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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交流协会（CAFIU）向联合国 

人权高专办提交的普遍定期审议报告 

           2018 年 3 月 

 

1.我们视推动全球人权事业发展为重要使命，秉承以和

平促进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和以合作促进人权的理念开展

有关的交流活动。 

2.我们高度关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2018 年对中国进行

第三轮国别人权审议。2013 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

府坚持走以国情为基础、以人民为中心、以发展为要务、以

开放为动力的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在完善人权理论建

设、加强人权保障顶层设计、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提升民主

法治水平、深化参与国际人权治理方面投入了大量的努力，

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3.我们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将尊重和保障人

权纳入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法

治中国建设”并强调“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中共十八届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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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全会提出“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的各项具体任务。中共十九

大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成立中央全面依

法治国领导小组，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维护国

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

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 

4.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积极参与涉人权保障国际规则

制定、认真履行国际人权义务。中国在以《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为主渠道的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发挥建设性作

用，推动了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达成和生效。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大力推动经济、环境保护、医疗卫生、青

少年、儿童保护与发展、网络空间治理、反腐败、禁毒等领

域国际合作规则制定。2013 年，中国执行《儿童权利公约》

第三、四次合并报告和执行《〈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

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首次报告顺利通过审议。

2014 年，中国执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次

履约报告顺利通过审议，执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

约》第七、八次合并报告接受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审议。

2015 年，中国执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

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六次报告接受禁止酷刑委员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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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5.我们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关于共同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对推进全球人权治理具有重要积极

意义。2013 年 3 月，习近平在莫斯科首次提出“命运共同体”

理念。2015 年 9 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峰会

上全面阐述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涵。2017 年 1

月，习近平在日内瓦万国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高级别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

旨演讲，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共同推进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伟大进程，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

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被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人权理事会等载入相

关决议，成为国际人权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拓宽了国

际人权保障视野，为推进全球人权治理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

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完善国际人权治理也具有重要启

示。 

6.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当前国际“人权赤字”仍然十分严

重。政治化倾向上升，双重标准大行其道，个别国家仍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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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世界不公正、不容忍、不安宁仍存在，

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突出。实现“人人得享人

权”、“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的崇高目标任重

道远。 

7.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在人权领域开展建设性对话与合

作，加强全球人权治理，推动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希望各国政府、国际机构和利益攸关方恪守《联合国宪章》

宗旨和原则，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国人民自主

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努

力和成就，坚持对话交流，坚持合作共赢，通过减贫促进人

权，通过发展促进人权，落实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为促进和保护人权提供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