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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22年4月25日，習近平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強調：“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

根結底是構建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要以中國為觀照，以時代為觀照，立足中國實際，解決中國

問題，不斷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推進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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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中國人權知識體系是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集中彰顯了當代中國在人權問題上的

基本立場、觀點與方法。從歷史發展來看，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的人權狀況》白

皮書發布、《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09-2010年）》白皮書發布、黨的二十大召開成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發展

的重要時間節點。從生成背景來看，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生成建構是國際國內因素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的結果，

問題意識突出。從科學內涵來看，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由人權學科體系、人權學術體系與人權話語體系“三大體

系”構成。從主要特征來看，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具有自主性、主體性、原創性和科學性特征。從重大意義來

看，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具有時代意義、理論意義、法治意義以及強國意義。從價值取向來看，中國人權知識體

系在人權觀念、人權行動、人權實質以及人權學科價值取向上實現重大飛躍。從建構邏輯來看，中國人權知識

體系建構遵循歷史文化邏輯、人類文明邏輯、思想指導邏輯以及法治保障邏輯。在建構路徑來看，構建中國人

權知識體系必須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指引，以中國式

現代化為依托，以人權學科建設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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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創新，使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屹立於世界學術之林。”同時要求“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做到

方向明、主義真、學問高、德行正，自覺以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為學術

己任，以彰顯中國之路、中國之治、中國之理為思想追求，在研究解決事關黨和國家全局性、根本

性、關鍵性的重大問題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1］這一重要論述為包括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在

內的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並提供了根本遵循。

當前，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時代背景下，全球人權治理面臨嚴峻挑戰，貧困、戰

亂、地區動蕩、人權政治化傾向、單邊制裁等因素使得人類社會的人權實現與保障仍然撲朔迷離、

充滿不確定性。無疑，習近平這一重要論述既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提供了難得的歷史契機，也

為促進全球人權治理改革提供新的觀念支撐。而且，人權問題是事關黨和國家全局性、根本性、關

鍵性的重大問題，要回答好“世界怎麼了”“人類向何處去”的時代之問，根本不可能離開中國人

權知識體系的支撐。在人權問題上，我們不能受制於西方人權話語，否則我們堅持走中國人權發展

道路、積極參與全球人權治理以及推動人權事業全面發展就不得要領、難以成功。因此，闡釋好中

國人權知識體系，使之與西方人權觀區別開來，使之形成系統的新時代人權知識體系，並以此促進

全球人權治理改革、推動人權事業全面發展，這是當代中國人權研究工作者的責任擔當與歷史使

命。在此背景下，2022年2月，習近平旗幟鮮明地指出：“要依托我國人權事業發展的生動實踐，

提煉原創性概念，發展我國人權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2］這一關於發展人權“三大

體系”的重要論述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指明了方向，並提供了基本遵循。無疑，人權“三大體

系”是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重要內容。

同時，習近平深刻指出，“人權是歷史的、具體的、現實的，不能脫離不同國家的社會政治條件

和歷史文化傳統空談人權”［3］。這一重要論述為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提供了歷史觀、發展觀以及

價值觀指引。為推動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深化人權的“三大體系”建設，在新時代我們要堅持

把人權的普遍性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斷推進人權知識體系的中

國化時代化歷史進程。通過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建構，融通中外人權文化，增進世界各國人權文明

交流互鑒，向世界積極傳播中國的人權理念、理論及話語，讓世界更好讀懂中國，了解中國在人權

事業發展上取得的偉大成就，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積極的理論貢獻。

二、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歷史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權事業取得巨大成就，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在人權問題上沒有完成

時，只有進行時；沒有最好，只有更好。”［4］其中，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生成建構是其巨大成就之

一。在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進程之中，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生成建構主要經曆了四個重要歷史階段。

特別是黨的二十大報告對中國式現代化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提出，為新時代進一步推動構建中國

人權知識體系創造了重大歷史契機。

［1］ 《堅持黨的領導傳承紅色基因紮根中國大地走出一條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新路》，載《人民日報》2022年4月26
日，第1版。

［2］ 習近平：《堅定不移走中國人權發展道路 更好推動我國人權事業發展》，載《求是》2022年第12期，第9頁。

［3］  同上註。

［4］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習近平關於尊重和保障人權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版，第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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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權知識體系論綱

（一）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與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發展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是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發展的第一個重要時間節點。盡管中國的人權教育

並沒有隨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而開展起來，但是人權研究已經開始在當代中國出現，這就為

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在當代中國萌芽提供了理論前提。當時，由於“人權”一詞沒有得到黨和政府明

確肯定，一些學者自發地發表了大相徑庭的人權理論文章。在這些文章中，有的學者對人權持肯定

態度，有的學者對人權持否定態度，大家在人權問題上充滿爭議、莫衷一是。這一爭議集中體現在

人權的意識形態問題上——人權究竟是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無產階級究竟可不可以使用人權口

號？對此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兩大人權觀：資產階級人權觀與社會主義人權觀。資產階級人權觀認

為人權是資產階級口號，無產階級不能使用。相反，社會主義人權觀認為，資產階級有資產階級的

人權觀，社會主義也有社會主義的人權觀。盡管當時關於人權意識形態的這些爭論不能直接導致中

國人權知識體系的生成建構，但是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產生和發展打開了一個窗口。而且從歷史

發展角度來看，改革開放的確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發展創造了良好政治氛圍並提供了堅實經濟基

礎。因此，沒有改革開放，就不可能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

（二）《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與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發展

1991年11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是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發展的第

二個重要時間節點，為作為交叉學科形式存在的人權學科發展創造了條件。《中國的人權狀況》白

皮書第一次以政府文件形式公開承認和肯定人權，指出“享有充分的人權，是長期以來人類追求的

理想”，認為人權是一個“偉大的名詞”。［5］該白皮書是30年前有效應對西方國家人權政治化傾向

挑戰的一項創新成果，也是科學闡釋當代中國在人權問題上基本立場、觀點及成就的宣言書，開創

了當代中國人權白皮書的先河。同時，《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也為當代中國人權研究與教育培

訓工作的開展奠定了政策基礎。科學精神是《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的精神內核。這一精神成為

後來一系列人權白皮書與人權政策文件的內在風格，即中國始終以科學態度對待人權問題。這一科

學精神也成為當代中國人權研究與教育培訓的思想動力，促進了當代中國人權學科的發展，使得中

國人權知識體系生成建構成為可能。這一階段在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生成建構上的顯著成就就是人權

法學作為法學的二級學科逐步發展起來，一批人權法學教材相繼得到出版，一些高校開始設置人權

法學二級學科。

（三）《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09-2010年）》白皮書與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發展

