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收稿日期: 2022-04-10
作者简介: 莫纪宏，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①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 更好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

展》，《人民日报》2022 年 2 月 26 日。

2022 年 5 月

第 49 卷第 3 期

山西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May，2022
Vol． 49 No． 3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发展道路的
历史逻辑、理论基础及基本特征

莫 纪 宏
( 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北京 100720)

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高度概括了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所具有

的六项基本特征: 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二是坚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三是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四是坚持

以生存权、发展权为首要的基本人权，五是坚持依法保障人权，六是坚持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以上六条，既

是中国人权发展的主要特征，又是我们在推进我国人权事业实践中取得的宝贵经验，要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坚持

好、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发展道路是党领导人民争取民主、争取人权的百年奋斗历史的必然选择，其

背后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指导。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人权旗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坚定不移地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在实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

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为参与全球人权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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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 2022 年 2 月 25 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国人权发展道路问题进行的第三十七次集

体学习时强调，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 党的百年奋斗史，贯穿着党团结带领人民为争

取人权、尊重人权、保障人权、发展人权而进行的不懈努力; 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我们要深刻认识做好人权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

展道路，更加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更好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①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还高度概括了中

国人权发展道路所具有的六项基本特征，即: 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二是坚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三是坚

持从我国实际出发，四是坚持以生存权、发展权为首要的基本人权，五是坚持依法保障人权，六是坚持积极参

与全球人权治理。以上六条，既是中国人权发展的主要特征，又是我们在推进我国人权事业实践中取得的宝

贵经验，要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坚持好、发展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认真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

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讲话的精神，关键是要在理论上全面和系统地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定不移

地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系列重要论述中的人权思想，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实践的指导思想，在此基

础上，围绕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六项基本特征，积极开展人权问题的理论研究，加强

人权法治建设，不断健全和完善我国人权保护的各项制度，进一步深化人权保障实践的理论指导，落实国内

法上实施国际人权公约下缔约国履约义务的机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事业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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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百年奋斗历程的重要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权是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不能脱离不同国家的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

空谈人权。评价一个国家是否有人权，不能以别的国家标准来衡量，更不能搞双重标准，甚至把人权当作干

涉别国内政的政治工具。① 中国共产党自走上历史舞台，就秉持为民族谋独立、为国家谋解放、为人民谋幸

福的人权立场，与侵犯和阻碍中国人民有效实现人权的各种腐朽和反动的势力作坚决的斗争。通过 28 年的

武装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的统治，赢得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彻底解放，建立了以保障人民权利、维护人民

利益为根本宗旨的人民民主国家。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 1949 年 2 月 22 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废除国民

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 以下简称《指示》) 中，就对国民党政权的《六法全书》所规定

的所谓抽象意义上的人人平等权的阶级本质作了深刻的揭露。该《指示》强调指出:“《六法全书》和一般资

产阶级法律一样，以所谓人人在法律方面一律平等的面貌出现，但实际上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剥

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没有真正共同的利害，因而也不能有

真正平等的法权。”②新中国成立前夕，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总纲中详细

规定了人民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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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男女平等权等人民权利事项，充分体现了《共同纲领》以保护人民权利为特色的人权保障

理念。③

1954 年 9 月 20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作为新中国

的第一部宪法，非常详细地表达了人权保障的理念。1954 年宪法在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从

第 85 条到第 99 条，用 15 个条文规定了公民、劳动者、国外华侨和外国人的基本权利，充分凸显了“宪法作为

人民权利保障书”④的根本法特征。1954 年宪法中涉及的人权条款包括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公民的选举

权和被选举权，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公民的人身自由，公

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公民的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公民劳动的权利，劳动者休息的权

利，劳动者获得物质帮助权，公民受教育权，公民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男女

平等，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保护，公民的控告权以及获得赔偿权，外侨正当权益以及外国人的居留

权等。上述各项规定，不仅基本权利的主体丰富，而且基本权利涉及面广，使得 1954 年宪法所建立的基本权

利保护制度具备了现代人权保护制度的核心精神，奠定了社会主义人权事业发展的宪法基础。⑤

虽然 1975 年宪法和 1978 年宪法因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而出现了基本权利保护实践中的混乱，尤其是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作为基本权利进入 1978 年宪法的基本权利体系导致了公民政治权利在实际生活

