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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人 充 分 地 享 有
人 权 ， 是 人 类 社 会 的
共 同 追 求 。 尊 重 和 保
障 人 权 ， 让 中 国 人 民
过 上 幸 福 的 生 活 ，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的 不 懈
追 求 。 中 共 十 八 大 以
来 ， 坚 持 把 尊 重 和 保
障 人 权 作 为 治 国 理 政
的 一 项 重 要 工 作 ， 其
间 的 历 史 性 成 就 在 推
动 中 国 人 权 事 业 以 及
世 界 人 权 事 业 的 发 展
过 程 中 起 到 了 重 要 作
用 。 在 此 ， 通 过 探 究
西 方 人 权 观 念 的 历 史
源 流 ， 梳 理 中 国 人 权
观 念 的 起 源 与 演 进 ，
通 过 对 比 东 西 方 人 权
理 念 的 异 同 ， 客 观 、
全 面 地 审 视 中 国 “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 这 一 人
权 理 念 ， 从 多 维 度 阐
述 为 什 么 说 人 民 幸 福
生活是最大的人权。

西方人权观念既
有积极意义也有局限
性

西 方 乃 人 权 思
想 的 摇 篮 ， 更 是 人 权
运 动 发 展 壮 大 的 主 要

阵 地 。 在 人 权 观 念 和
人 权 理 论 的 形 成 与 传
播 过 程 中 ， 西 方 人 权
思 想 对 世 界 人 权 事 业
的 发 展 起 到 了 积 极 作
用 。 客 观 地 看 待 西 方
人 权 思 想 与 人 权 观 念
尤 其 是 近 代 西 方 人 权
思 想 ， 其 中 人 的 生 命
权 、 平 等 权 、 自 由 权
以 及 财 产 权 等 突 破 了
当 时 的 社 会 局 限 而 得
到 了 一 定 程 度 的 尊 重
与 保 障 ， 具 有 时 代 意
义 与 历 史 进 步 性 ， 突
出 表 现 为 近 代 西 方 人
权 思 想 对 于 封 建 文 化
思 想 及 宗 教 神 学 体 系
产 生 了 巨 大 冲 击 ； 资
产 阶 级 运 用 人 权 思 想
学 说 唤 醒 了 广 大 民 众
投 身 到 革 命 运 动 中 ；
通 过 法 律 保 障 人 权 的
观 念 成 为 共 识 ， 近 代
人 权 思 想 中 的 法 制 观
念 逐 渐 渗 透 到 西 方 诸
多国家政治制度中。

西 方 人 权 观 念 虽
然 具 有 积 极 意 义 ， 但
不 能 否 认 的 是 其 同 时
具 有 阶 级 的 、 历 史 的
片 面 性 与 局 限 性 。 从

资 产 阶 级 人 权 理 论 的
三 种 主 要 形 态 的 演 变
过 程 看 ， 无 论 是 “ 天
赋 人 权 ” 说 、 “ 法 律
权 利 ” 说 还 是 “ 社 会
权 利 ” 说 ， 都 是 资 产
阶 级 为 巩 固 自 我 统 治
地 位 而 作 出 的 理 论 深
化 和 拓 展 ， 当 相 应 的
理 论 与 观 念 不 再 适 应
社 会 发 展 的 现 实 需 要
时 ， 被 推 崇 为 “ 普 世
价 值 ” 的 人 权 观 念 将
被无情地抛弃。

“ 以 人 民 为 中
心”的人权理念具有
丰富内涵

中 国 古 代 文 化
中 即 已 生 成 初 始 的 人
权 观 念 ， 例 如 孔 子 提
出 “ 己 所 不 欲 ， 勿 施
于 人 ” 的 观 点 中 倡 导
尊 重 人 、 爱 护 人 、 维
护 人 的 利 益 ， 其 中 所
蕴 含 的 人 的 权 利 及 其
边 界 的 理 念 与 西 方 近
现 代 人 权 观 念 高 度 契
合 。 同 时 ， “ 以 民 为
本 ” 的 思 想 贯 穿 于 治
国 理 政 的 观 念 当 中 ，
较 有 代 表 性 的 有 孔 子
提 出 “ 古 之 为 政 ， 爱
人 为 大 ” ， 孟 子 主
张 “ 为 天 下 得 人 者 谓
之 仁 ” “ 民 为 贵 、 社
稷 次 之 、 君 为 轻 ” 。
此 外 “ 民 为 邦 本 、 本
固 邦 宁 ” 和 “ 理 天 下
者 ， 以 人 为 本 ” 等 诸
多 理 念 皆 在 于 突 出 人
的 自 身 价 值 ， 强 调 治
国 安 邦 要 以 民 为 根
本。

