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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人权事业上的历史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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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的人权事业获得了

历史性的进步，形成了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成功经验。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的中国，在以胡锦

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已经更高地举起了人民民主的旗帜，人权事业也进入到了一个

新的发展阶段。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任务及其特点 

  《世界人权宣言》已经发表60周年，在这60年时间里，中国的人权事业取得了历史性的进

步。去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大，在阐述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时候，

引人注目地再次强调要“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

利”。可以这样说，尊重和保护人权已经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任务；与此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人权事业有其自身的显著特点。 

  要理解这一点，必须联系中国的历史，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认真的梳理和说明。 

  第一，我们要看到，中国公民的人权是在维护国家的集体人权过程中逐步实现的。 

  中国是一个经过长期浴血奋斗，挣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才争取到实现基本人权条

件的国家。中国不可避免地会在个人的人权与国家的集体人权相统一中尊重和保障人权。谁都

知道，中国经历了一百多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强国都侵略过欺

负过中国。在那种“强权即公理”的年代，几亿中国人哪有人权可言？中国人惟有获得了民族

的独立和解放，获得了整个国家在世界上应该享有的权利，才有中国人个人的人权。这是从中

国一百多年苦难的历史中获得的真理。正如邓小平先生所说的“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

有一个国权。”国权，就是一个国家集体的人权。60年前，《世界人权宣言》说，发布这个宣

言是“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

正义与和平的基础”，是“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

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

民的最高愿望”，等等。对此，我们的理解尤为深切。因为，我们中华民族为了获得这种“对

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为了反对污蔑中国人人权的

“野蛮暴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今天，我们正在和平发展的道路

上迅速崛起，但是有的人却把中国的发展看作是对他们的所谓“威胁”，他们竭力限制的依然

是我们民族在世界上平等发展的权利，而对于中国人来讲，国家的发展和强大正是实现和保障

每一个公民的人权的条件。 

  事实上，维护国家主权同“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相统一，

正是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过程中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一大特点。 

  第二，我们要看到，中国公民的人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艰辛努力下逐步

实现的。 

  历史告诉我们，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要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

放，二要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与此相联系，在中国要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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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集体人权问题，二要解决全社会有一个实行民主和法制以保障公

民人权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面对这样艰巨的任务，决非任何个人所能够完成的。这样的历

史任务，实际上是历史对中国所有的阶级、政党及其领袖的考试。林则徐、魏源、龚自珍为代

表的地主阶级革新派参加了这一考试，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参加了这一考试，康有为、梁

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参加了这一考试，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参加了这一考

试。其中，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人权事业作出了

杰出的贡献，但是也没有能够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人权

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考试中，获得了优异的成绩。 

  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为了实现中国的民主（人权）和科学而诞生的，而且为在中国推进民

主、保障人权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心任务，就是争取民

主、人权，包括政治上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经济上争取农民的土地权、工人的结社权和

基本的福利，等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反映

和保障中国人民基本人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

国，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权大解放。作为一个中国人，一提到1949年，就会在耳边回响

起一个令人自豪的声音：“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是毛泽东主席

在新中国诞生之际宣布的。从那一时刻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工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等等保障人权

的法律法规应运而生；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进行普选、建立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提倡民族平等和团结，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制度上保证了人权的实现。新中国成

立以来，中国人的人权一步一步地从纲领上的要求变为活生生的现实。这就是历史的真实。当

然，我们并不否认，在中国人权发展的道路上，有过曲折，犯过错误，特别是像“文化大革

命”时期那样大规模地侵犯人权的错误。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提出，受到这些失误的

伤害者不只是群众，还有我们自己的党员干部，而且这些失误都是我们自己纠正的。应该看

到，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 ，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建立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

以来，无论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

革，还是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党内民主建设，所有这一切改革和发展，都极大地推进了中国人

权事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这30年，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人权大解放。由于我们在人权

事业的发展过程中经历过令人痛心的曲折，因此我们更加珍惜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所取得的成

果，更加珍惜我们每一个人在中国社会进步中应该享有并已经享有的人权。1997年中国共产党

的十五大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党代会报告，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经明确地把“尊重

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的根本理念和重要任务。 

  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历史，不仅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为在中国尊重和保障人权作出了巨大的

贡献，而且证明了中国公民人权的实现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可以这样说，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同“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相统一，是中国在发