中被滥用，但总体上来看，1975 年宪法和 1978 年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制度仍然继承了 1954 年宪法中的人权

保护理念，社会主义人权事业的宪法基础仍然得到了维护。在这一阶段，公民基本权利难以有效实现，人权

事业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实际生活中出现了各种类型的侵犯人权的现象。
1978 年 12 月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认真总结新中国在人权保护和法制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果

断地提出了将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此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人权事业保障的新局面。1982 年宪法突出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理念，不仅恢复了 1954 年宪法关于

公民基本权利的各项规定，还通过调整公民基本权利和国家机构在宪法章节中的结构位置，把前三部宪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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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章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调整到第二章“国家机构”的前面，从而从宪法的基本理念上确立了保

障人权是国家机构存在的目的和合法性前提的现代人权保护理念。①

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展的人权斗争的深入，

1991 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我国首个政府人权白皮书，全面和系统地阐述了我国党和政府在人权保护

方面的基本立场。随后，联合国国际人权保护机制意义上的“人权”概念被引入我国的宪法和法律保护制

度，并在 2004 年现行宪法第四次修改时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人权”两字的入宪标志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与国际人权保护制度相融合的新阶段。自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人权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2001 年 3 月 15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首次将“人权”概念写进了五年规划，规定“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

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②，自此，人权事业成为五年规划期间的社会

发展事业的重要事项。“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都强调了人权事业发展的重要性。2005 年 10 月

11 日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规定:

“尊重和保障人权，促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③2006 年 3 月 14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肯定了上述建议中关于“人权”的规定。
2010 年 10 月 1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十二五”期间“加强人权保障，促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④。2015
年 10 月 29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要求“十三五”期间“人权得到切实保障，产权得到有效保护”⑤。《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规定: “十三五”期间，人权得到切实保障，产权得到有

效保护。全面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加强人权司法保障。”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规定: 在“十四五”期间，“全面加强人权司法保

护，促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
与“人权事业”进入五年发展规划并行，自 2009 年开始，我国又制定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全面落实

社会主义人权事业的各项工作，将各项保障人权的具体工作落实到国家机关和公共权力机构的每一项履职

活动中。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制定了四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是世界上唯一制定国家行动计划来具体推进和

落实人权事业的国家。人权国家行动计划把保障人权的各项国家义务、政府责任实实在在地贯彻落实到国

家机关保障人权的具体工作中，突出了人权事业领域的“知行合一”。四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分别是《国家

人权行动计划( 2009—2010 年)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 2012—2015 年)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 2016—2020
年) 》以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21—2025 年) 》。前三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都已经顺利实施，取得了重要

成绩，并且通过了实施评估的程序，正式形成了实施情况评估报告。⑦ 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16—2020
年) 〉实施情况评估报告》为例。受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委托，中国人权研究会、西南政法大学人

权研究院对《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16—2020 年) 》的实施情况开展评估。评估受托方组建了工作组和专家

组，对照《行动计划》中的各项目标和任务，逐条核实分析有关部门和单位所涉行动计划任务执行、落实与完

成情况。专家组组织人权专家前往东中西部若干代表性地区就本期行动计划的落实情况进行调研考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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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多种方式听取了社会各界人士的评价、反馈和意见建议，形成了《〈国家人权行动计

划( 2016—2020 年) 〉实施情况评估报告》。《实施情况评估报告》认为，总体而言，2016—2020 年，中国政府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认真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采取切实措施，积极推动《行动计

划》各项目标和任务的落实。中国政府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权利和利益问题，着力

保障和改善民生，重视保障贫困人口、困难群众和弱者权益，努力实现公平正义。中国人民的经济、社会和文

化权利保障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得到了更加有效的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

人和残疾人权利保障措施充分落实，人权知识普及和人权教育深入人心，国际人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成绩斐

