及相关的社会发展主要问题。其中一些报告还载有促进实现《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的政策建议。该平台还提供全民普及、劳动力市场非正规性和积极

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等主题方面的政策文件； 

(c) 宣传材料，包括社会保护入门丛书，这是为了支持政策制定者和

从业人员而编写的一整套七册通俗易懂的政策指南。入门丛书涵盖了社会保护

可持续筹资、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计划以及如何建立更加包容的社会保护

制度等问题。入门丛书配有七个视频，用以建设社会保护方面的能力和认识。

目前正在编制一门时长为五小时的学习课程，重点强调为儿童、工作年龄人口

和老年人制定生命周期计划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以有效和可持续方式设计并资

助这些计划； 

(d) 成员角，提供各种信息，包括关于亚太经社会建立的国家政府社

会保护协调中心区域网络的信息，这些协调中心被指定协调技术投入并支持

《行动计划》的执行工作。成员角还将对国家经验和良好做法方面的信息进行

整合。为了支持成员和准成员努力扩大其社会保护覆盖面并建立更加包容和全

面的社会保护制度，该平台还支持知识共享和区域合作。 

B． 整合各国经验 

9. 秘书处正与四个成员国(柬埔寨、马尔代夫、蒙古和菲律宾)进行合作，审

查其社会保护制度，评估这些制度在本区域的效果，并对将社会保护福利扩大

到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估计。这项工作将有助于查明按

照《行动计划》的建议扩大社会保护覆盖面方面可能存在的机遇和挑战。 

10. 秘书处还启动了一项涉及所有成员和准成员的全面基线调查，以便确定各

自在《行动计划》执行工作情况方面的基准。此次基线调查之后将于 2023 年底

和 2024 年初开展一项更加深入的调查。这两项调查的结果将整合成一份综合报

告，并提交将于 2024 年举行的委员会第八届会议。 

C． 提供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 

11. 为了支持成员和准成员建设社会保护方面的能力，秘书处编制了一份关于

如何设计和实施包容和可持续的社会保护制度的分步指南。该指南载有与《行

动计划》中所有国家建议密切相关的里程碑。秘书处还编制了一份指南，对社

会保护全民覆盖的核心理念、此种覆盖的内容以及各国的实现方式作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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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目前正在开发五个相互关联的一小时在线学习模块，以支持成员和准成员

更好地了解社会保护的核心概念。这门自定进度的学习课程有助于深入了解如

何利用社会保护这一重要政策工具来实现包容的可持续发展。这门课程回答了

以下问题：社会保护的核心目标是什么？为何对家庭和社会至关重要？实现全

民社会保护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扩大社会保护的主要选择有哪些？这些选择如

何发挥作用？精准扶贫措施有哪些？这些措施是否是一项有效而公平的战略？

政策制定者在设计和实施社会保护制度时应考虑哪些因素？第一学习单元的内

容是设计和实施包容、可持续的社会保护制度。第二至第四单元的内容是如何

制定不同的保护计划，使人人享有社会保护，并将儿童、工作年龄男女和老年

人的特定生命进程应急措施纳入其中。第五单元介绍了如何利用亚太经社会社

会保护模拟器评估扩大社会保护带来的影响和成本。 

13. 亚太经社会社会保护模拟器提供的结果已被用于成员国、联合国国家工作

队和驻地协调员办事处增加知识和提高认识。秘书处已作了专题介绍，宣传

《行动计划》的核心理念以及区域平台的不同组成部分。 

三． 执行《行动计划》的国家行动 

14. 社会保护制度对于保护民众收入和福祉及维护社会发展成果十分必要。当

前的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突出表明，设计完善、实施到位和协调充分

的社会保护制度在保护和增进韧性与福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5. 在过去十年中，亚洲及太平洋各国政府为扩大社会保护作出了显著努力。

尽管如此，本区域仅有少数国家拥有覆盖面广、福利好、相对全面的制度。 

16. 作为一项 COVID-19 疫情应对措施，各国政府采取了大量的短期救济措施，

其中的很多措施长期来看可能有助于加强社会保护制度。长期以来逐步建立并

有充足资源的社会保护制度更有能力应对意外情况和保护最弱势群体。 

17. 社会保护还被定为落实《2030 年议程》的一个动因。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并兑现其中所载的承诺，本区域大多数国家政府需要加紧努力，建设可持

续和可靠的社会保护制度。《行动计划》及其国家行动将有助于各国政府提高

社会保护议程的包容性。 

18. 在国家一级，《行动计划》呼吁各国政府到 2025 年时确定社会保护覆盖面

的中期目标，然后到 2030 年时衡量实现全民覆盖的进展情况。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行动计划》中提出了国家一级可采取的 12 项措施。 

19. 通过整合各国经验，秘书处将帮助衡量亚太各国是否已准备好实施这些国

家行动，建立更加包容和全面的社会保护制度。在这方面，秘书处感谢那些已

经完成快速基线调查的成员和准成员(这项调查旨在评估《行动计划》
3
  所列各

项行动的实施工作总体进展和挑战)，并鼓励尚未完成调查的成员和准成员尽早

完成。 

 
3 可查阅 https://forms.office.com/r/2GF602qFAa。 

https://forms.office.com/r/2GF602qF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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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供委员会审议的问题 

20. 委员会不妨就国家一级为扩大社会保护覆盖面而采取的行动交流经验，以

期落实《行动计划》。还请委员会注意到秘书处为支持执行《行动计划》而采

取的措施，并对秘书处今后在社会保护方面的工作进行指导。 

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