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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

始終尊重和保障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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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

治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成功開闢和堅持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

發展道路，為實現最廣泛的人民民主確立了正確方向。這一政治

發展道路的核心思想、主體內容、基本要求，都在憲法中得到了確

認和體現，其精神實質是緊密聯繫、相互貫通、相互促進的。國家

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國家的領導核心和指導思想，工人階級領

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人民代表大會制

度的政體，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

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愛國統一戰線，社會主義法制原

則，民主集中制原則，尊重和保障人權原則，等等，這些憲法確立

的制度和原則，我們必須長期堅持、全面貫徹、不斷發展。

《在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公佈施行三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2012年 12月 4日）， 

習近平《論堅持人民當家作主》，中央文獻出版社 2021年版，第 5頁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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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同美國總統奧巴馬共同會見記者時的講話（2014年 11月 12日）， 

《人民日報》2014年 11月 13日

七十年前，為維護人類和平、正義、尊嚴，全世界熱愛和平與

自由的國家和人民，經過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戰，付出數以千萬計生

命的代價，贏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中國人民抗擊日本軍

國主義的野蠻侵略長達十四年之久，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付出

了巨大犧牲、作出了重大貢獻。近代以後，中國人民歷經苦難，深

知人的價值、基本人權、人格尊嚴對社會發展進步的重大意義，倍

加珍惜來之不易的和平發展環境，將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堅

定不移推進中國人權事業和世界人權事業。

《致「二○一五．北京人權論壇」的賀信》（2015年 9月 16日）， 

《人民日報》2015年 9月 17日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始終尊重和保障人權。長期以來，中國

堅持把人權的普遍性原則同中國實際相結合，不斷推動經濟社會發

展，增進人民福祉，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加強人權法治保障，努力

促進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和公民、政治權利全面協調發展，顯著

提高了人民生存權、發展權的保障水平，走出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

的人權發展道路。

《致「二○一五．北京人權論壇」的賀信》（2015年 9月 16日）， 

《人民日報》2015年 9月 17日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立足自身國情，走出了一條中國

特色發展道路。中國基本實現了千年發展目標，貧困人口減少了

四億三千九百萬，在教育、衛生、婦女等領域取得顯著成就。中

國發展不僅增進了十三億多中國人的福祉，也有力促進了全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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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

《謀共同永續發展，做合作共贏夥伴》（2015年 9月 26日）， 

習近平《論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8年版，第 250頁

經過改革開放三十七年來的努力，我們成功走出了一條中國特

色扶貧開發道路，使七億多農村貧困人口成功脫貧，為全面建成小

康社會打下了堅實基礎。我國成為世界上減貧人口最多的國家，也

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國家。我國扶貧開發取得

的偉大成就，為全球減貧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得到了國際社會廣

泛讚譽。這個成就，足以載入人類社會發展史冊，也足以向世界證

明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在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15年 11月 27日）， 

《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8年版，第 31頁

帶領人民創造幸福生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鬥目標。我

們要順應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

想，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發展各項社會事業，加大收入分配

調節力度，打贏脫貧攻堅戰，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

使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着實現全體人民共同

富裕的目標穩步邁進。

《人民立場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政治立場》（2016年 7月 1日）， 

習近平《論堅持人民當家作主》，中央文獻出版社 2021年版，第 164頁

當前，中國人民正在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中國人民生活將更加幸福，中國

人民權利將得到更充分保障，中國將為人類發展進步作出更大貢獻。

《致「紀念〈發展權利宣言〉通過三十週年國際研討會」的賀信》（2016年 12月 4日），
《人民日報》2016年 12月 5日

中國堅持走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始終把人民權利放在首

位，不斷促進和保護人權。中國解決了十三億多人口的溫飽問題，

讓七億多人口擺脫貧困，這是對世界人權事業的重大貢獻。

《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2017年 1月 18日），《求是》雜誌 2021年第 1期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始終把

人民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作為奮鬥

目標，不斷提高尊重與保障中國人民各項基本權利的水平。前不久

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描繪了中國發展的宏偉藍

圖，必將有力推動中國人權事業發展，為人類進步事業作出新的更

大的貢獻。

《致首屆「南南人權論壇」的賀信》（2017年 12月 7日）， 

《人民日報》2017年 12月 8日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權。中國共產黨從誕生那一天起，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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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為人民謀幸福、為人類謀發展作為奮鬥目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近七十年特別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

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國發展成就歸結到一點，就是億萬

中國人民生活日益改善。

致紀念《世界人權宣言》發表七十週年座談會的賀信（2018年 12月 10日）， 

《人民日報》2018年 12月 11日

四十年來，我們始終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不

斷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黨和國家領導體制

日益完善，全面依法治國深入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日

益健全，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和法治保障更加有力，人權事業

全面發展，愛國統一戰線更加鞏固，人民依法享有和行使民主權利

的內容更加豐富、渠道更加便捷、形式更加多樣，掌握着自己命運

的中國人民煥發出前所未有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在改革開

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展現出氣吞山河的強大力量！

《在慶祝改革開放四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2018年 12月 18日）， 

習近平《論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央文獻出版社 2021年版，第 220頁

經過一百年的奮鬥，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在一個有着幾千年封

建社會歷史的國家實現了最廣泛的人民民主，人民真正成為國家、

社會和自己命運的主人；我們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創造了經濟社會

快速發展奇蹟，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

化歷程，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國力、科技實力、國防實

力、文化影響力、國際影響力顯著提升；我國人民生活由溫飽不足

到全面小康，整體上徹底擺脫了絕對貧困，成為世界上中等收入人

口最多的國家；我國長期保持社會和諧穩定、人民安居樂業，成為

國際社會公認的最有安全感的國家之一。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

偉大鬥爭，充分彰顯了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

極大增強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信心信念。當今世界，要說哪個政

黨、哪個國家、哪個民族能夠自信的話，那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

共和國、中華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2021年 2月 20日）， 

人民出版社單行本，第 8-9頁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堅持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

華民族謀復興作為初心使命，團結帶領中國人民為創造自己的美好

生活進行了長期艱辛奮鬥。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團結帶領廣大

農民「打土豪、分田地」，實行「耕者有其田」，幫助窮苦人翻身得

解放，贏得了最廣大人民廣泛支持和擁護，奪取了中國革命勝利，

建立了新中國，為擺脫貧困創造了根本政治條件。新中國成立後，

黨團結帶領人民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推進

社會主義建設，組織人民自力更生、發憤圖強、重整山河，為擺脫

貧困、改善人民生活打下了堅實基礎。改革開放以來，黨團結帶領

人民實施了大規模、有計劃、有組織的扶貧開發，着力解放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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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生產力，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偉大成就。

《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的講話》（2021年 2月 25日）， 

習近平《論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21年版，第 508-509頁

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持續奮鬥，我們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鬥

目標，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

困問題，正在意氣風發向着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

百年奮鬥目標邁進。這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光榮！這是中國人民的偉

大光榮！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光榮！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週年大會上的講話》（2021年 7月 1日）， 

《求是》雜誌 2021年第 14期

二

走適合中國國情的

人權發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