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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认识人权是开展人权教育的前提

柳华文

　　人权教育不仅仅关注人权规则和标准的讨论和学习 ,

更应关注人权的道义理念和人文价值。人权法既是一门
法律技术 ,更是一系列承载了诸多理念、价值和文化内涵
的原则和规则的整体。

我国加入联合国人权条约体系是从 20世纪 80年代
初开始的 ,人权研究则是于 80年代后期逐渐兴起并引向
深入。对于权利保护 ,我们经常使用的措辞是“公民权
利”、“民事权利”或者“权益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不
曾使用“人权”的话语 ,或者通俗地说 ,我们不用人权来说
事。不仅如此 ,在特定的历史阶段 ,我们可以讲权利和权
益 ,却不可以讲人权这样的术语。

人权教育在我国可以说是起步比较晚 ,发展比较快。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遇到一些困难 ,包括一些不够准确
的认识。比如 ,承认了“人权 ”话语之后 ,如何使用这个话
语 ,它究竟带来什么新的观念和方法 ?

2001年 5月 21日 ,有媒体对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
嫌疑人张君的庭审过程进行了直播。在直播过程中还穿
插了直播热线 ,让听众参与讨论。一个听众打进电话说 :

“判处张君死刑大快人心 ,因为从人权的角度来看 ,通过
对他的处罚 ,实现了对人民群众的人权的保护。”主持人
非常高兴地赞扬这位听众视角独特。但是 ,我们仔细想一
想就会产生疑问。处决张君是实现国家公诉的结果 ,从人
权的角度看问题 ,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在这个过程中 ,个
人的人权是否得到了应有的保护 ,比如被告人是否得到公
正的审判、他的辩护权是否得到了保障、他是否受到酷刑
等。人权经常是用来避免过于强大的国家力量侵犯或者
压制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 ,而并不是用来加强本来就很
强势的国家力量的。因此 ,将判处张君死刑这种公诉结
果说成是人权的成功是不太恰当的。且不说国际人权法
主张废除和限制使用死刑 ,就其分析的逻辑来说也是没
有抓住人权的本质和宗旨。可见 ,使用人权的话语本身
不是目的 ,如何彰显人权的价值 ,促进人权的享有和实现
才是根本。

2004年我国修订《宪法 》,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
权”,为人权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根本法基
础。近年来 ,我国政府倡导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又为
该计划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保护人权的内容

已经写进了《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
要》,也写进了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章程 》和党第十五
次、第十六次和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当中。2009

年 4月 13日 ,经国务院授权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国
家人权行动计划 (2009 - 2010年 ) 》。这是我国第一次制
定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 ,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堪称
我国人权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可是 ,即使如此 ,人权主流化的过程可以说刚刚开始 ,还
远没有完成。一个明显的问题是 ,很多人还将人权作为一个
敏感的词汇 ,自觉不自觉地将人权政治化 ,或者给人权贴上
“西化”的标签 ,从而使人权话题的讨论遇到一些困难。我们
不是说人权与政治无关 ,或者人权不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 ,

也不是说在国际关系中不存在人权斗争。但是 ,普遍和过分
地将人权政治化或者只在东西方斗争的视角下看待人权 ,不
利于我们客观、准确地讨论人权问题 ,可能会自缚手脚。

在国内 ,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是我国《宪法》明确载明
的基本原则 ,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法治目标和施
政理念。我们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促进人权事业的发展 ,即
使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特殊年份 ,亦绝不动摇。在国
际上 ,我国已经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理事国了 ,而且 2009

年还成功地获得了连任。我们已经成为联合国人权机制重
要的参与者 ,随着国际力量多极化的变化和联合国改革的
深入 ,我们很难说现在联合国框架下的人权对话等机制只
是提供了一个东西方人权斗争的舞台。我们应当更平和、
更自信地看待人权 ,开展人权领域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正如市场和市场经济的概念至今仍被国内少数人错
误地理解为是西化或者资本主义化的概念一样。人权在
较长的时间里也仍然会被一些人视为难以接受的西方的
政治和法律概念。这也是我们开展人权教育需要克服和
解决的观念上的障碍。

正确认识和理解人权是开展人权教育的前提 ,成功的
人权教育又可以让更多的人树立正确的人权观 ,两者是相
辅相成、密不可分的。政府官员、教育者、研究者、媒体工
作者等更应该解放思想 ,提高认识 ,从而在人权教育的过
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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