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过促进体面农村就业减少童工现象 

在马拉维5－17岁的儿童中，约有37%正在

从事劳动。其中大多数从事农业活动，涉及的领

域包括种植业、渔业和畜牧业。这些工作中大部

分是带有危险性的，给儿童带来健康和安全风

险，而他们经常长时间工作，所获报酬甚微或没

有报酬。除健康风险外，劳动还影响到他们的未

来，因为劳动妨碍了他们接受教育的权利。许多

童工都不去上学，如果上学，繁重的工作使得他

们过于疲惫，无法学会改善其生活所需的技能。

尽管马拉维确实制定了有关童工的政策，但这些

政策更多地与工业劳动和商业化农业生产相关，

并未充分解决自给农业和非正规经济中的童工问

题。在马拉维及其北方邻国坦桑尼亚促进“体面

农村就业”的粮农组织计划，帮助提升了关于童

工对农村发展的影响的认识。由于上述情况以及

粮农组织与其合作伙伴开展的相关工作，马拉维

制定并通过了一项重要的行动框架，以防止和减

少农业中的童工现象。

服务于农村和农业工作者，包

括童工 

致力于将体面农村就业纳入国

家政策框架

携手马拉维和坦桑尼亚联合共

和国政府及国际劳工组织

得益于瑞典的支持

如
名所示，促进“体

面农村就业”不仅

涉 及 创 造 就 业 机

会。这项计划涉及

提升现有工作的质量，或创造

赋权于农村人口、带来适当水

平的收入以及安全健康工作环

境的新工作。 

这 是 一 项 为 期 三 年 的 粮

农组织计划，与国际劳工组织

合作实施，2011年在马拉维

和坦桑尼亚启动。这项计划在

政策层面开展工作，以促使政

府进一步认识到提供体面农村

就业将以极其重要的方式产生

成 效 。 随 着 人 们 的 生 计 得 到

改善，并且拥有更有保障的未

来，他们也将促进改善粮食安

全状况和减贫，更加有能力和意

愿以更具可持续性的方式管理自

然资源。这些想法引起了政策制

定者的共鸣。在前两年中，粮农

组织就36项国家政策、战略和

计划提供了技术支持，涉及的问

题包括马拉维的童工及其国家青



年就业创造计划，坦桑尼亚联

合共和国国家农业政策及其渔

业部门发展计划。

世界上的大部分贫困
人口都在农村地区生
活和工作

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的数据强

调了关注体面农村就业在减贫

和改善粮食安全状况行动中的

重要性。需要考虑的现实是发

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居住着世

界上75%的贫困人口，其中

超过一半在25岁及其以下，

86%的农村人口以农业为生，

其中不足20%享有社会保护，

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在非

正规经济中工作。 

政府常常未能认识到60%

的童工现象出现在农业当中，

主要是没有报酬的家庭劳动，

童工法律未充分考虑到这种情

况。保护工作者的法规通常关

注的是工业和工厂工人，对农

业工作者的保护不足。粮农组

织对体面农村就业的关注促使

政策制定者进一步认识到童工

对一个国家未来的影响，以及

向陷于贫困和童工循环的小规

模生产者提供解决方案的重要

性。如果贫困家庭让孩子工作

而不是送他们上学，这种循环

随之起始。这样的孩子始终是

没有技能的，无法找到工作、

运营多产的农场或开创自己的

事业。由于他们成年后维持生

计的能力较差，会让自己的孩

子工作以满足家庭需要，因此

贫困循环复始。 

粮农组织运用综合国
别方式 

粮农组织利用综合国别方

式促进体面农村就业,指的是

将农业和劳动等相关政府部委

以及农民联合会和协会联系起

来。目的是促使所有利益相关

者认识到体面农村就业的重要

性，并共同努力为提供体面农

村就业创造有利环境。通过这

种方式,粮农组织致力于促进对

儿童,也就是国家劳动力的未来

支柱给予投入。

认识到体面农村就业的多

面性，粮农组织聚集了本组织

内不同领域的专家，以满足利

益相关者和合作伙伴的具体需

求。粮农组织体面农村就业小

组的专家来自多个领域，包括

性别、劳动权利、童工和青年

就业，他们向马拉维和坦桑尼

亚提出技术建议，以纳入其各

自的政策框架。  

在该小组的支持下，经与

粮农组织渔业部合作，马拉维

制定了新的“国家渔业和水

产养殖政策”（2013－2018

年），其中将社会发展和体面

工作视为确保渔业部门可持续

生计的必要因素。这项政策还

要求减少从事危险工作的童工

数量。小组就制定相应的实施

计划向政府提供了技术支持。

在马拉维，该小组与农业领域

消除童工国际合作伙伴关系的

合作促成了一项重要行动框架

的批准通过，这标志着一项重

大突破，为防止和减少农业中

童工现象的广泛措施提供了最

高程度的政治支持。 

粮农组织该项计划在头两年

支持了马拉维和坦桑尼亚的36项
国家政策、战略和计划。

政府常常未能认识

到60%的童工现象出现

在农业当中，主要是没

有报酬的家庭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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