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14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
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
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宣布，到
2015年底，该计划规定的主要目标任
务如期完成，其中约 48%的约束性指
标、50%以上的涉民生指标提前或超
额完成，计划得到全面落实。

这是中国制定和实施的第二个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第一个是2009年
发布和实施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09—2010 年）》。两个计划出台的
背景是，1993 年，由联合国提议召开
的世界人权大会通过了《维也纳宣言
和行动纲领》，建议各国通过制定和
实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促进人权。截
至目前，根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
员办公室网站上的统计信息，世界上
只有 35 个国家有制定和实施国家人
权行动计划的实践，制定 2 个以上计
划的国家只有 9 个。由此可以看出中
国响应联合国建议和号召的积极态

度以及促进人权事业的坚定决心。
中国在第二个国家人权行动计

划涵盖的 4 年时间里，同其他国家一
样，经济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和困
难。但中国改革开放和可持续发展的
步伐一直是坚定有力的。中国国内生
产总值保持了年均 7.4%的增速，同
时，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并行，坚持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理念，坚持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努力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全社会的人权意识获得提高，公
民的人权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4 日发布的实施评估报告列举
了中国促进人权的立法、司法、行政
和社会举措，展示了许多具体的可衡
量的指标及其数据，实实在在地记录
和展现了通过完成人权行动计划取
得的成就。在笔者看来，其意义还不
仅仅在于这些举措和相关数字本身，
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国际社会所倡

导的“人权主流化”的意义。也就是
说，通过制定和实施专门人权角度的
政府工作规划，使整个国家政府部门
的工作不仅与人权“有关”，更是有意
识地“为了人权”而努力，实现了在法
律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纳入
人权视角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全
社会、特别是政府和官员的人权意识
获得极大的提升，为人权事业的进一
步发展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中国第二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及其实施评估报告，体现了中国人权
事业依法推进、全面推进和根据本国
国情渐进式推进的特点。这再次说
明，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入依法、
有计划、有步骤、持续和快速推进的
新时期。

行动计划和实施评估报告都有
专门的部分谈到人权领域存在的困
难和挑战，这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
国必须保持的清醒认识。在这方面，

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就是
中国政府和人民进取心态的写照。

计划和评估报告也特别重视人
权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用专门的
篇幅来强调和总结这方面的情况。目
前，中国认真履行政府批准的国际人
权条约，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的
工作，广泛开展人权交流、对话与合
作，坚定不移地推进世界人权事业健
康发展。

与中国形成对照的是，美国等在
国际人权领域“长袖善舞”的西方国
家，却没有响应联合国的号召，开展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实践。中国制定
和实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体现的是
真真切切的人权工作和人权成就，显
然比西方某些国家在国内外的人权
问题上坐而论道、口惠而实不至，或
者动辄将人权政治化作为外交施压
和舆论抹黑的工具，要更有建设性，
更有实际意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研
究中心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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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月 16日电 6 月
16 日，在对塞尔维亚共和国进行国
事访问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塞
尔维亚 《政治报》 和新南斯拉夫通
讯社发表题为 《永远的朋友 真诚
的伙伴》的署名文章。文章如下：

永远的朋友 真诚的伙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应托米斯拉夫·尼科利奇总统邀
请，我即将对塞尔维亚共和国进行
国事访问。在这个花香四溢的季节
里到访美丽而充满传奇故事的友
邦，令我倍感亲切。我期待着同尼
科利奇总统以及塞尔维亚其他领导
人畅叙友情、共谋合作、展望未
来，把中塞战略伙伴关系推向新高
度。

塞尔维亚是中东欧和巴尔干地
区重要国家，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
文化。千百年来，东西方文明在这
里交融碰撞，激荡出人类文明发展
的重要成果。在这一过程中，勤劳
勇敢的塞尔维亚人民谱写了争取民
族独立自由的英雄史诗和追求美好
幸福生活的壮丽篇章。

上世纪 40 年代，中国人民同南
斯拉夫人民在东西方战场英勇抗击
法西斯侵略，实现了民族解放和自
由。50 年代初，中国同南斯拉夫联
邦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掀开了中
国人民同塞尔维亚人民友谊合作新
的一页。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说：

