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及以保障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作为推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的首要任务，总结

并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事业发展特点和基本要求，这与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系列论述

中所蕴含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道路基本特征的核心人权理念是一脉相承的。相关论述指

出了习近平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独特的理论贡献

和实践意义，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的价值基础、保障形式、保护重点、保护范围、保护特色以

及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道路的信心和决心。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初步形成了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框架，并与习近平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一道，共同

构成了推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对于不断有效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

求和构建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保护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建构和实践保障作用。

关键词：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生存权；发展权；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莫纪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2401）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宣传教育与公法研究中心2022年科研课题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2.02.002

习近平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论述的核心人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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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引 言

2021年 11月 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

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①在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决议》是第三

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制定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②对建党以来

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进行系统总结，为党的七大召开创造了政治上、思想上的充分条件；1981年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年 11月 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

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第5—8版。

②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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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制定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①全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后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该决

议肯定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

进一步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进的方向。

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十个坚

持”，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

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总结了党百年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是

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为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理论支撑和信心源

泉，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并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②在“十个坚持”中，以“坚持人民

至上”为基础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政策得到了充分肯定，相对于前两个决议③来说，十九届

六中全会《决议》高度重视“人权”问题，第一次对党百年奋斗过程中的人权事项表明了鲜明的立

场。《决议》中共有两处涉及“人权”事项：一处是强调了通过“人权入宪”的方式来肯定“国家尊重和保

障人权”的重要意义。《决议》规定：制定新宪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尊重和保障人权，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一处是突出党发展人权事业的基本理

念，即“我们以保障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为首要推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虽然在《决议》中，“人权”远

没有“民主”④和“法治”⑤两词出现的频率高，但却非常准确和生动地反映了习近平关于国家尊重和保

障人权论述中所蕴含的基本人权理念和思想，为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提供了方向

性的指引。

近期，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以下简称《摘编》）⑥一书，分

9个专题，共计 335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 2012年 11月 15日至 2021年 10月 3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

谈话、演讲、贺信、指示等 160多篇重要文献。《摘编》一书围绕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尊重和保

障人权”“走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坚持生存权和发展权是

首要的基本人权，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协调

增进全体人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权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

年人、残疾人等特定群体权益”“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以及“为丰

富人类文明多样性、推进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九个专题，全面和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人权观，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旗帜，树立了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

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对深入理解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规定的关于“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

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论、制度和实践内涵提供了最佳的学习辅导文献。本文拟从人权理论的

基本构成要素出发，对《摘编》中所收录和汇集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各项论述

进行深入和系统的分析，从而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中的人权思想提供法理上的

有力支撑。

①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② 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74—79页。

③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两个决议文本中并没有出现“人权”字样。

④ 经统计，《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文本中，“民主”一次共出现46次。

⑤ 经统计，《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文本中，“法”字共出现 149次，“法治”一词

共出现 28次。

⑥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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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习近平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人权立场

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虽未对权利和人权的概念做过界定，也未从正面系统地阐述过人权的

理论概念，但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人权观的批判中，从他们对无产阶级争取人权斗争的

论述中，可以归纳总结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权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权是一个历史范畴，“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①。在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看来，人权是

历史的，不可能脱离历史发展阶段来空洞地谈论抽象的“人权”，因此，讲人权首先要把人权话语限定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具有科学性，这种把人权观与历史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人权

观，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系列重要论述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同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会见记者时的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新

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人权事业取得巨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

人权问题上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没有最好，只有更好。”②习近平总书记还从解决贫困的角度来

论述人权保护的历史性。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持走符

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始终把人民权利放在首位，不断促进和保护人权。中国解决了 13亿多人口

的温饱问题，让 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这是对世界人权事业的重大贡献。”③

事实上，中国的人权事业也是逐步发展的，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在《关于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

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并没有专门阐述“人权”问题，但并不表明中国共产党就不重视人权。习近平总

书记曾经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坚持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

