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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大会主席女士， 

尊敬的总干事女士， 

尊敬的阁下们， 

女士们、先生们 

首先，请允许我对摩洛哥大使阁下佐乌•阿拉维

女士当选本届大会主席表示热烈的祝贺，相信在您的

领导下，本届大会定将取得圆满成功！ 

过去两年，教科文组织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开

启了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各项努力，在教

育、科学、文化和信息传播各个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领导力和影响力。这得益于会员国的共同努力和秘

书处的勤勉工作，特别是总干事女士的卓越贡献。在

此，我要向总干事女士表示崇高敬意。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国与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

加深的时代，一个多元社会与多样文化交汇的时代，

一个动荡与冲突相互交织的时代。全球教育、科学、

文化事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教科文组织应进一步



聚焦核心职责，凝聚所有会员国的理解与信任，针对

层出不穷的新挑战提出新思路、新战略、新方案。 

主席女士，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即将进入本组织中期战略的最后一个四年期，

我愿借此机会，与各位共商本组织未来几年的发展大

计： 

应对当今世界复杂挑战，需要培养具有包容心、

创新能力和负责任的全球公民。教育是实现这一目标

的最佳途径。今年 9 月，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期

间，中国与教科文组织共同举办了第二届女童和妇女

教育奖颁奖仪式。中方将继续推动教育领域性别平等，

支持 2030 年教育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办好援非教育

信托基金等项目。中方也愿同各国分享优先发展教育

的经验，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

育。 

新一轮科技创新与能源革命正在重塑人类社会。

教科文组织遍布全球的生态保护区、地质公园以及海

洋预警系统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社会提供

了重要支撑。中方将继续履行《巴黎气候协定》义务，

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理念。希望教科文组织进一步发挥多学科和跨学科

的专业优势，帮助广大会员国，特别是小岛屿和发展

中国家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信息化让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

互鉴成为常态。中国今年举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有力地推动了互联互通和民心相通。中

方希望与各国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以文明交

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

超越文明优越。 

网络空间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中方

大力支持数字时代的语言资源和文献遗产保护，愿积

极参与网络空间的国际秩序与规则建设，遏制暴力极

端主义传播。 

39C/5 文件的编制凝聚了秘书处的心血和会员国

的共识。中方建议在量入为出的前提下进一步优化资

源，突出重点，确保本组织计划与优先事项顺利开展。

中方认为，每个会员国都应积极作为，全委会应更好

地发挥协调统筹作用，扩大社会参与。 

主席女士，女士们，先生们， 

不久前，中国共产党十九大胜利闭幕，中国的现

代化建设进入了全新时代。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

路，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

国际关系，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

国重申支持教科文组织崇高事业的承诺，希望与本组

织及各国一道，坚持多边主义，坚守国际正义，为建



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开放包容、美丽清洁的世界

作出不懈努力！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