2009年4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09—2010年）》白皮書是中國人

權知識體系發展的第三個重要時間節點。通過該白皮書，黨和政府第一次以國家人權行動計劃形式

對人權行動進行了規劃部署，並且第一次以官方文件形式正式提出“人權教育”概念，指出“有計

劃地開展形式多樣的人權教育，普及和傳播法律知識和人權知識”。［6］這表明，人權教育已經由

社會自覺的行動正式納入黨和政府的規劃視野，成為一項重要的國家義務，這是人權教育觀念的重

大轉變，為人權教育廣泛開展創造了條件。由此，當代中國的人權教育和人權研究進入一個新的階

段，並進一步促進了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發展。2011年7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國家人權行

動計劃（2009—2010年）評估報告》指出：“國際人權法等三部人權法教材入選‘普通高等教育十

［5］ 中國人權研究會編：《中國人權年鑒》，當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698頁。

［6］ 中國人權研究會編：《中國人權年鑒（2006-2010）》，湖南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6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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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國家級教材規劃’。目前，高校和科研院所成立的人權研究機構近30個，數十所高校開設了人

權法和人權教育課程，南開大學、山東大學、中國政法大學等高校招收和培養人權方向的碩士和博

士研究生。教育部在南開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和廣州大學設立國家人權教育與培訓基地。”［7］2016
年6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12—2015年）實施評估報告》指出一些高

校“招收培養人權法學、人權政治學、人權哲學等研究方向的碩士、博士研究生。設置人權研究方

向博士後科研流動站。中國政法大學、西南政法大學自主設置了人權法學二級學科”。［8］因此，這

一階段除了人權法學外，人權政治學、人權哲學等人權學科進一步發展起來，並且還成立國家人權

教育與培訓基地。特別值得指出的是，迄今為止黨和政府已經連續發布四個國家人權行動計劃，即

在《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09—2010年）》之後，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連續發布了《國家人權行動計

劃（2012—2015年）》《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16—2020年）》《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21—2025
年）》三個國家人權行動計劃，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發展起到重要促進作用。

（四）黨的二十大召開與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發展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的命題及其戰略部署是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發展的第四個重

要時間節點，也是改革開放至今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發展最重大的歷史契機。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

權知識體系發展的其他重要時間節點比較，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意義與時代意義更為凸顯。無論是

改革開放，還是《中國的人權狀況》《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09—2010年）》白皮書的發布，囿於

當時國際國內環境、經濟政治社會條件以及人權研究與教育等方面的實際情形，中國人權知識體系

發展的速度、深度及廣度都有很大的局限性，不可能獲得完全充分的發展。黨的二十大關於中國式

現代化的戰略部署是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歷史背景下提出的，這使得中國式現代化對中

國人權知識體系發展的影響大大超過歷史上的任何時候，並使得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全面、系統、深

入發展成為可能。實際上，早在黨的二十大召開之前，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於2021年9月發布的《國家

人權行動計劃（2021—2025年）》已經明確提出“加強人權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指出“持續支

持高等院校開設人權相關專業課和通識課，編寫人權相關教材”［9］。這是黨和政府文件第一次明確

提及“人權學科”，對於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具有深遠意義。因此，隨著國家對人權學科建設明

確扶持的政策文件出台，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發展迎來重大歷史契機。

三、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生成背景

從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歷史發展可以看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是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歷史發展進

程中初步形成的，是歷史發展的產物。在這一進程中，鑒於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生成的國際、國內背

景及其特征的複雜性，而且這些因素相互交織、相互影響，使得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科學內涵處在

深刻的發展變化之中。

［7］ 中國人權研究會編：《中國人權年鑒（2006-2010）》，湖南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648頁。

［8］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12-2015年）年實施評估報告》，載中國政府網2016年6月

14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6-06/14/content_5082026.htm，最後訪問日期：2024年5月19日。

［9］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21-2025年）》，載中國政府網2021年9月19日，https://
www.gov.cn/xinwen/2021-09/09/content_5636384.htm，最後訪問日期：2024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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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生成的國際背景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國際背景下，世界人權事業發展進步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艱巨挑

戰。“世界怎麼了”“人類向何處去”已經成為我們面臨的現實人權問題。2023年6月，習近平在致

全球人權治理高端論壇賀信中指出：“當前，人類又一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全球人權治理面臨

嚴峻挑戰。”［10］貧困、戰亂、沖突、地區動蕩、人權的政治化傾向、恐怖主義以及公共衛生事件

等因素是當前全球人權治理領域比較突出的問題。首先，貧困危及全球人權治理的經濟基礎。據統

計，全球因貧困問題十分突出，約有8億多人生存條件堪憂，貧困仍然是全球發展不可逾越的客觀事

實。其次，公共衛生事件危及全球人權治理的社會基礎。自2020年初以來，突如其來的近百年來人

類遭遇的影響範圍最廣的新冠肺炎疫情嚴重威脅著人類的生命與安全，［11］對各國人民的生命權、健

康權等基本人權與自由構成嚴重挑戰。復次，人權的政治化傾向危及全球人權治理的政治基礎。以

人權之名幹涉他國內政、人權的雙重標準等人權的政治化傾向問題仍然十分突出。例如，2019年11
月，美國將所謂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簽署成法，赤裸裸地借口人權問題幹涉我國內政，將人

權的雙重標準展現得淋漓盡致。再次，戰亂、沖突、地區動蕩仍是危及全球人權治理的主要因素。

戰亂、沖突、地區導致人民的生存條件急劇惡化，人的生命與尊嚴被肆意踐踏，造成深重的人權災

難。例如，此輪巴以沖突造成的人權侵害使得全球人權治理前景堪憂。最後，恐怖主義是危及全球

人權治理的毒瘤。21世紀以來，影響全球的恐怖主義對全球經濟社會發展造成較大損害，嚴重踐踏

了各國人民的人權，成為影響全球人權治理的毒瘤。因此，如何促進全球人權治理改革，成為構建

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問題意識與重要使命。

（二）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生成的國內背景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權事業發展取得巨大成就，在治國理政中已經牢固樹立尊重和保障人權

原則，大幅提升生存權發展權保障水平，有效實現各項人權全面發展，顯著改善特定群體權利，

全面加強人權法治建設，努力推動各國人權事業的共同發展、積極參與全球人權治理，成功走出

符合國情的人權發展道路。［12］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第一，在人權觀念上，人們的人權意識得到

全面普及，成為推動中國人權事業進步的重要思想動力。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體制確立以來，人們的人權意識增長尤為明顯，實現了從“人權是資產階級的口號”到“國家尊

重和保障人權”的重大飛躍。第二，在人權理論與話語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人權理論體系初

步形成，成為推動中國人權事業進步的重要理論基礎。我們在人權的主體、人權的內容、人權的

形態、人權的本質、人權的屬性、人權的保障等方面表達了我們的立場與觀點，逐步構建起了當

代中國的人權理論與話語體系。第三，在人權法治與制度保障上，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法律體系與國家制度與時俱進，成為推動中國人權事業進步的重要法治與制度基礎。特別是