心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进行了长期艰辛奋斗。”④在人权事业的实践中，

“人权”概念进入政策层面也是 20世纪 90年代初的事情。“人权”概念在第八个五年计划实施期间通

过 1991年 1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得到了正式规范性文件的确认。

《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宣称：“享有充分的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⑤《中国的人权状

况》白皮书指出：从第一次提出“人权”这个伟大的名词后，多少世纪以来，各国人民为争取人权做出

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中国人民从自己的历史和国情出发，根据长时期实践的经验，对

人权问题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和政策。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维护和发展人权

的实践中，也曾发生过种种挫折。现在，虽然在维护和促进人权上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还存在

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继续促进人权的发展，努力达到中国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实现充分人权的崇高

目标，仍然是中国人民和政府的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新中国成立

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人权事业取得巨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是符合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的，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对中国人权状况

的“历史性”做出的一项科学论断，为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道路指明了继续前进的

方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6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第3页。

③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1月18日），《求是》2021年第1期，第12页。

④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 2月 25日），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508页。

⑤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人权状况》，佟唯真：《中国人权白皮书总览》，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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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习近平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指明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发展道路的重要特征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作为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项重要内容。十九届六中

全会《决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

代。”①人权事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有一个“道路”问题、“方向”问题。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重要场合都反复提及了这一人权事业发展的原

则立场。

2014年 2月 17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

班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发展人权事业，不是以西方所提的那个标准为圭臬。不

论发展到什么阶段，我们的人权事业都要按照我国国情和人民要求来发展，达到了我们确立的目标和

水平就是好的，不需要向西方看齐，不需要西方来评判！对西方国家在我国人权问题上指手画脚的言

行，要坚决顶回去！”②

对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道路，邓小平早就有明确的认识。1985年，邓小平在《搞资产阶级自

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文中就鲜明地指出：“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

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

回事，观点不同。”③为了向世界宣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道路的特征和重要意义，2018年 12月 10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七十周年座谈会的贺信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道路

的特征和意义做了充分的阐述，为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时代在发展，人权在进步。中国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和当代实际相结合，走符合国

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把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协调增进

全体人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权利，努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④2021年
10月 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五十周年纪念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

又进一步重申了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道路的信心和决心。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中国始终遵循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精神，坚持把人权普遍性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

走出了一条符合时代潮流、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发展道路，为中国人权进步和国际人权事业作出了重

大贡献。”⑤因此，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发展道路是习近平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论

述的核心要义。

三、“习近平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突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集体人权价值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党中央强调，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

① 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辅导读本》，第35页。

②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党

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第1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5页。

④ 《习近平致信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 70周年座谈会强调 坚持走符合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 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1日，第1版。

⑤ 习近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2021年 10月 25日），《人民日报》

2021年10月26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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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就会失去生命力。①《决议》再一次重申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指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

展”。从“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出发，《决议》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事业建设关注的重点集

中在对包括消灭贫困、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等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的“集体人权”的实现上。在人权发展目标上，有集体人权与个体人权之分。集体人权强调的是以人民

作为人权享有的主体，突出的是在社会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个体通过集体人权来实现自己个体的人权；

个体人权是通过国家宪法和法律来直接保障每一个个体享有基本自由和权利。在一个人权保障制度

健全的社会中，集体人权与个体人权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都不能偏废。相对于西方国家过度关注

个人自由的个体人权观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事业非常重视“集体人权”的实现，并主张把个体

人权与集体人权有机结合起来，共同推进人权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集体人权强调的是人权利益由全

体人民“共享”，关注的是为每一个个体实现个人自由和权利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和物质条件。

习近平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中对集体人权内涵的阐述不仅思想丰富，而且意义深远，对

于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道路提供了明确的人权理论的指导。在《中国发展新起点，全

球增长新蓝图》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

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②“权利共享”是集体人权最重要的特征。习近

平总书记在强调要保障集体人权的过程中，对“权利共享”的内涵做了科学的阐述。在《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

位的一致性、为崇高理想奋斗和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完成党的各项工作和实现人民利益的

一致性，永不脱离群众，与群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盐同咸、无盐同淡。”③对集体人权的具体实现状

况，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形象地概括为“努力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④。

