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 合 国   A/RES/72/6 

  

大  会 
 

Distr.: General 

16 November 2017 

 

 

17-20079 (C) 

*1720079*  
 

第七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 
 

 

 

  2017年 11月 13日大会决议 
 

 

  [未经发交主要委员会而通过(A/72/L.5 和 A/72/L.5.Add.1)] 
 

 72/6. 通过体育和奥林匹克理想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 

 大会， 

 回顾其 2015 年 10 月 26 日第 70/4 号决议，其中决定将题为“通过体育和

奥林匹克理想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的分项目列入第七十二届会议临

时议程，又回顾其在此前决定每两年在夏季和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举行前审议

该分项目， 

 又回顾其 1993 年 10 月 25 日第 48/11 号决议，该决议除其他外，恢复了古

希腊的“奥林匹克休战”(ekecheiria)传统，呼吁在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休战，

以鼓励创建和平环境，并确保运动员和相关人员安全通行、出入和参加奥运会，

以此动员全世界青年支持和平事业， 

 还回顾历史上“奥林匹克休战”的核心概念是自奥运会开幕前第七天到奥运

会闭幕后第七天停止敌对行动，根据传说中的德尔斐神谕，这是为了每四年一次

以友好体育竞赛取代周而复始的冲突， 

 认识到体育对在地方、区域和国际各级促进教育、可持续发展、和平、合作、

团结、公平、社会包容和健康作出宝贵贡献，注意到《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

果》1 表示，体育可以有助于营造各族人民和各国之间的宽容与谅解气氛， 

 欢迎将 4月 6日指定为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国际日， 

__________________ 

 1 第 60/1 号决议。 

https://undocs.org/ch/A/72/L.5
https://undocs.org/ch/A/72/L.5.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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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联合国千年宣言》2 中呼吁从今而后遵守奥林匹克休战，支持国际奥

林匹克委员会通过体育和奥林匹克理想，努力促进和平与人类相互了解， 

 又回顾《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3
 确认，体育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推

动力量，特别是体育通过弘扬宽容和尊重，对实现发展与和平发挥越来越大的促

进作用，并对增强妇女、青年、个人和社区的权能以及对实现卫生、教育和社会

包容方面的目标作出贡献， 

 确认 1992年 7月 21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发出的奥林匹克休战呼吁可对推

进《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作出宝贵贡献， 

 回顾其关于通过体育促进教育、健康、发展与和平的 2016 年 12 月 16 日第

71/160号决议，其中大会促请未来奥林匹克运动会和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

办国和其他会员国酌情将体育纳入预防冲突活动，并确保在奥运会期间有效执行

休战， 

 注意到第二十三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第十二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

动会将分别于 2018年 2月 9日至 25日和 2018年 3月 9日至 18日在大韩民国平

昌举行， 

 又注意到 2018 年平昌冬奥会努力在亚洲和世界各地开扩认识冬季体育运动

的新视野，充分利用体育的力量来鼓励包容，克服各种障碍， 

 回顾 2018 年平昌冬奥会是定于在亚洲连续三次举行的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开

局，随后将举行 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 2022年北京冬奥会，这为大韩民国、日本

和中国在体育和其他领域建立新伙伴关系提供了各种可能性， 

 表示期望2018年平昌冬奥会将为在朝鲜半岛和东北亚营造一种和平、发展、

宽容和谅解的氛围提供一个有意义的契机， 

 确认 2018 年平昌冬奥会通过为无冬季体育基础设施区域的青少年推出“梦

想计划”等举措，在世界各地努力推广和进一步发展冬季体育运动， 

 又确认迫切需要让妇女和女童参加体育运动，以促进发展与和平，并欢迎在

全球一级开展旨在推动和鼓励这方面举措的活动， 

 回顾《儿童权利公约》4 第三十一条，其中阐明儿童从事游戏和娱乐活动的

权利，并回顾关于儿童问题的大会第二十七届特别会议题为“适合儿童成长的世

界”的成果文件，5 其中强调通过游戏和体育运动促进身体、精神和情感健康， 

__________________ 

 2 第 55/2 号决议。 

 
3
 第 70/1 号决议。 

 4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577 卷，第 27531 号。 

 5 第 S-27/2 号决议，附件。 

https://undocs.org/ch/A/RES/S-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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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奥林匹克运动会、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和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对世界

各地的志愿服务运动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确认志愿者对成功举办奥运会作出贡献，

并在这方面呼吁主办国促进没有任何歧视的社会包容， 

 注意到分别于 2016 年 8月 5 日至 21 日和 9 月 7 日至 18 日在巴西里约热内

卢举行的第三十一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第十五届夏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

