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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交部：任何外籍身份都不是「護身符」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人權史上里程碑
白皮書：中國創造的保障人權做法經驗 為增進人類福祉提供智慧與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12日發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國人權事業發展的光輝篇章》白皮

書。白皮書說，中國人口佔世界總人口的近五分之一。中國全面建成小

康社會，是世界人權事業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中國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會的偉大進程中，所創造的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成功做法和經驗，為增

進人類福祉貢獻了中國智慧、提供了中國方案。

白皮書全文2.2萬餘字，除前言和結束
語外，共分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

闢人權事業新境界、消除絕對貧困實現基
本生活水準權、以發展促人權增進經濟社
會文化權利、實行良法善治維護公民權利
政治權利、促進社會公平保障特定群體權
益5個部分。

人權保障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白皮書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中國共產

黨和中國政府為增進人民福祉、提高全體人
民人權保障水平、實現國家現代化而實施的
一項重大國家發展戰略。中國全面建成小康
社會，夯實了人權基礎，豐富了人權內涵，
拓寬了人權視野，意味着人權的全面發展和
全民共享，譜寫了中國人權事業的新篇章，
創造了人類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奇跡。
白皮書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闢人

權事業新境界，消除絕對貧困實現基本生
活水準權，以發展促人權增進經濟社會文
化權利，實行良法善治維護公民權利政治
權利，促進社會公平保障特定群體權益。
白皮書指出，人權保障沒有最好，只有

更好。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奠定了中國人
權發展進步的新起點。在全面建設社會主
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中國共產黨將把
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
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繼續帶領全
體人民為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和更高
水平的人權而奮鬥。中國必將為世界人權
事業發展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白皮書表示，中國實行良法善治維護公

民權利政治權利，並列舉五方面成就，包
括拓展人民民主權利、保障人身權利、保
障個人財產權、加強人權司法保障、保障
宗教信仰自由。
在拓展人民民主權利方面，白皮書指出，

在中國，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
得到切實保障。實行審計結果公告制度，制
定修改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提升政府信息公
開水平，保障公民知情權。「互聯網+政務
服務」服務能力持續提升。白皮書說，根據
《2020年聯合國電子政務調查報告》，中
國電子政務服務的在線服務指數與電子參與
水平均列全球第9位，進入領先行列。

實施民法典加強人格權保護
在保障人身權利方面，白皮書指出，中

國嚴格依法保護個人信息安全和隱私。頒
布實施民法典，加強人格權保護。加強數
據安全和個人信息安全保護，加大對侵犯
公民個人信息行為的打擊力度。2016年以
來，通過開展專項行動依法辦理一批涉嫌
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的案事件，洩露公民個
人信息案事件得到有效遏制。

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提高
白皮書指出，憲法規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

由。中國政府支持各宗教堅持獨立自主自辦
的原則，在法律範圍內進行各種宗教活動；
依法對涉及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宗教
事務進行管理，不干涉各宗教內部事務，宗
教工作法治化水平不斷提高。白皮書介紹
說，中國現有依法登記的宗教活動場所14.4
萬處，宗教院校92所，信仰佛教、道教、
伊斯蘭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宗教的公民近
2億人，宗教教職人員38萬餘人。公民的宗
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呈現出宗教和
順、社會和諧的良好局面。
此外，白皮書還指出，中國促進社會公

平保障特定群體權益，包括農民權益保障
全方位改善，婦女兒童老年人權益保障持
續加強，少數民族權益保障進一步完善，
殘疾人權益保障更加有力等。

衞生健康服務公平可及
●沒有全民健康，就沒有全面小康。中
國把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位
置，實施健康中國戰略，推進健康中
國行動，推行普惠高效的基本公共衞
生服務，不斷提升醫療衞生服務的公
平性、可及性、便利性和可負擔性。

生活質量顯著提高
●居民收入水平持續提升。中國經濟長
期持續穩定增長，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從1978年的385元（人民幣，下同）
增至2020年的72,000元。2020年，
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32,189
元。居民消費結構日益優化。

就業更加充分
●中國政府堅持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和積極
的就業政策，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
新」，突出強調「要優先穩就業保民
生」，致力實現充分就業、體面就業、
和諧就業的美好願景。建立起覆蓋省、
市、縣、街道（鄉鎮）、社區（村）的
五級公共就業服務網絡體系。

