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 

任务宣言 

发表于 2009 年 

 

全球化世界中的教科文组织：二十一世纪新人文主义 

  2009 年是充满重要的全球挑战的一年，这些挑战对人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尽管

全球化对数百万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他们脱离了贫困，这场规模空前的 全球危机

——经济、金融、社会、环境以及道德和伦理的危机——使当前多边主义最重要的一

项议程——《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面临危机，并且影响到了最脆弱的 国家，尤其是

非洲国家。面对这场危机，我们必须立即行动起来。  

      在过去的九个月里，我访问了 45 个国家，会见了国家元首、政府首脑、部长、学

者、科学家和艺术家。我还访问了数十个全国委员会以及教科文组织驻阿布贾、曼谷、

伊斯兰堡、金斯敦、新德里和智利圣地亚哥的办事处。  

      我深信，当今世界的最大挑战是二十一世纪的全球治理，而今，这一信念得到了印

证。在战胜危机时，我们不应回到昨天的原有状态。最大挑战就是引领世界进入一 个
和平与人文主义的新时代。以服务于人类、保护环境的科学、创新和新技术为基础，

通过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出更加包容、公正和公平的社会。  

      我们需要促进多边主义，为联合国注入新的活力，以便为最脆弱、受危机影响最严

重地区的发展做出更连贯、更高效的努力。我深深相信，尽管教科文组织的使命是 全
球范围的，但非洲的发展需要，尤其是教育方面的需要以及小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

要应继续作为重要的优先事项。   

变挑战为机遇 

      主要的挑战是化危机为机遇并创造一个更加民主、人道的世界，让人类尊严、人权

以及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和文化权利成为所有经济政治事项的基础。  

      教科文组织应该参与全球治理的讨论，因为它的职责在全球化中处于核心位置。这

个拥有 193 个会员国和 6 个准会员国的组织，如今已经更加民主、广泛，并且愿意同

民间社会开展合作。  

      教科文组织的法定使命在二十一世纪仍然适用。在二十一世纪，建设知识型社会成

为当务之急；文化对于一切关于发展的有意义的讨论都至关重要；科学和创新在社 会
和环境的各个领域，如气候变化和水资源领域，成为人类未来新时代的标志；我们必

须更好地理解社会的深刻变革；最后，对话、宽容和对多样性的尊重本身就是 一种应

该珍视的人文价值。  



      教科文组织拥有调动舆论和知识界、学术界实现其价值观和优先事项的独特工具—
—全国委员会。全国委员会在世界各地拥有数百甚至上千位敬业的男女委员，应该用

一切可能的方式加强和支持全国委员会，因为它们才是本组织的精神与价值观真正的

捍卫者。   

教育 – 前方的道路 

      教科文组织应该重申教育在促进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作为联合国的牵头机构，教科

文组织应倡导更加一致地协调善治、有质量的教育、资助教育和减少性别和收入歧视。

我们应该立志提供有包容性的高质量教育，包括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  

      为实现最重要的目标——普及初等教育，强调教育质量，必须坚定地承诺开展全民

教育。《宗甸宣言》、《达喀尔行动纲领》和《奥斯陆宣言》为实现这些目标提供了

全球愿景和实质性措施。  

      我呼吁各国政府为教育拨付充足资源，呼吁发展伙伴履行承诺，确保按照《多哈宣

言》通过各种双边和多边援助渠道及时提供充足资源。  

      在全民教育正在取得进展的国家，教科文组织应以仍被排除在教育之外的人，尤其

是妇女和女童为目标。应探索在教育领域推动南南合作的一切可能途径，包括交流良

好做法，我鼓励这方面的一切努力。  

     技术和职业教育和培训能够为减贫和促进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我深信，基于环境、经济、社会和文化多样性相互依存关系的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

是创造二十一世纪更美好、更公正世界的关键所在。   

科学技术服务人类 

      我相信科学必定是一个优先事项。教科文组织应该在“科学技术服务人类”的口号下

成为各国政府、专门机构、科学团体在科学、创新和新技术，包括环保技术方面的领

导者和推动者。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轻自然灾害、水资源管理、能源和传染病问题是科学界

