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2023年2月18日（星期六）                                                                                                                                                                                                 24

朱林方：以人民
为中心，是中国人权
事业的鲜明特征。以
人民为中心实现了人
权主体观的超越，既
坚持了人的解放的人
类文明理想，又创造
了可以将人民落实到
每一个人身上的可操
作的人权方法论。

中国以人民为中
心的人权主体观，不
只关注个体的人，也
关 注 作 为 类 存 在 的
人，寄予了人的解放
的文明理想。如马克
思所指出的：“只有
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
的公民复归于自身，
并且作为个人，在自
己的经验生活、自己
的个体劳动、自己的
个体关系中间，成为
类存在物的时候，只
有当人认识到自身‘
固有的力量’是社会
力量，并把这种力量
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
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
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
时候，只有到了那个
时候，人的解放才能
完成。”

中国以人民为中
心的人权主体观并不
是否定个人，更不是
否定个人权利。有人
认 为 ， 人 民 只 是 名
义，其作为主体不可
能出现在客观的社会
历史进程中。中国人
权发展道路借助正确
处理内外矛盾的矛盾
分析方法和党群之间
辩证往返的群众路线

方法，建立起了一整
套可操作化的人权方
法论，使人民不是只
存在于理论中的、无
所指的、空洞的政治
符号，而是能够具象
化为可以识别的、有
血有肉的、有独立个
性 的 真 实 的 人 权 主
体。

中新社记者：当
代中国人权事业发展
方式有何特点？

朱林方：中国人
权发展道路创造了法
治保障人权和计划促
进人权的双轮驱动模
式，特别是中国“五
年规划”和“国家人
权 行 动 计 划 ” 的 融
合，展示了科学社会
主义丰富和发展人类
文明的新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法治是人权最
有效的保障”。中共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
产党将尊重和保障人
权置于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建设更加突出的
位置，不断提升人权
法治化保障水平。在
坚持法治保障人权的
同时，中国政府还致
力于通过计划促进人
权。中国的人权计划
与其他国家最大的区
别在于，中国形成了
极富特色的通过“双
重计划”促进人权的
实现方法。

习近平指出：“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
济社会发展，是我们
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

要方式。”计划模式
曾被视为社会主义的
基本特征，20世纪80
年代之后，许多国家
抛弃计划体制，中国
则通过创造性调整，
使计划不但继续保持
活力，还由经济计划
发展为对公共事务进
行目标治理的科学的
国家规划。

人权保障是一项
系统工程，只有通过
科学谋划，制定国家
规划引导资源配置，
才能推动人权保障水
平的提升。同时，人
权保障不能“就人权
论人权”，人权发展
目标只有落到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
环境等直接对象性事
务上才能真正实现。

为此，中国既坚
持实施了十四个“五
年 规 划 ” 的 整 体 计
划，又持续制定实施
了四个“国家人权行
动 计 划 ” 的 专 门 计
划，既设定阶段性的
人权发展目标，又将
这些人权保障指标落
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
具体事务中，通过政
治、经济、社会、文
化、环境事业的全面
发展来促进人民政治
权利、经济权利、社
会权利、文化权利、
环 境 权 利 的 充 分 实
现。法治和计划的“
双轮驱动”使科学社
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
蓬勃生机，展示出其
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

的新力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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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林方：如何理解中国人权
发展道路创造的新模式？(下)

“新华书店·逆光226”非视觉
文化书店迎来开业后的首场活
动—手语微课堂第一课。该书店

为上海首家残疾人友好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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