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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应汲取两次世界
大战历史教训，反思
导致乌克兰危机发生
的深层次原因，避免
今代人类再遭曾经两
度身历的惨不堪言战
祸。东亚、南亚各国
尤其要提高警惕，汲
取教训，绝不充当棋
子，重蹈乌克兰危机
悲剧。国际社会，特
别是联合国，不应对
某些国家进行战争鼓
噪、战争宣传的作法
坐视不理。

二 是 科 技 与 人
权。

科学技术是一把
双 刃 剑 。 可 以 合 理
地 预 见 ， 对 科 学 技
术毫无节制的运用，
必将导致对个人人权
和基本自由的侵犯，
甚至会危及人类作为
生物物种的将来。为
此，1993年维也纳世
界人权大会通过的《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
领》就指出，“世界
人权会议注意到某些
进展，特别是在生物
医学和生命科学以及
信息技术领域，有可
能对个人的完整尊严
和人权起到潜在的不
良后果”，呼吁“国
际社会进行合作，以
确保人权和尊严在此
普遍受关注领域得到
充分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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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本身是
中性的，其利弊在于
研发或使用之人如何
把握、如何发挥自身
能动性。科学技术的
影响是没有国界的，
但任何科学技术的研
究或应用又都是在某
一主权国家管辖或控
制范围内发生的，因
此各国应将可能对人

类有潜在威胁的新技
术的研发和应用置于
国际监督之下，并为
此进行国际合作。

三 是 环 境 与 人
权。

环境问题的发展
在时间和空间上跨越
或突破国土、疆界和
主权的范围，最终将
影响到整个地球生态
系 统 的 改 变 ， 其 结
果与地球上人类的生
存紧密相连，是一个
典型的全球性问题。
国际环境法中的“共
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
则”首先强调的是“
共 同 ” ， 即 国 际 合
作。人类只有一个地
球，地球环境质量恶
化将危及所有国家的
利益，保护地球环境
是人类共同的责任，
必须为此进行国际合
作。

所有各项公民权
利 、 政 治 权 利 ， 经
济 、 社 会 和 文 化 权
利，都包括着对自然

环境保护和保全的要
求，否则就失去了享
有这些权利的空间和
物质前提，而这些要
求的所有内容都被浓
缩为近年联合国人权
理 事 会 和 联 合 国 大
会分别通过的一项决
议，即人人“享有清
洁、健康和可持续环
境的权利”。

四是弱势群体与
人权。

评估全球人权治
理成效，首先要看妇
女、儿童、残疾人、
少数者等群体的人权
状况如何。加强对弱
势 群 体 人 权 的 保 护
是国际人权法的发展
趋势。近几十年，联
合国人权保护制度的
一个重要变化，就是
将国际人权宪章中抽
象的一般的人权主体
向现实的、具体的、
多样化的人转化。即
将少数者、妇女、儿
童、移徙工人、残疾
人等从抽象的“人”

中剥离出来，给予特
别保护，使得联合国
建立之初所倡导的普
遍性人权具有了更加
具体、现实的意义。

中新社记者：在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
纲领》通过30周年之
际，中国举办全球人
权治理高端论坛有何
国际意义？

张爱宁：在一个
全球化的互联互通时
代，各国面对的许多
人权挑战都是事关人
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
性问题，往往超越国
界的限制。当代人权
保护不仅包含着个人
对自己所处社会和国
家的要求，个人人权
的享有程度还与地球
其他部分、其他国家
和社会紧密相连，个
人人权包含着对世界
和平、安全、发展、
合作的要求。

《 世 界 人 权 宣
言》的起草者们早已
预 见 到 了 这 一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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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荣成市北环海路，风力发电机
与沿海防护林形成一道靓丽的风景
线。近年来，中国大力推广风电产业
等“绿色能源”，实现生态保护和可

持续发展。杨志礼 摄

日本民众表达对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
公司持续强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的强烈反对。朱晨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