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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人民幸福生活——当代中国
人权观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智库报告

（上接10版）
中国对人权的保障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落实到一件件具体的民生实事上，通过

脱贫攻坚、危房改造、修路架桥，以及建设饮水工程等，切实提升群众生活水平。以事关
生存和健康的环境权为例，中国坚持保护环境基本国策，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将环境权写
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年以来 10年间，中国森林面积从 31.2亿亩增加到 33.54亿亩，
人工林面积稳居世界首位。

中国正在进行的共同富裕实践，是更高水平的人权保障追求，将进一步改善人民生
活、缩小贫富差距，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1.4全面参与全球人权治理

中国在发展国内人权事业的同时，积极履行大国责任，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
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深度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广泛开展国际人权合作，持
续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有效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发展进步。

中国先后批准或加入了 30余项国际人权文书，其中包括 6项联合国核心人权条约；累
计共向 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援助，派遣 60多万名援助人员；多次无条件免除重债
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对华到期政府无息贷款债务。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中国是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第一大出兵国，30多年来累计派出维和官兵5万余人次。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
助力各国发展、深受世界欢迎的新兴国际公共产品，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到2030年，将使
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努
力促进新冠疫苗在全球范围内公平合理分配，成为全球对外提供疫苗数量最多的国家。

在国际减贫领域，中国大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寻找摆脱贫困、实现发展之路，其中菌草
技术的推广是“南南合作”的成功范例。20多年前，中国“以草代木”菌草技术援助项目在
巴布亚新几内亚落地。这一技术如今已推广至全球 100多个国家。在卢旺达首都基加
利，埃马纽埃尔·阿希马纳学到菌草技术后开了一家食用菌培育作坊，收入丰厚。

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分享自身减贫经验。中国贵州省惠水县不少农民通过种植佛手
瓜实现脱贫。2020年 9月，惠水县通过网络直播，向拉美 16个国家分享经验，70多个政党
和政党组织的 200多名领导人线上观看讨论。

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多次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安理会决议、
人权理事会决议。中国提出的“发展促进人权”等主张被引入国际人权体系。中国还推
动了一系列重要人权文件的制定工作，如《残疾人权利公约》等，持续向国际人权事业贡
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第二章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当代中国人权观的理论内涵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是当代中国人权观的高度凝练和概括。以人民为中
心的人权理念，明确了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价值追求，表明了人民性是中国人权发展道
路最显著的特征。

这一理念包含四个维度：在人权主体上，明确人民是人权事业的参与者、促进者，也是
最终受益者，人权不是一部分人或少数人享有的特权，而是广大人民群众享有的普惠性人
权；在人权内涵上，坚持按人民需求确定人权事业发展方向和重点，将人权从生存权、发展
权扩展到其他更多方面，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人权事业的奋斗目标；在人权保障上，
实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依靠人民推动人权事
业的进步和发展；在价值追求上，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人权最高目标，坚持人民幸福生活
是最大的人权，始终维护人民的利益，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1当代中国人权观的核心理念、民主要义、民生追求

核心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人权事业以保障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人民为中心，奉行人民至上，坚持
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是中国发展人权事业的最本质特征。

民主要义——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权利是基本人权。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
定，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成为国家、社会
和自己命运的主人，这是中国式民主的核心要义。

民生追求——坚持以民生为人权发展基础。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拥有更好的教育、更稳
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
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文化精神生活，让每个人都能免于恐惧、不受威胁，让每个人更好地
发展自我、幸福生活，这是人人享有更加充分人权的真谛，赋予了人权事业发展全新意蕴。

2.2当代中国人权观的认识论、实践论、辩证法

从认识的角度，坚持人权是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人权是在一定经济社会历史条
件下的产物，随着历史条件变化而发展，人权保障内容和保障水平也因此不断丰富和提
升。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世界上没有固定的人权保障模式，各国国情不同，历
史文化、社会制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只能从本国实际和人民需求出发，探索
适合自己的人权发展道路。

从实践的角度，坚持以发展促人权。生存是享有一切人权的基础，必须通过发展保
障生存，并为其他各项权利的实现创造基础条件。贫困是实现人权的最大障碍，必须通
过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摆脱贫困，并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和全面发展，这是人权保障
的中国路径，也是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密码”。

从辩证的角度，坚持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有机统一。没有离开个性的共性，也没有
离开共性的个性。没有个人的发展就没有集体的发展，离开集体的个人就不能获得全面
的发展。必须将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统一起来、相互促进，才能实现最大化的人权。

2.3当代中国人权观的目标定位、法治路径、评价标准

目标定位——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人享有人权，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
求。所有人都享有人权，且享有充分的、全面的、高水平的人权，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
发展，让每个人都能有尊严地发展自我和奉献社会。

法治路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通过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把尊重和保障人权贯穿立
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以保障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

评价标准——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人权不是装饰品，也不是用来做摆设
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权事业的建设者和根本依靠力量。人权状况好不好，应
由本国人民来评判，人民的利益是否得到维护，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否得到
增强，是评价一国人权状况的最重要标准。

2.4当代中国人权观的世界情怀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气候变化、跨国传染性疾病等国际危机不断出现，过时的冷战
思维、将本国利益凌驾于他国甚至国际社会的利益之上并且动辄对别国指手画脚的霸权
主义做法已经不合时宜。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社会相互依赖甚至依存关系的增强是客
观趋势。（注④）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当代
中国人权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主张“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不仅保证本国人民
人权，还“传承仁爱、立己达人”。中国人民愿同世界人民一道，秉持和平、发展、公平、正
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中国坚持在人权发展道路上，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中国
主张基于平等和互相尊重开展对话和合作，以合作促发展，以发展促人权，推动世界人权
事业健康发展。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
际秩序，在多边主义框架下大力开展南南合作，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全
球人权治理。中国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被写入联合国多个文件，共建“一带
一路”，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主张，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
安全倡议等倡议，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做出贡献，极大地丰富发展了人类人权文明样态。

（下转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