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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吴琼

　　

　　6月14日至15日，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在北京隆重举行。来

自近百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300余名中外

嘉宾应邀与会，围绕“平等、合作、发展：《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

通过3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主题，积极交流、坦诚对话，为完善全

球人权治理、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健康发展建言献策。

　　论坛举行期间，与会嘉宾称赞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

安全倡议等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新理念新倡议为推动全球人

权治理提供方案，并普遍认为应积极开展人权治理国际合作，扩大

共识、减少分歧，在《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30周年之际，为

国际人权事业发展注入新动力。

吁积极开展人权治理国际合作

　　多位与会嘉宾在发言时指出，30年前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

动纲领》强调人权的平等性和不可分割性相统一、国际社会应促进

有效的国际合作等，反映了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发展中国

家的意愿。当今世界动荡与变革交织，人权事业面临严峻复杂挑

战。正因如此，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更离不开国家间积极、有效、建

设性的交流与合作。

　　安提瓜和巴布达外交部部长保罗·切特·格林指出，《维也纳

宣言和行动纲领》是世界人权事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值此纪念

宣言通过30周年之际，应该确保世界各国继续维护宣言内容，而

宣言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国际合作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重

要意义。

　　泰国国家人权委员会顾问本坦在发言中强调，以往的经验

表明，由于人权问题具有普遍性，合作对确保国际人权标准的执

行及有效且高效地保护和促进人权至关重要。“我们期待展开有

意义的合作，推动建立基于人权、尊严、和平、正义和平等的人类

文明。”

　　科特迪瓦国家人权理事会主席纳米扎塔·桑加雷在发言时说，

“我们必须加倍努力以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视和不平等，无论是基于

性别、种族、宗教或是任何其他特征。我们应该坚定地致力于建设

包容性的社会，使每个个体都能不受阻碍地享有其基本权利。为此

目的，国际合作是实现该目标的一个重要因素。任何国家，无论自

身多么强大，都无法独自解决我们面临的全球问题。我们必须携手

合作，跨越国界和差异化来建立稳固而持久的伙伴关系”。

　　多位与会外国嘉宾关注到，中国在3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2

届会议召开期间代表近80个国家就《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

30周年作共同发言，呼吁加强国际合作，重振《维也纳宣言和行动

纲领》精神。与会外国嘉宾称赞中国是《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精

神的倡导者、践行者，是全球人权治理变革的重要推动者。

称赞全球发展倡议促人权进步

　　多位与会中外嘉宾在大会发言及“全球发展倡议与发展权的

实现”“全球安全倡议与人权保障”分论坛发言时将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对促进全球人权进步的重要作用作为主题。

　　塞拉利昂人权委员会主席帕特里西亚·纳尔苏·恩达内玛表

示，发展权是联合国大会承认的一项基本人权。尽管国际社会致力

于实现这一权利，但世界上的许多人仍然遭受贫困、不平等和欠发

达。她认为，近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已成为解决这些挑战的一种有

希望的办法。

　　“全球发展倡议为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权提

供了有效路径，可以激发很多发展中国家巨大的发展潜力。”赞比

亚—中国友好协会秘书长、赞比亚知名学者弗雷德里克·姆泰萨表

示，“中国提前10年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让发展

权落到实处，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他强调，国际社会应

积极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凝聚全球发展共识。

　　弗雷德里克·姆泰萨还以赞比亚与中国“全天候”友谊为例，生

动阐述全球发展倡议与发展权的实现，并称赞“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又一生动实践”。

　　中国联合国协会理事张云飞在题为《全球发展倡议对全球

人权治理的贡献》的发言中强调，全球发展倡议旨在加快落实联

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主张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倡导真正多边主义，推动实现共同发展，其中包含了极为

丰富的人权理念，为全球人权治理注入新的动力，是中国为全球

治理提供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也是中国对促进国际人权事业

作出的新贡献。

　　多位与会中外嘉宾在发言中提及，从人权保障角度看，全球发

展倡议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人权治理新理念，是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

