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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U5 理解世界上有不同的國家、族群和文化，並尊重其文

化權。 

一、 人 U5整體說明 

對於每個人而言，其所屬之國家、族群、文化，是維護其人性尊嚴所不可或

缺者；因此理解世界上每個人，來自不同國家、族群、文化，並尊重其能講自己

的語言或保留自己的文化，是重要的人權。200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體認：「確

認在相互信任和理解氛圍下，尊重文化多樣性、寬容、對話及合作是國際和平與

安全的最佳保障之一」而提出「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 

人無法脫離群體而獨立存在，群體的文化影響著其成員的生活方式、使用的

語言、價值觀等，是構成一個「人」或維護其人性尊嚴的重要元素；對群體而言，

文化是「我們」這個群體的標誌。如果群體文化受到壓抑、歧視，等同於踐踏個

人與群體的尊嚴。尤其對少數群體而言，其文化更應該受到公平的對待、享有保

存與發展的機會。依據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文化權是指，「每個人都應當能夠

用其選擇的語言，特別是用自己的母語來表達自己的思想，進行創作和傳播自己

的作品；每個人都有權接受充分尊重其文化特性的優質教育和培訓；每個人都應

當能夠參加其選擇的文化重大計畫生活和從事自己所特有的文化活動，但必須在

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範圍內」，亦即，文化權是人權的ㄧ環，透過文化權的行

使，個人或群體能過著自己特有的文化生活，才能確保個人與群體的尊嚴。 

老師可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納入新住民語文（越南、印尼、泰國、

緬甸、柬埔寨、馬來西亞及菲律賓），而依學生意願選修為例，說明此政策一方

面使學生藉由語言的學習，認識多元族群的文化，另一方面也進一步落實對新住

民的文化權保障。 

二、 人 U5重要概念補充說明 

（一） 從「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到「文化多樣性公約」？ 

在全球化的時代，強勢國家的文化輸出，導致全球文化趨同，加上 2001年

911事件發生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重申，「文化間的對話是促進和平，進而保

障和平的最佳方式」，駁斥了「各種文化或文明不可避免會發生衝突的論調」，

因此於同年 11月通過「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認為「文化多樣性是人類的共

同遺產，應當從當代人和後代子孫的利益考慮給予承認和肯定」，同時把文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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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人權的一部分。 

2005年 10月，更近一步通過具法律效力的「文化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

以達成下列目標： 

1. 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的多樣性； 

2. 以互利的方式為各種文化的繁榮發展和自由互動創造條件； 

3. 鼓勵不同文化間的對話，以保證世界上的文化交流更廣泛和均衡，促進不同

文化間的相互尊重與和平文化建設； 

4. 加強文化間性，本著在各民族間架設橋梁的精神開展文化互動； 

5. 促進地方、國家和國際層面對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的尊重，並提高對其價值

的認識； 

6. 確認文化與發展之間的聯繫對所有國家，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的重要性，並

支持為確保承認這種聯繫的真正價值而在國內和國際採取行動； 

7. 承認文化活動、產品與服務具有傳遞文化特徵、價值觀和意義的特殊 

8. 性； 

9. 重申各國擁有在其領土上維持、採取和實施他們認為合適的保護和促進文化

表現形式多樣性的政策和措施的主權； 

10. 本著夥伴精神，加強國際合作與團結，特別是要提高發展中國家保護和

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的能力。 

（二） 什麼是「文化多樣性」？ 

依「文化多樣性公約」的定義，文化多樣性是指「各群体和社會借以表現其

文化的多种不同形式。這些表現形式在他們內部及其間傳承」，「不僅體現在人

類文化遺產通過豐富多彩的文化表現形式來表達、弘揚和傳承的多種方式，也體

現在借助各種方式和技術進行的藝術創造、生產、傳播、銷售和消費的多種方

式」。 

※參考資料 

與文化權相關的公約、宣言 

1.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 

2.文化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 

3.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第 27條:「凡有種

族、宗教或語言少數團體之國家，屬於此類少數團體之人，與團體中其他分子共同享受其固

有文化、信奉躬行其固有宗教或使用其固有語言之權利，不得剝奪之。」 

4.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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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第 15 條: 

(1) 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 

A. 參加文化生活； 

B. 享受科學進步及其應用之惠； 

C. 對其本人之任何科學、文學或藝術作品所獲得之精神與物質利益，享受保護之惠。 

(2) 本公約締約國為求充分實現此種權利而採取之步驟，應包括保存、發揚及傳播科學與文化

所必要之辦法。 

(3) 本公約締約國承允尊重科學研究及創作活動所不可缺少之自由。 

(4) 本公約締約國確認鼓勵及發展科學文化方面國際接觸與合作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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