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协力多元尽责的世界联盟宪章，工作机制和2004-2010年阶段时间表

 
 
 
 
 

人类进步基金会提交的讨论草案
 
 
 
 
 
 
进入第二阶段，联盟应当明确自身的性质、目标、成员应共同遵守的伦理原则、工作机制和
时间表。
 

 

A -协力多元尽责的世界联盟宪章

 
 
1994年诞生的协力多元尽责的世界联盟集合诸多公民联盟、机构、运动和个人，他们承诺汇聚各自
的努力、经验和智慧，从而为建立一个公正合理和长期存续的世界规划和推动必要的变革。
一个公民联盟应是长期建设的国际集体进程，以分权的方式组织而不创设正式机构。联盟由其成员

——即使用联盟名义的人们——所提出的倡议构成。公民联盟面对全球化社会的种种需要，为了开
展集体行动，必须努力求同存异，协调兼顾非正规性与严谨态度、倡议自主性与集体归属感。
 
 
联盟的性质
 
协力多元尽责的世界联盟同时是:
* 一种共同的经历和一段历史；
* 一种观念，即建立何种全球共同体；
* 一种意愿，不再无能为力，从而通过共同努力去理解和影响那些规模和复杂性都超越个人限度
的现状；
* 一些集体工作的机制和方法，在十年运作的过程中建立和磨砺；
* 一些集体认同的因素，产生于共同的价值观和历史；
* 一种形象，一个标识，一个网站，使得联盟的存在、思想和建议逐步为人所知；
* 一个空间，交流倡议、共同思考和互相学习。
 

联盟的目标
 



成员对于推进和发展联盟的承诺基于一种认识、一种拒绝、一个信念和一个原则。
一种认识：世界各国人民之间以及人类与生物圈之间的相互依存，要求我们为了子孙后代和有生
世界的完整而对我们唯一的、复杂而脆弱的地球进行共同的管理；现有生产、消费、生活和教育
模式无法适应 21世纪的现状和需要，我们必须同时在个体和集体层面上开展深刻变革。
一种拒绝：拒绝没有公平的世界，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流在那种世界中只是贸易往来；
一个信念：只有在各国人民、社会各界和不同行业之间长期开展共同的对话和努力，才能形成针
对目前世界演变的可行的替代方案。
一个原则：无论个人对集体努力贡献多么微薄，人们仅仅以此拥有和保持成员身份。

 
联盟的伦理
 
联盟运作的基础是所有成员遵守人类责任宪章规定的共同伦理原则。成员尤其应当：
* 分享各自经验；
* 不断学习他人可取之处；
* 通过介绍联盟、传播联盟事业、与其他成员保持联络而为联盟注入活力；
* 关注来自任何来源、体现共同关注和价值的各种创新和倡议；
* 促使联盟成为一个开放、宽容、接纳他人的空间；
* 促进一种和平与合作的文化；
* 尊重共同制订的工作机制；
* 如使用联盟名义则必须遵守其宪章；
每一个人或机构成员接受公开加入联盟，但同时承诺遵守共同制定的保密原则。

 

 

 



 

B – 工作机制

 
 
根据联盟的性质和挑战，其工作机制具有以下五个目标：

•构建、保存和传承多元历史的记忆；
•组织联系、信息、经验交流和讨论；
•确立以联盟名义提出倡议或立场的规则；
•不断丰富工作方法；
•与联盟共同发展并以宪章凝聚联盟。

只有在得到个人或组织资助、规划和执行的情况，上述目标才能得以存在。其价值完全由联盟成员
为遵守彼此承诺所赋予。为节约开支和方便工作，他们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因特网和万维网。
 
 
1. •      构建、保存和传承多元历史的记忆
 
联盟是人们在多年之中服务于共同目标的一段集体经历。立足长远，善于总结成败经验，保存共
同制定建议过程的记忆，明确认识不同方面的倡议，这一切使得联盟区别于一般交流网络或研讨

论坛。联盟最初由夏尔-雷奥波•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FPH）规划，FPH为其制定了方法和时间
表。然而从第一阶段 1994-2001年起，联盟经历了种种复杂甚至矛盾的状况。这段历程在其网站
有所介绍。
 