探讨全球安全倡议与人权保障

　　在论坛现场，除全球发展倡议外，中外嘉宾还深入探讨了全球

安全倡议等中方提出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对推动世界人权发展的重

要意义。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全球安全倡议为保护人权发

挥了重要作用。”乌干达人权委员会委员克里斯潘·卡赫卢表示，全

球安全倡议倡导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这一倡议

有力促进了各国人民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的权利。

　　克里斯潘·卡赫卢还称赞说：“全球安全倡议旨在为解决冲突

和保障安全开辟一条新途径，它主张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

盟；它提倡共赢，而不是零和博弈。”

　　马来西亚交通部前部长、亚太“一带一路”共策会主席翁诗杰

在题为《全球安全倡议：人权治理的福音》的发言中强调，全球安全

倡议的及时推出填补了一个可行的全球安全架构的空白，同时解

决了传统和非常规的安全问题。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直属国家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切切伊巴

耶夫·艾尔梅克·卡纳托维奇表示，全球安全倡议中有诸多促进

全球人权治理发展的具体方式和宝贵经验，可以成为解决全球

安全问题的基础和概念框架，推动实现国家和地区稳定，促进

全球发展。

　　除了称赞中方提出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对推动世界人权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外，出席本次论坛的近百位外国嘉宾普遍认为，30年

来，作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一直以负责

任态度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持续促进《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

在中国和全球范围内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对国际人权事业发展进

步作出巨大贡献，相信中方将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全球人权治理

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方向发展。

□　本报记者 史天昊

　　

　　6月14日至15日，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在北

京举行。300余名中外嘉宾共话全球人权治理，普

遍认为中国在全球人权治理过程中扮演重要角

色，国际社会应尊重人权发展的多样性，反对套

用单一模式和评判标准。

中国促进全球人权治理

　　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社华盛顿分社社

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级研究

员威廉·琼斯指出，中国在保护公民人权方面的

作为值得高度赞扬。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

心中国研究所负责人韦珍玉在题为《和平发展与

人权保护》的发言中指出：“中国政府严格坚持发

展的理念，以人民为主体和中心，从各方面促进

劳动人民的发展，为中国人民和伙伴国人民创造

繁荣……这体现了一个非常重视人权的政府的

真正价值。”

