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USTICE OF CHINA 言论广角

4 中国司法·2012 年第 12 期 JUSTICE OF CHINA

柳华文:

十八大报告勾画人权保障新愿景

十八大报告通篇贯穿着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突出了人民至上的重要思想。据统计，“人民”一词在报告

中出现 145 次之多，令人印象深刻。

就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具体要求和途径而言，笔者认为，可以通过我国第二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阐明的

我国推进人权事业发展的三个原则来解读。

首先是依法推进原则。它要求，根据宪法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从立法、行政和司法各个环

节完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律法规和实施机制，依法推进中国人权事业发展。十八大报告中将 “依法治国基本方

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置于“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之前，合为一句进行

阐述，勾勒出依法推进人权的愿景，表明了我国实行法治、建立法治政府和加强司法公正的目标和宗旨。十八大

报告还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人民民主部分再次强调: “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

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这是对于依法推进人权原则的具

体阐释和要求。

其次是全面推进原则。十八大报告既关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又着力加强民生建设、社会建设、文化

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是对我国切实保障人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最新阐释。

第三是务实推进原则。既尊重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又坚持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新的实际出发，切实推进人权

事业发展。总结和巩固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稳步推进，是我国人权事业向前发展的重要特点。

(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柳华文在《法制日报》上撰文如是说，《法制日报》，2012 年 11 月 20 日)

俞可平:

特权是一种制度性的腐败

我认为现在最危险的还不仅仅是贪钱的腐败，我更担心的是官员的特权。因为一旦承认特权，就意味着它是

合法的，由特权导致的腐败是不被追究责任的，特权是一种制度性的腐败。比如，官员在住房、医疗、退休方面

的过分福利，单位集体公款支付的礼券礼品，数额巨大的‘三公’消费，干部转任国企高管后的巨额收入等等。

治理危机不同于执政危机。我倒不认为我们党现在有执政危机，但我们存在高度的治理风险，在一些局部甚

至可以说已经出现治理危机。腐败问题是治理问题，如果严重的腐败问题久治不愈，就会引发民众对执政党的普

遍不信任，从而导致执政危机。特权是威胁老百姓对政府信任度的一个重要原因。

(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如是说，《法制日报》，2012 年 11 月 20 日)

佟丽华:

公益法律服务应该作为国家的一种制度安排

我一直觉得在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应该有个缓冲地带，这就是社会组织。我们这个公益法律组织的作用

就恰恰说明了这个缓冲地带的重要性。我们一方面维护了老百姓的合法权益，一方面协助党和政府化解了社会矛

盾，尤其在百姓维权呼声日益高涨和政府维稳要求越来越紧迫的今天，这个缓冲地带更为重要。很多时候，社会

总把我们当作好人好事，其实公益法律服务应该作为国家的一种制度安排，是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法制日报》，2012 年 11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