全面依法治國以來，人權的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等法治保障水平取得了巨大的歷史成就。第

四，在人權實踐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始終尊重和保障人權；走適合中國國情的人權發展道

路；奉行以人民為中心的人權理念；堅持生存權和發展權是首要的基本人權，逐步實現全體人民

的共同富裕；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協調增進全體人民的經濟、政治、社

［10］ 《習近平向全球人權治理高端論壇致賀信》，載《人民日報》2023年6月15日，第1版。

［11］ 汪習根：《疫情防控中生命健康權保障的中國經驗》，載《求是》2020年第12期，第61頁。

［12］ 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辦公室：《改革開放40年中國人權事業的發展進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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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文化、環境權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保障少數民族、婦女兒童、老年人、殘疾人等特定群

體權益；加強人權法治保障，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為豐富人類文明多樣性、推

動世界人權事業發展作出更大貢獻。［13］總之，在實踐中以尊重和保障人權為依歸的社會主義各項

事業穩步推進，成為中國人權事業進步的重要內容，成功走出了符合國情的人權發展道路。改革

開放以來我們在人權事業上取得的這些歷史成就，都需要從中國人權知識體系角度予以概括與總

結，並以之指導新時代的人權實踐。

（三）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生成的問題意識

從國際國內環境來看，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是國際國內環境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一個結果，

一方面體現了國際人權鬥爭領域國際環境的發展變化，另一方面體現了國內在因應這一變化的歷史

進程。因此，要深刻揭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科學內涵、主要特征、重大意義、價值取向、建構邏

輯以及建構路徑，不能脫離其賴以存在的國際國內環境，就此而言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就是國際國內

環境變化及其互動的結果。對於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生成建構而言，國際國內這兩個環境不是孤立

的，而是密切聯繫的。因此，只有深刻理解並統籌好國際國內兩個大局，才能促進中國人權知識體

系的發展完善。從問題意識來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與我國人權事業發展進步交織構成了

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生成的現實基礎，而全球人權治理面臨嚴峻挑戰則是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生成的外

部環境。在此現實基礎和問題意識下，堅定不移走中國人權發展道路是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生成的道

路選擇，創造人權文明新形態則是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生成的表現形式。從“三大體系”來看，發展

人權學科體系是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生成的學科需求，構建中國特色人權理論是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生

成的學術追求，提升我國人權話語國際影響力則是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生成的話語要求。從歷史責任

感來看，促進全球人權治理改革和推動人權事業全面發展是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生成的責任擔當，而

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理論支撐是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生成的時代使命。因此，當代中國人權知識體系

生成具有深刻的歷史背景、深厚的文化底蘊與深層的問題意識，是對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

問、時代之問的深度回應。

四、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科學內涵

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三個重要組成部分，即中國人權學科體系、人權學術體系與人權話語體系，

共同構成了人權的“三大體系”。只有全面、系統、深入闡釋中國人權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

體系“三大體系”的科學內涵，才能揭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科學內涵。正如有學者認為“構建中

國人權學，就是要構建中國自主的人權知識體系，而話語體系、學術體系、學科體系則是中國自主

的人權知識體系的基本內容”［14］。

（一）中國人權學科體系的科學內涵

在“三大體系”之中，中國人權學科體系是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中心，構建中國人權知識

體系必須抓住人權學科體系這個“牛鼻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權學科體系的發展過程就是中

國人權知識體系的發展過程，人權學科是當代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發展的晴雨表。從這一點而言，人

［13］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習近平關於尊重和保障人權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版，第1頁。

［14］ 魯廣錦：《構建中國人權學：緣由、認知、範式》，載《人權》2023年第3期，第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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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權知識體系論綱

權學科在當代中國的發展是客觀存在的，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不承認人權學科的存在，實

際上就是否定當代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存在。很顯然，改革開放以來人權法學是人權學科存在最初

表現形式，這也注定了中國人權知識體系最初是中國人權法知識體系。因此，在中國人權知識體

系的生成建構過程之中，大多數人權研究工作者主要來自法學領域，甚至他們對中國人權知識體系

生成與建構產生了奠基性的作用。當然，來自法學領域的人權研究工作者最初動機不在於發展人權

學科，或者從來沒有考慮、沒有意識到發展人權學科這一問題，他們的關注與研究主要是出於發展

與完善法學學科的目的。從改革開放以來法治與人權關係的歷史發展來看，法治與人權從分離、磨

合、結合到融合，都彰顯了法學、法治乃至中國社會的發展進步。無疑，在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生

成建構的歷史進程中，老一代法學工作者篳路藍縷，尤其其中從事人權研究的工作者居功至偉。但

不能就此斷言，中國人權學科體系就是法學學科體系，從而將人權學科的內涵與法學學科的內涵等

同起來。我們認為，中國人權學科體系除了包括人權法學之外，還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理

論、全球人權治理、人權哲學、人權經濟學、人權教育學、人權文學、人權歷史學、人權政治學、

人權科技學、人權軍事學、人權管理學以及人權藝術學等二級學科。［15］

（二）中國人權學術體系的科學內涵

在“三大體系”之中，中國人權學術體系是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重點，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

系必須開展人權研究。人權研究既是建構中國人權學術體系的基礎，更是建構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

前提。就此而言，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的歷史進程，就是人權研究不斷深入發展的過程。從當代

中國人權理論構建的角度而言，構建中國人權學術體系是指對包括人權主體、內容、屬性、形態、

本原、本質以及人權實現等人權基礎理論進行全面、深入、系統理論研究，提煉原創性概念，形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理論。無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中國化時代

化的最新理論成果。例如，在人權主體上，堅持個體與集體的統一，個人人權是基礎，集體人權是

保障；在人權內容上，主張經濟、社會、文化權利與公民權利、政治權利的統一，生存權和發展權

為首要的基本人權；在人權形態上，主張應有權利與法定權利的統一，加強人權法治保障；在人權

本原上，主張人的社會屬性與自然屬性的統一，堅持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在人權法治保障上，主張

法治的人權保障價值與人權法治保障方式的統一，全面依法治國就是要求全面保障人權，在法治軌

道上推動人權事業全面發展。總之，當代中國人權學術體系是一個不斷深化的歷史過程，隨著當代

中國人權實踐的不斷發展而發展。

（三）中國人權話語體系的科學內涵

在“三大體系”之中，中國人權話語體系是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抓手，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

系必須不斷提升中國人權話語的國際影響力。當代中國人權話語體系是在人權學科體系與人權學術

體系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是當代中國關於人權的話語表達，充分彰顯當代中國在人權問題上的