进入第二阶段，由于联盟的演进取决于成员倡议的组合，所以其发展历程可能将更具集体性和多
元性。每年将有一组具有尽量多样化的地区、文化、社会或行业背景的志愿成员，负责以联盟年
鉴的形式对过去一年情况作一个理性而明晰的总结。

 
 
2. •      组织联系、信息、经验交流和讨论 
 

•2.1. 通讯录
成员通讯录的公开部分发布于网站。现有通讯录根据 1993年“负责和团结的世界平台”加入情况编
写，其中收录的所有成员需要确认自己愿意按照宪章规定保留成员身份。

通讯录包括一个“参与倡议”栏目，各个成员可在其中描述自己的活动、提出合作的邀约和请求，
便于建立同道小组。成员应避免向其他成员提供过多无用信息，而应努力以个人或集体方式答复
其他成员的问题。

 
•2.2. 定期发布倡议信息

联盟的活力来源于各种倡议的质量和互补性，以及成员之间、与外界的互动关系。对于许多成员
而言，访问联盟网站既不方便也不经济，此外还应避免信息的泛滥。因此似乎有必要每季度通过
邮件以多种语言发布有关正在执行或酝酿过程中的倡议的综合信息。

 
•2.3. 联盟经验资料库

通过共享，经验与思想将成为不断增加的财富。在各个地区，成员可以自由组织，传播这些经验
与思想。然而在全球范围内，只有发挥网络技术的潜力才能实现共享。
经验卡片和文件摘要卡片的格式体现实际应用的要求。通过在经验交流方面具有成功经验的成员
之间开展讨论，格式和技术将进一步优化。

 
•2.4. 网站

联盟的网站既是面向公众的窗口，也是核心的工作机制。自网站 1996年建立已来，为改善其可读
性已陆续进行多次调整。这个资源站点结构严谨——可以保证整体统一，但网站内容以分散的方
式提供——亦可保证倡议的自主性和意见的多元性。每个成员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和质量负责，



从而保证网站的信息来源。
拥有信息设备的成员接受帮助其他成员使用这一共同的信息工具。
联盟网站包含的信息、经验和建议可以自由下载和出版，但是不得省略信息来源而对信息断章取
义，而且必须遵守诚信原则而避免将信息抽离相关语境。
成员可以自愿加入网站的用户委员会。

 
 
3. •      确立以联盟名义提出倡议的规则 
 
为了联盟能够存在和发展，成员应当能够以联盟名义发起行动和倡议。为此，他们可以按其所需使
用所有带有联盟标志的文件；但是，对于任何新的行动，大家都应遵守两条原则：

•预先通知原则：任何希望以联盟名义提出倡议的成员应当在网站上进行通告，表明其计划符合
宪章。在有关信息在网站上公布后的一个月内，如无人提出反对并说明理由，该计划则被视为得
到其他成员认可；
•诚信原则，遵守伦理宪章：对其他成员开放、尊重多种意见、合作精神等。如果其他成员没有
提出反对并说明理由，则可认为符合诚信原则。

 
譬如，上述原则可以适用于：在联盟网站上发起一个集体讨论；利用经验卡片；旨在制定共同时间
表的倡议；在外界活动中介绍联盟；开辟新的思考和行动领域。
 
如欲在文件和建议（书面文件，录像，CDRom，DVDRom）中使用联盟的标识，必须确实保证质量，
令标识体现联盟的信誉，即使作者对有关言论承担责任。
这一标识同时反应思考的质量，思考在各种经验中的根基以及完成文件工作的集体过程。
同样，这些使用标识的文件应当在公开发表前一个月在网站上发布，有关意义和保留应以某种方式
纳入文件。
 
在联盟第一阶段完成之后，以下文件考虑使用联盟标志：

•《负责和协力世界的平台》指导文件；
•1999-2002年间联盟专题会议和集体讨论制定的《建议书》及其后续版本；
•根据 2001年 12月世界公民大会讨论制定的《人类责任宪章》现有版本；
•根据世界公民大会讨论制定的《21世纪议程》；
•2004年对联盟重新界定的《宪章》。

 
 
