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15 国际国际2024年 10月 25日 星期五

为期一个多月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五十七届会议近日在瑞士日内瓦

闭幕。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通过国家发言、共同发言、主提决议等多种形

式，全面宣介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讲述中国人权发展理念和成

就经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完善全球人权治理注入中国力量，以真正的多

边主义共同推动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

以人民为中心，走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的不懈追求。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

自由全面发展，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得到人民拥护、顺应时代潮流的人

权发展道路。

9 月 11 日，会议根据中国等 80 国提出的决议授权举行“消除不平等背景

下促进和保护经社文权利”专题会议，中国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五十七

届会议代表团团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

陈旭作主旨发言，分享中国经验理念。他强调，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

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

出了 300 多项重要改革举措，将有效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稳步

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据此，中国将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建立分层分类帮扶制

度，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缩小不平等；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

性民生建设，保护特殊群体权益。

陈旭表示，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理

政重要工作。中国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增进全体人

民福祉，加强人权执法司法保障。

9 月 18 日，中国代表发言宣介中国人权发展成就，指出中国如期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人权

法治保障，推动人民享有更广泛、充实、全面的民主权利；不断提高就业、教

育、社保等水平，改善生活环境质量。当前中国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将持续

以现代化建设成果提升人权保障水平。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

中国主张尊重各国自主选择人权发展道路，反对打着人权幌子干涉别国

内政、遏制别国发展。面对无端攻击和不实指责，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坚决

反击、激浊扬清。

9 月 24 日，针对美国等一小撮国家在会议上发言攻击抹黑中国人权状

况，100 多个国家以共同发言、单独发言等不同方式，支持中方正义立场，反

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

古巴代表包括中国在内的近 80 国作共同发言，强调尊重各国主权、独

立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新疆、香港、西

藏事务是中国内政，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和双重标准，反对以人权为借

口干涉别国内政。各方应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遵循普遍性、公正

性、客观性和非选择性等原则，尊重各国人民根据国情自主选择发展道路

的权利。

乌干达代表不结盟运动、委内瑞拉代表“捍卫联合国宪章之友小组”、冈

比亚代表非洲组等发言支持中国立场，指出各方应客观看待别国人权状况，

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就人权问题开展对话与合作，避免采取选择性和

双重标准做法，共同抵制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的错误行径。

陈旭代表“对话合作促人权之友小组”作共同发言，指出当前人权理事会

政治化和极化氛围加剧。人权理事会不是对抗施压的场所，应为各国通过对

话交流积累信任、推进合作发挥应有作用。

10 月 2 日，中国代表发言呼吁切实保障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益，强调国

际社会应切实执行联合国大会和人权理事会关于保护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

决议及国际法院有关咨询意见，并在联合国主导和组织下，尽快召开更大规

模、更具权威、更有实效的国际和平会议，制定落实“两国方案”的具体时间表

和路线图，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中国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五十七届会议代表团副团长李笑梅在同

该理事会单边强制措施问题特别报告员互动对话时，敦促美国等西方国家立

即取消对华非法单边制裁。李笑梅表示，单边制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

和原则，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人权，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

国自身人权记录不佳，却动辄依据国内法滥施“长臂管辖”，完全是借民主、人

权之名行侵犯人权之实。

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推动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

当前国际形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此起彼伏，发展鸿沟不断扩大，全球人

权治理赤字日益严重。中国始终把自身命运同世界各国人民命运联系在一

起，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

方案。

10 月 9 日，人权理事会第五十七届会议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中国代表

丹麦、法国、肯尼亚和墨西哥共同提交的纪念《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

30 周年决议。决议获得广泛支持，截至目前已有 120 国参与共提。中国倡议

在 2025 年北京世妇会召开 30 周年之际再次召开全球妇女峰会。30 年来，妇

女社会地位显著提升，但全面落实《北京宣言》仍然面临挑战。决议旨在重振

《北京宣言》精神，反映了各方希望加快实现性别平等、合作应对挑战的共同

心声。

法国、芬兰、冈比亚、苏丹、多米尼加、智利、阿根廷、日本等国在决议通过

时发言，认为《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创新性地阐明了性别平等是和平与发

展的关键因素，推动全球承认妇女和女童权利的普遍性，并感谢中国牵头提

出这一重要倡议。中方决议获得协商一致通过和广泛共提也表明，坚持多边

主义，坚持平等和相互尊重原则，秉持建设性对话与合作精神，是人权理事会

工作健康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全球人权治理行稳致远的重要启示。

10 月 10 日，人权理事会第五十七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喀麦隆、

洪都拉斯、巴基斯坦、土耳其等 30 国提交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

决议。无障碍建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2023 年 9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正式施行。在吸收国际有益经验的同时，中国立法