然。特别是中国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的人权保障水平显著提高，中国人民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行动计划》得到全面实施，168 项目标和任务全部完成，其中很多指标和

任务提前或超额完成。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16—2020 年) 》实施期间，中国政府

在履行联合国国际人权公约下缔约国义务方面做出了许多扎扎实实的工作，不仅严格按照已经批准和参加

的各项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采取各种国内法上的有效措施来保障国际人权公约下的各项人权的有效实现，

而且还积极地参与国际人权合作事业，与一些国家开展富有实效的人权对话，在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各

项活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022 年 4 月 2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决定: 批准 1957 年 6 月 25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第 40 届国际劳工大会上通过的《1957 年废除强迫劳动公

约》。② 对《1957 年废除强迫劳动公约》的批准意味着中国政府在推进人权事业发展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

步，注重人权国际保护合作机制在发展本国人权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此外，2016 年 9 月以来，我国与欧盟、
英国、德国、瑞士、新西兰、荷兰等举行了近 20 次人权对话，与澳大利亚开展了人权技术合作，与俄罗斯、古
巴、巴基斯坦、巴西、南非、马来西亚、非盟、上海合作组织等开展 10 余次人权磋商与交流。2016 年，主办了

第 16 次亚欧非正式人权研讨会暨指导委员会会议。2016 年，举办了纪念《发展权利宣言》通过 30 周年国际

研讨会。2017 年、2019 年，举办了两届“南南人权论坛”。还举办了“2018·北京人权论坛”以及 4 次中欧人

权研讨会、4 次中美司法与人权研讨会。③

由此可见，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
建设、改革时期，保障人权是我们党始终不渝追求的目标。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权事业不断得到稳

步发展。从宪法法律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制度确认，到五年规划提出人权事业发展的重点事项，再到国家人权

行动计划围绕着每一项具体的人权采取有针对性的人权保障行动，中国的人权事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一

步一个脚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尊重和保障人

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举‘争民主、争人权’的旗帜，鲜明宣示了救国救

民、争取人权的主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时期，我们党都牢牢把握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
改革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其他各项基本权

利保障不断向前推进。”④尊重和保障人权始终伴随着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奋斗的历史，构成了中国特

色人权发展道路的历史逻辑，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重要使命和重大成就。

二、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为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人权问题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高度关注的社会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创建的理论体系

和学说中，人权问题始终处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人权问题不仅与意识形态相关，而且与国家治理和社

会治理的方式具有密切的联系。人权问题还涉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生活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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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网，参见 http: / /www． humanrights． cn /html /2021 /3_0929 /61375． html，2022 年 4 月 24 日。
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22 年 4 月 20 日，参见 http: / /www． gov． cn /xinwen /2022 － 04 /20 /content_5686330． htm，2022 年 4

月 24 日。
中国人权网，参见 http: / /www． humanrights． cn /html /2021 /3_0929 /61375_7． html，2022 年 4 月 24 日。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 更好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

展》，《人民日报》2022 年 2 月 26 日。



描述，能否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权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判断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是否具有历史

进步性的重要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寻找人权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始终坚

持以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为指导，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阶段，都自

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与中国的人权保障实践和具体发展道路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

权理论，奠定了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人权理论的重要立场和主要观点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权理论非常重视人权问题的本质和内在特征，揭示了人权的阶级性、历史性以

及进步性。
首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权理论认为人权具有阶级性，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形态相适应。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主张，生活在阶级社会中的每一个社会成员所享有的人权都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每一个

社会成员根据其所在的阶级地位而享有与其阶级地位相适应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人权也不例外。因此，

“抽象的平等理论，即使在今天以及在今后较长的时期里，也都是荒谬的。没有一个社会主义的无产者或理

论家想到要承认自己同布须曼人或火地岛人之间、哪怕同农民或半封建农业短工之间的抽象平等; 这一点只

要是在欧洲的土地上一被消除，抽象平等的观点也会立时被消除。”①“如果想把平等 = 正义当成是最高的原

则和最终的真理，那是荒唐的。平等仅仅存在于同不平等的对立中，正义仅仅存在于同非正义的对立中，因

此，它们还摆脱不了同以往旧历史的对立，就是说摆脱不了旧社会本身。”②所以，脱离了人权背后的阶级属

性就不能真实和客观地看待人权所具有的具体特征，就可能被所谓抽象意义上的“天赋人权”所迷惑。
其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权理论又认为人权具有历史性，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不同历史时期，人

