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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生存权、发展
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
权，是中国依据自身
国情和人民需要作出
的必然选择，具有深
刻的理论依据、历史
依据、现实依据，也
彰显了“以人民为中
心”的人权理念，抓
住 了 人 权 实 现 的 基
础，体现了对人权实
现规律的把握，是当
代人权观先进性与现
实性的体现。“人民
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
权”即为把生存权、
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
本人权的生动表达。

需要强调的是，
中国共产党在基本人
权实现的同时，同样
重视对人民群众其他
权 利 的 追 求 ， 全 方
位、多层次地保障着
人民的各项权利的获
得与实现，以增强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安
全感和幸福感，令国
民真正感受到幸福生
活的真谛。

最后，从人权的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
系看。通常人权被赋

予“普世价值”并按
照统一标准予以实践
和 检 验 。 但 对 于 “
人”而言，其不但具
有自然属性，还同时
具有社会属性；不但
具有一般性，还同时
具有特殊性。

中国特色人权发
展道路

“ 以 人 民 为 中
心”的人权观念毋庸
置疑要考量、分析、
权衡，对于中国人民
而言，最为首要的权
利是什么？怎样才能
全面实现人民群众的
各项权利？什么样的
方案和路径能够令人

民安居乐业、幸福生
活？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政府始终强调“中
国坚持把人权的普遍
性原则同本国实际相
结合”，实践证明，
多年来，中国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 ， 把 增 进 人 民 福
祉、保障人民当家作
主、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有效保障
了人民发展权益，走
出了一条中国特色人
权发展道路。

通过对西方人权
观念的起源及其积极
意 义 与 局 限 性 的 考
察 ， 对 中 国 人 权 观
念的演进及内涵的梳
理，能够看到中西方
人 权 观 念 的 同 与 不
同 ， 更 能 从 中 体 味
到“以人民为中心”
的人权理念。

首先，中西方人
权观念具有共通性。
尽管东西方历史发展
及文化底蕴存在鲜明
差异，但人权观念并
非全然对立。其中，
对于自由和平等的追

求是人类社会共同追
求的核心价值和终极
目的，同时也是评判
一国人权状况的基本
标准。

其次，中西方人
权观念存在差异性。
综观中西方人权观念
的形成与发展，一言
以蔽之，西方的人权
观念是输出性的、干
预性的、胁迫性的、
批 评 性 的 、 隐 蔽 性
的、双重性的、口号
性的；而中国的人权
观念是共享性的、参
与性的、倡导性的、
对 话 性 的 、 公 开 性
的、统一性的、实践
性的。

不 同 的 人 权 观
念，决定了不同国家
乃 至 中 西 方 人 权 实
践 路 径 的 差 异 ， 差
异之间的对比能够充
分体现出“以人民为
中心”的理念。直至
目前，“以人民为中
心”的人权理念已经
体现在新时代人权事
业所取得的历史成就
中。2022年2月25日，
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

局就中国人权发展道
路进行第三十七次集
体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主持学习并发表《
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
发展道路 更好推动
我国人权事业发展》
的重要讲话，其中深
刻总结、系统梳理了
十八大以来中国人权
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

中国人权事业的
发展道阻且长，其间
不但要尊重历史发展
规律不急不躁、稳扎
稳打，还要以先进的
制度与鲜活的事例回
应西方国家频繁发出
的无端指责和非议。
相信中国政府将始终
把人民幸福生活作为
最大的人权，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把人民利益摆在
至高无上的地位，把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作为奋斗目标，不
断提高尊重和保障中
国人民各项基本权利
的水平，持续为世界
人权文化理念和制度
作 出 自 己 的 贡 献 。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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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王欢：
为什么说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下）

2006年，首届“中国人权展”在北京举
办。中新社记者 廖攀 摄

浙江省瑞安市一油菜花专业合作社的工人
在工作中。中新社发 孙凛 摄

在南京的一场少儿音乐快闪活动上，小朋
友们弹奏吉他。中新社记者 泱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