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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来，国际扫盲日活动大力宣传扫盲工作，强调扫盲是增强女性、

男性以及整个社会权能的重要力量。 

自从 1966 年教科文组织宣布国际扫盲日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虽然世界人口大幅增长，但青年文盲的数量在 1990 至 2015 年期间减少了

25%。各国掀起运动，为妇女提供更多习得读写技能的机会——有 43 个国家

在性别均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改善。全球范围内的全民教育运动引领了巨大的积

极变化。 

但这还不够。今天仍有 7.58 亿成年人不会读写简单的句子，其中有三分

之二是女性。他们处于地球村的边缘，不仅没有从全球化进程中获益，反而为

此付出了代价。这些女性和男性更容易遭受疾病、剥削和侵犯人权行为的伤害。

他们更有可能失业或收入较低。由于不会读写，他们无法充分实现自己的潜能，

整个社区也受困于助长暴力和冲突的贫穷的恶性循环。 

文盲仍然意味着排斥和贫穷——我们必须扭转这种局面。 

这就是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承诺。该议程通过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

标对繁荣、可持续发展与和平提出了崭新的全球愿景，而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

标中的一个特定目标是“提供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

会。”扫盲是在各个领域取得成功的关键。扫盲是人权和尊严的基础，对消除

贫困、实现性别平等、建设更加包容和可持续的社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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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启动扫盲全球联盟，动员投资，推动创新举措，并特别关

注性别问题和信息通信新技术。我们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我们必须开展跨

部门工作。 

1966 年以来世界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我们的信念依旧坚定，决心为每

一个人提供技能、能力和机会，让人们成就自己，有尊严，受尊重。扫盲是为

所有人创造更加可持续的未来的基础——这就是教科文组织要传递的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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