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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32. 2023 年对话保障和平国际年 
 

 

 大会， 

 认识到联合国在发展国家间友好关系方面的重要作用， 

 重申《联合国宪章》及其宗旨和原则，特别是承诺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和

决心欲免后世再遭战祸， 

 确认《和平文化宣言》和《和平文化行动纲领》1 具有重要意义，是在弘扬

和平与非暴力文化以造福人类、特别是造福后代方面赋予国际社会、尤其是联合

国系统的普遍任务， 

 重申各种形式、包容各方的对话在加强会员国之间的关系与合作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 

 又重申包容各方的对话可促进和平文化，以支持积极主动的和平努力，为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奠定基础， 

 欢迎联合国会员国本着信任和团结的精神努力应对全球挑战并取得进展，以

便找到共同的解决办法，在彼此关心的领域发展以对话和合作为基础的关系， 

  

__________________ 

 1 第 53/243 A 和 B 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A/77/L.10
https://undocs.org/ch/A/RES/5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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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联合国全系统和整个国际社会在国家和国际两级为预防冲突、和平解决

争端、维持和平、建设和平、调解、裁军、可持续发展、促进人的尊严和人权、

社会包容、民主、法治、善政和性别平等作出的一切努力对于形成一种和平文化

具有巨大促进作用， 

 又确认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根据各自任务规定在促进和维护和平方面发

挥作用， 

 还确认必须尊重和理解全世界的宗教与文化多样性，选择对话和谈判而非对

抗，共同努力而非相互掣肘， 

 认识到，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以开放、建设性和相互尊重的方式

进行思想辩论以及开展宗教间、信仰间和文化间对话，可在打击宗教仇恨、煽动

行为和暴力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强调妇女和青年在推进和平文化方面的作用以及儿童和老年人对此作出的

贡献，特别强调妇女积极参与预防和解决冲突及促进和平文化活动的重要性，包

括在冲突后局势中， 

 认识到必须通过推进平等、容忍、人类发展和促进人权，建立更加和平的社

会，并在这方面呼吁对教育进行投资，包括通过采取有效的政策和做法，以促进

尊重、和解以及和平与非暴力文化， 

 强调联合国会员国宣布和奉行的中立政策在发展世界各国之间和平、信任、

友好和互利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助于在区域和全球层面加强国际和平与

安全， 

 认识到消除贫困、饥饿、疾病、文盲和失业的重要性，并强调所有各国友好

相待、摒弃恶意，本着建设性合作、对话和相互谅解的精神，将有助于实现这些

目标， 

 深信对话有助于国际社会形成合力，巩固世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彼此信任

的传统，恢复维护和促进和平的价值观、态度和传统，在国际关系中全面营造和

平与信任文化； 

 认识到迫切需要通过多边主义和政治对话等途径推动加强预防外交，以及联

合国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强调指出预防外交对于支持联合国为维护和平而促进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

具有重要意义， 

 欢迎国际社会努力通过各文明之间的建设性对话增进了解，特别是为此在地

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实施各种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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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赞赏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不断作出努力，与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基金

会和民间社会团体以及媒体和私营部门协作，通过在青年、教育、媒体和移民领

域开展一些实际项目，推动国际对话，增进不同文明、文化、宗教和信仰之间的

了解与尊重，并促进和平文化， 

 指出 2018 年 11 月 19 日和 20 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主题为“#承诺对话：

建立伙伴关系推动预防和保持和平”的第八届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论坛意义重

大，并指出以“构建和平联盟：人类同心共存”为主题，于 2022 年 11 月 22 日

和 23日在摩洛哥非斯举行的第九届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全球论坛具有重要意义，

旨在讨论如何促进对话、容忍、文化和宗教的多样性和多元化， 

 欢迎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开展工作，充当促进和平的宗教间对话国际平

台，并指出 2022 年 9 月 14 日和 15 日在阿斯塔纳举行的第七届世界和传统宗教

领袖大会的宣言具有重要意义， 

 重申大会关于宣布国际年的 1998 年 12 月 15 日第 53/199 号和 2006 年 12 月

20 日第 61/185 号决议，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国际年和周年纪念的 1980 年

7 月 25 日第 1980/67 号决议， 

 强调对话是解决冲突和建设和平的一种变革性建设和平方法， 

 认识到对话是解决和预防冲突的宝贵工具，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化解争端、

克服分歧，可促进和平与非暴力文化、人民之间的接触与和解， 

 注意到秘书长正在努力通过与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区域机构、民间社会和

私营部门合作推动对话， 

 1. 宣布 2023 年为对话保障和平国际年； 

 2. 着重指出对话保障和平国际年是一种手段，可以鼓舞国际社会在政治对

话、谈判、相互谅解与合作等基础上努力弘扬国家间和平与信任，以期构建可持

续的和平、团结与和谐； 

 3. 促请国际社会通过包容各方的对话和谈判解决冲突，确保加强各会员国

彼此关系中的和平与信任，以此作为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平与安全及人权的一项

价值观； 

 4. 承认调解在和平解决争端、预防和解决冲突以及寻求长期保持和平的政

治解决办法中的重要性，确认需进一步和更有效地利用调解，但不妨碍《联合国

宪章》第六章提及的其他手段； 

 5. 邀请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国际和区域组织以及包括非政府

组织、个人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在内的民间社会以适当方式协助举办对话保障

和平国际年纪念活动，并通过教育和提高公众认识活动等方式传播和平与信任的

好处； 

https://undocs.org/ch/A/RES/53/199
https://undocs.org/ch/A/RES/61/185
https://undocs.org/ch/E/RES/198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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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请秘书长提请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以

及包括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在内的民间社会注意本决议； 

 7. 强调指出执行本决议可能产生的所有活动费用均应由自愿捐款支付。 

 

2022 年 12 月 6 日 

第 45 次全体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