4. 不断丰富工作方法 
 
工作方法是联盟共同财富的组成部分，适用于集体智慧构建过程的各个领域。这包括从会议的组织
到多语网络论坛的主持、从经验的汇编到建议的制定等方方面面。
工作方法的不断丰富和传播属于成员之间的相互责任。为扩大影响，由一组志愿成员管理的网站栏
目将以易学易懂的方式介绍有关工具和方法。
 
 
5. 与联盟共同发展并以宪章凝聚联盟
 
联盟的非机构性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可以保证其开放性和多样性，但是同时造成某些局限和弱点。
特别是联盟不具备机构所特有的法定权力机关和正式民主机制（如大会，董事会或投票机制）。
 
联盟在第二阶段将更加开放和多样，不可避免在工作机制的运作、宪章的解释和遵守、预选通知义
务和诚信原则等对于保持联盟协调一致至关重要的领域中将出现一些困难。
由此出现的问题甚至冲突往往可以通过成员之间的讨论加以解决。在讨论不足以解决问题的情况下，
应当考虑建立预防任何具体冲突的机制。为此，联盟应当拥有一个仲裁机构，一个跟踪和调解小组，
作为宪章的守护者。为保障小组的合法性，其成员应在积极参与联盟、大公无私精神、个人诚信以
及对联盟历史的了解与理解等方面获得公认。
 
协力多元尽责的世界联盟已有 10年的历史。承担发起联盟责任的人类进步基金会感到自己有责任在



联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之时，组成并建立一个作为宪章守护者的“跟踪和调解小组”。小组人选将以
征召候选人的方式根据上述遴选标准确定。小组在建立之后将根据自行制定的规则由原任成员投票
产生新任成员。小组将有7名成员，其中来自基金会的一名成员将代表欧洲拉丁国家。其他 6名成
员，包括 3位男性和 3位女性，将分别来自其他大洲：非洲，美洲，东北亚和中国，东南亚和大洋
洲，南亚和印度，北欧和东欧。
 

 

 



 
C. 2004-2010年阶段共同时间表
 

 
1. 总体时间表
 
对于任何联盟而言，共同时间表的制定兼具重要性和矛盾性。重要性在于，由于不设中央机关，联
盟正是依据共同时间表及其建议的重点和规定的日期，从而保证各方倡议之间的协调一致。矛盾性
在于，正是因为不设中央机关，使得共同时间表的制定和执行非常困难。
从 1994年到 2001年世界公民大会，联盟从创始之初就制定了时间表；从某种意义上讲，时间表成
为联盟财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每个成员都应采用这一时间表。
2004-2010年阶段参照性时间表的出发点是《人类责任宪章》和《21世纪议程》，其目标是依照
2001年大会在 2010年举行一届“创始大会”。这届大会将会集来自社会各界和世界各地的网络、公民
联盟和运动代表。
这一参照时间表的价值仅在于它构成一个起点，一种共同想象的分享。只有通过提出确实的倡议并
提供特定的人力、物质和资金手段以落实为行动，时间表才能真正成为现实。
 
2004-2010年阶段可围绕以下五个工作轴心组织：
a- 促进全球共同体的理念并使联盟成为建设这一共同体的空间之一；
b- 在世界不同地区和各个领域利用和调整《人类责任公约》，以此作为全球共同体的共同伦理基础；
c- 深化和传播联盟的建议书，包括现已制定的文件和未来数年内将要实施的文件；
d- 实践联盟提出的建议，推动从个人到全球层次开展变革；
e- 更新民主方式，举行得益于联盟方法成果的公民的地方或地区会议；
 
 
2. 制定双年战略
 
除了成员分散提出的倡议，联盟应拥有一个共同战略参照框架，每两年进行更新。与总体时间表一
样，这一框架的价值仅在于所有成员对此产生的兴趣以及推动落实的意愿。
联盟每两年将以网络论坛方式开展为期一个季度的公开讨论。成员可按其意愿在文坛中发表自己对
于未来重点的看法。由志愿成员组成的主持委员会，应具有尽量广泛的地区和社会行业来源，将负
责研究所有建议，然而按照联盟内部形成的方法，从中挑选一小部分战略轴心，作为未来两年的行
动重点向所有成员提出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