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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點

《难民问题全球契约》(GCR) 呼吁加强难民的复原力和自力更生能力，并采取全社会的方法，以
实现这个目标并获取其带来的利益。

拥有谋生机会并享受经济包容性对加强难民的复原力和自力更生能力至关重要。

难民署建议，为了促使难民更多地参与方案和服务，行动部门应召集专门关注生计问题的组织并
与之合作。

此时可以咨询众多的利益攸关方。例如：

o 金融和商业发展服务提供商。
o 私营部门组织（公司、商会、职业介绍所、商业协会）。
o 公立和私立培训机构。
o 发展参与者，包括发展 NGO。
o 政府。
o 联合国机构。
o 学术和研究机构。
评估将难民纳入方案和服务中是否可行。例如，询问特定参与者是否：

o 提供与难民有关的服务。
o 有能力满足所有或特定难民群体的需求。他们提供适当的激励措施吗？他们有什么影响？
o 拥有必要的专业知识。他们能在当地市场生存和竞争吗？
除非万不得已，难民署自身不应干预以填补服务空白。只有在其他利益攸关方出现下列情况时，
难民署才进行干预：

o 缺乏专业知识，因而无法向难民提供适当的机会。
o 无法干预。
o 缺乏满足难民需求的能力。
在难民署行动部门实施直接干预的情况下，应采用"最低经济复苏标准"。这些标准有助于确保生



计方案以市场为导向，并具有高质量。

概述1.
如果难民拥有谋生方式并参与经济活动，他们可以得到保护，并获得更成功的长期解决方案。经济包
容性意味着确保所有社会成员（包括非公民、弱势群体和未享受到充分服务的群体）能够进入劳动力
市场，获得资金、创业知识和经济机会。无论返回家园、融入庇护国还是重新定居在第三国，享有经
济包容性的难民更有可能自食其力，富有韧性，以安全、可持续和有尊严的方式满足自己的需求，不
会依赖于援助或采取消极的应对机制，而会为东道国经济作出贡献，并为未来做好准备。

从难民涌入的时候开始，就应体现出经济包容性。如果从最初就妥善地引导人道主义援助和教育服务，
它们可以在流离失所的后期为难民创造更好的结果。人道主义援助提供的首批短期支助能帮助难民满
足基本需求并获得充分的保护。从中长期来看，援助应确保将难民纳入由发展参与者、私营部门和政
府提供的方案和服务中。能否参与市场体系（例如通过工资-或个体经营）不仅取决于能否获得融资、
培训、各级教育、辅导、就业安置和广泛的其他支持服务，而且还取决于是否存在有利的环境并且其
规章制度能够保护权利和安全。如果难民获取工作权利和相关权利的机会有限，难民署及其合作伙伴
需倡导良好的环境，以便鼓励对难民的经济融入并提高他们获取生计和体面工作的机会。必须认识到，
该领域的积极成果需要多年的战略规划。

主要指導2.

保护目标
满足基本需求。
保护生产性资本并将收入来源多样化。
防止资产枯竭和消极应对战略。
保护并培养人力和社会资本，促进体面工作战略。
协助难民平等地获得服务和经济机会。

基本原则和标准
主要原则

召集内部和外部利益攸关方。
根据社会经济概况强化生计支持。
帮助难民自力更生并富有韧性，包括在紧急情况阶段。



帮助难民为当地发展计划和过程做出贡献（并被纳入其中）。
避免提供或创建并行服务。

标准
《最低经济复苏标准》(MERS) 规定了支持危机后弱势人群经济复苏所需的最低活动水平。《MERS 手册》
提供了工具和方法，以便帮助从业人员、多边利益攸关方、当地市场参与者、政府和捐赠者采用基于
市场的对策来支持经济复苏。该标准借鉴了世界领先的人道主义机构和经济发展实践者积累的经验。

MERS 由六套标准组成，可以依次或单独阅读这些标准。
《核心标准》描述了相关的方法和活动，以便防止和减轻身体、社会、经济、环境或其他伤害，
并根据《核心人道主义标准》加强保护。
《评估和分析标准》针对如何设计、实施和共享评估结果提供了相关建议，以便引导有效和合
适的方案战略。
《资产分配标准》帮助从业者将市场思维运用于与长期复苏相关的资产分配和援助活动，并尽
量不要扰乱当地市场体系。
借助于企业和市场体系发展、融资服务和就业事宜的相关标准，MERS 也应促进生计、金融普惠
和自力更生。

