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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韩民国常驻代表团 2021 年 8 月 27 日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处

的普通照会，其中转交裁谈会 2021 年 8 月 12 日全体会议上

的发言以及《关于裁军和不扩散问题的首尔青年宣言》 

 大韩民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日内瓦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向联合国

裁军事务厅致意，并谨告知大韩民国请求将随附的裁谈会 2021 年 8 月 12 日关于

青年与裁军问题的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以及《关于裁军和不扩散问题的首尔青年宣言》

作为裁军谈判会议正式文件印发。 

 大韩民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日内瓦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再次向

联合国裁军事务厅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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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大韩民国常驻裁军谈判会议副代表林相范大使的发言 

(2021 年 8 月 12 日，星期四) 

 主席女士， 

 首先，我国代表团谨就时值“国际青年日”之际召开此次有意义的全体会议

向您和您的团队表示感谢。 

 我方要特别感谢主管裁军事务副秘书长兼裁军事务高级代表中满泉女士以及

联合国秘书长青年问题特使贾亚特玛·维克勒马纳亚克女士的坚定致力和奉献。 

 我方对联合国“青年倡导者”表示热烈欢迎。我方感谢诸位与会并分享自己

令人鼓舞的想法和视角。我方认真聆听了诸位的声音。 

 大韩民国是联合国的忠实支持者，并坚信青年是推动变革的最终力量。能担任

联合国秘书长《裁军议程》行动 38 的一个倡导国，大韩民国引以为豪。该行动

旨在建立一个吸引青年人参与的平台。 

 就自身而言，大韩民国在 2019 年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首项专门谈及吸引青年

参与、增强青年权能以及教育青年问题的决议。该决议在包括 84 个共同提案国

在内的会员国的广泛支持下，以协商一致方式获得通过。该决议认识到青年是

“社会变革、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关键推动者”。 

 2020 年 7 月举行的 2020 年青年模拟《不扩散条约》会议是大韩民国在该领

域积极采取行动的又一个具体实例。此次由青年主导的模拟会议制定了一份适时

的成果文件，为推进核裁军工作建议了多项具有创新性的措施。在 2020 年 12 月

举行的第 19 届韩国――联合国裁军与核不扩散会议上，举行了一次青年特别

会议，目的是从年轻一代的视角讨论新兴技术与裁军和不扩散问题。来自各种不

同背景的青年代表向与会者表达了青年人的见解和建议，并呈现了他们的讨论。

今年 6 月 29 日和 30 日举行的韩国――联合国裁军与不扩散问题青年论坛是大韩民国

致力于在该领域进一步促进增强青年权能、吸引青年参与和教育青年的又一体现。 

 大韩民国政府将继续致力于倡导青年与裁军议程，并自豪地支持更加包容地

让青年人参与关键讨论。我方将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自 2019 年以来第二次

提出一项关于青年与裁军的决议。我方希望得到国际社会坚定不移的支持。 

 在今天专门讨论青年与裁军问题的特别全体会议上，我很高兴介绍我国的

青年代表张仁泰先生。张先生出生于韩国首尔，是今年 6 月在首尔举行的青年

论坛 25 名跨区域青年代表之一。作为该论坛新兴技术和新技术工作组的成员，

他为通过该论坛成果文件《首尔宣言》作出了极大贡献。 

 主席女士，承蒙您和裁谈会允许，我谨请大韩民国青年代表张仁泰先生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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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韩民国青年代表张仁泰先生在裁军谈判会议上的发言

(2021 年 8 月 12 日，星期四) 

 主席女士， 

 裁军事务高级代表中满泉女士， 

 各位尊敬的代表和青年倡导者， 

 各位青年代表， 

 出席此次会议并发表演讲，我深感荣幸。 

 我们青年人作为这个世界未来的领导者，有潜力影响国际事务，也有权利表达

自己的见解以在我们认为妥当的领域带来变革，这样说毫不夸张。在裁军议题上，

也是如此。 

 在这些方面，关于青年、裁军和不扩散问题的决议，裁军与不扩散问题青年

论坛以及青年论坛的成果《首尔青年宣言》是增强青年权能与裁军领域的三大

里程碑。上述决议承认青年人在裁军事务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青年论坛和

《宣言》则体现了这一理念。 

 在青年论坛上，与会者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新技术和新兴技术以及性别问题

基础上讨论了裁军问题。上述讨论为《关于裁军和不扩散问题的首尔青年宣言》

奠定了基础。该宣言呼吁采取各种措施，从诸如但不限于建立一个“增强青年权

能基金”，到就新技术和新兴技术整合道德基准体系并将青年人的参与主流化。

这些努力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是青年人思想的积累，还因为它们是为

国际社会敲响的警钟，提醒国际社会：新技术和新兴技术对人类构成的威胁已

不再潜伏于暗处；它们已赫然在目，因而必须采取行动。 

 上述努力还表明，正如联合国秘书长的《裁军议程》所述，青年“一次又一次地

证明自己有支持裁军事业的能量”。我们青年人希望能更频繁地举办此类活动，

以使我们的声音能更响亮、更清晰地被听到。不要要求我们停止作出贡献，因为

我们青年人将继续为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安全、更加美好作出贡献。 

 谢谢主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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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关于裁军和不扩散问题的首尔青年宣言 