会圆满结束，欢迎第三十二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第十六届夏季残疾人奥林匹

克运动会将分别于 2020年 7 月 24 日至 8 月 9 日和 8 月 25 日至 9 月 6 日在东京

举行，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第十三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将

分别于 2022 年 2 月 4 日至 20 日和 3 月 4 日至 13 日在北京举行，以及第三十三

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第十七届夏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分别于 2024 年

8月 2日至 18日和 9月 4日至 15日在巴黎举行， 

 确认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和相关联合国实体在

促进人权、人类发展、减缓贫穷、人道主义援助、促进健康、预防艾滋病毒和艾

滋病、儿童与青年教育、性别平等、建设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共同努力， 

 又确认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通过融合体育与文化和教育

经历鼓舞青年，在这方面注意到 2016 年 2 月 12 日至 21 日在挪威利勒哈默尔举

行的第二届冬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圆满结束，并欢迎第三届夏季青年奥林匹克

运动会将于 2018 年 10月 6日至 18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 

 认识到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的作用不仅是向全球观众展示残疾运动员的成

就，并且可以作为一种主要手段，在体育运动和社会中宣传残疾人的积极形象，

扩大残疾人融入， 

 又认识到残疾人积极参加体育运动和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有助于充分、平

等地实现其人权，有助于尊重其固有尊严，回顾《残疾人权利公约》6 第一条和

三十条，其中缔约国确认包括身体、精神、智力或感官有长期损伤的人在内的残

疾人有权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参与文化生活，以便使残疾人能够在与其他人

平等的基础上参加娱乐、休闲和体育活动，在这方面注意到计划举办包容性综合

运动会， 

 欣见许多联合国会员国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承诺制定国家和国际方案，以

通过体育以及文化、教育、可持续发展和更广泛的公众参与，推动和平和解决冲

突、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价值观及奥林匹克休战理想，并确认以往各届奥运会和残

奥会主办国在这方面作出贡献， 

 确认奥林匹克休战和联合国支持的其他停止冲突倡议提供的人道主义机遇， 

 回顾其第 71/160 号决议，其中大会支持体育运动的独立和自主性，支持国

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担负领导奥林匹克运动的使命以及支持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

委员会担负领导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的使命，并确认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具有团结

__________________ 

 6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515 卷，第 4491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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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和解性质，应本着和平、相互理解、友谊、宽容的精神举办此类活动，不允许

任何形式的歧视， 

 确认《奥林匹克宪章》的基本原则，尤其是原则 6 指出，必须确保人人以不

受任何歧视的方式享有《奥林匹克宪章》规定的权利和自由， 

 满意地注意到第二十三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第十二届冬季残疾人奥林

匹克运动会的奥林匹克场馆和奥运村将悬挂联合国旗， 

 1. 敦促会员国依循《联合国宪章》，自 2018 年在大韩民国平昌举行的第二

十三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前第七天至第十二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

会闭幕后第七天，各自和集体遵守奥林匹克休战，特别是确保参加冬季奥运会和

冬季残奥会的运动员、官员和所有其他经认可人员安全通行、出入和参与，并通

过其他适当的措施为安全举办奥运会作出贡献； 

 2. 着重指出会员国之间务必开展合作，在全世界共同落实奥林匹克休战的

价值观，并强调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和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以及联合国在

这方面的重要作用； 

 3. 欢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和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以及国际奥林

匹克休战基金会和国际奥林匹克休战中心开展努力，动员国家和国际体育联合会

和组织、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国家残奥委员会以及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协会在

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采取具体行动，本着奥林匹克休战精神弘扬和加强

和平文化，并邀请这些组织和国家委员会开展合作，酌情交流信息和最佳做法； 

 4. 又欢迎参加奥运会和残奥会的运动员发挥领导作用，通过体育和奥林匹

克理想促进和平与人类相互了解； 

 5. 吁请所有会员国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和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

合作，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和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和其后，在冲突地区努力

把体育作为促进和平、对话与和解的手段； 

 6. 确认可借助体育以及奥林匹克运动会和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促进人

权，加强普遍尊重人权，从而推动充分实现人权； 

 7. 欢迎各会员国、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基金和方案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

会及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合作，最大限度地发挥体育为实现《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3 中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有意义和可持续贡献的潜力，并鼓励奥

林匹克运动和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与国家和国际体育组织在通过体育实现这一

目标方面开展密切合作； 

 8. 请秘书长和大会主席推动会员国遵守奥林匹克休战，通过体育支持人类

发展举措，并继续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和体育界

开展有效合作，以实现这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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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决定在题为“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的项目下，将题为“通过体育和奥

林匹克理想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的分项目列入大会第七十四届会议临

时议程，并在定于 2020 年在东京举行的第三十二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第十

六届夏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前审议这一分项。 

 

2017 年 11 月 13 日 

第 48 次全体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