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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以前，亚里士多德写道：“人天生渴望知情”。 

知情，意味着获取信息。这是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人之为人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宽容和

对话所必需，是法治和善治的根基，是开辟通向可持续发展新道路的关键所在。 

这正是教科文组织根据会员国的决定发起第一个“国际普遍获取信息日”所要传递的

讯息。因为获取信息，是推动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人权和尊严、消除贫困、

建设包容性知识社会的强大动力。 

平等并普遍获取信息，是积极变革的主要推动力，为战胜不平等、惠及边缘化群体、

创造与分享知识、发现其他文化以及巩固民主制度根基，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在一个全球化

的世界，这项权利无论是在线上还是在线下，都应该得到尊重。数字革命必须是一场发展的

革命，有赖于发挥新的信息通信技术的能动作用，为包容和创新服务。 

这就意味着，应该消除横亘在通往连接互通及获取技能道路上的所有障碍。为此，有

必要强化信息自由立法及其有效实施工作。正如 2016 年世界新闻自由日《芬兰宣言》所述，

二百五十年前，世界上第一部信息权利法在当今的瑞典和芬兰获得通过。目前，为了取得更

大进步，我们应该增强全体民众的权能，提高他们对获取信息权利的认识，培养他们的媒体

和信息素养，使每个人都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权利为可持续发展服务。 

这些目标指引着教科文组织的所有行动，我们应该支持各国政府和社会，确保每一个

男女都能充分且平等地享有获取信息权利，这对每个人的权利、尊严和自主自立来说都是至

关重要的。 

这就是教科文组织在首个“国际普遍获取信息日”所要传递的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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