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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议程项目 14.2 

纪念大屠杀 

概 要 

依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12.1 条。 

背景：本文件涉及临时议程项目 14.2，由澳大利亚、加拿大、

以色列、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提出。 

目的：本项目的解释性说明和决议草案载于本文件附件。 

需做出的决定：见第 6 段（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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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解释性说明 

1. 2005 年 11 月 1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纪念大屠杀的第 60/7 号历史性决议。该决

议重申“大屠杀造成三分之一犹太人和无数其他少数民族成员被杀害，将永远警示所有人防

范仇恨、歧视、种族主义和偏见的危险”。该决议还确定每年 1 月 27 日为“缅怀大屠杀遇

难者国际纪念日”，并促请“会员国制订教育方案，教导子孙后代汲取大屠杀的教训。” 

2. 2007 年 1 月 26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否认大屠杀问题的第 61/255 号决议。该决

议“毫无保留地谴责任何否认大屠杀的言论”，并敦促所有会员国毫无保留地驳斥“任何全

部或部分否认大屠杀历史事件的言论，并反对为此目的进行的任何活动”。此外，还欢迎会

员国在其教育方案中采取措施，抵制任何否认或尽力贬低大屠杀重要性的企图。 

3. 这些联大决议明确表明，联合国十分重视积极传播有关大屠杀事实真相、大屠杀的教

训及联合国拒不赞同以任何形式否认大屠杀等方面的知识。 

4. 按照联合国大会第 60/7 号决议的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制定了一项以“联合国与大屠

杀” 为主题的外联方案。鉴于教科文组织在联合国系统内在教育领域发挥的突出作用，总

干事应与秘书长就这一外联方案进行磋商，审查教科文组织可以选择哪些方法，以参与联合

国通过教育来提高人们对纪念大屠杀的认识和反对以任何形式否认大屠杀的努力。 

5. 请总干事向执行局第一八 O 届会议（2008 年秋）报告其磋商的结果及其有关建议。 

6. 建议通过的决议草案：1 

大 会, 

1． 铭记大屠杀造成三分之一犹太人和无数的其他少数民族成员被杀害，将永远警示

所有人防范仇恨、歧视、种族主义和偏见的危险， 

                                                 
1 到本文件公布之日，下列会员国已正式表示支持该决议草案：阿尔巴尼亚、奥地利、比利时、贝宁、巴西、保加利

亚、智利、哥伦比亚、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萨尔瓦多、爱沙尼亚、斐济、芬兰、法

国、格鲁吉亚、德国、希腊、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大韩民国、拉脱

维亚、立陶宛、卢森堡、毛里求斯、墨西哥、摩纳哥、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

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乌克兰和乌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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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忆及 2005 年 11 月 1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谴责任何否认大屠杀言论的第 60/7

号决议, 

3． 注意到联合国确定每年 1 月 27 日为“缅怀大屠杀受难者的国际纪念日”， 

4． 注意到令人恐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规定： 

“现已告结束之此次大规模恐怖战争之所以发生，既因人类尊严、平等与相互 

尊重等民主原则之遭摒弃，亦因人类与种族之不平等主义得以取而代之，借无知

与偏见而散布”, 

5． 考虑到联合国大会 2007 年 1 月 26 日通过的第 61/255 号决议，特别是关于秘书

长已制订了一项以“大屠杀与联合国”为主题的外联方案的这一内容， 

6． 要求总干事与联合国秘书长就这一外联方案进行磋商，探索教科文组织能够在通

过教育来提高人们对纪念大屠杀的认识和反对以任何形式来否认大屠杀方面发挥

何种作用； 

7． 还要求总干事向执行局第一八 0 届会议报告其磋商的结果及其相关建议。 

本文件系采用再生纸印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