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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问题常设论坛 

第十八届会议 

2019 年 4 月 22 日至 5 月 3 日，纽约 

  报告草稿 

报告员：布赖恩·基恩先生 

  第一章 

需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采取行动或提请其注意的事项 

 B. 提请理事会注意的事项 

  常设论坛的建议 

  关于 2019 土著语言国际年的讨论(项目 5) 

1. 土著语言是历经数千年来发展起来的复杂的知识系统，与土地、水域、领

土和资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种土著语言都是了解错综复杂的世界的独特

系统和框架，是传统知识的宝库，对于维持地球的生物多样性、寻找有效应对

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以及为可持续发展、建设和平与和解进程作出重要贡

献至关重要。 

2. 土著语言是确保文化、习俗和历史作为土著人民遗产和身份的一部分得以

延续和传承的关键。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反映了土著语言的重要性，

规定了土著人民有权振兴、使用、发展和向后代传授其语言(第 13 条)，建立和

掌管他们的教育制度和机构，以自己的语言提供教育(第 14 条)，建立自己的使

用自己语言的媒体(第 16 条)。《宣言》请各国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此项权利得到

保护(第 13 条)。 

3. 常设论坛对世界土著语言的状况表示关切。据估计，目前世界上有 6 000 至

7 000 种口头语言，其中大多数语言只有极少数人在讲。论坛建议根据《宣言》对

土著语言问题采取基于权利的办法，顾及到所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论坛还建议

会员国、联合国系统的组织和机构、土著人民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分享为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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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复兴和传播土著语言而采取的举措和战略，包括为此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

这些举措和战略或是为了土著人民、或是与土著人民合作、亦或是由土著人民自

身发起的。 

4. 常设论坛感谢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作为 2019 年土著语

言国际年的牵头联合国机构所作的努力。1 论坛建议教科文组织拟定 2019 年国

际年的战略成果文件。 

5. 常设论坛还请教科文组织根据组织国际年的行动计划(见 E/C.19/2018/8)在

2020 年结束前向论坛提交一份关于国际年落实情况的报告。 

6. 论坛欢迎教科文组织与指导委员会合作，于 2019 年 1 月 28 日主导在法国巴

黎全面启动国际年。论坛还欢迎之后大会第七十三届会议主席根据 73/156 号决

议于 2019 年 2 月 1 日在联合国总部召开关于国际年筹备工作的大会高级别非正

式全体会议。 

7. 常设论坛注意到国家、区域和国际上的一系列举措，包括第二十六届伊比利

亚美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设立了伊比利亚美洲土著语言研究所。论坛建议

在其他区域执行类似的倡议。 

8. 考虑到土著语言消失速度之快，且土著语言的复苏和复兴需要土著人民、会

员国和联合国系统的组织和机构持续努力，常设论坛建议大会宣布设立国际土著

语言十年，从 2021 年或尽快开始。 

9. 常设论坛建议会员国与土著人民合作，制定有依据的政策、长期战略和监管

框架，以确保它们的支持以及对土著语言的保护和复兴，包括对双语、母语教育

充分和持续的支持。此外，论坛建议会员国促进土著语言主流化。让土著人民能

使用自己的语言获得保健和其他公共服务，将有助于确保他们的整体福祉。 

10. 常设论坛敦促教科文组织在该机构内建立一个土著人民平台，以确保教科文

组织的语言方案为土著社区带来切实的好处，并确保土著人民积极参与教科文组

织工作的方方面面。 

 

__________________ 

 1 国际年组织指导委员会的成员如下：会员国；来自七个社会文化区域的土著人民和机构的代表；

联合国三个机制的指定成员(一名常设论坛成员、土著人民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和一名土著人

民权利专家机制成员)；及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咨询角色)。教科文组织是该委员会的秘书处。 

https://undocs.org/ch/E/C.19/2018/8
https://undocs.org/ch/A/RES/73/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