　　威廉·琼斯等外国嘉宾还称赞，在全球人权

治理中，中国主张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各国的

国情相结合，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本国人权发

展道路的权利。中国人权事业全面发展，积极参

与和促进全球人权治理，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作

出了中国贡献，提供了中国方案，发挥了独特而

且重要的影响力。

人权不是个别国家专利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各国的历史文化、文明

传承、社会发展、经济水平存在差异，必须也只能

从本国实际和人民需求出发，探索适合自身的人

权发展道路。有的国家自己“一身虱子”，人权问

题成堆，却大行双重标准，打着人权旗号肆意干

涉他国内政，严重影响了世界人权事业的健康

发展。

　　“西方将自己的人权模式移植到发展中国家

和最不发达国家，完全不顾它们各自的情况和当

地准则。”马来西亚交通部前部长、亚太“一带一

路”共策会主席翁诗杰指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

应仅根据自己的观点来设定世界范围内的人权

基准，因为全球各地的文化规范和优先事项从来

都不是相同的。

　　“现在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国家完全违反

了发展中国家的立意和意愿，美国一直在用双重

标准，为我们带来了很大破坏，这种单边主义跟

国际合作和团结是相悖的，从根本上破坏了人权

的实践。”斯里兰卡前驻联合国大使兼常驻代表、

联合国发展权政府间小组前主席塔玛拉·库纳纳

雅卡姆如是说。

　　法国《自由思想》杂志主编让—皮埃尔·帕吉

指出，如今很多发达国家、富裕国家以尊重人权

为借口，把一些条件强加于一些国家，反而限制

了这些国家的发展，侵犯了他们的人权。

人权发展模式丰富多样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张永和

在论坛上发言时表示，应当以多边主义为研究视

角，在尊重人权普遍性的同时，强调人权发展模

式的多样性。

  他认为，《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在重视、

重申人权普遍性的同时，也明确反映许多发展中

国家关于人权具有特殊性的观点，明确将多元化

作为努力实现的目标。

　　“全人类都渴望拥有人权，然而每个国家

的历史、文化传统、具体条件和人口需求各不

相同，所以人权不应该是单一的。”中非共和

国外交部主管国际合作与多边事务专员马藏

戈·姆博亚·圣·西尔认为，各国自主选择人权

发展道路的权利必须得到绝对尊重。强加于他

国、照搬他国的人权保护方式，只会造成挫败

和伤害。

　　乌拉圭拉美社科院院长安娜·加布里埃

拉·费尔南德斯·萨阿维德拉称，促进国际人权

领域平等互利合作，对于国际社会实现人权治

理尤为重要。通过平等对话合作促进相互了

解，才能实现保护人权的目标。不同国家的文

化传统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意识形

态和政治制度不同，所有国家都应相互交流借

鉴，实现人权领域共同进步，促进全球人权治

理的发展。

　　冷战结束后，广大发展中国家迫切

希望通过国际合作，消除国际人权活动

中的对抗。在此背景下，1993年6月，第

二次世界人权大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

纳召开。171个国家的政府代表、联合

国各机构的代表和非政府组织代表等

共计约7000人参加这次会议，参与程

度空前。中国派出以时任外交部副部

长刘华秋为团长的政府代表团参加会

议，中国人权研究会还组织了民间代表

团赴维也纳参会。会议期间，各国代表

阐述了各自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和主

张，就今后国际人权领域的合作等问

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并在此

基础上通过了《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

领》。中国在此次会议上当选为会议副

主席，与大多数国家一道坚持人权基

本原则，维护发展中国家权利，为会议

取得积极成果作出重要努力与贡献。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强调人

权的平等性和不可分割性相统一，国

际社会应促进有效的国际合作等，反

映了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发展

中国家的意愿。30年来，在《维也纳宣

言和行动纲领》的精神激励下，国际社

会不断探索有效促进和保护人权的道

路，推进国际人权事业持续发展。6月

14日至15日举行的全球人权治理高端

论坛正是以“平等、合作、发展：《维也

纳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30周年与全

球人权治理”为主题。

践行《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精神

中国成为全球人权治理变革的重要推动者

　　图① 与会外国嘉宾在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现场畅谈。

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组委会 供图    

  图② “全球安全倡议与人权保障”分论坛。      史天昊 摄  

  图③ “全球发展倡议与发展权的实现”分论坛。        吴琼 摄

  图④ “联合国人权机制与全球人权治理”分论坛。

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组委会 供图  

  图⑤ “数字时代的人权保障”分论坛。

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组委会 供图    

  图⑥“国际合作与全球人权治理”分论坛。

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组委会 供图  

国际社会应尊重人权发展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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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链接

□　唐颖侠

　　

　　中国经历了近代以来争取民族独立的抗争，

在抵御外来侵略的长期艰苦的斗争中实现了国

家的独立和主权的完整，人民在和平中享受幸福

生活。战乱动荡中何谈人权？经过战火的淬炼，人

民更加渴望和平、谋求发展。因此更加珍惜民族

自决权、和平权、发展权等集体权利，强调人权是

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的有机统一。各项集体权利

之间也是相互交织、层层递进的关系。维护和平

的国际环境，有利于各国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

的发展和个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

家同时面临经济发展和环境恶化带来的双重压

力，不能走过去发达国家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

全球化时代的发展权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适用范

围都大大拓展了。从时间上看，要实现代际公平，

发展应是可持续的，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

不损害人类后代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从空间

角度看，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发展，国家之间的

相互依赖程度加深，单独一个国家孤立的发展很

难实现。只有通过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可持续发

展又为环境权的实现提供了保障。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是植根于中国的国情、为全人类利益谋福

利的整体性解决路径。

彰显《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的整体性意识与人

权保护的整体性观念相辅相成。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是一个整体性的布局，简言之，即政治多极、