总之，习近平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中涉及到的集体人权概念和内涵主要是从“以人民为

中心”原则出发，从最大程度地实现人民的整体利益角度考虑的，目的是“让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目标。

四、“习近平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强调了人权事业发展的“制度逻辑起点”

“人权”概念最早起源于西方文化传统，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有了人权思想的萌芽，欧洲资产阶级

革命时期，在自然权利学说的推动下，资产阶级人权学说正式形成，并且广泛地影响了资产阶级的人权

观和人权保障制度。马克思主义人权观认为，人权不仅是历史的，也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属于社会意识

形态的范畴。除了人权价值所具有的意识形态价值属性之外，不同的人权制度与人权实践的结合方式

也不一样，这就形成了在制度上具有不同侧重点和实践要求的人权保护体系。

作为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基本人权学说，普遍人权概念的内涵迄今为止已经经过了三个发展阶

段：“第一代人权”以自由、生命、财产和安全这些天赋人权为核心，这些人权的基本特征是其固有性，也

就是说，是先于国家和政府而存在的，政府具有不得干预的义务和责任，所以，“第一代人权”是以政府

① 本书编写组编写：《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

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辅导读本》，第42页。

② 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全球增长新蓝图》（2016年 9月 3日），《习近平谈“一带一路”》，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年，第119页。

③ 习近平：《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2021年 2月 20日），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2021年，第319页。

④ 习近平：《为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2019年 2月 25日），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256页。

-- 19



的不干预为特征的“消极人权”；“第二代人权”以 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为标志，它包括以政府采取积

极的保障措施来实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这些人权的基本特征就是必须依赖政府的积极保障，是

在修正“第一代人权”价值缺陷基础上产生的；“第三代人权”主要是以生存权、发展权等权利为特征形

成的新型的人权，“第三代人权”的核心价值就是要消灭贫困，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

差距，使人权的保护获得一个相对公平合理的国内和国际环境。①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旗帜鲜明地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发展道路的重要特征，即

“我们以保障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为首要推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习近平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论

述则进一步全面和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保护体系中人权保障的重点事项，确立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人权制度的“逻辑起点”，主要观点包括“坚持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逐步实

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与此同时，要不断扩大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人权制度的人权保护范围，在“协调增进全体人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权利，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特定群体权益”等方面，坚持人权保护的“点

线面”相结合，既突出生存权和发展权这两个首要人权的重要性，同时又积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

权事业在各个方面有序的发展。

1.以脱贫攻坚和共同富裕作为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事业建设各项工作的“首要任务”，着力

夯实生存权和发展权得以有效实现的制度条件和社会环境。2013年 2月 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

八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

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②习近

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生存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保障集体人权中必须要解决的首要人

权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十三亿多张嘴要吃饭，不吃饭就不能生存，悠悠万事，吃饭为大。”③

在解决生存的基础上，发展问题尤为突出，而发展之后共同富裕问题又成为保障集体人权必须关注的

重点事项。2014年 3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发

展仍然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仍然是带有基础性、根本性的工作，但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改善

并不是全部，人心向背也不仅仅决定于这一点。发展了，还有共同富裕问题。物质丰富了，但发展极不

平衡，贫富悬殊很大，社会不公平，两极分化了，能得人心吗？”④为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实现共

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实现共同富裕，要统筹需要和可

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要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别、城乡差别、收入差别等问题——让

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⑤

2.关注人民生命和身心健康、确保社会平安和谐是实现生存权和发展权必须突出强调的国家和政

府重要责任。众所周知，现代意义上的人权保护是以国家和政府履行特定的宪法和法律上的职责来满

足每一个公民个体对基本人权的诉求的，因此，各级政府在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中负有不可推

卸的法律责任。与此同时，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其基本性质属于集体人权，政府在保障生存权和发

① 参见富学哲：《从国际法看人权》，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6—7页。

②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 2月 28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第48页。

③ 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 12月 23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

出版社，2014年，第659页。

④ 习近平：《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 3月 18日），《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北京：中央

