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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联合国人民 
共同为全球性问

题寻找全球性解

决方案 新闻部非政府组织 

会议 

第六十七届 

 

“吾辈即未来”——青年宣言  

  

“我联合国人民……共同为全球性问题寻找全球性解决方案” 

  

联合国第六十七届新闻部非政府组织会议 

纽约联合国总部 

2018 年 8 月 22 日至 23 日 

 

序言 

吾辈世界青年在第六十七届联合国新闻部/非政府组织会议上齐聚一堂，一致发声，戮力同心，以捍卫多边主

义的价值观，并承诺致力于为全球性问题寻求全球性解决方案，这些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实现《联合国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所定诸项目标。 

青年人独出手眼，年富力强，不断推动人类迈向崭新的未来。今天，全世界仍有数百万家庭深陷极端贫困，甚

至苦求教育、医疗和就业等基本资源而不得。今天，全世界仍有四分之一的青年人口生活在暴力冲突的阴影之

下，从战争到人口贩运，再到药物滥用，这一切都有可能让我们明天的希望化为泡影。今天，地球上的生灵万

物无不受到环境退化的影响，人类社区和生物群落皆因污染、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以及人类发展所带来的众

多其他副产品受到损害。如果再不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我们所生活的这颗地球明天恐将不存。  

正在成长起来的几代年轻人认识到，我们必须跨越国家、世代以及其他真实或捏造的藩篱，集体合作，转变现

有范式，并构建新的全球和多边架构，新绣一副经济、技术、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如锦画卷，推动人类逐步实现

集体繁荣。我们人众力强，只要众志成城，定可唤出巨大变革。吾辈青年身先力行，为采取全球性解决方案积

极贡献我们的专门知识、精力、经验、热情和创造力。秉此精神，特立此宣言，以明吾辈共同愿景、承诺和建

议。 

 



 

 

愿景 

吾辈青年抱持同一愿景，即实现世界和平和可持续发展。我们共同申明： 

1. 全球性问题绝非任何一个实体单凭一己之力所能解决；伙伴关系对于实现和促进持久变革至关重要。多边

主义绝不仅是多个实体间的伙伴关系，而是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包容性协作。我们需要采取“以人

为本的多边主义：行动呼吁”中所描述的新的协作模式，承认并尊重所有人的参与权，特别是传统上代表

人数不足的群体的参与权。 

2. 我们将继续共同努力，采取可持续行动，让全人类受惠受益；我们将继续努力，以结束冲突，打击暴力，

并实现可持续的和持久的和平。 

3. 我们对地球亦肩负一份责任，我们力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且我们必须努力将人为气候变化影响降

至最低。  

4. 我们必须建立能够保障所有人福祉的经济制度，确保绝不会一味追求发展而忽视人类和地球的健康。 

5. 我们是人类的一员，拥有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人权，其中包括决定我们未来何去何从的权利；公民参

与这项权利亦必须人人得享。 

6. 我们努力消除基于性、性别、性取向、种族、族裔、年龄、社会经济地位、宗教、外貌、党派从属和残疾

的一切形式歧视，因为此等歧视对进步百害而无一利。 

7. 我们必须参与各级政治进程的决策，而且所有公共机构都必须设有促进青年参与的结构性机制。  

 

承诺 

我们承诺将尽己之能，竭己之力，全心致力于： 

1. 提高对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相应具体目标以及《庆州青年宣言》所载承诺的认识，并朝着这些目标、

具体目标和承诺不懈努力。 

2. 成为积极的全球公民，助力我们的同辈实现从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到支助妇女和女童，再到谋求担任公

职以及服务于社区的其他领导职位在内的各种需求。我们还要在所有公共论坛积极地为青年争取空间。  



 

3. 增强对我们自身消费活动所致影响的意识，并在日常生活中作出负责任的决定，以助力实现《2030年议

程》。 

4. 提高对人权的认识并在我们的工作中倡导人权，尊重一切生命，并携手努力打击世界各地针对青年的不公

正现象； 

5. 促进重新定位联合国发展系统和改进其他国际机构，以增强其先进性、公平性、可持续性、有效性和对青

年友好性，并承担起塑造我们世界未来的应尽之责。 

6. 充当开放式合作伙伴，将我们的技术、信息、知识和技能分享给可从中受益者，为代际间协作和团结创造

机会，同时向朋友们学习并传播最佳做法。 

7. 帮助为那些被排除在现有政治制度之外的人创造安全的表达空间，这些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冲突频发地区的

居民、移民、流离失所者、难民、无国籍人和其他弱势群体。 

8． 利用我们作为青年的有利地位，促进建设和平、和解和营建新型社区。 

 

建议 

我们充分认识到，要想实现范式转变，我们需要的不止是个人行动。共鸣于世界各地青年所怀希冀，我们在此

发出一致声音，呼吁： 

1. 业已承诺遵守多边协定的国家和其他实体履行各自所作承诺，并成为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以确保基于规

则的国际秩序保持稳定。 

2. 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决策进程中努力增强阶层多样性和阶层间融合，确保将受影响最严重者纳入审议对

象之列，并认识到肤浅的象征主义并不能促进真正的伙伴关系。 

3. 各国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优质的文化相关教育，甚至普及到最脆弱社群，并提供材料和知识，以培养自主

学习者。 

4. 各国把《2030 年议程》全方位纳入本国教育课程，将非正式、非正规、体验式、服务型和跨学科教育视为

学习经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5. 各国在设计教育制度时有意识地加强全球公民意识培养，为此应促进提高包容性，培养领导力并鼓励青年

勇于创新和创造。 



 

6. 各国优先解决青年失业问题，为此应投资劳动力发展、创造绿色就业、实习和学徒岗位、支持创业；推行

有效的工作场所政策，以保护青年免遭剥削。 

7. 每一个人都要尊重青年，视之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平等伙伴。 

8. 每一个人都要虑及环境后果，包括影响陆上生灵、水下生灵和全球气候的后果，并优先考虑使用可再生能

源和技术。 

9. 政府加大对精神卫生和健康、使用毒品和毒品致瘾、计划生育、无线辐射、降低青年患癌风险以及全球肥

胖流行病等公共卫生问题的资源投入。 

10. 各级政府专门辟出时间、空间和资源，以制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项下具体目标的本地化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