“友也者，友其德也。”60 多年来，
两国人民始终心手相连，彼此怀有
特殊感情，跨越时空的真情厚谊历
久弥新。

塞尔维亚有句俗语：“朋友是时
间的果实。”我们不会忘记，《瓦尔
特保卫萨拉热窝》、《桥》 等著名影
片曾经激发无数中国人的爱国热
情，《啊，朋友再见》这首歌曲至今
仍然在中国传唱。上世纪 80 年代，
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关键时
期，塞尔维亚人民的成功实践和经
验，为中国提供了宝贵借鉴。

我们也不会忘记，2008 年中国
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灾害后，塞尔维
亚第一时间向中国伸出援手，无私
向灾区人民提供了大量救灾物资。
2015 年 9 月，尼科利奇总统赴北京
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活动，更
是发出了中塞两国携手维护战后国
际秩序、捍卫世界和平、共建人类
美好未来的最强音。

我们更不会忘记，互尊互信、相互支持、合作共赢是中塞关系
的真实写照。无论国际形势如何风云变幻、中塞两国各自如何发展
变革，双方始终充分理解和尊重彼此选择的道路，坚定支持彼此核
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致力于深化彼此政治互信和互利合作。

当前，中塞传统友谊正在日益焕发出新的生机，两国关系的
深度、广度不断提升。近年来，我同尼科利奇总统多次会晤，就
巩固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推进互利合作达成重要共识。
2009 年，中塞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塞尔维亚成为第一个同中国建
立战略伙伴关系的中东欧国家。2013 年，我同尼科利奇总统一道
签署 《中塞关于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两国关系的战略
重要性更加突出。

在双边关系、“一带一路”倡议、“16+1合作”等框架内，两国
务实合作不断取得新突破，成果在中东欧地区最为突出。双方签署
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匈塞铁路、贝尔格莱德跨
多瑙河大桥、E763高速公路、科斯托拉茨电站改扩建、河北钢铁集
团收购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等一批重大项目先后落地，形成了
两国大项目合作整体推进的喜人局面，取得了良好经济社会效益，
在中东欧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

两国人文交流日趋密切，文化、教育、科技等各领域合作良
好，党际、地方交流频繁。双方签署了 《关于互设文化中心的协
议》，贝尔格莱德、诺维萨德大学已经开设孔子学院，塞尔维亚已经
在全国100多所中小学启动汉语教学试点工作，贝尔格莱德中国文化
中心即将启动建设，将为中塞两国人民心灵相通打开新渠道。

塞尔维亚人讲：“先跨越，再言语”，中国人常说“行胜于言”。
中国高度重视发展同塞尔维亚的关系，珍视两国深厚的传统友谊，
愿深入挖掘互利合作潜力，实现优势互补，推动两国关系行稳致
远。我这次访问塞尔维亚，就是希望同塞方一道，通过深入交流和
广泛协商，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把中塞两国和两国人民更加紧密联
系在一起，做永远的朋友、真诚的伙伴。

——我们要始终着眼长远，坚持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理
解。双方要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给予对方
坚定支持，不断提升两国关系的战略性和全面性。中国尊重塞尔维
亚人民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尊重塞尔维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理解
塞尔维亚致力于加入欧盟的努力。

——我们要始终坚持互利共赢、携手共进、共同发展。中国愿
同塞尔维亚分享发展成果和机遇，探索和加强双方发展战略对接，
扩大利益融合，重点在“一带一路”、“16+1合作”等框架内扩大贸
易和投资规模，不断挖掘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大项目合作，使中塞
合作成为“16+1合作”的标杆和典范，切实造福两国人民。

——我们要始终致力于夯实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应该充分
发掘和利用两国传统友谊宝藏，开辟新渠道、拓展新方式，加强在
教育、文化、旅游等各领域交流合作，使中塞友谊薪火相传。

——我们要始终在国际事务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作。双方应该
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机构中相互配合，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
重视和照顾彼此关切。中方期待同塞方一道，为维护地区稳定和世
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繁荣作出应有贡献。

我相信，在双方一道努力下，中塞两国战略伙伴之路必将越走
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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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白皮书发布《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白皮书发布

中国人权事业行稳致远
■ 柳华文

中国人权事业行稳致远
■ 柳华文

6月 16日，上
海迪士尼度假区正
式开园迎客。图为
迪士尼卡通人物以
及演员们在开园仪
式上载歌载舞。

新华社记者
陈 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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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6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 《中国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 白皮书 （简称白皮书），全面
阐述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简称北斗系统） 的
发展目标与原则，提出持续建设和发展北斗系
统、提供可靠安全的卫星导航服务、推动北斗
系统应用与产业化发展、积极促进国际合作与
交流等主张。提出到 2020 年前后，我国将完成
35 颗卫星发射组网，建成北斗全球系统，为全
球用户提供服务。