权具有不同的内涵，因此，保障人权的具体任务也要放在具体的历史形态中来考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

为，以阶级社会为基础的国家最终会走向消亡，人类最终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但从阶级社会到共产主义社

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人权问题也不可避免地长期存在。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指出:“只有

共产主义才能够完全不需要国家，因为没有人需要加以镇压了。”③“当社会全体成员或者哪怕是大多数成

员自己学会了管理国家，自己掌握了这个事业，对极少数资本家、想保留资本主义恶习的先生们和深深受到

资本主义腐蚀的工人们‘调整好’监督的时候，对任何管理的需要就开始消失。民主愈完全，它成为多余的

东西的时候就愈接近。由武装工人组成的、‘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国家’愈民主，则任何国家就

会愈迅速地开始消亡。”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人的真正自由的实现，即由“必然王国”转向“自由王

国”，由片面发展走向全面发展，其最终目标不仅是个体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且包括全体社会成员的全

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彻底解放全人类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伟大理想。而这种人类总体

自由目标和完美价值追求的实现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发展生产力、创
造生产的物质条件，促进教育和科学技术的繁荣发展，“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

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⑤。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

话的惟一社会”⑥。而在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下，“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

面地发挥他们各方面的才能”⑦，“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

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⑧。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人

的全面自由实现需要的条件才能全部达到，也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人类的彻底解放，即全体社

会成员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和人类最完美的价值的追求。
最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资本主义人权观对于反对封建的特权制度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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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54—355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53—354 页。
列宁:《论社会主义》，《列宁专题文集》，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1 页。
列宁:《论社会主义》，《列宁专题文集》，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41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 649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0 年，第 516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223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440 页。



产阶级的人权理论不是来自保障人民权利的现实要求，而是从抽象的自然权利出发，因此，从本质上讲不符

合人权发展的方向，故只有社会主义人权观才能真正解决人权问题。社会主义人权观具有比资本主义人权

观更显著的历史进步性。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当资本家的反抗已经彻底

粉碎，当资本家已经消失，当阶级已经不存在( 即社会各个成员在同社会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已经没有差别)

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国家才会消失，才有可能谈自由’。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

任何例外的民主才有可能，才会实现。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民主才开始消亡，道理很简单: 人们既然摆脱了资

本主义奴隶制，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制所造成的无数残暴、野蛮、荒谬和丑恶的现象，也就会逐渐习惯于遵守

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来在一切行为守则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而不需要暴力，

不需要强制，不需要服从，不需要所谓国家这种实行强制的特殊机构。”①在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下，“根据共产

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地发挥他们各方面的才能”②，“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

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

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③。
总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人权问题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结合起来，全面系统和科学地揭示了

人权现象的本质特征，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探讨适合本国人权发展的具体道路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
( 二) 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的重要特征

中国共产党自从登上了历史舞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带领中国人民探索自己的人

权发展道路过程中，产生了很多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人权理论和观点，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的

重要成果，主要集中体现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的人权思想形成于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并在新中国成

立后有了进一步的完善和系统化。1940 年 12 月 25 日，在《论政策》一文中，毛泽东指出: “关于人民权利。
应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

的自由权，政府仅仅干涉在我们根据地内组织破坏和举行暴动的分子，其他则一律加以保护，不加干涉。”④

1945 年 4 月 24 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中国解放区的

人民已经争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应该争得这种自由。”⑤“我们认为下面这些要求是适当的，

并且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

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要求保障教职员生活和学术自由; 要求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

……实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儿童得到有益的学习; 要求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

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 要求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 ……”⑥新中国成立以后，围绕着人民权利是什

么，人民如何行使权利，毛泽东同志在不同场合又做了系统论述，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⑦一文中指出:“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

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

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

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

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

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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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著作选读》( 下册)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761 页。