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5页。

⑤ 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2021年 1月 11日），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第4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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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权的过程中，还要广泛地采取各种有效的人权保障措施，有效保障人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不断实现。

对此，习近平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系列论述中有很多地方都深入地阐明了上述把“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人权保障思想。关于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问题，习近平总书

记在多种场合反复提及和强调，并把这个问题上升到执政党执政兴国的首要任务高度来考虑。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①面对 2020年
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和部署全国上下的疫情防治工作，并对在疫

情防控过程中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防疫要求进行了充分阐述，敦促全党全国

上下认真加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义正词严地指出：“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工作，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②2021年 5月 21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携手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一文中，又进一步解释和说明了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放在第一位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保障事业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抗击疫情是为了人民，也必须依靠人民。实践证明，要彻底战胜疫情，必须把人

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突出位置，以极大的政治担当和勇气，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尽最大努

力做到不遗漏一个感染者、不放弃一个病患者，切实尊重每个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③由此可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确保每个人的生命尊严和价值成为习近平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中最重要的

人权立场。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制度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的人权保障事项，国家

和政府必须要采取各种措施有效地保护公民和个体在所有领域提出的合法的基本人权保护诉求，依法

履职履责，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保障事业健康发展和人权保护水平的不断提升及进步提

供最广泛、最有效的制度基础和保障条件。习近平在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系列论述中从多个角度阐

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制度建设的任务和要求，所涉及的事项关系到方方面面，体现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人权保障工作的体系化、制度化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篇文献和讲话中强调要协调增进

全体人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权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全社会都

要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维护和发展劳动者的利益，保障劳动者的

权利；④要扩大农村基层民主、保证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重点健全农村基层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

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机制；⑤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治安、人居环境等，是广大农民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要把这些民生事情办好；⑥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要最

大限度地把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团结起来，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⑦习近平总书记

对于少数群体的权利也有非常全面和系统性的阐述，主要涉及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

① 习近平：《全面提高依法防疫防控治理能力，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2020年2月5日、2月14日），《习近

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论述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51页。

② 习近平：《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2020年 1月 25日），《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论

述选编》，第30页。

③ 习近平：《携手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在全球健康峰会上的讲话》（2021年 5月 21日），《人民日报》2021年 5
月22日，第2版。

④ 习近平：《必须充分发挥我国工人阶级的重要作用》（2013年4月28日），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第28页。

⑤ 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3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85页。

⑥ 习近平：《在农村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 4月 25日），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2018年，第264页。

⑦ 习近平：《坚持党的宗教工作方针，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2016年 4月 22日），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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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少数民族的权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确保各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要

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健全民族工作法律法规体系，依法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①“要推广普

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习和使用。”②对于妇

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男女平等是中国的基本国策”③，“保障妇女权益必须上

升为国家意志”④。关于儿童合法权益的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全社会都要了解少年儿童、尊

重少年儿童、关心少年儿童、服务少年儿童，为少年儿童提供良好社会环境。对损害少年儿童权益、破

坏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言行，要坚决防止和依法打击。”⑤对于老年人权利和残疾人权利的保护，习近平

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系列论述中多有涉及。在《对老龄工作作出的指示》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指出：“要大力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落实好老年优待政策，维护好老年人合法权益，发挥好老年

人积极作用，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⑥而残疾人这个特殊群体，更是习近平总书

记在论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时关注的重点对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残疾人是社会大家庭的平等成

员，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⑦因此，“要增

强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重视残疾人健康，努力实现残疾人‘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的目标”⑧。在残疾人

群体中，特别是具备“老弱病残”特征的妇女群体更是人权保护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指出：“我们要强化社会服务，优先保障孕产妇、儿童等特殊人群，格外关心贫困妇女、老龄妇女、残疾

妇女等困难群体，为她们做好事、解难事、办实事。”⑨

总之，习近平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系列论述除了从宏观层面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

法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道路的特征、人权的基本价值要求，还注重从微观层面来具体建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制度，突出人权保障的重点领域，强调国家和政府在保障人权领域应当承担的职

