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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消除贫困的绿色及体面的就业

 与大自然相关的就业

目前全世界有约26亿人在不同程度上依赖农业生存，其中约有16亿人从事林业工作，2.5亿人从事渔业5，还有
2亿人从事畜牧业6。据估算，约50～90%农村贫困家庭的收入来源于生态系统服务和其它非市场流通产品7。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1年出版的《绿色经济报告》中定义8，绿色农业是指可以满足以下要求的农业实践：即
可以保持并提高农业生产力和收益率；保证粮食供应和生态系统服务；改善农业生产的外部性效益，使其由负
变正；通过减少污染和提高资源效益来实现生态系统资源的重建。通过作物轮作、作物多样性、高效灌溉和畜
牧业等方式，可以提高59～179%的农业生产力9。据估算，农业产量每增加10%，在非洲和亚洲将分别减少
7%和多于5%的贫困问题10。同样，与集约型的畜牧业生产相比，可持续畜牧业投资（流动走廊和移动服务）
可提高2～10倍生产率11，减少单位肉类生产温室气体排放量，并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恢复力。多样化的可持
续农业是指既保证现有就业率又能够防止农村向城市人口过快迁移，还要保障农村地区的加工、营销和服务方
面的就业机会。与常规情景相比，投资绿色农业可以在未来40年增加4700万个工作机会。

绿色海洋渔业也能够增加就业。2010年有1.19亿人从事渔业，其中91%是小规模生产者13，而女性达到从业人
员的一半左右。与半产业化和完全产业化的渔业活动相比，这种小规模的生产模式对自然资源的破坏较小。据
估算，2010年大型企业的捕获量占全球捕鱼总量的53%，然而被大型企业丢弃或浪费的鱼量却占到了全球丢
弃或浪费鱼量的87%，相当于1500万吨的鱼14。越来越多的个体渔业组建了管理委员会以管理和加强捕捞操
作，包括了解当地的鱼类资源储备，并运用本土的知识和经济措施来推广浪费较少的可持续的捕鱼操作15。此
外，可持续的小型渔业还可以给社区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如捕捞后的加工、运输和制作诱饵等。

由于野生鱼资源的储备不断减少，近五年里从事水产养殖的人数不断增加，年增长率已达到5.5%，而野外捕
鱼的人数年增长率只有0.8%16。这些活动对环境、社区和消费者的负面影响已经得到了重视。我们需要改进可
持续水产养殖认证标准17，并推广技术创新。例如，苏格兰鲑鱼生产者组织制定了《苏格兰有鳍鱼类水产养殖
行业行为准则》，对逃脱的鱼、网箱和营养物排放等相关事项进行了规范18。

绿色就业不仅仅限于高科技企业。创新经济与环境政策改革、财政措施和绿色投资都可以为城市和农村地区提
供有意义的就业机会；拓展本地就业市场且增加其多样性；促进技术转移并为消除长期贫困问题和推动可持续
发展提供必要技能。基于大自然的和其他类型的绿色就业可以为全人类创造共同的繁荣，保障地球生命支持系
统和经济体系的生态基础。

全世界有10亿移民，74%是国内流动人口1。每个月都有上百万年轻人为寻找工作机会来到城市，但他们往往
成为了城市无业人口，这使得农村地区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而难以带动全面的生产力和可持续发展，进而导致
老龄化和贫困问题日益严重2。当全世界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和不均衡性以及大量
的贫困和不平等问题时，上述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再适用。

据国际劳工组织（ILO）估算，未来十年全球将新增6亿个工作机会3。如果无法创造出绿色和体面的（有关收
入、工作环境、权益和社会保障），并且有意义的（根据经济增长和减贫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工作机会，会
造成很多国家的经济、生态和社会稳定性越来越脆弱。

全面的绿色经济措施、社会政策工具和针对性投资相结合的方式可以增加就业人数、改善就业结构和提高就
业质量，同时维护和加强经济体系的生态基础，确保社会保障。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个国家都在向更加绿
色的经济模式转型。例如，2010年美国从事环境产品生产和服务的人员达到310万人（2.4%），并在持续增
长。2010年巴西有290万人（占正式就业人口的6.6%）从事以减少环境损害为目标的绿色行业4



可持续生态系统管理既要保障贫困人口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安全，还要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例如，据估计，
可持续森林管理的激励政策可以在全球范围增加1000～1600万个工作岗位，其成本是360亿美元19。非木材类
的森林产品，如药物和可食用植物，每年能够增加400万个岗位及140亿美元的国际贸易和家庭收入20。此外，
当地居民还能公平地参与“绿色”旅游观光产业，在保证生物多样性受到保护的同时，还让他们有了更加多样
化的生计选择。公众工作规划保障了有偿的自然资本修复工作，为环境保护工作提供必要的激励措施，同时还
使得人们脱离了贫困。中国的林业工程通过这种方式成功地提供了超过100万个新的工作机会21

服务行业中绿色体面的就业

废物回收相关工作可以为教育程度较低、缺少适应市场的技能和生产资产有限的工人提供收入来源。在巴西、
中国和美国，约有1200万人从事废物回收行业22，其中大部分是极度贫困人群 。通过社会政策、投资和技术
引导，这个行业可以提供更加安全的工作环境，为从业人员开拓新技能，并提供更多样化的职业选择机会。同
时，废物回收利用还可以最大程度减少原材料开采的需要并实现可观的能源节约。

制度创新、供应链和工艺的创新都是实现绿色经济和为贫困人群提供源于可持续方式的基础服务这一双重目的
的关键。中小型企业可以通过采用成本效益高、低碳、生态友好型和简易的维护技术等方法保证低成本的住
房、清洁能源、安全的饮用水、公共卫生设施以及其它的基础服务。90%的低收入经济国家都分布在撒哈拉以
南的非洲，中小型企业则是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23。而从事绿色活动的中小型企业则实现了三重
效益，即提供就业、改善地方基础服务和环境可持续性。例如，全球村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支持并发展当地的清
洁能源技术企业，已经为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创造了超过3000个低碳有关的工作机会24。

全世界约有500万人从事可再生能源行业，并且人数仍在持续增长25。一项欧盟的模拟研究表明，若向绿色行
业投入10亿欧元，可再生能源、高能效和可持续交通行业将增加近10万个工作机会26。同样，中国在2008年向
绿色部门投入的财政激励将直接或间接地增加530万个工作岗位27，到2030年将有43万人从事可再生能源行业28

，到2020年从事太阳能光伏相关工作的人数将达到近90万人29。巴西到2018年也将有5.2万个与太阳能相关的
工作机会。

快速增长的可再生能源和能效行业由于存在严重的技术短缺，绿色和体面就业需要继续加大投资——包括更加
完善的教育政策、教师培训以及鼓励推动公私合作关系以培养技能和能力。为了应对新兴的问题和挑战，国家
需要对大众进行技能再培训。技术的强化和“自动化”将对缺乏技能或技能不完善的劳动力产生影响。1995
至2002年之间，全球制造业损失了约2200万个工作岗位，但工业产值却提高了30%30。应该为贫困人群提供绿
色就业和体面工作的再培训。气候变化也将推动人们技能再培训。例如，全球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地势较低
的沿海区域，面临着海平面上升的威胁，这可能导致更大规模的移民以及发展新型生计方式的需要31。创办地
方企业，以及在绿色工作中建立新的贸易和消费者网络所需的技能可以使贫困人群的利益最大化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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