公共文化服務不斷優化
●經過40多年的發展，覆蓋城鄉的公共
文化服務體系不斷完善，文藝創作持
續繁榮，文化體育事業蓬勃發展。
2020年，全國共有公共圖書館3,212

個，博物館5,788家，文化館3,321
個，鄉鎮綜合文化站32,825個，村級
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575,384個。

受教育權利得到更好保障
●中國堅持教育公益性原則，把教育公
平作為國家基本教育政策，受教育權
保障水平顯著提升。學前教育基本普
及，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為95.2%，
殘疾兒童義務教育入學率達95%以
上，不讓一個孩子因家庭經濟困難而
輟學的目標基本實現。

社會保障體系覆蓋全民
●社會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維護社
會公平、增進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
障。2020年，全國參加職工基本醫療
保險人數3.4億人，參加城鄉居民基
本醫療保險人數10.2億人，參保總人
數超過13.6億人；參加生育保險人數
23,567萬人。

生態環境持續改善
●中共十八大以來，將生態文明建設納
入國家發展「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倡
導「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綠色發展
理念，嚴守生態保護紅線，堅決打好污
染防治攻堅戰，推進美麗中國建設，切
實保護公民環境權利。

來源：新華社

白皮書指出，中國的人
類發展指數大幅提升，從
1990 年的 0.499 增長到
2019 年 的 0.761， 是自
1990年聯合國開發計劃
署在全球首次測算人類發

展指數以來，唯一從低人類發展水平組跨
越到高人類發展水平組的國家。
人類發展指數（HDI——Human Devel-

opment Index）是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UNDP）在《1990年人文發展報告》中

提出的，用以衡量聯合國各成員國經濟社
會發展水平的指標，即以「預期壽命、教
育水平和生活質量」三項基礎變量，按照
一定的計算方法，得出的綜合指標，並在
當年的《人類發展報告》中發布。1990年
以來，人類發展指標已在指導發展中國家
制定相應發展戰略方面發揮了極其重要的
作用。之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每年都發
布世界各國的人類發展指數，並在《人類
發展報告》中使用它來衡量各個國家的人
類發展水平。 ●來源：中新社

中國提升公民經濟社會文化權利成就

中國的人類發展指數大幅提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近
日，加拿大妄評中方依法處理加在華公民個
案。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12日指
出，加拿大糾集個別國家，罔顧事實，混淆
是非，對中國有關法院依法處理加在華公民
個案指手畫腳、說三道四，嚴重侵犯中國司
法主權，嚴重違背法治精神。中方對此予以
強烈譴責。
華春瑩強調，中國是法治國家，無論違法

犯罪人員是什麼國籍，司法機關均嚴格依法
處理、一視同仁，任何外籍身份都不是「護
身符」。

促停止發表不負責任言論
8月10日、11日，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

丹東市中級人民法院分別對加拿大籍被告人
謝倫伯格（Schellenberg）案、邁克爾案公開
宣判。加方就此發表聲明，指責中方對二人
有關判決，稱中方「任意拘押」邁克爾、對
謝倫伯格「任意」作出裁決，將繼續尋求邁
克爾獲釋、對謝倫伯格寬大處理。歐盟、英
國等亦發聲支持加方。
對此，華春瑩在答記者問時表示，加拿大

籍被告人謝倫伯格參與有組織的國際販毒活
動，夥同他人走私甲基苯丙胺222.035千克，
走私毒品數量特別巨大。邁克爾因涉嫌危害

中國國家安全犯罪被提起公訴，該案於今年3
月依法開庭審理。中國有關法院在審理查明
犯罪事實的基礎上，依法對上述案件作出公
開宣判。二人的各項合法權利均得到了充分
保障。
華春瑩強調，中國是法治國家，無論違法

犯罪人員是什麼國籍，司法機關均嚴格依法
處理、一視同仁，任何外籍身份都不是「護
身符」。加拿大一方面標榜「法治國家」和
「司法獨立」，另一方面公然干預中國司法
機關依法獨立辦案，公然踐踏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的法治精神，充分暴露出其搞「雙重標
準」的虛偽面目和將法律問題政治化的真實
意圖。
華春瑩表示，我們奉勸加方，搞「麥克風

外交」、拉幫結派對華施壓的企圖過去沒能
得逞，將來也絕不可能得逞。我們敦促有關
國家拿出法治精神，尊重中國司法主權，停
止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