保护风险
可能需要应对的风险包括：

性剥削和性虐待。
危险的应对机制（包括从事性工作、童工、从事非法活动）。
获取和享受援助和其他服务的障碍。
无法进入正式和非正式市场和无法获得劳动机会。
资源枯竭，导致人们处于脆弱境地。
限制或阻止行动自由。

其他风险
法律制度可能没有充分尊重、保护和实现权利。
支助方案可能会区别对待难民和收容社区。
可能缺少合适的合作伙伴，尤其是发展伙伴。
方案模式可能造成依赖，而不是自力更生。
如果缺乏影响或影响迟迟没有体现出来，谋生方案可能会造成挫折感。
当地人民可能认为难民正在与他们争抢职业与工作。



决策要点
评估现有和潜在的谋生机会和服务。有些非政府组织和当地机构可能不是难民署的常规合作伙伴，但
因为它们了解当地情况并与当地居民有联系，因此，它们可能有能力支持和促进生计工作，并帮助难
民变得更加自力更生。利用市场评估和价值链分析（酌情）来评估收容社区和（难民营）营内市场，
并对照 ProGres 关于难民概况的数据来核对调查结果，以确定所需要的技能以及难民已有的技能。考
虑可持续性、难民和收容社区如何谋生，以及该地区吸收难民的能力。从最初就探索替代性解决方案。

行动应考虑到发展参与者、私营公司、政府、金融服务提供者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相对优势，寻求可
以将难民纳入其方案和服务中的合作伙伴。合作伙伴可以制定联合倡导计划，以改善难民的经济环境。

关键步骤
为了促使难民更多地参与方案和服务，行动部门应召集专门关注生计问题的组织并与之合作。
此时可以咨询众多的利益攸关方。例如：

o 金融和商业发展服务提供商。
o 私营部门组织（公司、商会、职业介绍所、商业协会）。
o 公立和私立培训机构。
o 发展参与者，包括发展 NGO。
o 政府。
o 联合国机构。
o 学术和研究机构。

评估将难民纳入方案和服务中是否可行。例如，询问特定参与者是否：
o 提供与难民有关的服务。
o 有能力满足所有或特定难民群体的需求。他们提供适当的激励措施吗？他们有什么影响？
o 拥有必要的专业知识。他们能在当地市场经营和竞争吗？

除非万不得已，难民署自身不应干预以填补服务空白。只有在其他利益攸关方出现下列情况时，
难民署才进行干预：

o 缺乏专业知识，因而无法向难民提供适当的机会。
o 无法干预。
o 缺乏满足难民需求的能力。

在难民署行动部门实施直接干预的情况下，应采用"最低经济复苏标准"。这些标准有助于确保
生计方案以市场为导向，并具有高质量。



管理的关键因素
为了成功地强化难民的自力更生能力，从事教育、保护、方案、解决方案、社区服务、通讯和其他领
域工作的各种团队需要支持生计干预措施。成功还取决于与发展参与者、私营部门和当地合作伙伴的
合作。如果当地合作伙伴缺乏专业知识或能力，则办事处可能需要提供技术支持以增强其能力。

资源和合作
工作人员
难民署外地生计工作人员。

合作伙伴
采取市场导向方法并熟悉难民问题的执行伙伴。
在小额信贷、职业培训、创业、就业服务以及农业和农村发展方面具有专门知识的业务伙伴。

鏈接3.
《难民生计和经济包容性：2019-2023 年全球战略概念说明》 ILO-UNHCR, 《基于市场的难民生计干
预指南》 最低经济复苏标准 (MERS) OECD-UNHCR，《 针对雇主、政府和民间社会的多利益攸关方 10
点行动计划》 UNCTAD-UNHCR- IOM， 《关于移民和难民创业的政策指南》

主要聯繫人4.
请联系难民署复原力与解决办法司 (DRS) 生计和经济包容股。电子邮箱： livelihood@unhc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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