  2021 年 6 月 30 日 

  序言 

 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人，在裁军和不扩散问题青年论坛上共聚一堂， 

 回顾联大和安全理事会关于青年、和平与安全问题的相关决议， 

 承认 2019 年 12 月联大第七十四届会议上由 84 个会员国共同提案并以协商

一致方式通过的联合国第 74/64 号决议，其中鼓励会员国、联合国、相关专门

机构以及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裁军和不扩散领域吸引青年参与、教育青年并增强

青年权能；与此同时注意到今年的第二项提案， 

 又承认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提出的《裁军议程》行动 38, 其中

他将青年人描述为推动世界变革的一股巨大力量，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自己有支持

裁军事业的能量， 

 赞赏大韩民国和联合国裁军事务厅协助为青年参与者就裁军和不扩散问题进

行建设性和吸引人参与的讨论提供空间，包括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至 30 日共同

主办裁军和不扩散问题青年论坛， 

  宣言部分 

  (可持续发展目标) 

 1. 我们呼吁承认以下层面普纳青年人并且由青年人主导的裁军教育具有

至关重要的意义：(一)、政策制定层面(借助以青年人在武装冲突/使用武器方面

的经历为关注重点的循证研究)；(二)、学校层面(借助高等教育前的义务和标准

化裁军课程)；(三)、社区宣传、职业培训和对话层面(通过支持基层青年所作的

努力和支持青年领袖成为“变革倡导者”)。 

 2. 我们呼吁为致力于裁军工作的青年人提供充足的资源，并为青年个人和

青年组织设立一个“增强青年权能基金”，以支持：(一)、青年创业发展机会；

(二)、向武装冲突的青年幸存者提供经济、社会以及社会心理援助；(三)、放宽

资格标准，使其更具包容性，从而使青年组织能利用现有的供资机会；(四)、青年

个人、青年组织和青年网络之间以裁军问题相关联合项目、考察旅行、共同行动

计划和应对措施等形式建立伙伴关系，以期分享良好做法和不同经验。 

 3. 我们鼓励：(一)、将青年人的参与主流化(作为会员国就所有裁军和不

扩散相关事务所派代表团内部的一项正式先决条件，确定具体的青年配额。配额

应能反映会员国国内的人口统计数据)；(二)、在与政策制定者的讨论当中，纳入

身份多样(社会身份、文化身份、地域身份、性别身份、族裔身份，等等)的青年人

的“多重视角”；(三)、积极主动地汇编相关联合国实体定期收集的有助于继续

就该专题相关问题开展对话和协作的青年人关于裁军、军控和不扩散问题的反馈

意见，尤其是来自基层――裁军领域相关草根倡导者和组织――的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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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技术和新兴技术) 

 4. 我们呼吁就会员国公民的个人数据和私密数据整合一套道德基准体

系，其中涵盖数据的核实和来源问题，以减少数据处理以及各种算法和应用当中

存在的偏见，并保护数据免于被可能选择以恶意方式使用数据的行为体利用。 

 5. 我们鼓励对自主武器系统进行严格监管，以防止扩散，并确保在没有

重大人员参与授权和管控武器的使用和部署的情况下武器不具备在武装冲突中

独立操作的能力。 

 6. 我们支持成立道德伦理委员会，并支持其发挥核心作用。道德伦理

委员会对研究的一般用途潜力进行分析和评估，从而发现可被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

部分或全部恶意利用的任何研究内容。 

  (性别) 

 7. 我们呼吁，所有性别，尤其是拥有多样、交叉的背景和身份认同者，

均能平等、充分且有效地参与和领导各级军控、裁军和不扩散进程和决策。这可

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为裁军相关会议设定性别指标；在所有机构全面推行具有

包容性的做法和文化；在联合国主导的裁军进程中，采用定量和定性标准并按性

别分列，对充分、平等参与的情况进行跟踪；确保被边缘化群体的个人或组织的

代表性。此外，我们呼吁在就参与问题开展的讨论中避免性别成见，并呼吁考虑

使讨论摈弃可能将不符合二元性别论者排除在外的二元性别论。 

 8. 我们呼吁通过将性别视角全面纳入学校和大学系统内外的所有渠道，

并借助推广活动和媒体，开展促进性别平等的裁军教育。我们敦促在以标准指标

为基础对促进性别平等的裁军教育的影响进行监测和评价方面，进行充分的长期

投资。 

 9. 我们呼吁承认所有类型的武器和武器技术均会对不同性别产生差异化

影响，并进而敦促在结构上将上述差异化影响作为组成内容纳入军控、裁军和不

扩散工作中可能开展的任何更广泛分析。此外，我们强调务须收集按性别分列的

数据、对武器相关性别规范进行分析，并向裁军政策制定者提供性别问题主流化

培训，以确保作出促进性别平等的决定。 

  关于本宣言 

 本宣言系由大韩民国和联合国裁军事务厅主办的裁军和不扩散问题青年论坛

的 25 位与会者代表起草。 

 25 位《宣言》起草者如下：Max Amanu、Theo Bajon、Maurizio Cuttin、

Gatwal Augustine Gatkuoth、Akanshya Gurung、Manjiang He、Valentina Bianco 

Hormaechea、In Tae Jang、Yeti Kakko、Rui Patel Kerr、Jina Kim、Konstantin 

Olegovich Larionov、Mpogi Tshiamo Mafoko、Nicholas Mahedy、Arpita Mitra、

Suryesh K. Namdeo、Linh Trang Phung、Alicia L. Ramdal、Douglas de Quadros 

Rocha、Olamide Samuel、Muhammad Marsad Siddique、Soukaina Tachfouti、

Sanem Topal、Lisa Vickers、Jamie Withorne。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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