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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250. 关于否认大屠杀的言行 
 

 

 大会， 

 重申《联合国宪章》所载宗旨与原则，重申《世界人权宣言》，1 其中宣布人

人有资格享有《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宗教或其他身份等任

何区别，并重申《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 其中规定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

教自由的权利， 

 铭记《联合国宪章》“欲免后世再遭战祸”的创建原则表明联合国与第二次

世界大战绝无仅有的悲剧之间有着无法去除的联系， 

 回顾《世界人权宣言》序言部分，其中指出，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

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 

 又回顾 2020 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七十五周年，那场战争给人类、尤其

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太平洋和世界其他地区造成惨不堪言的苦难， 

 还回顾《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3 的通过是为了防止再度出现类似纳

粹政权所犯的灭绝种族行为， 

__________________ 

 1 第 217 A (III)号决议。 

 2 见第 2200 A (XXI)号决议，附件。 

 3 第 260 A (III)号决议，附件。 

https://undocs.org/ch/A/76/L.30
https://undocs.org/ch/A/76/L.30/Add.1
https://undocs.org/ch/A/RES/217(III)
https://undocs.org/ch/A/RES/2200(XXI)
https://undocs.org/zh/A/RES/260(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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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八条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

即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 

 重申行使意见和表达自由权以及充分尊重寻求、接受和传播信息的自由，可

对加强民主、消除宗教不容忍现象起到积极作用，还重申根据《公民及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第十九条，言论自由权利的行使带有特别义务和责任，故得予以某种

限制，但此种限制以经法律规定，且为尊重他人权利或名誉以及保障国家安全或

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所必要者为限，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必须完全符合

国际人权法， 

 深为关切在处理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而公开及私下对他人实施的暴力行为

方面，既存在有些情形下有罪不罚现象司空见惯的情况，也存在有些案件中缺乏

问责的情况，强调必须作出必要努力以提高认识，扼制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传播

针对他人的仇恨言论， 

 重申其 2005 年 11 月 1 日第 60/7 号决议，其中强调开展大屠杀纪念活动是

防止今后再度出现灭绝种族行为的一项关键内容，回顾无视这些可怕事件的历史

事实会增加其再度发生的风险， 

 重申《纽伦堡法庭宪章》所确认的国际法原则，并赞赏地注意到国际法委员

会于 1950 年编纂了这些原则， 

 重申其 2007 年 1 月 26 日关于否认大屠杀言行的第 61/255 号决议， 

 注意到联合国已指定 1 月 27 日为一年一度缅怀大屠杀受难者国际纪念日， 

 肯定秘书长设立关于“大屠杀与联合国”主题的外联方案，以及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开展工作，包括打击歪曲和否认大屠杀言行， 

 敬仰解放纳粹集中营和死亡营的士兵、反抗纳粹的人包括参加抵抗运动的人

以及所有抵抗纳粹及保护或设法营救面临险境者的人所表现出的勇气和奋不顾

身精神， 

 注意到 A/HRC/26/50、A/75/329 和 A/HRC/44/58 号文件所载当代形式种族主

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特别报告员的报告以及 A/74/358 号文

件所载宗教或信仰自由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回顾 2022 年 1 月 20 日将是“万湖会议”80 周年，在那次会议上，纳粹德

国官员就如何实施所谓“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进行了讨论和协调，导致有

系统地设立纳粹死亡营，最终导致犯下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 

 重申大屠杀造成近 600 万犹太人被杀，其中 150 万是儿童，占犹太人总数的

三分之一，此外还有数百万其他国籍人员、少数民族成员及其他目标群体和个人

被杀害，它将永远警示所有人防范仇恨、歧视、种族主义和偏见的危险， 

 指出否认大屠杀言行指的是否认纳粹及其同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灭绝

犹太人(即所谓大屠杀或纳粹浩劫)的历史现实和规模的言论和宣传， 

https://undocs.org/ch/A/RES/60/7
https://undocs.org/ch/A/RES/61/255
https://undocs.org/ch/A/HRC/26/50
https://undocs.org/ch/A/75/329
https://undocs.org/ch/A/HRC/44/58
https://undocs.org/ch/A/74/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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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指出否认大屠杀言行具体指的是任何声称不曾发生大屠杀的企图，并可包

括公开否认或置疑使用过主要屠杀方法(如毒气室、集体枪杀、饥饿和酷刑)或存

在对犹太人民进行种族灭绝的意图， 

 铭记各种形式的否认大屠杀言行都是反犹太主义的表现， 

 指出歪曲和(或)否认大屠杀的行为除其他外是指： 

 (a) 故意为大屠杀或其包括纳粹德国合作者和盟友在内主要参与分子进行

开脱或竭力淡化其影响， 

 (b) 不顾可靠信息数据，极力缩减大屠杀受害者人数， 

 (c) 企图怪罪犹太人自己招致种族灭绝， 

 (d) 发表言论，把大屠杀描绘成一个正面的历史事件， 

 (e) 企图通过将责任归咎于其他国家或族裔群体，模糊设立纳粹德国所设计

和经营的集中营和死亡营的责任， 

 强调各国、区域组织、国家人权机构、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和

媒体在促进宽容和理解以及打击种族主义、消极丑化、仇恨言论和故意传播可能

煽动歧视、敌视或暴力的虚假信息方面，并在普遍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发挥着

关键作用， 

 关切地注意到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否认或歪曲大屠杀的言行日益普遍， 

 注意到互联网的全球性和开放性以及社交媒体在传播信息方面的重要作用，

并注意到它们在保存大屠杀记忆，促进历史准确的大屠杀教育以及打击否认和歪

曲大屠杀言论方面，具备发挥积极作用的潜力， 

 表示关切散布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的行为，特别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此类

行为，此种信息的设计和传播可能会误导民众，传播种族主义、不容忍、仇外心

理、负面成见和污名化，并侵犯和践踏人权， 

 注意到 A/64/295 号文件所载当代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

不容忍行为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其中强调历史课在讲授以往因接纳纳粹主义和法

西斯主义等意识形态而引起的重大事件和人类苦难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外又

强调，具有包容性、代表性、不带偏见、旨在客观而准确反映少数民族历史和与

邻国关系的教学课和教科书，训练有素的教师和人权课程，对于传输宽容和尊重

思想至关重要， 

 1. 毫无保留地反对和谴责任何全部或部分否认大屠杀历史事件的言行； 

 2. 敦促所有会员国毫无保留地反对任何全部或部分否认或歪曲大屠杀历

史事件的言行或为此目的从事的任何活动； 

https://undocs.org/ch/A/64/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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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赞扬那些积极参与保护在大屠杀期间作为纳粹死亡营、集中营、强迫劳

动营、杀戮场和监狱的地点以及纳粹同盟政权、其同伙或辅助机构控制的类似地

点的会员国； 

 4. 促请会员国制订教育方案，教导子孙后代汲取大屠杀的教训，以帮助防

止今后出现灭绝种族行为，并在这方面赞扬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 

 5. 敦促会员国和社交媒体公司采取积极措施，打击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从

事反犹太主义以及否认或歪曲大屠杀的行为，并为报告此类行为提供便利； 

 6. 请联合国大屠杀问题外联方案以及联合国所有相关专门机构继续制定

和执行旨在打击否认和歪曲大屠杀言行的方案，并推进采取措施调动民间社会，

此外邀请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各国、议会、私营部门和学术界，向其各自

社会如实宣传大屠杀的事实以及大屠杀教训作为对付否认和歪曲大屠杀言行的

重要性，从而防止今后的灭绝种族行为。 

 

2022 年 1 月 20 日 

第 55 次全体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