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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五十四届

会议日前在日内瓦落下帷幕。会议

期间，中国代表通过国家发言、共同

发言、主提决议等多种形式，深度参

与人权问题讨论，宣介中国人权发展

道路，为世界人权促进和保障事业贡

献中国力量。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中国的人权实践把增进人民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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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促进和保障各项

基本人权，重视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

水平，高度重视特定群体权益的平等

保障和特殊保护，积极为妇女、残疾

人、老年人等发声。

9 月 20 日，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

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

陈旭，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五十四

届会议上代表 80 多个国家就“残疾

妇女与社会包容”作共同发言，指出

残疾妇女是人类大家庭中平等成员，

全球妇女事业取得显著发展，但残疾

妇女仍面临社会保障不足、歧视、贫

困等挑战，促进社会包容发展是惠及

残疾女性的重要方式。中国对此提

出 三 点 主 张 ：一 是 提 高 社 会 包 容 意

识 ，消 除 针 对 残 疾 女 性 的 偏 见 和 歧

视；二是倡导社会包容政策，鼓励为

残疾女性提供更加完备的养老条件；

三是开展社会包容建设，促进无障碍

设施建设，使其更具系统性、可及性

和包容性。

10 月 4 日，陈旭再次代表近 80 个

国 家 作 共 同 发 言 ，呼 吁 完 善 社 会 保

障，促进老年人权利，让所有老年人

都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强调各

方应采取切实措施解决老年人面临

的困难，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中方

代表提出三点主张：一是健全社会保

障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二是

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不断提高老年人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满足感；

三是推进无障碍建设，促进和保护老

年人各项权利。

中国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

理念，坚持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

权，走出一条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

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人权事业取

得历史性成就。 10 月 10 日，第七十

八届联合国大会投票选举 2024 年度

至 2026 年度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中国

成功连任。这是中国第六次担任人

权理事会成员国，中国是当选次数最

多的国家之一。

中国连任人权理事会成员国，说

明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成

就和积极参与国际人权交流与合作

充分肯定、对中国在国际人权事业中

发挥重要作用高度认可。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中国始终坚持维护国际公平正

义，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

政治，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

对借人权问题干涉内政，捍卫发展中

国家共同权益。

中国代表在安全饮用水、有毒废

料等议题讨论中持续揭批日本核污

染水排海的恶劣行径，指出日本政府

无视国际社会强烈反对，强行启动福

岛核污染水排海，严重威胁太平洋沿

岸国家乃至全球人民的生命权、健康

权、发展权和环境权。中方敦促日方

正视国际社会关切，立即纠正错误，

同邻国等利益攸关方充分协商，以更

负责任的方式处置核污染水。

9 月 28 日，中国代表揭批美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侵犯土

著人权利恶行，指出美、加、澳等国历

史上掠夺土著人民土地资源，实施残

酷奴役、大规模屠杀甚至是种族灭绝

和文化灭绝，至今仍采取歧视性法律

政策，却还自诩“人权卫士”，炮制散

播虚假信息，对别国进行大量不实指

控，妄图将自身恶行转嫁他国。敦促

有关国家正视自身人权罪行，对侵犯

土著人权利的行为立即悬崖勒马。

10 月 5 日，中国代表为非洲人后

裔平等权利发声，明确指出美国等一

些西方国家至今仍在延续殖民思想

和霸权主义，严重损害非洲人后裔经

社文权利和发展权，敦促有关国家担

负 自 身 历 史 罪 责 ，履 行 自 身 赔 偿 责

任，切实解决自身种族主义问题，改

善和保障非洲人后裔群体生存条件

和各项基本人权。

在讨论单边强制措施议题时，中

国代表明确指出，滥施单边强制措施

本质上是强权政治和丛林法则，严重

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发展中

国家是部分西方国家滥施单边强制

措施的“重灾区”，平民是单边强制措

施的最大受害者。中国为委内瑞拉

等长期受到单边强制措施危害的国

家仗义执言，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取消

非法单边强制措施。

同时，中国在讨论俄罗斯、叙利

亚、缅甸、苏丹和布隆迪等国人权状

况时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肯定有关国

家为促进和保障人权所做的努力，驳

斥美西方国家无端攻击抹黑论调。

推动人权事业发展

中国在大力推动本国人权事业

发展的同时，以立己达人、兼济天下

的情怀为世界人权事业贡献中国力

量，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

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人类文明进步的促进者。

9 月 13 日，中国代表在人权理事

会发言呼吁各方携手促进和保护人

权，强调各方应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

础上，平衡推进所有人权，表示中国

愿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基础上，同

各国共同努力，为世界人权事业的健

康发展注入正能量。

9 月 15 日，中国代表埃及、南非、

玻 利 维 亚 、巴 基 斯 坦 等 国 作 共 同 发

言，呼吁国际社会在平等和相互尊重

基础上开展建设性对话合作，平衡推

进各类人权，支持人权理事会等人权

多边机制加大在经社文领域投入，支

持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根据授权应会

员国请求提供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

支持会员国更好促进和保护经社文

权利、消除不平等，实现包容性复苏。

9 月 26 日，中国代表在人权理事

会发言宣介《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白皮书，阐述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