经济均衡、文化多样、安全互信、环境可续。人权

的保护同样应秉承整体性观念，正如三十年前在

世界人权会议上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

领》强调，“一切人权均为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

存、相互联系。国际社会必须站在同样地位上、用

同样重视的眼光，以公平、平等的态度全面看待

人权”。

　　固然，民族特性和地域特征的意义以及不同

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都必须要考虑，但是各

个国家，不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如何，都有

义务促进和保护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经济、社

会、文化权利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同样重要，

个人权利与集体权利并驾齐驱，人权中权利与义

务相互统一。

体现了持续发展的人权观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个方面，即伙伴关

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贯

穿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中设立的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个具体目标，旨在让所

有人享有人权，实现性别平等。它们是整体的、不

可分割的，并兼顾了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方面：经

济、社会和环境。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发展峰会

上讲到，“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在消除贫

困、保障民生的同时，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证

人人享有发展机遇、享有发展成果。要努力实现

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实现人与社会、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

对全球人权治理作出贡献

　　首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映了中国

从国际人权规则被动的接受者，逐渐转变为推动

全球人权治理的积极建设者。人权的国际话语体

系包括人权规则、人权理论与价值观等表达方

式。缺乏系统完整并能够获得国际广泛共识的人

权思想理论体系，是影响我国发展优势和综合实

力转化为国际人权话语优势的重要原因之一。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立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和社会实践，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时代

精神，是运用中国智慧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

共同问题的重大理论创新。自提出以来得到越来

越多的国际共识，今后必将引领和推动全球人权

治理的发展方向。

　　其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平衡了全球

人权治理中的“硬法”与“软法”，使二者相得益

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维护全人类的利

益，为全人类的美好生活贡献中国方案。不仅仅

着眼于维护个体权利，更加突出集体权利的保

护。然而迄今为止，除了民族自决权明确规定在

1966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和《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中，和平权、发展权和

环境权等集体人权均尚未被载入具有国际法拘

束力的国际人权条约中。因此，严格意义上说，还

不算全球人权治理中的“硬法”。然而，当今世界

谁也无法否认1966年《发展权利宣言》、1972年《人

类环境宣言》、1984年《人民享有和平权利宣言》

及1993年《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这些重要国

际人权文件所具有的“软法”意义，这些文件中所

倡导的发展权、环境权和和平权的理念及普遍

的、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且相互联系的人权原

则，经过多年的国家实践与各类国际文件的反复

重申已经深入人心。这些“软法”在确立人权的保

护标准、倡导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行动、争取

获得更广泛的国际共识等方面，起着不可忽视和

潜移默化的作用。假以时日，通过越来越多的国

家实践和法律确信，这些“软法”便可能转化为具

有普遍国际法拘束力的国际习惯。1948年的《世

界人权宣言》便是很好的例证。

　　第三，整合碎片化的国际人权规则。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人权治理提供了指导原则

和发展方向。二战后，人权保护突破一国疆域，

开始进入国际领域。随着《世界人权宣言》和人

权两公约以及各个核心人权条约的缔结，人权

保护的水平和范围都大大扩展了。然而，人权也

并非包罗万象的万金油，不是所有的需要和利

益最终都能通过人权来获得保护。如何甄别、拣

选、确立权利类型，如何解释和适用权利边界等

争议问题，还需要一个总的指导思想。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从全人类利益出发，本着平等包容、

开放公平和绿色的原则，为全球人权治理提供

了一套系统的中国方案，整合了碎片化的国际

人权规则。

　　第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可以整合既

有国际人权规则，而且有利于建立更加普遍和公

平的全球人权保护机制。人权保护的实体规范固

然重要，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通过何种机制能

够预防和避免人权受到严重的大规模侵犯与践

踏，当权利受到侵犯时通过何种途径获得有效的

救济，是与尊重人权的国家承诺同等重要的任

务。既有的国际人权机制主要由联合国体系和国

际人权条约体系下的保护机制组成。由于二战后

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立和冷战的开始，缔结一个

全球性统一的国际人权条约的愿望没能顺利实

现，而是形成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与经济、社

会与文化权利分而治之的两套条约规范和保护

机制。国际人权保护机制更是薄弱，充满对抗色

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建立更加公平

的全球人权保护机制，通过平等的对话协商解决

人权领域的分歧，不再出于一国私利，也不是将

人权作为政治对抗的工具。

　　（作者系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南

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全球人权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