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过程中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第二大特点。 

  第三，我们要看到，中国公民的人权是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中逐步实现的。 

  历史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人权问题也多；发展中

国家，人权问题也处在发展中。这些基本的国情，给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国家都没

有的巨大挑战。应该注意到的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们就已经明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由人民普选方法产生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依法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

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

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但是，这些

人权的实现，并不容易。其中，既有执政党领导工作中的问题，也有社会成熟程度的问题。从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实现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

转变过程中，得到的一个最重要的认识，就是：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尊重和保障了人

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是实现和保障了人权。中国今天在人权事业发展中所取得

的一切进步和成绩，都源于30年前邓小平提出的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现在，我们进一步提

出，要在加快发展的同时，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放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要以改善民生为重

点推进社会建设，中国人民的人权进一步得到尊重、实现和保障。经验告诉我们，在中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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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所有的人权中首要的基本人权。 

  联系到《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规定的，“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在中

国这样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落实这一人权，必须把公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

本人权。这一认识，来自于中国人民一个半世纪以来艰苦奋斗的历史，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对新

中国成立以来近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30年经验的总结，也来自于中国对当代世界一大批发

展中国家改变不发达状态的经验的观察和思考，因此它具有一定的普遍适用性。可以这样说，

这是我们中国人对世界人权事业的一大贡献，也是中国对世界人权理论的一大发展。 

  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以实现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为基础，实现公民其他方面的基本人

权，“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是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过程中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第三大特点。 

  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这些特点，既集中反映了我们在人权事业发展中积累的

成功经验，也是我们从今天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党内民主和人民

民主，进一步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良好基础。 

  冷战思维抹杀不了中国在人权事业上的成就 

  在《世界人权宣言》发表的60年里，中国的人权事业获得了那么大的进展，中国共产党为

中国人民的人权事业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但是，人权问题，这几年却成为我们在国际交流中

经常碰到的一个热门话题，成为我们在国际斗争中的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要领域。那么，为什

么会出现这一现象？这是我们应该深入思考和研究的一个问题。 

  我们从不否认，中国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出现过伤害民主和人权的失误。世界上没有一个

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人权事业发展的历史上没有犯过错误。以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

过的失误为由头，对我们的人权问题喋喋不休地加以评论和指责，是没有道理的。这只能说明

有些人对中国有极深的偏见。 

  我们也注意到，人权、民主等等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来说，都是“舶来品”，而且是

在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不同的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背景下，提倡人权、民主这些新思想新事物

的，强调的侧重点也与西方不完全相同，但是中国人民确实获得了过去从来都没有过的实实在

在的人权。围绕怎样理解人权、怎样实现人权这样一些基本问题上的不同理解，开展学术讨论

是必要的，但硬要把自己的理解强加于别人，是不符合人权原则的。这也只能说明这些人有偏

见。 

  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为什么有些人会有如此深的偏见？ 

  重要的原因，是二次大战后出现的冷战和在这个背景下形成的意识形态对立和敌视。自从

苏东剧变以后，历时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格局终于结束了。深受冷战之害的中国人，从邓小平开

始，果断地抛弃冷战思维，开辟和平发展道路，一直到今天提出要与各国人民一起来推动和谐

世界建设这样的理念。但是，西方有一些政治家、战略家，以冷战的胜利者自居，不仅没有从

那种落后的冷战思维中解放出来，而且还继续用那种已经过时的冷战思维，包括在冷战中形成

的丑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偏见，来评论我们的人权事业。 

  在人权提出和发展的历史上，从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它的对立面主要是强权和专制。中国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人权（后改为民主）和科学，针对的也是强权和专制，与文艺复兴运

动不同的是，当时中国人所反对的强权和专制，不仅是本国封建主义的强权和专制，而且是来

自外国的帝国主义的强权和专制。从“文化大革命”走出来的中国人，那么渴望人权、民主，

也是因为人们对于在“大民主”、“群众专政”名义下发生的违反民主法制的强权和专制，有

着切肤之痛。但是，今天，在中国人权事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这就是：中国

的人权事业，遭到了冷战思维的丑化和破坏。实现和保障广大中国人民的人权，既要反对一切

违反民主和法制的言论和行为，又要反对冷战思维，这就是我们面对的客观现实。 

  那么，什么是冷战思维呢？冷战思维有些什么特点呢？冷战，相对于热战即传统的战争，

起源于1946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和1947年4月16日伯纳德·巴鲁克在南卡罗