和生动实践，呼吁各国在《世界人权

宣言》通过 75 周年和《维也纳宣言和

行动纲领》通过 30 周年之际，在平等

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开展对话交流，加

强合作，应对挑战，携手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

10 月 12 日，人权理事会以协商

一 致 方 式 通 过 中 国 和 玻 利 维 亚 、埃

及、巴基斯坦、南非等国共同提交的

消除不平等背景下促进和保护经社

文权利决议草案。这一决议未经表

决即获得通过，成为人权理事会首个

协商一致通过的中国主提倡议。决

议获得发展中国家广泛支持，80 个国

家加入共同提案国。决议立足当前、

着眼未来，旨在弥合理念分歧、采取

切实行动、建立有益机制：一是推动

各方围绕不平等和经社文权利达成

共识；二是呼吁加强国际合作，通过

能力建设等促进经社文权利；三是设

立经社文权利知识中心，为各国就有

关问题开展平等交流、互学互鉴提供

平台。决议通过后，许多国家和联合

国人权高专办向中国代表团表示热

烈祝贺和感谢。

今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 提 出 10 周 年 。 中 国 将 以 此 为 契

机，继续积极参与人权理事会等多边

人权机制工作，同国际社会一道，以

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

合作推进人权，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

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

展，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世界人权事业贡献中国力量
本报记者 刘仲华

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伙伴坚守合作初
心，牢记发展使命，不
断深化“一带一路”合
作伙伴关系，定能建
立利在千秋、福泽万
民的长久之功

在 高 质 量 共 建“ 一 带 一 路 ”

的 道路上，每一个共建国家都是

平 等 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

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

主旨演讲，强调中方愿同各方深化

“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共

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的

新阶段，得到各方积极呼应支持。

不断深化“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关

系，实现更高质量的共商、共建、共

享，共建“一带一路”必将越来越繁

荣、越走越宽广。

在变乱交织的百年变局之中，

共建“一带一路”传承和平合作、开

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

路精神，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构

建起广泛的“一带一路”合作伙伴

关系。10年来，150多个国家、30多

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 230 多份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伙伴遍布全球。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吸引来自 151 个国家和 41 个

国际组织的代表来华参会，再次唱

响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主旋律。

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

的新阶段，需要不断深化“一带一

路”合作伙伴关系，以更高质量的

合作凝聚更大的合力。中国与各

方建设更加紧密的卫生合作伙伴

关系、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绿色发展伙伴关

系、开放包容伙伴关系、创新合作伙伴关系、

廉洁共建伙伴关系，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不断深化“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关系有

助于凝聚更多合作共识。世界进入新的动

荡变革期，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世界最需

要的是合作。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只

有合作共赢才能办成事、办好事、办大事。

只要大家把彼此视为朋友和伙伴，

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成就，赠

人玫瑰则手有余香，成就别人也是

帮助自己。把别人的发展视为威

胁，把经济相互依存视为风险，不

会让自己生活得更好、发展得更

快。共建“一带一路”给世界带来

的，除了实打实、沉甸甸的成果，还

有对“合作共赢才能办成事、办好

事、办大事”的深刻理解和认同。

这种理解和认同正在全世界播撒

更多合作的种子，不断巩固“一带

一路”合作伙伴关系。智利总统博

里奇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源自中国 5000 多年传统文化，基

于平等和相互尊重原则，已经成为

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合作的重要平

台和实现共同发展的重要机遇，智

方高度评价并将继续积极参与。”

不断深化“一带一路”合作伙

伴 关 系 有 助 于 汇 聚 更 大 发 展 动

能。共建“一带一路”跨越不同文

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

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

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

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实

现共同发展是共建“一带一路”合

作伙伴走到一起的初衷。在联合

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进

程受阻、南北鸿沟继续拉大的关

键时刻，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伙

伴继续践行互联互通、互利互惠，

谋求共同发展、合作共赢，有助于

开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

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助力更

多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联

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在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各国

在基础设施领域获得更多机遇，

加速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为

数十亿民众以及我们共享的地球

带来希望和进步”。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巩固了共建“一带一路”

的国际共识，丰富了共建“一带一

路”的合作成果，拓展了共建“一

带一路”的光明前景，在共建“一带一路”进

程中树立起又一个重要里程碑。展望未来，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

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可阻挡，各国

实 现 共 同 发 展 繁 荣 的 愿 望 不 可 阻 挡 。 共

建“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坚守合作初心，牢

记发展使命，不断深化“一带一路”合作伙伴

关系，定能建立利在千秋、福泽万民的长久

之功。 （本系列评论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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