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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第28条
写道，“人人有权要
求一种社会的和国际
的秩序，在这种秩序
中，本宣言所载的权
利和自由均能获得充
分实现。”依据《宣
言》，个人的权利和
自由能否获得充分实
现，不仅与国内秩序
有关，也与国际秩序
相关联，这也正是人
权最初进入国际法的
起因。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 念 是 世 界 百 年 未
有 之 大 变 局 背 景 下
对《宣言》所述“国
际秩序”的一种创新
构想，为加强国际人
权合作，推动全球人
权治理，提供了新思
维。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跳出了既往狭隘
的 人 权 观 ， 不 仅 蕴
含着和平、发展、公
平、正义、民主、自
由等人权核心价值，

而且人类命运共同体
语境下的人包含了人
与环境相合、人与人
相合、国与国相合三
方面内容。

人类命运共同体
视域下的全球人权治
理，更加注重人权的
全面发展、人权的共
同发展、人权的包容
发展、人权的可持续
发展。如果将实现这
一切的全部基础和前

提浓缩成一个词，就
是——国际合作。

综合而言，以国
与国为表现形式的人
类社会，通过共商、
共建、共治的方式成
为一个人类大家庭，
最终在“和而不同”
的国际人权治理体系
中 ， 实 现 “ 天 下 万
族，休戚与共；多群
一体，各美其美”。

受访者简介：

张爱宁，外交学
院国际法系教授，博
士生导师，外交学院
人权研究中心主任。
兼任中国国际法学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
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
理事，北京市法学会
学术委员会委员。主
要代表作有《平等和
不歧视：弱势群体人
权保护国际标准研
究》《国际人权法》

《国际人权法教程》
《中国共产党百年外
交中人权主张的演进
评析》《论环境权语
境下发展权的实现》
《论国际法领域的人
权与主权关系》《当
前难民保护面临的国
际法问题及对策》《
国际人权公约特点评
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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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宁：中国如何为全球人权张爱宁：中国如何为全球人权
治理提供新思维？(下)治理提供新思维？(下)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薛阁街道办事处西关社区举
行第六届居民委员会选举大会，居民在流动投票

点投票。张延林 摄

张爱宁，外交学院国际法系教授，博
士生导师

2021·南南人权论坛在北京开幕，本次论坛
的主题是“人民至上与全球人权治理”。侯

宇 摄

求职者在苏州市残疾人专场招聘会上
寻找职位。王建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