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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新蓝图 
 

——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 
 

 柳华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 
 

  6月 11日，经国务院授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布中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
这是中国第二个专门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是中国政府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原则的一项

重大举措，对推动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重要意

义。 
  从人权视角规划政府行动 
  3年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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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第一次制定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该计划的制定实施和如期完成，使
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和意识更加深入人心，中国人权事业获得了切实推进。第二期《国家人权

行动计划》正是全面总结第一期计划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是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崭新蓝图。 
  中国政府一贯重视人权，坚持不懈地推动入权事业的进步和发展。自 1991 年第一个人权白
皮书发表以来，国务院新闻办相继发表了约 30 个与人权有关的白皮书，具体、动态地记录和展
现了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程。 
  如果说人权白皮书是以总结、宣示为主，侧重于宣传的话，那么人权行动计划则侧重于政府

规划和实际行动。行动计划牵涉各个政府部门，对其在人权领域的活动形成直接的指导。可以说，

从人权白皮书到人权行动计划，是中国政府发布人权权威性文件的一次新实践，是质的飞跃。 
  新计划更注重制度化保障措施 
  被学界称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之父”的澳大利亚专家比尔·巴克，曾推动联合国通过关于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文件。他这样评论此种计划的作用:“人权行动计划可以促进对人权目标作出
更加集中的政治承诺，可以在整个政府管理体系——包括通常被认为不属于人权组成部分的领域

内，整合推进人权的活动。而且，人权行动计划意味着认可应该向人权活动分配大量的资源。通

过这些机制，可以更加有效地实现重要的人权目标。” 
  所有政府部门的工作都是与人权相关的工作，但是仅仅相关还不够，制定和实施国家人权行

动计划的过程，其实就是主动地从人权的视角来规划和行动，使人权获得最大化实现的过程。 
  中国新一期行动计划的起草过程具有很强的民主性和社会参与度。行动计划是在中央和国家

机关各相关部门共同努力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下制定的。为切实做好此项工作，确保行动计划的

权威性、有效性，中国政府成立了国务院新闻办和外交部牵头、56个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人民团
体、非政府组织组成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自 2011 年 9 月以来，国务院新闻办组
织专门力量，在 56 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提供材料的基础上，邀请南开大学、
四川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参与撰写

工作。计划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经过十多次反复研究讨论、修改完善，完成定稿。 
  新计划是在认真总结首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经验基础上，紧密结合国家“十二五”规划，

将人权事业与中国“十二五”时期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结合起来制定的。与第一期行动计划相比，新的计划更加突出党和国家以人为本，大力发展人权

事业的决心以及采取的实际行动，特别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各项举措；新计划更注重阐明中国为

促进人权事业在立法、政策制定方面采取的制度化的保障措施；新计划更注重确定阶段性、可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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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具体的量化指标。 
  新计划特别新增加了“实施和监督”一章，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有关部门、各级地方政府

应高度重视，结合各部门工作职责和各地区特点，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各项

目标任务；要求将行动计划纳入人权教育和培训的内容，并鼓励新闻媒体在行动计划的宣传、实

施和监督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计划提出要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

积极性和创造性，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发挥社会组织在人权保障中的建设性作用。 
  只有少数国家制定人权行动计划 
  目前，根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的统计，世界上只有 29 个国家开展了制定国家
人权行动计划的实践，只有 8个国家制定两次以上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美国等一些经常在人权
方面指手画脚的西方国家并没有制定这样的计划，而制定该计划是联合国在 1993 年维也纳世界
人权大会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中大力倡导的。在国际人权领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被视为衡量一国政府是否重视人权的一项指标。 
  3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民主法治建设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人权事业也不断取得进
步和发展。2004年中国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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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5年是贯彻落实国家“十二五”规划、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也是加强人权建设、实现人权事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相信，第

二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必将成为中国人权发展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 
  背景链接 
  2009年 4月 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这是中
国政府制定的第一个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是一份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

推进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行动纲领性质的政策文件。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对该行动计划给予充分肯定和
积极评价，2011年 7月 1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
评估报告》，该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将贯彻落实《行
动计划》贯穿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中，妥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战胜重大自然

灾害的严峻挑战，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面完成了《行动计划》确立的目标任务，

推动中国人权事业取得了重大进展。” 
  2012年 6月 1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这是中国
第二个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为了持续全面推进中国人权事业发展，这个计划对今后四年中

国人权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具体措施作出了规划。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分为导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少数民族、妇

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的权利，人权教育，国际人权条约义务的履行和国际人权交流与合作，

以及实施和监督等七个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