莱纳州哥伦比亚的一次演说。其最简单的含义，就是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

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之间在政治和外交上的对抗。在这样的冷战过程中形成的冷战思维，

具有机械地以意识形态划线、极端地进行意识形态对抗这样两个鲜明的特点。这种冷战思维，

使人思想僵化、固执己见，目空一切、狂妄自大。今天，冷战已经结束。冷战思维也已经过

时，并越来越不得人心。经过冷战的严冬，我们深知冷战思维之危害，比如我们过去在冷战背

景下，由于受到这种思维的影响，长期以来不提人权，一味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人权观，结果

无形之中使之成为人家的专利。因此，我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在处理国家关系时，已经不再

机械地以意识形态划线、极端地进行意识形态对抗，同时我们坚定地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坚

守我们的信仰原则。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种落后的冷战思维，在国际社会中并没有因冷战

的结束而结束。那些不顾事实，颠倒黑白，对中国人权事业肆意描黑、恶意攻击的声音，一再

地提醒我们，人类要告别冷战思维，还要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努力。 

  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历史本来就很复杂，加上冷战思维造成的偏见，使得人权问题不仅成

为一个问题，而且成为一个复杂问题。这是我们在讨论和研究人权问题的时候，必须看到并加

以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坚信，冷战思维的偏执声音是经不起事实检验的，冷战思维抹杀不了

中国在人权事业上取得的历史性进步和成就。但是，冷战思维必须摒弃，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

必须尊重，这也是人权的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权，必须反对冷战思维！ 

  完善执政意识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任务 

  我们今天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要尊重和保障人权，不是因为这一问题遇到了来自外部的

压力，而是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清醒和自觉。在今天，我们要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十

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提出的任务，依法尊重和保障人权，必须进一步完善党的执政意识，提

高党的执政能力。 

  由于中国公民的人权问题与国家的集体人权相联系，由此而决定了中国公民的人权是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实现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开始，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全面发展

中逐步实现的，而这就决定了中国人权事业能否健康发展与中国共产党是否有正确的执政意识

息息相关。 

  这种认识，来自于对“文化大革命”教训的深刻反思和对改革开放经验的深刻总结。毛泽

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留给我们许多思考和启发。其中之一，就是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后，

再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阴暗面，并通过造反、夺权等革命手段来解决党内问题，势必把党

搞乱，把国家政权机构搞乱，也给全国人民带来灾难。因此在拨乱反正过程中，邓小平向全党

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

样才叫善于领导？与此同时，他提出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领导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里提出的问题，就是要看到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已经发生了根本变

化，过去我们总是从领导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的角度来思考和处理问题，现在必须调整

过来，从执政党的角度来思考和处理问题。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过程中，江泽民同志

进一步根据邓小平的政治交代，在1989年12月以非常鲜明的语言提出“我们必须强化执政意

识，提高执政本领”。 

  在一些人心目中，执政意识就是牢牢掌控权力的意识。这不仅是片面的，而且是错误的。

这种错误的认识，是一些人在执政过程中，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盛行，腐败滋生蔓延，不能很

好地尊重和保障人权，甚至侵犯人权的事情屡屡发生的认识根源。 

  那么，什么是正确的执政意识？执政意识，就是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的意识。中国共产

党的执政意识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无论在毛泽东思想中，还是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以及科学发展观中，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论都强调，既要牢记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

容易，又要牢记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既要巩固执政的阶级基

础，又要扩大执政的群众基础，整合社会各种力量，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既要

勇于揭露执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接受各方面的监督，又要善于化解矛盾，引导社会向着和谐

协调的方向发展；既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又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社会稳定有序地健康发

展。也就是说，我们要让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成为尊重和保障公民人权的工具，而不能成为侵

害和伤害公民人权的手段。 



 

  只有按照这样的执政意识，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改革党的

执政方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特别是扩大人民民主，发展

基层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

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才能更好地尊重和保障人权。 

  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的人权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正以马克思主义的清醒和自觉，更高地举起了人民民主的旗帜，中

国的人权事业已经展现出更加光明灿烂的前景。

（责任编辑：权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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