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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权利》特别讨论了文化权利问题，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这一问题给予了特
别关注，考察了在全球化传播环境下以文化自治为中心的多方面问题，并探究了保证相对落后国家更
公平地参与维护自己文化权利的一些方法和方式。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权利》还重点讨论了对于那些弱小发展中国家而言文化生存以及全球化到底意
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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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从这些保护规定来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实已成为联合国文化权利保护的专业代理结构。
在过去几十年中，该组织采用了多种手段保护文化权利。
    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到世界文化和发展委员会提交的《我们创造的多样性》的报告，该报
告提出了一个文化权利保护的议程。
2001年12月2日，第3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
作为该组织的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在该宣言获得通过时宣布：“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设立了一个如此
综合的标准设置手段，将文化多样性提高到了‘人类遗产’的高度，其对于人类的必要性正如生物多
样性之于大自然的必要性。
同时，文化权利的保护也成为一种道德强制力量，同人类尊严密切联系，不可分割。
”    该宣言第5条规定：“文化权利是人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创造多样性的繁荣需有赖于文化权利的全面实现。
因此，任何人有权自由表达自己及进行创造，并有权以语言特别是自己的母语传播自己的创造的成果
；所有人有权接受完全尊重其自己文化认同的教育和培训；所有人都有权根据自己的选择参与文化生
活，实施自己的文化实践。
”《宣言》第7条进一步规定，所有文化应有能力表达自己，使自己能够为人所知并有能力取得表达
自我和进行传播的方式和方法。
第8条针对文化产品和服务进行了阐述并要求对“多样性的创造性工作的供给、作者和艺术家正当权
利的确认以及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特性——不能仅仅被看做是日常消费品或者商品”而应给以特别的关
注。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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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特别讨论了文化权利问题，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这一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考察了在全球化传播
环境下以文化自治为中心的多方面问题，并探究了保证相对落后国家更公平地参与维护自己文化权利
的一些方法和方式。
本书还重点讨论了对于那些弱小发展中国家而言文化牛存以及全球化到底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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