责和责任，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政策指引和理论依据。

五、“习近平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科学地阐述了

民主、法治和人权价值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相互辩证关系

在现代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民主、法治和人权三者是相辅相成的治理价值和手段，都是用来解

决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过程中多数人与少数人之间的关系，目的是建立和谐有序的治理秩序。民主

①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 9月 27日），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第

287页。

② 习近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2021年 8月 27日），习近

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第329页。

③ 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二十五周年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2020年 10月 1日），《习近平在

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系列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2页。

④ 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二十五周年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2020年 10月 1日），《习近平在

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系列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第21页。

⑤ 习近平：《从小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4年 5月 30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

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84—185页。

⑥ 《习近平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

享幸福晚年 在重阳节来临之际向全国老年人致以节日祝福》，《人民日报》2021年10月14日，第1版。

⑦ 《习近平在会见第五次全国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集体和个人表彰大会受表彰代表时强调 更加勇敢地迎接生活挑

战 更加坚强地为实现梦想努力》（2014年5月16日），《人民日报》2014年5月17日，第1版。

⑧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 8月 19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尊

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第125页。

⑨ 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二十五周年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2020年 10月 1日），《习近平在

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系列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第21页。

-- 22



强调的是在国家治理和特定社会治理中应当由多数人来进行治理，多数人治理不仅仅包括多数人票

决，还包括所有成员的民主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法治是为了解决在间接民主体制下受人民委

托的公共权力机构可能会违背人民意愿的风险，通过用法律来规范公共权力机关行使权力活动，从而

保证公共决策和执行始终符合人民的意志。人权是保护民主社会中的少数人利益的，即为了防止多数

人利用多数决的政治权力来侵害少数人群体的合法权益，也为了使少数人群体能够得到更好的机会参

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通过集体人权和个体人权来防止多数人通过公共决策

程序对少数人群体权利的随意剥夺。所以，在一个科学有序和谐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秩序中，民主、

法治和人权三种治理价值和手段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不可偏废，必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过程中统

筹民主、法治和人权三者的治理优势，形成治理合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秩序。

在民主、法治和人权三者有机统一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价值体系中，人权的治理价值和功能也

是不可忽视的，一方面，必须重视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对人权的保护，另一方面又要在国家治理和

社会治理过程中，正确和有效地尊重和保障人权与发扬民主和维护法治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是马克思

主义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理论的一条宝贵的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原则立场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

基本价值要求。

习近平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系列论述，不仅强调要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过程中高度关注

人权保障问题，同时还强调要正确处理民主与人权、法治与人权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发挥人权保障

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辅助和促进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全面和系统地阐述了民主、法治和人权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并把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制度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

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

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加强人权法

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巩固基层政权，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保障人民知情权、参

与权、表达权、监督权。”①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

“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要把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

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和基本政治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

方面权利得到落实，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②关于民主与人权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

“我们一定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障和不断发展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民主权利。”“要推进

基层民主建设，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更加有效地落实职工群

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③关于法律在保障人权中的基础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以民法典

为例，强调指出：民法典“是一部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民

法典，是一部体现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平等保护的民法

典，是一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的民法典”④。关于法治与人权之间的辩证关系，习

近平总书记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文中做了精辟阐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人民主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 10月 18日），《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9页。

② 习近平：《关于我国宪法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2018年2月24日），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第218页。

③ 习近平：《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2015年 4月 28日），习近

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第121页。

④ 习近平：《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重大意义，依法更好保障人民合法权益》（2020年 5月 29日），《十九大以来重

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5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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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地位，必须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要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法

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要把体现人民利

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使法律及其实施充分体现

人民意志。”①

总之，民主、法治、人权作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价值和手段，在习近平关于国家尊重和保

障人权的系列论述中是辩证统一在一起的，相互之间既有制度上的紧密联系，同时各自又发挥着自身

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独特作用，充分体现民主、法治与人权三者之间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

代化进程中密不可分的逻辑关系和价值联系。

六、“习近平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关注了世界人权事业发展的根本方向

在当今世界，人权保护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以 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为契