近 现 代 阶 段 ， 受
西 方 人 权 理 论 影 响 ，
人(民)权观念被论及，
康 有 为 、 梁 启 超 、 孙
中 山 等 提 出 的 主 张 中
蕴 含 着 民 权 思 想 ， 对

中 国 人 权 理 论 的 发 展
产 生 了 重 要 作 用 。 这
一 时 期 中 国 人 对 人 权
与 人 的 尊 严 及 自 由 之
间 的 关 系 虽 有 所 体
认 ， 但 却 始 终 未 将 人
的 尊 严 与 自 由 作 为 近
代 人 权 观 念 的 核 心 ，
也 未 能 建 立 系 统 而 完
整的人权思想体系。

中 国 共 产 党 从 诞
生 那 一 天 起 ， 就 把 为
人 民 谋 幸 福 、 为 民 族
谋 复 兴 、 为 人 类 谋 发
展 作 为 奋 斗 目 标 。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将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与 中 国
革 命 和 建 设 的 具 体 实
际 相 结 合 ， 完 成 新 民
主 主 义 革 命 和 社 会 主
义 革 命 。 综 观 中 共 百
年 奋 斗 史 ， 贯 穿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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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 此
过 程 中 ， 中 国 共 产 党
根 据 国 内 外 形 势 的 新
情 况 和 新 特 点 ， 创 造
性 地 继 承 、 运 用 和 发
展 了 马 克 思 主 义 人 权
理 论 。 二 十 一 世 纪 之
初 ， 尊 重 和 保 障 人 权
更 是 由 中 共 执 政 理 念
转 变 为 国 家 的 宪 法 原
则 ， 中 国 人 权 事 业 逐
渐呈现飞跃性发展。

中 共 十 八 大 以
来 ， 坚 持 把 尊 重 和 保
障 人 权 作 为 治 国 理 政
的 一 项 重 要 工 作 ， 推
动 中 国 人 权 事 业 取 得
了 历 史 性 成 就 。 其
中 ， “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 “ 人 民 幸 福 生 活
是 最 大 的 人 权 ” 等 人
权 理 念 频 频 出 现 在 中
共报告与文献中。

在 一 系 列 重 要

论 述 中 ， “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 被 视 为 中 国 的
人 权 理 念 ， 这 一 理 念
引 导 着 党 和 政 府 从 思
想 理 论 、 制 度 建 设 、
人 权 实 践 等 方 面 进 行
全 方 位 、 立 体 化 地 设
计 与 实 践 ， 形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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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由 此 可
见 ， “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 的 人 权 观 念 蕴 含
着丰富的内涵。

首 先 ， 从 个 人
权 利 与 群 体 权 利 的 关
系 看 。 “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 的 人 权 理 念 不 但
要 求 执 政 者 要 以 群 体
中 的 个 体 的 自 由 、 利
益 、 幸 福 为 目 标 ， 实
现 人 人 的 权 利 ， 还 要
以 个 体 所 集 合 而 成 的
群 体 尤 其 是 特 定 群 体
的 自 由 、 利 益 、 幸 福
的 获 得 进 行 相 应 的 制
度 设 计 ， 进 而 实 现 社
会 整 体 的 进 步 与 发
展 ， 促 进 人 的 全 面 发
展 与 社 会 的 全 面 发
展。

其 次 ， 从 生 存 权
与 发 展 权 的 首 要 地 位
及 与 其 他 权 利 的 关 系
看 。 生 存 权 与 发 展 权
是 首 要 的 基 本 人 权 ，
也 是 享 有 其 他 人 权 的
基 础 和 前 提 ， 没 有 生
存 权 和 发 展 权 ， 其 他
一 切 人 权 均 无 从 谈
起。

东西问丨王欢：
为什么说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上）

2022年6月24日，美国旧金山民众聚集在
市政厅前，抗议美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保护女
性堕胎权的罗诉韦德案。中新社记者 刘关
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