基本立場、觀點與方法，尤其反映了黨和政府在人權保障上的主張、經驗與成就。例如，“中國共

產黨和中國政府始終尊重和保障人權”［16］。這是中國人權話語體系中一個重要表達，體現了黨和政

府在尊重和保障人權上的地位、作用及其重要的價值與意義。要理解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就應當對

中國人權話語的表達予以尊重、理解，才能尋求人權問題上的共識。就人權“三大體系”而言，由

［15］ 陳佑武、李步雲：《論當代中國的人權學科》，載《人權研究》2023年第1期，第73頁。

［16］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習近平關於尊重和保障人權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版，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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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人權話語在全球人權治理中基本上處在各說各話的狀態，因此人權話語相對於人權學科、人權學

術而言往往分歧更大，難以達成共識。從這個角度來說提升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國際影響力重點在

於提升中國人權話語體系的國際影響力，因此抓住了人權話語也就找到了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對外傳

播與交流的關鍵。

（四）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內在關係

創新發展當代中國人權學科體系是提升當代中國人權話語權的學科基礎，而創新發展人權學術則

是發展人權學科的研究前提，並被吸收到學科建設之中。就此而言，創新發展人權研究是構建中國

人權知識體系的基本要求。創新發展當代中國人權學科體系是以推進人權交叉學科建設為基礎，積

極發展人權一級學科。從這個思路來看，搞好包括人權法學、人權政治學、人權哲學等人權交叉學

科建設創新發展是構建當代中國人權學科體系的基礎。只有人權交叉學科得到不斷夯實，創新發展

當代中國人權學科才有意義。但是，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當代中國人權學科不能止步不前，應當

與時俱進，向具有自主知識體系的人權一級學科方向發展。換言之，創新發展當代中國人權學科要

求作為交叉學科的人權學科與作為具有自主知識體系的人權一級學科同頻共振、共同發展。通俗而

言，當代中國人權學科發展要堅持“兩條腿走路”，步子才能邁得更大，走得才能更遠。總之，在

人權“三大體系”之中，人權學科建設當前已經成為重中之重，人權學科搞好了就會促進人權學術

與人權話語的發展。就此而言，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迫切需要發展當代中國人權學科。［17］

五、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主要特征

中國的基本國情和歷史文化是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生成建構的基本前提，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人權

知識體系的自主性和主體性。離開這個前提，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就沒有任何意義。因此，人權

的歷史文化內涵是詮釋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生成建構的基本著力點，在此基礎上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具

有原創性的基本範疇與具有科學性的基本內涵得到不斷豐富發展。

（一）自主性

正如習近平所言：“我們發展人權事業，不是以西方所提的那個標準為圭臬。不論發展到什麼

階段，我們的人權事業都要按照我國國情和人民需求來發展，達到了我們確立的目標和水平就是好

的，不需要向西方看齊，不需要西方來評判！”［18］因此，中國人權知識體系是在基於我國國情和人

民需求發展人權事業的歷史過程中產生的，自主性是其鮮明的特征。概言之，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

自主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中國人權知識體系與西方人權知識體系有本質區別。中國人權

知識體系是馬克思主義人權觀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最新理論成果，馬克思主義關於人權問題的基本

立場、觀點與方法是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的基本遵循。因此，中國人權知識體系是以唯物史觀為

基礎，是從我國實際出發生成建構的人權知識體系，具有鮮明的時代性、進步性，體現了新時代的

人權需求與人權理念，與西方人權知識體系存在本質上的區別。第二，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生成建構

源自中國實踐。西方的人權標準及其政治化傾向在某一歷史階段或某些時候可能會或多或少影響中

［17］ 構建當代中國的人權學科，有學者認為是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繁榮發展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提升國家文化軟實

力的必然要求。參見魯廣錦：《構建中國人權學：緣由、認知、範式》，載《人權》2023年第3期，第2-7頁。

［18］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習近平關於尊重和保障人權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版，第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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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權知識體系的建構進程，但不可能從根本上左右或決定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自主建構，中國人

權知識體系的建構完全取決於中國人權事業發展進步的歷史進程和人民需求。第三，中國人權知識

體系生成建構於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之中。從根本而言，中國式現代化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生成建

構指明了方向、明確了思路。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發展進程也是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生成建構、發展

完善的歷史過程。當前，推進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必須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

指導、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指引。

（二）主體性

人的主體性貫穿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中，是我國古代尊重人權的特質所在。在傳承堯、舜、禹

等先賢的寶貴思想基礎之上，儒家文化認為天地之間，人是最高貴的，並將這一理念延續發展並實

踐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思想觀念層面體現為“仁”。孔子一生政治抱負與追求就是“克己復

禮以為仁”［19］。孔子的學生樊遲問他“仁”是什麼？孔子回答“仁”就是“愛人”［20］。一次孔子

家中著火，孔子首先關心的就是人有沒有受傷，問到“傷人乎？”［21］同時，孔子對於將人作為殉葬

品的傳統予以嚴厲批判，怒斥道：“始作俑者，其無後乎！”［22］對於用木偶人替代真人殉葬，孔子

同樣持反對意見，表明了他對人的主體性的尊重與關愛。孔子的仁愛思想對後世儒家影響深遠，成

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內核。儒家文化中的人的主體性觀念與馬克思主義人權觀在本質上具有

高度契合性。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來源不同，

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機結合。”［23］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在中國生根發芽、發

展壯大在於其本質上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高度契合之處，因此二者能有機結合，並且這一結合

不僅改變了中國，同時也改變了世界。儒家文化人權觀念中人的主體性與馬克思主義人權觀中人民

的主體地位便是最鮮明的體現。因此，我們應在馬克思主義人權觀指導下，充分挖掘中國儒家傳統

人權資源，從我國實際出發推動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24］

（三）原創性

從人權知識體系生成建構的基本範疇來看，原創性是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基本特征。沒有原創

性，就無所謂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原創性是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生命力所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

權知識體系在人權概念範疇體系、人權歷史範疇體系、人權屬性範疇體系、人權實現範疇體系以及

人權學科範疇體系上取得全面發展，人權基礎理論中的一些具有原創性的基本範疇或概念逐步建構

起來。這些基本範疇與概念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與當代中國實際結合密切，充分彰顯了中國人權事

業發展進步的歷史成就。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是以人權與主權關係為核心展開。人權與主權關係

是當代中國人權知識體系一個具有原創性的重要範疇，對其研究集中體現在對西方提出的“人權高

於主權”命題的批判之中。中國人權研究會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西方所謂的‘人權高於主權’，這

是什麼樣的人權？只能是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人權觀和人權模式。因此，所謂‘人權高於主權’，實

［19］ 《論語·顏淵》

［20］ 《論語·顏淵》

［21］ 《論語·鄉黨》

［22］ 《論語·梁惠王上》

［23］ 《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載《人民日報》2023年6月3日，第1版。

［24］ 《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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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上就是要世界所有國家照搬西方的人權觀和人權模式。”［25］這就是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的問題

