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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决议  
[未经发交主要委员会而通过(A/56/L.3和 Add.1)]  

56/6. 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 

 大会，大会，大会，大会，    

 回顾回顾回顾回顾其题为“联合国不同文明对话年”的 1998年 11月 4日第 53/22号、1999

年 12月 10日第 54/113号和 2000年 11月 13日的第 55/23号决议， 

 重申重申重申重申《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宗旨和原则，除其他外，包括在尊重人民平等权
利和自决原则基础上发展国与国间的友好关系，采取其他适当措施增强普遍和

平，促成国际合作解决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性质的国际问题，并促进和

鼓励普遍尊重每个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 

 强调强调强调强调各会员国已承诺在其国际关系上不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或以与联
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式，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重申重申重申重申各会员国承诺履行《世界人权宣言》，1 
将此作为所有人民和国家取得

成就的共同标准，作为进一步促进和保护政治、社会、经济、公民和文化方面包

括发展权在内的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激励人心的源泉， 

 强调强调强调强调所有文明均须颂扬人类的大同与多异，并通过与其他文明的对话丰富与
发展自己，同时强调尽管存在着不容忍和侵略等障碍，各文明之间历来有着建设

性的交流， 

 强调强调强调强调所有文明均由共同的人性融合为一，但合一之中，仍可让不同文明争奇
斗艳，大放异彩，并重申文明的成就构成人类集体遗产， 

                                                           
1
 第 217 A（III）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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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回顾回顾回顾 2000年 9月 8日《联合国千年宣言》，
2 
其中除其他外，认为容忍是二

十一世纪国际关系应有的基本价值观念之一，应该包括积极促进不同文明之间一

种和平与对话的文化，人类互相尊重，兼容所有各种信仰、文化和语言，既不惧

怕也不抑制同一社会之中和不同社会之间的差异，反而珍惜这种差异，视之为人

类的宝贵资产， 

 注意到注意到注意到注意到全球化造成人民之间有更密切的相互关系，增进各种文化和文明之间
的交往，并欣见在二十一世纪开始之际欢庆联合国不同文明对话年强调了全球化

不仅是在经济、金融和技术方面可以带来巨大利益的一个进程，而且对于如何维

护和弘扬人类及其文明丰富的知识和文化多样性，也是一项挑战， 

 铭记着铭记着铭记着铭记着不同文明的对话，在促进对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念的认识和了解方面，
可以作出宝贵的贡献， 

 认识到认识到认识到认识到人权和各项基本自由源于人所固有的尊严与价值，因而是普遍、不可
分、相互依赖和彼此关联的，又认识到人是人权与各项基本自由的中心主体，因

此人应当是主要受益者，并应积极参与争取实现这些权利与自由， 

 重申重申重申重申所有人民享有自决权，据以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自由谋求他们的
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 

 强调强调强调强调促进和保护意见自由与言论自由、集体承诺相互倾听与学习、尊重文化
遗产和多样性对开展对话、取得进步和提升人类地位极其重要， 

 强调强调强调强调容忍和尊重多样性与普遍促进和保护人权有相互支持的作用，并认识到
容忍和尊重多样性与增强妇女权能是相辅相成的， 

 回顾回顾回顾回顾 2001 年 5月 31 日第 55/254号决议吁请所有国家尽最大的努力确保宗

教场所受到充分尊重和保护， 

 强调强调强调强调需要承认并尊重所有各种文明的丰富内涵，在各种文明之间寻求共同的
基础，以全面应付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各政府、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和无数个人努力通过不同文明之间的
建设性对话促进谅解， 

 又欢迎又欢迎又欢迎又欢迎负责联合国不同文明对话年的秘书长个人代表和秘书长设立的知名
人士小组作出的努力， 

 表示表示表示表示有坚定决心协助和促进不同文明对话， 

 宣布宣布宣布宣布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如下： 

 

                                                           
2
 见第 55/2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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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目标、原则和参加者 

 

第 1条 

 不同文明对话是不同文明之间和内部的一个进程，其基础是兼容并包，以及

通过对话了解、发现和检验各种臆断、展现共同意义和核心价值以及综合多种观

点的集体愿望。 

第 2条 

 不同文明对话这一进程，除其他外，力求达到以下目标： 

 ● 在人类交往中促进包容、公平、平等、公正和容忍； 

 ● 通过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增进相互谅解和尊重； 

 ● 彼此丰富并增进知识，重视所有文明均有的丰富内涵和智慧； 

 ● 确认和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共同点，以应付各领域中威胁共有价值、普
遍人权和人类社会成就的共同挑战； 