自主研发“三步走”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DS）是我国自主研发、独
立运营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也是继美、俄等国的
卫星导航系统之后，世界上又一个技术成熟的全球
卫星导航系统。

我们日常生活中，常会用智能手机等设备来使
用卫星定位、导航等服务，比如我们会说“打开GPS
导航”。其实，GPS就是美国研发的“全球定位系统”
的缩写，在上世纪 90 年代，其全球覆盖率就达到
98%，能为全球用户提供高精度的导航信息。

然而，随着中国航天领域科技水平不断提高，
中国研发了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虽然北斗系统建
设起步落后于欧美，但中国航天人心中却憋着一口
气。北斗导航卫星总体设计师谢军曾说：“压力很
大，但时代选择了我，责任选择了我，所以我决不能
怠慢，必须玩命干。”

根据国家部署，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采取先区域
再全球的“三步走”建设思路。从1994年开始发展的
试验系统，到2004年的正式系统，是前“两步走”。

6月12日深夜，第23颗北斗导航卫星在西昌卫
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4天后，白皮书发布，其中提
到的在2020年前后“建成北斗全球系统”，正意味着
中国届时将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三步：建成
由 5 颗静止轨道卫星和 30 颗非静止轨道卫星组成
的覆盖全球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产业应用前景好

北斗卫星远在太空，但是推动其产业化发展
后，我们日常的生活将会大大受益。

在国新办发布会现场，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
办公室主任冉承其展示了一件“北斗产品”：一块北
斗时空手表。他介绍，这个手表看似很简单，但却可
以直接接收天上的北斗卫星导航信号。它区别于普
通手表的地方，首先是时间精度非常高，可以达到50
纳秒，这应是世界上精度最高的手表；同时，它既可
以定位，也可以导航；另外，它还有计步器等其他功
能。这款手表目前已经进入市场，“销售得非常好”。

再比如，在农业领域，北斗技术也发挥了巨大
作用。在其协助下，耕地的作业计划被输入到自动
驾驶系统，农用机械可以按照预定耕地路线作业。
冉承其讲述了他在新疆了解到的北斗应用成果：

“农户跟我讲，北斗高精度系统使每一亩地增加100
元收益。农民使用农用机械时，基本可以休息，这大
大降低了劳动强度。”

而这些还都只是北斗系统应用的一小部分。“有
很多应用，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在国家‘双创’战
略指导下，北斗应用会催生新的业态、新的方式，也带
动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深度发展。”冉承其说。他鼓励
继续对北斗应用大胆探索，倡导“北斗＋”。

根据白皮书的介绍，随着北斗系统建设和服务
能力的发展，相关产品已广泛应用于交通运输、海
洋渔业、水文监测、气象预报、测绘地理信息、森林
防火、通信时统、电力调度、救灾减灾、应急搜救等
领域。比如，在2008年汶川地震的抗震救灾中，北斗
导航系统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惠及全球争一流

“中国的北斗，世界的北斗”是此次白皮书中展
示出的重要发展理念。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元喜认

为，“北斗系统走向全球这是个必然”。北斗系统的
研发，一直是以惠及全球为目标。

白皮书指出，卫星导航系统是全球性公共资源。
到2018年，北斗系统将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及周边
国家提供基本服务。冉承其说，现有在轨运行的北斗
二号系统，就是把“一带一路”的国际推广和应用做
重点考虑，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方位合作，包括
技术交流、产品输出、合资公司组建等。毋庸置疑，这
将为我国发展“一带一路”战略提供更多机遇。

不只如此，据冉承其介绍，中国一直积极实施
更广范围的北斗系统国际推广。初步统计，北斗的
产品，已经输送到全世界 30多个国家，技术合作还
要比这更多一些，包括与巴基斯坦、泰国、东盟、阿
盟等的合作。现在北斗系统已成为了我国对外合作
的重要推介品牌之一。“下一步，我们要建成世界一
流的全球系统。”他说。

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再打开手机、车
载系统或更先进的可穿戴设备时，“BDS”会成为世
界上许多国家人们的第一选择。

2020年“北斗”照亮全球
本报记者 李 贞

2020年“北斗”照亮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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