意識所在，既是源自對西方人權觀和人權模式輸出的反應，更是對西方人權政治化挑戰的應對，由

此提出我們在人權問題上具有重大原創性的基本立場與觀點。隨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中

國人權知識體系迎來新的歷史發展契機，人權研究重大主題實現了從人權與主權的關係向全球人權

治理的重大飛躍，全球人權治理成為新時代人權研究的重要範疇。

（四）科學性

從人權知識體系生成建構的基本內涵來看，科學性是其鮮明的時代特征。從體系結構邏輯來看，

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包括人權學科體系、人權學術體系和人權話語體系三大體系。科學性不僅是中國

人權知識體系的學科特征，也是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的學科發展邏輯。據此邏輯，中國人權知識

體系建構，要堅持以人權學科建設為中心，堅持人權研究與人權教育相結合，推動人權學術體系和

人權話語體系全面發展。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有賴於創新發展當代中國的人權學科體系、學術體

系和話語體系，並進一步釐清三者的歷史語境與內在邏輯，使得三者在闡述中國和世界人權事業發

展進步方面更具有合理性、公平性及說服力，充分彰顯當代人權文明的中國成就。首先，中國人權

學科體系是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的學科基礎。只有人權學科得到不斷夯實，建構中國人權知識體

系才有意義。同時，當代中國人權學科不能止步不前，應當與時俱進，向具有自主知識體系的人權

一級學科方向發展。其次，中國人權學術體系是建構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理論支撐。發展中國人權

學術體系是指對包括人權主體、內容、屬性、形態、本原、本質以及人權實現等人權基礎理論進行

全面、深入、系統理論研究，提煉原創性概念，形成中國特色人權理論。最後，中國人權話語體系

是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表現形式，是當代中國關於人權的話語表達，充分彰顯當代中國在人權問題

上基本立場、觀點與方法。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本質上就要求不斷提升中國人權話語的國際影

響力，促進全球人權治理改革，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六、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重大意義

21世紀是人權的世紀，是人權知識不斷發展和人權理念廣為傳播的世紀。在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生

成建構之前，人類社會的人權知識體系整體上是西方的人權知識體系，西方的人權話語基本上主導

了全球人權治理的歷史進程。因此，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產生發展，具有鮮明的時代意義與時代特

征，充分彰顯新時代人權保障價值取向與人權事業發展新方向。

（一）時代意義

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生成建構就是人類社會人權知識體系產生發展歷史進程中的重大事件，表明

人類社會對於人權認知的深入與發展，標志人權文明進入新時代。在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產生之前，

人權觀基本上是西方的人權觀，人權模式基本上是西方的人權模式，人權話語基本上是西方的人權

話語。因此，在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產生之前西方人權觀及其話語體系具有不言而喻的正當性，代表

了一定歷史階段人類社會的人權認知水平，談到人權基本上就是在闡述西方的人權觀念。在此語境

下，當代中國談人權必然“談虎色變”，人權成為較為敏感的詞彙。鑒於中西方意識形態領域的差

［25］ 中國人權研究會編：《論人權與主權——兼駁“人權高於主權”論》，當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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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人權也自然而然地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所以抵觸或排斥人權就成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

產生之前自然而然的歷史選擇。然而歷史已經證明，一味地排斥或不承認人權只會使自己越來越被

動，也只會導致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人權衛士”優越感與日俱增。所以，在人權問題上爭取主動性

是當代中國面臨的時代課題，不能被西方國家一直牽著鼻子走。實際上，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就是在

思考如何“對付人權”的視野下展開。

（二）理論意義

近代中國歷史說明，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勢在必行，有其必要性和緊迫性。無論是擺脫西方

知識體系的話語控制以維護意識形態安全，還是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以增強文化自信，

都必須著眼於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其中，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尤為關鍵，在構建中國自主

知識體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集中彰顯了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理論價值。首先，構建中

國人權知識體系可以為擺脫西方人權觀和西方人權話語的控制奠定理論基礎。改革開放以來，西方

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將人權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目的就在於輸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意識

形態，達到干涉我國內政的政治目的。通過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中國特色人權理論形成，當代

中國人權觀將在國際社會廣為傳播，當代中國人權話語權也將會得到有效提升，這也充分地說明中

國人權知識體系的理論價值與意義。其次，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可以為堅持走中國人權發展道路

奠定理論基礎。堅持走中國人權發展道路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權事業發展的關鍵所在，這條道路

形成於實踐之中，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完善。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可以闡釋這條道路的科學性、合理性

及必要性，套用西方人權觀或人權話語只能適得其反。最後，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可以為積極參

與全球人權治理提供理論指導。當前全球人權治理面臨嚴峻挑戰，如何有效地促進全球人權治理改

革、形成更加合理、公正、包容的國際秩序有賴於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發展與完善。因此，構建中

國人權知識體系既是構建中國自主知識的迫切要求，又是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核心意涵。構建

好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就能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發展完善起到積極促進作用。

（三）法治意義

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生成建構與當代中國法治建設密切關聯、相互依賴、共同發展。尤其在全面

依法治國歷史階段，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獲得長足發展。黨的二十大報告旗幟鮮明地指出，全面依法

治國是國家治理的一場深刻革命，關係人民幸福安康，關係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必須更好發揮法治

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軌道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正如習近平所

言“必須堅持法治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護人民。”“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根本目的

是依法保障人民權益。……用法治保障人民安居樂業。”［26］說到底，就是法治的真諦在於尊重和

保障人權。實際上，在全面依法治國深入推進的歷史背景下當代中國的法治建設與人權保障之間已

經高度融合，講法治必談人權，談人權必講法治，加強人權法治保障成為歷史發展的內在要求。因

此，全面依法治國深入推進的歷史進程，就是人權保障不斷被強調的歷史進程，就此而言全面依法

治國就是要求全面保障人權。由此，全面依法治國保障什麼樣的人權？這個問題在全面依法治國發

展進程之中被凸顯出來。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建構回應了全面依法治國的時代之問，科學闡釋了全

面依法治國與全面保障人權之間的內在關係，揭示了全面依法治國的人權戰略。在中國人權知識體

系建構視野之下，在全面依法治國進程之中，法治的人權保障價值與人權的法治保障方式業已呈現

［26］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習近平關於尊重和保障人權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版，第144、1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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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融合態勢，在法治軌道上推動人權事業全面發展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依法保障人權成為當

代中國人權事業發展和法治事業發展所達成的基本價值共識，成為當代中國人權事業和法治事業的

基本特征。

（四）強國意義

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提供理論支持和思想指導，不斷增強國家文化

軟實力。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

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27］現代國家基本上都尊重、促進與保障人權，“現代國家承認人權同古代國家承認奴隸制是