 ●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和各项基本自由，丰富对人权的共同理解； 

 ● 更好地理解共同的道德标准和普遍的人类价值； 

 ● 增进对文化多元性和文化遗产的尊重。 

第 3条 

 对下列原则的集体承诺将可推动实现上述目标： 

 ● 坚信基本人权、人的尊严和价值、男女和大小国家权利平等； 

 ● 诚意履行《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1 的义务； 

 ● 尊重正义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 认识到知识的多种来源和文化的多元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点，是推动
全人类发展及其物质与精神幸福的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 

 ● 确认所有文明的成员有权在自己的社会中保存和发展其文化遗产； 

 ● 承诺采取包容、合作与寻求谅解的态度，以此作为促进共同价值的机制； 

 ● 促使所有个人、人民和民族更多地参与地方、国家和国际的决策过程。 

第 4条 

 不同文明对话对下列领域的进展可作出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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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促进建立信任； 

 ● 在包括文化、宗教、教育、信息、科学和技术在内的各个领域增进不同
社会群体、文化和文明之间的相互谅解和了解； 

 ● 对付危害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 促进和保护人权； 

 ● 详细拟定共同的道德标准。 

第 5条 

 不同文明对话应争取全球范围的参与且向所有人开放，包括： 

 ● 属于所有文明的人； 

 ● 学者、思想家、知识分子、作家、科学家以及艺术界、文化界和媒体从
业人员和青年，他们在开展和持续维持不同文明对话中发挥着推动作

用； 

 ● 来自民间社会的个人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他们是帮助推动不同文明对
话的合作伙伴。 

第 6条 

 政府应促进、鼓励和协助不同文明对话。 

第 7条 

 区域和国际组织应采取适当步骤和主动行动，促进、协助和持续维持不同文

明对话。 

第 8条 

 媒介在促进不同文明对话、增进不同文明与文化之间的进一步了解方面具有

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第 9条 

 联合国应继续促进和加强不同文明对话文化。 

 

B. 行动纲领 

 

1． 邀请各国、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国际与区域组织以及民间社会，包括非政府组

织，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同时利用自愿捐助，考虑以下促进不同文明之间在所有

领域对话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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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协助和鼓励所有个人之间的交往和交流，其中包括来自各社会和文明的
知识分子、思想家和艺术家； 

 ● 促进来自不同文明、文化和背景的各领域专家之间的相互访问和聚会，
为发现各文明与文化的共同点提供机会； 

 ● 开展艺术界和文化界代表之间的互访并组织文化节活动，使人们有机会
了解其他文化； 

 ● 举办会议、专题讨论会和讲习班，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谅解，容忍
和对话； 

 ● 规划体育竞赛、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科技比赛，以期鼓励来自不同背景和
文化的青年之间的积极交往； 

 ● 加大力度并鼓励翻译和传播代表不同文化和文明的基本论述、著作和研
究； 

 ● 促进历史和文化旅游业； 

 ● 在教育课程中纳入研究各种文化和文明的内容，包括教授各种文明的语
言、历史和社会政治思想，以及在学术界之间交流知识、信息和学术成

就； 

 ● 推动研究和学术活动以客观地了解每一文明的特点，彼此有何不同，以
及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建设性交往与谅解的方式方法； 

 ● 利用通信技术，包括视听印刷材料、多媒体和因特网，向全球传播对话
与谅解的信息，并描述和宣传历史上不同文明之间建设性交往的事例； 

 ● 提供参与传播信息的公平机会，以期客观地了解所有不同的文明，增进
不同文明之间的建设性交往与合作； 

 ● 实施有利增进人民特别是青年人的对话与谅解精神、摒弃不容忍、暴力
与种族主义的方案； 

 ● 利用各社会中的移民沟通不同的文化； 

 ● 协商制订保护所有人民维持其文化特性的权利，同时帮助他们融入社会
环境的有效机制。 

2． 各国应鼓励并支持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为促进不同文明对话而采取的主

动行动。 

3． 邀请各国、国际与区域组织以及民间社会，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地方、国家、

区域和国际各级拟订适当的方式方法，进一步促进不同文明对话和相互谅解，并

向联合国秘书长报告它们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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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邀请政府、供资机构、民间社会组织和私营部门调动必要的资源，促进不同

文明对话，包括向秘书长于 1999年为此目的设立的信托基金捐款。 

5． 邀请联合国系统，包括特别是负责联合国不同文明对话年的秘书长个人代表

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继续鼓励并协助不同文明对话，并制定在联合

国各领域活动中促进不同文明对话的方式方法。 

6．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六十届会议报告实施此全球议程和行动纲领的情况。 

 
2001 年 11 月 9日 
第 43次全体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