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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20-21日，为了促成“赋能青年，预防冲突，促进和平"的SOLVE2021会议目标，我

们作为与会者通过网络形式参加了SOLVE2021会议；

响应联合国安理会制定的，由第2250（2015）号、第2419（2018）号和第2535（2020）号决议组

成的“青年、和平与安全议程”，以及同为安理会制定的 “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前者承认

青年是变革的推动者以及和平的促进者，后者强调妇女在冲突预防、冲突解决和冲突后发

展中发挥的特殊作用；

承认赋能青年对促进和平的重要作用，以及对青年在促进和平和解决冲突全过程中实现实

质参与的重要意义，这种参与使青年真正助力和平进程，以实现可持续和平；

关切青年在解决冲突、建设和平和维持和平中参与度较低的问题，以及强调听取青年意见

和促进青年有效参与的必要性；

强调从根源上解决青年大规模移民和人才外流的必要性，并考虑为青年在国内的发展创造

有利条件，以防止年轻人口外流。



发挥社交媒体作为青年自我表达平台的积极作用，以此促进和平；

承认青年呼声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代表性不足的问题，该问题阻碍他们参与到预防冲突和建

设和平的进程中，同时也是冲突发生的根源。

意识到青年在践行想法、寻求资源以付诸实践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关切影响和阻碍青年在社区内采取行动的根源，包括国内经济困难、缺失社区归属感、以

及绝望情绪。

强调技术在预防人口贩卖和帮助受害者获得支持的作用和潜力；

承认儿童、青年和妇女群体在冲突中和冲突后容易遭受人口贩卖、面临经济剥削和性剥削

的特殊脆弱性；

充分认识技术的危险性在于其被人口贩卖者用于侦查和接近潜在受害者，以及为人口贩卖

提供便利；

关注境内外被迫流离失所者所面临的特殊挑战，包括基本人权缺失、贫困、污名化、暴力、

以及剥削；

认识全球范围内的宗教纷争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是人道主义危机的根源，例如被迫逃难、

丧失生命和自由；

强调气候变化与国际安全之间的关系，以及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危机增幅因素对各级政府和

社会的影响；

注意到快速蔓延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对青年健康和世界和平所产生的威胁，并意识到恐

怖分子和暴力极端主义分子利用数字平台施展恶行；



谨记在和平建设过程中需要秉持向他人学习和与他人共存的意愿；

强调青年促进气候行动和建设和平的作用，其形式包括提高认识、落实可持续发展项目以

及与决策者就气候方案展开对话；

具体建议如下：

关于冲突管理、冲突解决、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

1. 在国家层面建立正式的代际干预措施和举行相关活动，例如鼓励青年代表参加全国

性、区域间和国际性论坛，由此国家层面的决策者和青年之间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和

交流。

2. iSCAN创建平台，供志同道合的青年（包括青年专家、学者和活动家）开展对话、交

流思想和制定倡议；iSCAN将积极宣传和推广此平台，让更多青年参与其中，有望为

全球范围内更大交流平台的建立提供范本和参考。

3. 在国内外的中小学和高校中加强宣传普及，让更多学生、民间组织以及国际社群关注

冲突相关的系统性议题，以培养更深入关切冲突问题的下一代公民。

4. 社会各界响应联合国安理会的“青年、和平与安全议程”和“妇女、和平与安全议题”，

并将其作为推广工具，用于推动各国政府将青年切实纳入和平进程的“轨道”中。

5. 通过促进将青年角色纳入正式谈判或非正式磋商，以及将拥有国际法或其他相关领域

专业知识的青年纳入进程中，制定出更积极主动的社会各界宣传议程，以在解决冲突

和促进和平进程中赋能青年。

6. 为参与和平进程的青年活动家制定具体的国内或国际安全框架以及保障措施，以确保

他们在发声的同时不受到生命威胁。

7. 将来自冲突地区的青年基层地方团体纳入维持和平行动的倡议中，通过强调青年能够

创造和平的视角，将青年特质纳入和平进程。

8. 青年应积极参加地方层面、国家范围和区域间的和平建设活动，了解自身在预防冲突

和创造和平方面可发挥的作用。



关于应对弱势群体在冲突中和冲突后环境中的特殊脆弱性；

1. 相关民间社会组织应开展综合性意识提升项目，覆盖可能的受害者、政策制定者和

整个社会，关注特殊弱势群体，包括难民、女性和儿童，同时也要关注人口贩卖、性剥削以

及经济剥削问题。

2. 国家层面需要实施以人权为核心的战略和活动，目的一是预防和侦察人口贩卖，二

是为性别、年龄敏感型的受害者建立完备的支持和咨询系统，该系统要适应受害者的具体

需求。

3. 在开发应对人口贩卖的技术措施时需要考虑幸存者的意见，并且开发出的应用对于

人口贩卖中的弱势群体和受害者需要易于使用。

4. 在向法律和其他服务提供方分享人口贩卖受害者的个人信息时，要保证这些信息的

安全。

5. 要建立国际性、地区性和全国性的论坛，欢迎青年提出意见和倡议，帮助解决人口贩

卖、经济和性剥削的问题。

关于建设和平共处文化、应对恐怖主义和气候变化；

1. 政府持续承担义务，尊重个人宗教信仰自由，持续加强赋能边缘化人群，比如女性、

青年人和原住民，确保他们能在本地、国家和区域层面有效参与决策。

2. 营造教育转型，为青年在社区的各个层级和教育机构中提供安全的环境，让他们能

参与对跨宗教、跨文化和反恐等话题的思考和讨论。

3. 在iSCAN的支持下，组织年度论坛，把青年聚集在一起，为他们提供与民间组织、决

策者和其他行动者在和平、安全以及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对话机会。

4. 促进 “代际公平”原则，支持旨在促进代际对话的倡议，尤其在国际安全、可持续发

展、气候变化，和为后代福祉付诸行动等领域。



5. 支持使用具有包容性且涵盖各方利益相关者的方式来缓解气候变化、防止恐怖主

义、促进全球安全以及推动和平共处进程，包括通过教育、政策制定、商业实践和社交媒体

行动等手段。

同意执行和持续关注上述建议的落实情况，并于SOLVE2022大会上汇报进展。

宣言签署人（所有个人和组织的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