孟晚舟事件才是任意拘押
另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大使館發言人

華盛頓時間11日表示，美方指責中方在相關
案件上「任意拘押」的說法純屬混淆是非、
顛倒黑白。孟晚舟事件才是一起典型的任意
拘押案例。中方敦促美方切實尊重法治精神

和中國司法主權，無條件撤銷對孟晚舟的引
渡。
11日，美方就邁克爾．斯帕弗（Michael

Spavor）案公開宣判發表聲明，指責中方
「任意拘押」加拿大人康明凱（Michael
Kovrig）和邁克爾，批評中方在有關個案的
司法程序上缺乏透明度，要求中方立即無條
件釋放兩人。
駐美大使館發言人對此回應稱，中國是法

治國家，中國司法機關依法辦案。有關加公
民涉嫌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犯罪，中方主管部
門對其進行逮捕、起訴和審理，純屬依法辦
事。在這個過程中，有關加公民的合法權利
得到保障。美方聲明對中方依法處理加在華
公民個案指手畫腳、說三道四，是對中國司
法主權的粗暴干涉。中方對此表示堅決反
對，也絕不接受。
發言人表示，美方指責中方在相關案件上

「任意拘押」的說法純屬混淆是非、顛倒黑
白。孟晚舟事件才是一起典型的任意拘押案
例。加拿大將沒有違反任何加法律的中國公
民拘押至今，公然充當美方幫兇，這恰恰是
教科書式的「以脅迫外國為目標的任意拘押
行為」。中方敦促美方切實尊重法治精神和
中國司法主權，無條件撤銷對孟晚舟的引
渡。

中國政府此前曾發布包
括中共人權白皮書、涉疆
人權白皮書在內的多部人
權問題白皮書。南開大學
人權研究中心主任常健接
受記者採訪時指出，全面

建成小康社會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發展中的
重要里程碑，對中國人民生存權、發展權的
保障，對其他各項人權的協調和促進都有重
要意義。總結小康社會建設過程中人權事業
發展的經驗很有必要。

始終致力於全過程民主
白皮書開篇指出，全面小康本質上是全民

共享人權的小康，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意
味着人權的全面發展和全民共享。

常健認為，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政府提出
建設小康社會之時，主要是將之作為經濟發
展目標；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
會」目標時，開始着眼於經濟、政治、社
會、文化、生存環境等各領域的發展；再到
中共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
標，其重點出現了微妙變化，即強調人的全
面發展。「這裏指的不是一部分人的人權，
而是所有人的人權。所以小康社會建設越到
後期越強調脫貧攻堅，就是為了讓所有人共
享發展成果。」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王義桅
認為，強調人權的「全面發展」和「全民共

享」，體現了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在人權發
展理念上的差異。「西方國家的政府為納稅
人服務，實則是代表資本說話。西方的現代
化是資本既得利益者的現代化，而被資本剝
削的人並沒有實現真正的現代化。相反，中
國政府在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始終致力
於全過程民主、為人民服務，是真正的『權
為民所用』。」

制度本身強調「共同富裕」
白皮書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所積累的

人權經驗，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
堅持人權普遍性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的人權理
念。

常健認為，這種「結合」是兩個層面的。
首先，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在促進人權發展
的過程中，首先要通過經濟發展為其他各項
人權的保障創造現實條件，所以「以發展促
人權」是很重要的中國經驗；其次，中國是
社會主義國家，制度本身強調「共同富
裕」，要讓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就要避
免發展過程中的兩極分化。

「一直以來，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與
人均收入基本保持一致，農村人均收入增長
要高於城市，這都是為了最終實現共同富
裕。」常健說，「反之，儘管美國憑借高科
技等領域優勢保持着發展勢頭，但國內兩極
分化越來越嚴重。美國經濟的發展並沒有促
進共同富裕，反倒拉大了收入差距，這與其

制度本身的發展理念有關。」
王義桅表示，人權發展目標與時代背景、

發展階段緊密相連。過去，中國將達到聯合
國人權標準作為人權事業的目標，是力爭看
齊「最大公約數」；在新發展階段，中國將
從人權事業的答卷人轉變為出卷人，繼續豐
富對世界人權事業的理解，而這一過程如白
皮書所寫，只有更好，沒有終點。 ●中通社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中國人權事業發展的光輝篇章》白皮
書。 新華社

●●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夯實了人權基礎夯實了人權基礎，，豐富了人權內涵豐富了人權內涵，，拓寬了人拓寬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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