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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概念说明 

背景 

教科文组织自成立以来，在其所有职责领域为部长间对话提供战略平台。重大部长间会议符

合本组织的战略职能，并为赋予本组织的所有基本职能增添价值：(i) 发挥思想实验室作用；(ii) 通

过政策分析和监测，制定全球议程；(iii) 制定准则和标准；(iv) 加强（制度、操作和智力层面的）

国际合作；(v) 为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指导。长期以来，这些重大活动为有关教科文组织各职责领

域的思考与公开辩论提供了支持，并作为支持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的前瞻性愿景的组成部分，为

会员国提供概念和工具支持。 

重大文化会议完全符合这一思路。教科文组织已举办多次重大会议，如世界文化政策会议

（MONDIACULT）（墨西哥墨西哥城，1982 年）、文化政策促进发展政府间会议（瑞典斯德哥

尔摩，1998 年）以及“文化至关重要：可持续发展中的文化筹资、资源和经济”国际会议（意大

利佛罗伦萨，1999 年）。这些会议将会员国广泛调动起来，在会后数年带来了决定性进展，从而

使教科文组织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履行其文化使命。必须将其保持下去。这些进展包括扩展文化概

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包括在内，以及制定新的全球文化发展政策议程，将文化对可持续发展

的贡献纳入其中。 



部长级会议为会员国制定优先事项方面的决策以及教科文组织文化公约、建议书和宣言的产

生和起草工作提供了支持。之后数年间通过的准则性文书，特别是 2001 年《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

多样性宣言》、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 2005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

公约》，从这些会议中获得了其存在意义以及基本概念和原则。这些重大会议所产生的思考动力

和政治动力还为此前的三项公约（1954 年《关于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

1970年《关于采取措施禁止并防止文化财产非法进出口和所有权非法转让公约》以及 1972年《保

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提供了支持，使其针对当今全球挑战逐步调整其概念和方法。其

中的重大进展包括为应对发展挑战而扩大遗产分类并调整遗产保护做法。 

现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重启这一部长间会议机制提供了一个重大机遇。《2030年

议程》反映了所有国家秉持的可持续发展共同愿景。《议程》中所表述的各种议题——从教育到

社会包容，从气候危机到快速城市化——广泛涉及到本组织各职能领域，要求本组织充分审视并

调整其五大基本职能，特别是对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支持。所面临的挑战包括如何有效支持会

员国实施本组织的各项公约和计划，而且实施工作必须符合且有利于落实《2030 年议程》的国家

机制。 

《2030 年议程》对于文化部门而言是一个尤为重要的里程碑。过去 20 年来，文化在发展中的

作用在理念和政策方面取得的进展（得益于准则制定行动和重大国际会议的推动），以及本组织

部署开展的宣传和展示工作，以跨学科方式将文化置于《2030 年议程》的核心。文化在可持续发

展的全球愿景中举足轻重；文化对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和促进作用现已为整个国际社会所认可，并

以跨学科方式反映在《2030 年议程》的多项目标和具体目标中，不仅是涉及文化遗产的具体目标

11.4，还包括与教育、社会包容、创新和创造就业、城市可持续性和环境变迁有关的多项目标。 

文化公约和计划参照《2030 年议程》重新调整了战略方法。尽管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概念是大

多数文化公约的核心，但每项公约都根据各自的适用领域和特定概念框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大

多数公约如今均以不同程度和方式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其实施机制，并致力于应对与可持续发

展教育、促进性别平等、适应气候变化和数字化革命相关的跨学科挑战。 

在这些进展的基础上，当前的目标是针对会员国表达的需求提出一种整体应对方案。目前，

许多国家表示有必要在文化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获得更具跨学科性的支持，并将文化政策更明确



地纳入与落实《2030年议程》有关的国家政策。其中的挑战在于，如何结合各项公约在概念和操

作方面的经验，更全面地处理文化政策的某些核心主题，特别是文化和艺术教育以及文化参与。

最后，还应当开发一些工具，用于衡量本组织文化公约和计划的影响力以及文化对可持续发展的

贡献，以便为公共政策提供信息，并更广泛地支持文化宣传工作。 

文化部长论坛的设立符合这一战略性设想。它直接响应第 39 C/87号决议，因为应当鼓励举办

部长级互动圆桌会议/辩论，以便为各位部长提供战略性和互动性对话空间，从而有助于为委员会

的工作和今后的 C/5 文件提供指导。可在不增加费用的情况下，按部门、战略优先事项或相关可

持续发展目标举办这些圆桌会议，可以与一般性政策辩论同时进行，也可以作为高级别会外活动

开展。此外，文化部长论坛的设立还为《2022‒2029 年中期战略》的编制工作提供战略性见解。 

目标 

在这一背景下，文化部长论坛旨在探讨会员国及其政府在制定和实施文化政策时所确定的优

先事项、挑战和机遇，并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背景开展有关文化政策优先事项的对话。文化部长

论坛的具体目标是： 

(1) 依托本组织各项文化公约和计划，为会员国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支持； 

(2) 恢复交流，以充实关于面对当代各种挑战，文化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的思考，并坚持从

《2030 年议程》的角度考量文化政策。 

方法与过程 

文化部长论坛的筹备工作作为与会员国密切协商过程的组成部分，拟围绕以下四个支柱开展： 

(1) 各个地区和分地区政府间组织将就世界各地区的文化政策的优先事项、挑战和机遇开展一

系列地区性研究。研究将反映各地区各自的趋势以及会员国的优先事项和关切。研究结果将以战

略性文件的形式加以介绍，为论坛的讨论提供意见。 

(2) 将从 2019 年 4月底至 2019 年 7 月底对会员国进行书面咨询，征求关于论坛主题的建议。 

(3) 2019 年 5 月将举行情况介绍会，向会员国介绍论坛的筹备工作。 

(4)讨论概要将为《2022‒2029年中期战略》提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