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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16、21(b)、27(b)和 55 

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发展 

全球化与相互依存：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 

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包括与世界社会状况 

以及与青年、老龄、残疾人和家庭有关的问题 

有关信息的问题 

  2013 年 10 月 8 日哥斯达黎加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2013 年 9 月 9 日至 11 日，在我国政府和国际电信联盟的主持下，在圣何塞

举行了全球青年峰会，谨就此给你写信。 

 在这一方面，谨随函转递题为“《圣何塞宣言》”(见附件)的成果文件，并请

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议程项目 16、21(b)、27(b)和 55 的文

件分发给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爱德华多·乌利瓦里(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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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10 月 8 日哥斯达黎加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2013 年哥斯达黎加宣言 

  全球青年峰会 

[原件：英文和西班牙文] 

 代表全球其他青年到会和在线的我们，即全球青年峰会的与会者，为体现我

们在历经深刻变革、实现互联互通并将受到后 2015 年全球发展议程影响的世界

中独有的地位和作用，特发布以下宣言： 

 青年正在改造我们的世界。我们是一支进步的力量。确保我们全面参与决策

进程，对加强民主至关重要。我们迫切需要可衡量的目标，以便在区域、国家和

国际层面上监测青年能力的增强。 

 我们呼吁成员国提供更为灵活、积极、透明和开放的治理结构，与国民建立

更直接的联系。 

 我们要求在我们生活的所有重要领域创建开放的数据、信息和技术知识。医

疗卫生、公民参与、上网保护、环境保护和经济成功，都依赖于经信息和通信技

术(信通技术)畅通无阻提供给每个人的知识。信息在青年当中的传播，可直接提

高他们的能力并孕育全球创新。 

 新的全球发展议程的重点在创新。老的方法和体制无法适应我们如今生活的

这个历经变革和互联互通的社会。我们呼吁所有成员国、民间团体和私营部门扶

持创新，建设我们期望中的未来。 

 无法享用普遍和全球性的信通技术、平台和设备以及支撑它们的基础设施，

是一大障碍。青年既是受益人，又是普及和提高其使用率的使者。 

 出于以下原因(按轻重缓急排列)，我们重点要求女性和年轻女性及其他被数

字鸿沟边际化的群体获得平等和普遍的使用权： 

 为脱颖而出： 

• 我们呼吁政府、民间团体和私营部门携手向青年提供他们开展创新并创

建未来公司和企业所需的培训和资源。 

• 我们要求得到无论我们身处何方或是否有支付能力都可共享的教育和

知识。 

• 我们需要可降低青年就业门槛并确保提供体面、有价值和令人满意的工

作的新颖和创新方式。 

• 我们希望确保所有学生都可为提高其智力、经济和政治权力，享用信通

技术技能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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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求教授学生理论知识和有市场前景、创新和适用技能的实用知识

组合的教育体制，到全球数字经济中开展竞争。 

 改变我们的世界： 

• 我们要求享有发言权。我们请成员国采取更适于网上投票表决、畅所欲

言和监督问责的方法。我们认为此举将使政府更加平易近人、襟怀坦白

和易于理解。我们还要求建立能够在本地、国家和国际层面表达我们意

见的可持续的青年驱动机制。 

• 我们对于领导人和青年公民之间的隔阂深表关切。我们要求将通信技术

的创新使用作为与我们的代表沟通的途径。 

• 我们寻求在网络空间共享和体现我们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和宗教习俗，

打破褊狭和恐惧的藩篱，建设基于文化保护和相互尊重的社会。 

• 我们寻求从评论社会向变革社会转变的途径，并通过对基于社区的志愿

者制度的强有力支持成为更负责任和更积极向上的全球公民。 

 爱护环境： 

• 我们寻求获取和传播有关环境问题的准确可靠信息的更佳途径，以及有

关我们采取环保措施的指导意见。 

• 我们呼吁成员国利用基于信通技术的创新型预警、通报、准备和恢复工

具应对自然灾害。 

• 尤其在农业领域，我们迫切需要更广泛有效地利用可再生和可持续能源

及食品，并采取进一步推广其使用的方式方法。 

• 我们力求实现符合道德标准的产品和商品提供、可持续的资源使用、绿

色公司和电子废弃物的妥善处理，以免不得不在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之

间做出选择。 

• 我们要求成员国、民间团体和公司做出承诺，以激励和奖励的方式向对

环境负责的各方提供支持。 

 提供安全： 

• 我们意识到新技术的利弊，并期望获得能够使我们的网上世界安全可靠

的信息、教育和支持。我们敦请教育机构和数字内容开发商就此向我们

提供帮助。 

• 我们倡议将赋予现实世界的高度言论和结社自由以及隐私等权利照搬

至网络世界。 

• 我们敦促青年同仁以负责任的行为和形象现身网络，并敦请教育和社会

机构就此向我们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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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求得到保护私人数据和知识产权使用并震慑网上犯罪活动的政

策以及适用有效的框架。 

 保持健康： 

• 我们力求建立能够让人们获得包括精神健康服务在内的卫生服务信息

的创新系统，以提高服务的无障碍获取性、价格可承受性和可采用性。 

• 地域不应成为医疗保健的障碍。我们寻求能够使我们远程享受卫生服务

的技术。 

• 我们寻求能够增进我们对健康生活方式和健康问题了解的工具，有助于

我们重点在性行为和生殖卫生领域根据这一信息行事，并在应对残疾问

题时，掌握缓解与许多疾病相关的羞耻和恐惧问题的知识。 

• 我们要求通过信通技术广泛报告和接收有关危害我们健康的突发事件、

灾难、流行病和/或其它事件的信息。 

• 我们呼吁成员国提高年轻人开发信通技术工具的能力，在改善医疗保健

体验的同时，借鉴目前离线医疗保健工作中的最佳做法和生物伦理规则。 

结论 

 我们呼吁联合国、国际社会和所有成员国考虑我们的意见，并将它们付诸实

施。我们呼吁全球青年与世界各国的领袖联手行动，将本文件视为持续对话的起

点，而非成果。青年应被作为正式的合作伙伴纳入后 2015 年的工作进程，并保

护好我们希望未来青年享有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