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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问题常设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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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4(e) 

任务规定的领域:文化 

 

  主席摘要 
 

  文化 
 

会员国 

1. 危地马拉大使呼吁停止土著人民的边际化；增加支助(包括财政)论坛和其秘

书处执行其广泛任务。他提请注意危地马拉在保护土著语文和自然遗址、制止对

土著人民歧视等方面取得进展。他指出和平协定的成果和改革公共政策，以处理

危地马拉土著人民多年来面临的边际化问题。他强调危地马拉支持土著居民问题

工作组和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所通过的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草案。
1
 欧洲议

会代表在论坛上着重指出文化和语文多样性对欧洲联盟的重要性。他还承认“老

欧洲”在殖民化时代对掠夺土著人民及其领土负重大责任，并为此历史事实表示

歉意，强调欧洲议会过去 3年调拨 2 100万欧元资助土著倡议，并将继续支助论

坛和土著人民。议会在意大利新主席的主持下，土著人民政策位列优先。他还指

出安理会和议会欲对论坛的工作提供财政支助。 

2. 加拿大代表指出本国优先考虑是增加土著人民的参与，并确认和提倡文化多

样性。他指出会于 2004年建立全国土著语文中心。加拿大资助“友谊中心”，以

协助土著青年与其文化认同沟通和成长。加拿大还参加和支持北美土著运动会。

代表还指出加拿大支持论坛的工作。新西兰代表强调文化复兴有助于毛利人民的

文化的适当发展。他呼吁适当保护传统知识、动物和植物，并指出新西兰为此目

的做出努力。他还说欧洲机构遣返人的遗体是个重要问题，并呼吁这些机构将人

的遗体归还毛利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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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系统 

3.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代表说明该组织有关土著人民的

现行和相关工作。他说教科文组织各部门探讨各种土著问题，例如文化对话、无

形文化遗产和教育。他提请注意教科文组织促进文化间对话的现行工作、导致无

形文化遗产宣言的进程的开端和有关濒危语文的现行工作。他还回答问题，指出

将语文列入无形文化遗产和在遗产方案中列入修复文化财产，以及教科文组织与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建立关系，审查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之间的联系。 

土著人民组织 

4. 一些土著人民提出有关水(和文化上用水)问题，要求对面临干旱的社区提供

特别支助和采取反对水私有化的行动。一名非洲土著代表要求在非洲实施促进文

化权利和让土著人民控制其资源的民主政策。许多团体谈论在主流教育制度中排

除土著语文、历史、学习方式及教学方法，以及对学校就学率和毕业率的直接影

响。向教科文组织提出建议，举办土著语文培训班和保证保护自然遗址和复兴土

著文化。许多土著代表呼吁土著人民充分参加在联合国影响到他们的一切事项。

土著青年团体呼吁复兴土著语文。许多代表呼吁保护传统知识和土著知识产权，

和联合国及会员国承认这些集体权利。其他代表提请注意对保护和延续土著文化

很重要的土地、植物和动物的消失，并要求确认、尊重和保护上述种种的关系。

许多代表同意在国家和联合国内对实践土著文化很重要的土地、水及自然资源问

题仍悬而未决。一名世界传统运动和体育节代表讨论将于 2004 年加拿大蒙特利

尔举行的这次国际聚会。 

论坛成员 

5. Njuma 女士强调保存祖传(传统)知识。Littlechild 先生赞扬在健康、文化

和教育领域包括和提倡体育。Tamang先生欢迎教科文组织的倡议，即促进与土著

人民的文化间对话、促进自然遗址的保护和致力保护无形文化财产。他征求有关

论坛和教科文组织如何能最好联手促进论坛的任务的意见。Kouevi先生指出教科

文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需要与常设论坛联手合作和协调其工作。

Choquehuanca先生要求从博物馆送还被盗艺术品和人的遗体，并停止这些宝物的

非法交易。Lux de Coti 女士说土著人民充分促进各专门机构的所有有关工作，

尤其教科文组织有关语文和无形文化财产的工作的重要性。Qin 女士鼓励提倡适

当的受教育机会和使用双语战略。Nicolaisen 女士要求停止贩卖艺术品和宝物，

并说宝物是土著人民的精神生活重点。有人指出教科文组织保护自然遗址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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