主要的新挑战，教科文组织的各项计划应优先应对这些挑战，同时兼顾伦理方面。我

欢迎重大计划 II 和 III 全面审查委员会 2006 年提出的建议并将采纳这些建议。  

      教科文组织应对国家政策进行补充，以更好地整合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  

      为了提高科学作为优先事项的影响力，我建议成立由杰出人士，如诺贝尔奖获得者

和教科文组织奖项获得者组成的科学咨询委员会。   

文化：宽容、相互理解与发展 

      教科文组织与文化和文化遗产关系密切，这是它最独特、最显著的使命。对物质和

非物质遗产的保护以及促进文化多样性是教科文组织最有力的工具，它可以赋予全 球



化更加人性和民主的一面。我很遗憾，文化未能包括在《千年发展目标》当中。我有

意重启关于文化与发展的讨论，因为文化应该伴随为发展所做的一切努力。  

      文化与教育最能够促进和平，尤其是冲突后的和平，以及宽容、对人权和他人尊严

的尊重。教科文组织应更加积极地与不同文明联盟等追求同样的崇高目标的组织取得

联系。   

传播与信息  

      言论自由、独立而多元化的媒体、思想的自由传播以及通过新技术普遍获得信息和

知识，是确保透明、负责和善治必不可少的方面。 教科文组织必须继续推动“世界记

忆”、“世界数字图书馆”等旗舰项目，这些项目使人们能够免费使用世界各地图书馆和

档案馆的文化资源。  

      教科文组织应该更加深入地参与信息社会的伦理、法律和社会文化方面，强调信息

与传播技术为每一个人提供的机遇。 最后，我要鼓励信息与传播部门和公众宣传局加

强合作，以提升本组织的知名度。   

教科文组织与“一个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的最大挑战之一在于融入“一体行动，履行使命”倡议。我欢迎联合国秘

书长潘基文先生重组和精简联合国机构、基金和计划的努力。我相信，教科文组织在

下放其业务活动权力的同时,应继续参与这些努力。  

       教科文组织除了融入外别无选择。我还相信，教科文组织内部需要就这一主题进行

更加深入、更为实质性的辩论。我将发起这样的辩论，以期制定清晰的战略愿景，尽

可能具有说服力地宣传我们的目标。 这是突出说明总干事与各会员国亟需通力协作的

一个例证。   

预算、管理和行政 

      在我今后的活动中，我将本着以下原则：  

 采取透明、问责、注重结果的办法  

 加强部门间协调和学科交叉方法  

 更好地管理人力资源，调动和轮换工作人员，鼓励主动的精神  

 促进女性担任高级职位  

 使秘书处工作人员、专家和顾问的地域分布更加均衡  

     实现这些目标的一些手段如下：  

 优化教科文组织高级管理层  

 加强教科文组织在外地的存在  

 充分执行外部审计师的建议  

 加强内部监督  

 使用当地工作人员，尤其是在没有教科文组织机构的地方  



      与我们的抱负相比，教科文组织的预算显然是有节制的。但我们必须现实——在危

机时期，教科文组织应该更好、更高效地利用所获得的资源，减少行政费用，使组织

结构现代化，成为反应能力更强、工作成绩更好的组织。计划的执行显然应该优先于

行政活动。  

      我赞扬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将教科文组织的官方发展援助系数从 25%上 调至

44%的决定，这反映了教科文组织对发展援助的重要贡献。我仍然认为该系数应升至

75% ，我将为此而努力。  

      教科文组织必须重点关注人们普遍认为属于其职能范围的少数优先事项，从而成为

一个无可争议的牵头机构。这需要与所有有关方面协商，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需要勇气、决心和耐心。  

      通过预算外资源为计划提供资金是本组织面临的又一挑战。目前的情况是预算外资

金增多、经常预算减少。这两部分之间必须取得平衡。  

      教科文组织的成本回收政策应当能够减轻经常预算的压力。没有这一政策，经常预

算的作用将进一步降低。这是教科文组织在与联合国系统协调其行动的同时应该面对

的一项挑战。   

我为教科文组织带来的信条：新人文主义 

      在我今后的活动中，我不会摒弃对各国的尊重, 以及牺牲各国的尊严，无论国家大

小，也无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我同样也不会摒弃对每一个人类的尊重及牺牲

其尊严。  

      我将不遗余力地与各会员国、非政府组织和知识界合作，以使教科文组织的行动更

加连贯、高效，更具影响力，更加符合重新定义的优先事项的要求。本着改革本组织

这一强烈政治意愿,我们必须共同创建总干事与各会员国之间新的协作关系。         

      多年来，我一直积极参与到实现性别平等的各项努力之中。我参加了联合国妇女十

年在哥本哈根 （1980 年）、内罗毕（1985 年）和北京（1995 年）举行的三次国际会

议。我认为从政治角度或人文主义的角度，性别平等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目 标
之一。我将十分积极地促使教科文组织为实现这一目标投入更多力量。        

      今年是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柏林墙的倒塌改变了整个世界，解放了成千上万男女

的思想。 我非常希望这种精神能够指引我们在教科文组织的工作，以知识、宽容、全

民机会平等为基础，通过教育、科学、文化以及信息共享，为创建更加公正、繁荣的

社会 而努力。         

      我对于二十一世纪新人文主义的理解将指引我的全部活动。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伊琳娜·博科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