一個意思。……它用宣布人權的辦法從自己的方面承認自己的出生和自己的基礎。”［28］換言之，人

權是現代國家的立國基礎，沒有任何一個現代國家表明自己不承認人權。關鍵在於，每一個現代國

家對人權的理解與解釋都會或多或少與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經濟政治發展水平等有關。例如，西

方人權觀和西方人權模式體現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人權的認知水平。2004年，“國家尊重和保障

人權”已經正式寫入我國憲法，這也成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重要內涵，成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與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之間的內在邏輯與有效連接。從這個邏輯出發，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

代化強國必然要求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保駕護航。

七、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價值取向

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生成建構進程也是價值觀不斷調整與轉變的過程，生動體現了歷史之變、時代

之變。必須指出的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發展過程之中，除了當代中國人權研究主

題發生重大飛躍外，基本觀念、人權行動、人權實質以及人權學科建設等價值取向上都實現重大飛

躍，豐富發展了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科學內涵。

（一）人權觀念價值取向上的重大飛躍

改革開放之初，基於對馬克思主義人權觀的錯誤判斷與美國“人權外交”的壓力，“人權是

資產階級的口號”一度甚囂塵上。1979年3月22日，《北京日報》發表《“人權”不是無產階級

口號》一文，認為“人權”是資產階級的口號，從來就不是無產階級的戰鬥旗幟，該文主張不能

把“人權”這個資產階級的破爛武器搬來作為治理社會主義國家的良藥。還有學者認為，人權是

資產階級的口號和意識形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再提出“尊重人權”“爭人權”的口號，實際上

是向黨和政府“示威”，是意味著倒退到資本主義社會去。［29］因此，在改革開放之初，“人權是

資產階級的口號”支持者大有人在，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人們對於人權的認知。直到1991年11月

《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發布，隨著黨和政府對人權的明確肯定，“人權是資產階級的口號”

才被否定，但對於人權問題仍然較為敏感。以2004年3月14日“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正式入憲為

界，人權觀念價值取向實現了由“人權是資產階級的口號”向“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重大飛

［27］《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8頁。  
［2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5頁。

［29］ 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編：《當代人權》，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375-3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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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人權”入憲既是社會發展矛盾沖突的結果，也是一種新的普遍性價值取向的達成，表明人

們的人權意識發生重大變化。

（二）人權行動價值取向上的重大飛躍

改革開放在人權行動上實現由“社會自覺”向“國家計劃”的重大飛躍。盡管我國長期實行社

會主義計劃經濟，但在人權保障上一直沒有整體計劃，而是社會的自覺行動，“社會自覺”是其精

神內核。在這一觀念指導下，國家作為人權保障的義務主體角色長期缺位，因此在很長一個時期內

我國的人權事業發展進步緩慢。這一局面的改變始於2009年。這一年的4月13日，國務院新聞辦發布

《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09-2010年）》，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制定的以人權為主題的規劃。該計劃

規定了2009-2010年中國政府在促進和保護人權方面的工作目標和具體措施，具體內容包括經濟、社

會和文化權利保障，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保障，少數民族、婦女、兒童、老年人和殘疾人的權利保

障，人權教育和國際人權義務的履行及國際人權領域交流與合作等內容。自2009年以來國家先後發

布四個國家人權行動計劃有效地促進人權事業發展進步。人權行動價值取向由“社會自覺”向“國

家計劃”的重大轉變表明了國家人權義務主體的歸位，國家在當代中國人權事業發展進步中的地位

越來越重要。

（三）人權實質價值取向上的重大飛躍

在人權實質上實現對抗性向和諧性的重大觀念轉變，在人權上的交流互鑒、合作共贏正成為新

的共識。改革開放之初，人權的敏感性與人權對抗性是聯繫在一起的，人權長期被視為是權利與權

力對抗與沖突的代名詞，因而人們對人權諱莫如深。因此，改革開放以來人權一直存在一個脫敏的

問題，人權事業發展進步的進程實際上也是逐步脫敏的曆程。從發展上看，1991年《中國的人權狀

況》白皮書的發布、1997年人權寫入黨的大會報告、2004年人權入憲等都起到了脫敏的效果，對人

權意識傳播起到了積極作用。尤其黨的十八大以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發展了中國傳統“和”文

化觀念，彌補了古典人權理論的內在缺陷，主張以和為貴，與人為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

同文明之間和而不同、交流互鑒，促進各國人權交流合作，強調人權的和諧性。人權的和諧性是

對人權對抗性的重大發展，體現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人權實質問題上認識的深度與廣度。人

權和諧性的內在邏輯是，以團結促合作，以合作促發展，以發展促人權，這與人權對抗性理念存

在顯著差異。

（四）人權學科價值取向上的重大飛躍

人權學科在當代中國的發展是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的一項重要成就。當代中國人權學科的發展

始於改革開放，得益於人權研究與教育的開展。2000年以來，人權法學逐步發展起來，成為我國人

權學科發展的主要表現形式，對我國人權法治事業發展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隨

著我國人權事業發展進步，全球人權治理面臨嚴峻挑戰，這一時代背景對我國人權學科建設提出了

新的時代要求。為了占據全球人權治理的學科制高點，適時推動設置人權一級學科成為新的歷史趨

勢。在此歷史背景下，作為人權一級學科的人權學應運而生，成為人權學科在當代中國新的學科表

現形式。因此，當代中國的人權學科也實現由人權法學向人權一級學科的重大飛躍。

必須指出的是，隨著我國人權事業的全面、系統與深入發展，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在價值取向上的

發展變化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僅僅拘於上述幾個方面或幾個領域價值取向的重大飛躍，例如，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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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研究態度上，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實現了由“對付人權”向“理論建構”的重大飛躍。我們今天有

意識地建構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再如，在人權保障上，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實現

了由“底氣不足”向“人權保障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的重大飛躍，這主要是因為改革開放以來國

際國內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條件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所致。如此等等。

八、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建構邏輯

人權是歷史的、具體的與現實的，因此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不可能脫離歷史的、具體的與現實

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條件而獨立存在。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時代要求，集中

彰顯了這一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水平。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只有遵循歷史文化邏輯、人

類文明邏輯、思想指導邏輯以及法治保障邏輯等等邏輯，才能使得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屹立於世界學

術之林。

（一）歷史文化邏輯

在歷史文化邏輯上，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必須做到“五個堅持”，即堅持走中國人權發展

道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堅持從我國實際出發以及堅持和中華優

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首先，必須堅持走中國人權發展道路。“一個國家走什麼樣的發展道路，只

有這個國家的人民最有發言權。”［30］堅持走中國人權發展道路，本身就是一個人權問題，是中國

人民發言權的體現。其次，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從誕生那一天起，就把為人民

謀幸福、為人類謀發展作為奮鬥目標。”［31］中國共產黨在推動中國人權事業發展進步的同時創新

發展了當代中國人權理論的時代內涵，充分彰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復次，堅持尊重人