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改革开放之后，非常关注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始终把发展

经济、追求世界和平作为保障人民权利的出发点，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权道路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邓小

平非常重视区分不同的人权观，指出要坚持我们自己的人权道路，反对资产阶级的人权观。1985 年，邓小平

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中鲜明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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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邓小平非常重视中国人权发展要走自己的道路，在很多场合反复强调了不能用人权来否

定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因为人权而损害了社会稳定大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是人民权利的最根本保证。
1990 年 5 月 13 日，邓小平在会见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时指出:“世界上负责任的政治家绝不能设想让中国乱。
什么人权、民主问题都管不住这个问题。”“不同的社会制度应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相处、相互

合作。互不干涉内政是最根本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得起考验，谁也不吃亏。”②1990 年 7 月 11 日，

邓小平在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的谈话中又进一步重申:“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

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外国的负责任的政治家们也会懂得，不能让中国乱。”③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过程中，对人权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在提

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同时，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人权事业的许多新理念新主张，为新时

期我国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1991 年 10 月 29 日，江泽民在接受美国《华盛顿

邮报》原主编博奇格雷夫采访时指出:“在观察各国的民主、自由、人权状况时，离不开那个国家的历史文化

传统、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制度。因此，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民主、自由、人权。在这方面，任何国家都有它自

己的问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例外。”④2005 年 11 月 20 日，在与来访的美国总统布什共同会见记者时的

讲话中，胡锦涛指出: 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主政治和人权事业取得了显著的

历史性进步，中国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我们将继续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根据中国人民的意愿，不断建设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不断提高中国人民享受人权的水平。⑤ 总的来说，作

为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在党的十八大以前已经基本形

成，并为十八大以后最终形成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基本理论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社会主义人权的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

权发展道路，注重通过法治手段来保障和实现人权，强调维护国家安全在保障人权实现中的作用，提出了精

准扶贫、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等具体保障人权实现的措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旨在推动全球范

围内人权事业的进步，在人权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提出了很多富有创造性的观点、理念和思想，成为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观的重要理论来源。近期，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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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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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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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25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1904 ～ 1997) 》( 第五卷)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年，第 612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1904 ～ 1997) 》( 第五卷)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年，第 616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思想年编》( 1989—2008)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年，第 79 页。
“胡锦涛与布什会谈 就发展中美关系提出五点建议”，参见中国新闻网，2005 年 11 月 20 日，http: / /www． chinanews．

com． cn / /news /2005 /2005-11-20 /8 /654110． shtml，2022 年 4 月 24 日。
参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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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年。



三、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基本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站在马克思主义人权立场的高度，对中国人权发展

道路的基本特征作了六个方面的概括和总结。习近平总书记的概括和总结高屋建瓴，把中国人权发展道路

的历史逻辑、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事业的健康和有序发展指明

了继续前行的方向，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必须坚守的基本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推进我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实践中，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总结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成功经验，借鉴人类优秀文明

成果，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具体来说，中国特色人权道路有以下六个

方面的基本特征:

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我国人权事业的社会主义性

质，决定了我们能够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平等共享人权，推进各类人权全面发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
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 28 年的奋斗史就是领导中国人民争民主、
争人权的历史。1941 年 11 月 21 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就目前来说，

革命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其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就是要为全国一切抗日

的人民谋利益，而不是只为一部分人谋利益。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

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①新中国

成立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作

为中国人民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充分发挥自身的先锋队作用，在社会主义

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充分发挥了执政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政治功能，并通过将人权保护的政策转为国家宪

法和法律，通过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为人权保障提供了坚实的宪法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

记在《致首届“南南人权论坛”的贺信》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不断提高尊重与

保障中国人民各项基本权利的水平。前不久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描绘了中国发展的宏

伟蓝图，必将有力推动中国人权事业发展，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②

二是坚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人民性是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最显著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

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13 年 8 月 19 日) 中强调指出:“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

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③因此，坚持人民性，尊重人民主体地

位，就必须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充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人民成为人权事业发展的

