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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先生世界新闻自由日致词 

2009 年 5 月 3 日 

每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日我们都会重申表达自由和新闻自由的重要意义--

这是《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确定的一项基本人权。值此 2009 年世界新闻

自由日，教科文组织突出强调媒体在促进对话、相互理解与和解方面可以发挥

的作用。 

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力量加速了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互动，因此，沟通

文化差异成了一项主要的挑战。媒体被视为公断者，可以在鼓励和促进文化间

的交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社会各方开展辩论提供一个开放的平台。 

在保护表达自由的同时也要尊重文化差异，这是任何民主社会需要通过

探讨和协商达成的一种平衡。教科文组织认为，坦率的，甚至是严厉刺耳的言

论是我们的权利，只要这种言论不是为了煽动歧视、敌对和暴力。任何试图限

制表达自由的做法都必须接受这一标准的衡量。 

强化自由和专业媒体的原则与实践，这是促进以建设和平为宗旨的媒体

文化的最可持续的方式。只有充满活力、独立、多元、全纳和公正、编辑独

立、不受审查、不受所有方或利益方影响的媒体才能化解分歧，促进对话与和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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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挑战对其他文化、宗教和民族的态度与偏见，媒体可以促进摆脱滋

生猜疑和不信任的无知，从而弘扬宽容，接受差异，尊重多样化，从而达到相

互理解。 

我们必须加大建设媒体的力度，使之既能够批判地对待传承的观念，又

能够宽容地对待不同的观点，同时提供有助于人们作出明智决策的信息，并且

把不同的观点汇聚在一起，求同存异，通过对话来面对丰富多彩的世界。 

值此 2009 年世界新闻自由日，让我们共同承诺，进一步推动全世界的新

闻自由和表达自由。我们已经制定了衡量我们自己以及其他各方行动的原则和

框架，那么，进一步执行这些标准就是我们所有人共同努力的方向。自由的媒

体是我们现实的需要，我们不能再继续等待，它将诞生在我们建设更加和平时

代的过程中。 

 松浦晃一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