民主體地位。人民性是中國人權發展道路最顯著的特征。我們保障人民民主權利，充分激發廣大

人民群眾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讓人民成為人權事業發展的主要參與者、促進者、受益者，

切實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再次，堅持從我國實際

出發。我們把人權普遍性原則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從我國國情和人民要求出發推動人權事業發

展，確保人民依法享有廣泛充分、真實具體、有效管用的人權。最後，堅持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相結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充滿人文精神，以尊重人為核心，集中彰顯人的主體價值。我們必須

把人權的普遍性與傳統優秀文化的這種人文精神相結合，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形成符

合時代潮流的人權文化。

（二）人類文明邏輯

在人類文明邏輯上，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是創新發展人類人權文明的必然要求，中國人權知識

體系彰顯人類人權文明發展的歷史方位及其價值取向。豐富發展人權文明多樣性，共同推動人權文

明發展進步。首先，人類整體是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的基本立足點。正如馬克思所指出，舊唯物

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化了的人類。［32］“這一視

［30］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習近平關於尊重和保障人權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版，第22頁。

［31］ 同上註，第7頁。

［3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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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差異深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之間哲學立場的根本分歧。”［33］人類作

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的起點，也是對《世界人權宣言》所承載的人權主體觀念的發展。其次，

人類的共同安全與共同發展是中國人權知識建構的重要內容。這是因為，當代世界人類共同安全問

題日益突出，攸關人類的前途與命運，影響人類的生存與發展。沒有人類的共同安全，人類的生存

權與發展權就不可充分實現。而沒有共同發展，局部的或片面的發展都是不充分的發展，都有可能

危及人類的安全與生存。再次，人類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是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的本質。人們

為之奮鬥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34］但不同的個人有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利

益，並不是所有利益都是我們的奮鬥目標，只有共同利益才值得人們去追求。在正義維度，正義作

為人權的本質是對道德觀念的凝練與提升，體現了人權本質的價值內涵。然而人類的價值追求是多

元的，只有共同價值才是值得承認與維護的。最後，人類的人權實現是各個國家的共同義務。在國

家存在的前提下，人類的人權實現絕非一國之功，而應是各國共同之責。各國應拋棄前嫌，在人權

問題上攜手並進，共同致力於人類社會人權事業的健康發展。

（三）思想指導邏輯

在思想指導邏輯上，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

導，以習近平關於尊重和保障人權的重要論述指導人權事業發展，以習近平法治思想與人權論述指

導人權法治建設，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指導促進全球人權治理改革。首先，堅持以習近平新時

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必須走對路。如果路走錯了，甚至南轅

北轍，那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就沒有任何意義。而要走對路，則必須以正確的思想作為指導。如

果指導思想不正確，道路必然就會迷失方向。所以，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必須堅持以習近平新時

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持走中國人權發展道路。其次，以習近平關於尊重和保障人權

的重要論述指導人權事業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圍繞尊重和保障人權發表的一系列重要論述，立意高

遠，內涵豐富，思想深刻。［35］創新發展是其鮮明時代特征，體現在人權的義務主體、發展道路、

核心理念、首要人權、戰略部署、統籌推進、特定群體人權保障、人權的法治保障及全球人權治理

之中。深入解讀習近平關於尊重和保障人權論述的創新內涵，不僅有利於推動我國人權事業發展進

步，也為世界人權事業發展進步貢獻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再次，以習近平法治思想與人權論述指

導人權法治建設。習近平法治思想與人權論述交相輝映、相互促進，為新時代加強人權法治保障奠

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最後，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指導促進全球人權治理改革。針對當前全球

人權治理的亂象，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實際上已經揭示了全球人權治理的中國方案，即以生存發展

為條件，以和平安全為前提，在尊重和保障各國主權基礎上促進全球人權治理。

（四）法治保障邏輯

在法治保障邏輯上，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必須在法治軌道上推動人權事業全面發展，加強人權

法治保障，依法保障人權。法治是人權最有效的保障，人權是法治最根本的目的。在法治軌道上推

動人權事業全面發展必須立足於所有人的所有人權的保障，必須不斷創新發展人權理論、不斷推動

人權實踐發展。改革開放以來，在人權法治保障上強調法治的人權保障價值與人權的法治保障方式

有機統一，使得人權法治的內涵日益完善、人權法治事業的發展更加欣欣向榮。黨的十八大尤其黨

［33］ 參見劉同舫：《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創性貢獻》，載《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7期，第4-21頁。

［3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7頁。

［35］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習近平關於尊重和保障人權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版，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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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以來，全面依法治國的人權戰略基本形成並持續推進，取得顯著成就。黨的十九

大報告明確提出“加強人權法治保障”，為在法治軌道上推動人權事業全面發展奠定堅實的政治基

礎，當代中國人權事業的發展與法治事業的發展高度融合。總之，在法治軌道上推動人權事業全面

發展的康莊大道上，我們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把尊重和保障人權貫穿立法、執法、司法、守法

各個環節，加快完善體現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權、財產權、

人格權，保障公民參與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等基本政治權利，保

障公民經濟、文化、社會、環境等各方面權利，不斷提升人權法治化保障水平。

九、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建構路徑

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是一個漸進、複雜的歷史發展過程。在這個問題上，既急不得，但也等不

得，必須有所作為，應當適時加以推進。因此，我們在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上要堅定道路自信、

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更加積極的歷史擔當和創造精神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發展作出

新的貢獻。

（一）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持走中國人權發展道路，為發展中國人

權知識體系指明方向

“中國始終遵循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精神，堅持把人權普遍性同中國實際相結合，

走出了一條符合時代潮流、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權發展道路。”［36］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必須將習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精髓要義全面融入中國人權發展道路之中。第一，必須堅持

人民至上。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屬性，也是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本質屬性。堅持人民主體

地位是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的根本分歧所在。第二，必須堅持自信自立。

堅持自信自立體現了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對客觀規律的尊重，充分體現了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

自主性、主體性、原創性和科學性。第三，必須堅持守正創新。堅持守正創新是中國人權知識體

系建構在尊重我國實際、尊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求的基礎上與時俱進的自主創新。第四，必須

堅持問題導向。堅持問題導向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與矛盾論在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中的體現，

是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問題意識所在。第五，必須堅持系統觀念。堅持系統觀念是人權事業作為

系統工程在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上的反映，是人權實踐與人權理論辯證統一的體現。第六，必

須堅持胸懷天下。堅持胸懷天下體現了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的全球視野，全球人權治理是全人

類的共同事業。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不僅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也是為人

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

（二）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指引，不斷豐富和發展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內涵