主要参与者、促进者、受益者，切实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三是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2014 年 2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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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帜鲜明地指出:“西方领导人向我提人权问题，我就说

一句话，在人权问题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的意思是，中国人权事业当然还要发展，但你们在人权方面也

有很多问题。我这里再明确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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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发展

中国的人权事业，走中国的人权发展道路，就是要把人权普遍性原则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从我国国情和人

民要求出发推动人权事业发展，确保人民依法享有广泛充分、真实具体、有效管用的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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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808 页。
习近平:《致首届“南南人权论坛”的贺信》，《人民日报》2017 年 12 月 8 日。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室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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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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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2 月 17

日)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室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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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页。



四是坚持以生存权、发展权为首要的基本人权。生存是享有一切人权的基础，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

权。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 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努力实现更

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在发展中使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①。2018 年 12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 70
周年座谈会强调指出:“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
人类谋发展作为奋斗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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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五是坚持依法保障人权。依法保障人权是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一个最重要特征，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

的核心内容。早在 2012 年 12 月 4 日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 3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

总书记就深刻地论述了依法保障人权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推进人权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习近平

总书记非常全面和系统地指出:“我们要依法保障全体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基
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证公民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努力维护最广大人民

根本利益，保障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我们要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
我们要在全社会加强宪法宣传教育，提高全体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宪法意识和

法制观念，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努力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让宪法家喻户晓，在全社会形成学法尊法守

法用法的良好氛围。我们要通过不懈努力，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相信

法律、自觉运用法律，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宪法不仅是全体公民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而且是保障公民权

利的法律武器。我们要把宪法教育作为党员干部教育的重要内容，使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掌

握宪法的基本知识，树立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自觉意识。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

律。我们要坚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高度重视道德对公民行为的规范作用，引导公民既依法维

护合法权益，又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做到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相一致。”③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

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 我们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把尊重和保障人权贯穿立法、执法、司法、
守法各个环节，加快完善权利公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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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

公民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基本政治权利，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环
境等各方面权利，不断提升人权法治化保障水平。④

六是坚持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

出: 我们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践行真正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包括人权在内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⑤ 当今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民主和人权是人类共同追求，中国在坚定不移地

走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时不可能独善其身，必须要参与全球治理，把人权的国内发展事业与人权的国际保

护机制有机结合起来，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加强全球领域的人权国际交流和合作。习近平总书记

在致“二〇一五·北京人权论坛”的贺信中也指出:“中国主张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各国人权交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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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 更好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

展》，《人民日报》2022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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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权》2019 年第 1 期。
《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

社，2021 年，第 7—9 页。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 更好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

展》，《人民日报》2022 年 2 月 26 日。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 更好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

展》，《人民日报》2022 年 2 月 26 日。



作，推动各国人权事业更好发展。”①

总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发展道路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一系

列重要论述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核心要义。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理论界必须以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关于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人权道路的讲话为指

导思想，扎扎实实地推进第四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实施，既要关注人权理论的构建，也要重视人权实践的

发展，要不断创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得以有效实施的制度条件和社会环境，努力探索出一条区别于其他国

家同时又与人权国际保护机制紧密结合的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

( 责任编辑: 于文哲 责任校对: 于文哲)

On the Historical Logic，Theoretical Basis and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Human Right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O Ji-hong
( Institute of Law，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20，China)

Abstrac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ighly summarized the six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a’s human rights at the 37th collective study session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
tee． Firstly，we should adhere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Second，we must respect the principal position of the
people． Third，we must proceed from the reality of our country． Fourth，we must uphold the rights to subsistence
and development as the primary basic human rights． Fifth，we must protect human righ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Sixth，we shoul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global human rights governance． The above six articles are not only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but also valuable experience we have gained in advan-
cing the cause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 The socialist path of human rights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
tics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the century-long struggle fo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he theoretical basis behind it is the guidance of the Marxist view on human rights． After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s the core raises the flag of human
right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dheres to the focus of people’s idea，follows the path of develo-
ping China＇s human rights，and has made a series of major achievements in realizing national respecting and safe-
guarding human rights． Therefore，it has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for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governance of human
rights and constructing the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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