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借鉴。联合国首次就这一专题通过决议，将有力增强各

方对无障碍建设的认识和关注，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有利于推动国际人

权事业健康发展。

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国表示祝贺。本次倡议以无

障碍为窗口，在国际多边平台展现了中国人权理念和发展成就，有助于各方

在人权理事会凝聚共识、弥合分歧，通过建设性对话合作促进和保护人权。

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人权理事会等多边人权机制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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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报日内瓦电）

为完善全球人权治理注入中国力量
本报记者 刘仲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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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柏林 10月 24日电 （记者刘赫、刘仲

华）“2024·中欧人权研讨会”22 日在德国柏林

举行，本次会议主题为“新兴权利保障：中国与

欧洲的视角”。多国 60 余位人权领域代表围

绕经济平等与社会权利、数字技术与人权等议

题进行讨论。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校

长马怀德在致辞中说，如何保障新兴权利已成

为全球人权事业发展中的新课题。中国以法

治方式保障公民网络安全和隐私权，积极推进

环境保护与绿色发展。各国应携手合作，以

“人类优先”作为新兴权利保护的基本理念，以

真正多边主义避免全球新兴权利治理失衡，以

开放公正凝聚共识，共同为全球新兴权利保障

提供方案。

德国智库席勒研究所创始人兼主席黑尔

佳·策普·拉鲁什说，人权是全球性议题，应通

过全球合作来实现。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和三大全球倡议考虑到所有国家的

利益，超越狭隘的地缘政治。

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阿

尔弗莱德—莫里斯·德·扎亚斯认为，和平是所

有权利的基石，没有和平就没有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机会。各国应共同维护民主、公平、公正

的国际秩序，逐步消除冲突根源，切实保障所

有人的人权。

“中欧人权研讨会”于 2015 年创立，是中

欧人权领域深层次交流合作的机制化平台。

本届研讨会由中国人权研究会和中南大学共

同主办，中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德国中国文

化基金会承办，德国明斯特大学、国际哲学学

会合作举办。

“2024·中欧人权研讨会”在德国柏林举行

新华社东京 10月 24日电 （记者胡晓格）

10 月 15 日至 24 日，中国新疆文化交流团赴新

加坡、马来西亚和日本开展文化交流。

在新加坡，交流团以“美丽新疆的多元故

事”为主题向南洋学会、新加坡中国协会等社

会团体分享新疆故事并展开深入研讨，与新加

坡国会议员就民族、宗教和经济发展等议题进

行交流；在马来西亚，交流团以“多视角看真实

新疆”为主题举办协和媒体精英论坛并接受当

地主流媒体采访，与马来西亚国会议员会见交

流并观摩马国会下议院议事现场，与亚太“一

带一路”共策会、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马来西

亚华人穆斯林协会等组织座谈，慰问马来西亚

新疆籍侨胞；在日本东京，交流团与日中友好

宗教者恳话会、友好人士小岛康誉、创价学会、

早稻田大学学生等交流座谈，以“新疆人权事

业的发展进步”为主题举办宣介会并同日方媒

体记者、专家学者坦诚交流；在日本大阪，交流

团与日本关西新疆同乡会、当地媒体记者、日

本民间访疆团代表等座谈交流。

交流期间，交流团向三国深入阐释新时代

党的治疆方略，从社会和谐稳定、经济高质量

发展、旅游蓬勃兴旺、民生不断改善、文化空前

繁荣、宗教和睦和顺等方面对新疆进行了全方

位多层次介绍，对美西方编造的涉疆谎言谬论

逐一进行驳斥；与此同时，对三国友好人士对

新疆的关心、关爱和支持表示感谢，表示新疆

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繁荣发展时期，正以更加

开放自信的姿态拥抱世界，诚挚邀请各方去新

疆参观交流访问，实地感受新疆的发展成就。

三国人士高度赞扬了新疆壮美独特的自然

风光、厚重的历史文化、丰富多彩的人文民俗以

及在经济发展、民族平等、宗教和谐、文化传承

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并表示如何增进国家认同、

促进社会和谐是一个世界性议题，愿与中国加

强全方位合作，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新疆文化交流团赴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日本开展文化交流

本报俄罗斯喀山 10月 24日电 （记者曲

颂）10 月 22 日，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俄罗

斯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庆祝中

俄建交 75 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喀山举行。

活 动 中 ，与 会 中 俄 嘉 宾 共 同 见 证“ 何

以 文 明·遇 见 良 渚 ”2024 全 球 巡 展 俄 罗 斯 特

展 启 动 ，以 及 中 俄 媒 体 联 合 报 道 项 目“遇 见

中 国 ”、纪 录 片《我 的 中 国 故 事》等 节 目 启

播 仪 式 。

“何以文明·遇见良渚”2024 全球巡展俄

罗斯特展旨在介绍良渚文化悠久历史和丰富

内涵，通过良渚文化特展、传统民俗体验、文创

产品展示等形式，让俄罗斯民众身临其境领略

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隽永魅力。

庆祝中俄建交 75 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喀山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