机，二战后已经在全世界各国以及国际层面建立起具有紧密制度联系的人权国内保障机制与人权国际

保障机制。中国在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道路的过程中，注重加强与国际社会在人权领

域的合作，不仅积极参加各种基本人权国际公约，同时还积极地通过国内法机制来有效地推进国际人

权体系在国内法上的有效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还以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为主体，积极地推进中国在人权保护领域的国际合作，推动了世界各国人权事业的相互交流

和发展。

习近平在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系列论述中，比较全面和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在人权保护方面的国

际合作领域的原则立场，并且积极倡导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稳步推进人权领域的国际合作

和不断推动国际人权事业的进步和发展。2015年 9月 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2015·北京人权论坛”

的贺信中强调指出：“中国主张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各国人权交流合作，推动各国人权事业更

好发展。”②2016年 9月 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时的谈话中指出：“中国高度重视保护

和促进人权，依法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中国人权事业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中方愿与其他国家

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就人权问题开展对话交流，但反对任何国家利用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③

对于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促进人类共同人权价值的进步和发展，2018年 12月 10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致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七十周年座谈会的贺信》中宣称：“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秉持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包

容的全球人权治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世界美好未来。”④对于在国际人权交往中如何秉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事业发展立场，习近平总书记也旗帜鲜明地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人权发展道路，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各国首先应该做好自己的事情。相信欧方能够解决

好自身存在的人权问题。中方不接受‘教师爷’，反对搞‘双重标准’。中方愿同欧方本着相互尊重的原

则加强交流，共同进步。”⑤ 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事业未来发展的大方向，

即“我们要担负起引领方向的责任，把握和塑造人类共同未来。”“我们要倾听人民心声，顺应时代潮流，

推动各国加强协调和合作，把本国人民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统一起来，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① 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4年10月23日），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第107页。

② 习近平：《致“二O一五·北京人权论坛”的贺信》（2015年9月16日），《人民日报》2015年9月17日，第1版。

③ 《习近平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人民日报》2016年9月4日，第1版。

④ 《习近平致信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 70周年座谈会强调 坚持走符合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 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1日，第1版。

⑤ 《习近平同德国欧盟领导人共同举行会晤》，《人民日报》2020年 9月 15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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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向前行。”①

总的来说，习近平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系列论述，全面和系统地阐述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决议》规定的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及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首要推进人权事业发展的体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发展理念的核心要义，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的价值基础、人权保障形式、

人权保护重点、人权保护范围、人权保护特色以及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道路的信心和

决心。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初步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框架，并与习近平全过程人

民民主理论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一道，共同构成了推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对于不

断有效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构建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保护体系具有非常重

要的理论建构和实践保障作用，值得理论界进一步深入和系统研究，并力争将其中的思想和理论精华

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理论体系，为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发展道路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① 习近平：《加强政党合作，共谋人民幸福》（2021年7月6日），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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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re Human Rights Concepts of XI Jin-ping’s Discourse
on National Respect for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MO Ji-hong
Abstract: National respect for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rights to subsistence and development have
been upheld as the primary task of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 rights in The Reso⁃
lut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the Major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al Ex⁃

perience of the Party over the Past Century adopted at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is is a basic require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ights under social⁃
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in line with the core human rights concept in XI Jin-ping’s series of dis⁃
courses on respecting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that embodi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th of social⁃
ist human righ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relevant discourses point out the unique theoretical contri⁃
bution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XI Jin-ping’s discourses on national respect for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ist theory of human righ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y clarify the val⁃
ue basis of socialist human righ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forms, focus, scop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and the confidence and determination to follow the path of socialist human righ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series of important discussions has initially formed the framework of the so⁃
cialist theory of human righ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which, together with XI Jin-ping’s
theory of people’s democracy in the whole process and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and form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and social governance. It is a very important theoreti⁃
cal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guarantee for constantly and effectively meeting the people’s demand for a bet⁃
ter life and for building a perfect socialist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national respect for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XI Jin-ping’s discourse on respect for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right to survival, right to development, security of life and physical health, a com⁃
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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