中國人權知識體系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是一個開放、包容具有國際視野的人權知識體系。

建構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必須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指引，積極參與全球人權治理，不斷豐富

和發展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內涵。第一，在人權主體上，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強調人類整體，擺

脫了西方人權觀和西方人權模式將人權僅視為個體權利的局限性，從整體視角傳承與發展了《世

界人權宣言》承載的人類觀念。西方人權觀在人權主體上只強調個體的人權主體地位，否認集體

［36］ 同上註，第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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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權主體地位，更談不上人類整體的人權主體地位。因此，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在人權主體

上必須摒棄西方人權觀的狹隘、虛偽的立場與觀點，從人類整體視角出發構建新時代的人權知識

體系。第二，在人權內容上強調共同安全和共同發展，超越了西方人權觀和西方人權模式將人權

僅視為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的局限，與時俱進地傳承與發展了《世界人權宣言》所確立的共同標

準。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在內容上不僅重視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也重視經濟、社會和文化權

利，還重視和平權、發展權等集體人權。第三，在人權本質上強調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超越了

西方人權觀和西方人權模式將人權僅視為利益的局限性，傳承和發展了《世界人權宣言》所承載

的人類價值。西方人權觀是赤裸裸的利益觀，當前我國與美國等西方國家之間所謂人權鬥爭實際

上掩蓋的都是利益之爭，這也是西方人權政治化挑戰的本質所在。第四，在人權實質上強調和而

不同和交流合作，超越了西方人權觀和西方人權模式的對抗性，同時也超越了《世界人權宣言》

產生時固有的意識形態偏見。在人權問題上，人們不是為了對抗而對抗，而是為了合作、和諧而

對抗。第五，在人權實現上強調共同義務和共建共享，超越了西方人權觀和西方人權模式以及《世

界人權宣言》對人權實現義務主體的認知，作出了全球化的闡釋。在國家存在的前提下，人類的

人權實現絕非一國之功，而應是各國共同之責。各國應拋棄前嫌，在人權問題上攜手並進，共同

致力於人類社會人權事業的健康發展。

（三）以中國式現代化為依托，推動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全面、系統、深入發展

歷史已經雄辯地證明，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必須堅持中國式現代化為依托，推動中國人權

知識體系全面、系統、深入發展。第一，中國式現代化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發展指明方向。中國

式現代化對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做出了質的規定，即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必須堅持中國共產

黨的領導、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從我國實際出發、堅持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是中

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必須堅持的歷史文化邏輯。第二，中國式現代化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發展明

確思路。中國式現代化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發展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即堅定不移地堅

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這是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必須堅持的思想指

導邏輯。第三，中國式現代化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發展提供動力。一方面，經濟基礎是中國人權

知識體系發展的物質基礎和動力源泉。“沒有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會主義

現代化強國。”［37］另一方面，文化自信是當代中國人權學科發展的精神動力。在中國人權知識體

系發展上，必須以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基礎，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的人權學

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鑄就社會主義人權文化的新輝煌。第四，中國式現代化豐富中國

人權知識體系的實踐形式。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實踐形式豐富多

彩，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於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這些實踐形式，黨的二十大報

告概括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

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第五，

中國式現代化拓展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基本範疇。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基本概念與範疇主要是圍

繞人權與主權的關係這一重大的時代主題進行構建，涉及人權歷史、人權概念、人權屬性、人權

實現以及人權學科等領域。

［37］ 《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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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人權學科體系建設為中心，以人權研究與人權教育為抓手，推動人權學術體系與人權話

語體系全面發展

按照當代中國人權學科發展邏輯和發展經驗，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必須堅持以人權學科建設

為中心，以人權研究與人權教育為抓手，推動人權學術體系與人權話語體系全面發展。首先，創

新發展中國人權學科體系是關鍵。創新發展中國人權學科體系刻不容緩、勢在必行。在新的歷史

階段，必須順勢而為，緊緊抓住人權學科建設這個“牛鼻子”，尤其發展建設好人權一級學科，

我們就可以占據全球人權治理的學科制高點，推動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全面、系統、深入發展。其

次，堅持以人權研究與人權教育為抓手。改革開放以來，先有人權研究，後有人權教育，且二

者有效結合。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始於人權研究，後得益於人權教育，以人權研究與人權教育

為抓手逐步展開。在這個發展過程中，人權研究機構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尤其國家人權教育

與培訓基地起到了重要的引領與示範作用。再次，創新發展人權學術體系是創新發展人權學科體

系的內在要求。學科要發展，理論要跟進，發展人權學科尤其要強調理論研究的價值與作用。其

中，構建中國特色人權理論是創新發展人權學科的應有之義、重中之重。沒有中國特色人權理論

的支撐，不僅當代中國人權學科無法發展，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也只會流於形式。最後，創新

發展人權話語體系並提升其國際影響力是創新發展人權學科體系的歷史使命。當代中國人權學科

建設不僅體現在構建中國特色人權理論上，更為重要的是提升當代中國人權話語的國際影響力

上。就此而言，發展當代中國人權學科不是為了理論而理論，而是增進中國與世界在人權問題上

的交流互鑒、相互理解與相互尊重。

十、結語

總之，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時代背景下，當代中國人權事業發展進步取得的顯著成就

與全球人權治理面臨的嚴峻挑戰形成鮮明的對比。在這一歷史進程之中，中國人權知識體系應運而

生，並得到有效建構，這是當代中國對人類社會人權知識體系多樣化的時代貢獻。我們相信，只要

堅定不移走中國人權發展道路，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將在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進程中得到不斷地發展

壯大，其國際影響力也將與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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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human rights knowledge system in China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

edge system, which highlights the basic position, views, and methods of contemporary China on human rights issues.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onvening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

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release of the White Paper on the Situ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 the release of the White Paper on the National Human Rights Action Plan (2009-2010), and the conven-

ing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ve been important mileston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human rights knowledg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tion backgrou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human rights knowledge system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weaving and mutual i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factors, with a prominent awareness of issues. From a scientific perspective, China's human rights knowledge system 

consists of three major systems: the human rights discipline system, the human rights academic system, and the human 

rights discourse system. From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China's human rights knowledge system has characteristics of 

autonomy, subjectivity, originality, and scientificity. From a significant perspective, China's human rights knowledge 

system has historical, theoretical, legal, and national signific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orientation, China's 

human rights knowledge system has achieved significant leaps in human rights concepts, human rights actions, human 

rights essence, and human rights discipline value orien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on logic,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human rights knowledge system follows the logic of historical culture, human civilization, ideological guid-

ance, and legal prot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on pathway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hinese human rights 

knowledge system must adhere to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New 

Era, 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rely on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ights disciplines..

  Key words: Chinese Human Rights Knowledge System; Human Rights Discipline System; Human Rights Aca-

demic System; Human Rights Discourse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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