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 第
#

期
$%&'

年
(

月
)*+,!",-*,#

!

./

0

1,$%&',%R#

!

%(&

""""""""""""""""""""""""""""""""""""""""""""""""

论国家治理与人权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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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原始民主治理与人权保障血缘化&奴隶主(神权)统治与人权保障身份化&封建

社会的治理与人权保护#到资本主义(物的依赖)治理模式与人权保障的契约化#治理的演

进从未脱离关于人的思考#但物质制约性决定其治理模式与人权保障存在局限性#并未实

现国家战略与人民根本利益的统一#而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与人权保障领域同样出现

了悖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致力于实现(治理权)与发展权&治理现代化

与人的现代化的有机统一以及法制体系向法治体系的转变#开创人权保障的中国道路%

关键词!治理'人权'国家治理现代化'人权保障法治化

67NA

年
C

月
6=

日#3

67NO

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4白皮书发布#这既是中共中央对发

展权利&民主权利&社会保障权利&环境权利保障的卓越成就#也是其完善治理体系及改革

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的努力成果%(治理之道#莫在于

安民)显示了中共中央保障人民幸福&完善治理体系的坚定决心%治理史既是一部改革

史#也是一部权利斗争史'治理现代化离不开人权基础#国家发展最终落脚点在于人民的

发展与幸福生活%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致力于实现国家战略与人民根本

利益#实现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统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人权保障的中

国道路!

%

一&原始民主治理与人权保障血缘化

人们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血族联结中发展出原始民主治理与朴素的权利观念!易

洛魁人的氏族以(共产制的家户经济)为基础"土地是全部落的财产$#承担对本氏族的(老

年人&病人和战争残废者所负的义务)"获得物质帮助权$'包括妇女在内的所有人(都是平

等的&自由的)"平等权&自由权$'议事会是(氏族的一切成年男女享有平等表决权的民主

集会)#是氏族的最高权力机关#氏族成员共同选举一个酋长和一个酋帅"选举权$#并由联

合议事会委任'(氏族可以任意罢免酋长和酋帅#这仍是由男女共同决定的)"罢免权$'(氏

族的人名自始就伴有氏族的权利)"姓名权&名称权$'(个人依靠氏族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

已有的研究成果!何颖&霍建国提出全球治理只有立足于
e

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人权与国家主权相统

一&人权的国内保护与国际保护相统一#才能真正保障和发展人权
e

#参见何颖&霍建国!3全球治理对人权保障

与发展双重作用的分析4#3中国行政管理4

67N7

年第
N6

期'王浦劬从政治与法律&治理主体权能&公民文化方

面阐述了中国特色的民主治理与人权实现的关联性#参见王浦劬!3中国的协商治理与人权实现4#3北京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

67N6

年第
=

期'姚中秋从共治&礼治框架分析
e

华夏治理之道
e

应该注重人的尊严与价

值#参见姚中秋!3华夏治理秩序史4"第
N

卷$#海南出版社
67N6

年'杨海坤论述了
e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本质和核心是人的利益实现
e

#参见杨海坤!3人权的保障程度检验国家治理能力4#3光明日报4

67NA

年
C

月
67

日第
6

版%综上分析#深入阐发中国
e

内生性演进
e

的治理传统与权利观念&辩证分析西方治理与人权的

发展历史#对把握治理规律#总结人权保障经验#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人权保障法治化的相互促进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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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如果氏族成员被杀害#(起初是试行调解)#调解不成则受害者的氏族就有权复仇#行凶者的氏

族没有诉怨的权利"一定意义上的程序性权利$'(死者的财产转归同氏族其余的人所有)"经济权利$%

在印第安部落的治理中#增加了(有独特的&仅为这个部落所用的方言)"文化权利$的内容%至希腊人的

氏族#成员仍有相互继承权以及提供保护和帮助的义务%一方面#与人口增长相适应#选出代表参加议

事会的需要演变成了强化贵族权力的机会#狄奥尼修斯即指出英雄时代的议事会由贵族组成'另一方

面#与战争对兵力的需求相适应#在人民大会中#(每个男子都可以发言)#且出现了巴赛勒斯"军事首长&

祭祀和审判权力$职位的继承%随着农业&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的分工#血族联结的管理形式被摧毁#

代替它的是贵族&农民&手工业者的等级划分"失去平等权$'部落融合为单一民族"

c%5Y

$#产生了凌驾

于氏族习惯法之上的(雅典普遍适用的民族法"

c%5Y$(/-.>

$)#以及由拥有财富的家庭联合而成的(独特

的特权阶级)#该阶级无可争议地担任公职"人民失去选举权和罢免权$#刚萌芽的国家则将(这种霸占行

为神圣化)%到公元前
=77

年#贵族的统治&通过货币和高利贷对人民的压制已令人无法忍受"经济权利

受到侵害$#逐渐出现(使货币占有者对小农剥削神圣化)的习惯法#不能偿还贵族强加的债务的农民被

迫将自己的子女变卖为奴隶"失去自由权#甚至生命权$

!

%

这一治理模式下人权保障的特征!第一#人权不具有普遍性#其适用范围局限于氏族内部#氏族外是

残酷的战争#外部成员的权利不受法律的保护%第二#人权的内容包括生存权&平等权&选举权&罢免权&

专属于本氏族成员的姓名权&财产权%第三#人权保障的依据为氏族习惯法%中国的上古时期#氏族内

实行礼教化"(饬礼)$#内部成员享有受习惯法保护的原始朴素的人权'对异族则(兵刑之官合为一)#如

3吕刑4中的(报虐以威)%第四#出现对侵犯氏族成员生命权行为进行的制裁#既包括刑罚性质的剥夺生

命权#也包括民事性质的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权%第五#议事会与氏族成员已经在实质上承担了政治&经

济&社会&宗教&调解及习惯法的适用等领域的(共同治理)#而氏族成员的权利保障贯穿于这一以共产制

为基础的治理功能的实现中'第六#共产制决定了其治理具有明显的协调性与自足性#所有争端都由氏

族或当事人自己解决#习惯法具备了调整一切社会关系的能力与极强的凝聚力#这在祖鲁卡菲尔人对抗

英国步兵的果敢与刚毅中有突出表现%

二&奴隶主(神权)统治与人权保障身份化

奴隶社会将神权凌驾于人权之上#以便为奴隶主的统治和身份化的人权保障提供依据%奴隶成为

财产权的客体#只有奴隶主才处于主体地位#享有土地所有权&政治权利&人身自由#其实质是少数人剥

削大多数人的(特权)#因此#导致了大批自由公民的贫困化%

公元前
NO

世纪#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以法律形式确认奴隶主阶级的特权#至第十九王朝时期私

有财产权被纳入人权约法'公元前
N8=6

年#古巴比伦王国的3汉谟拉比法典4宣称国王从诸神处获得统

治全人类的权力'古印度3摩奴法典4同样以种姓主义为核心#确认国王是梵天创造的刑罚之神#这导致

家庭&刑法&程序法领域的身份差等与人身侵害的出现'提修斯时期雅典的权力都掌握在执政官和贵族

手中'公元前
=6N

年3德拉古法4为维护奴隶主统治而规定血腥重刑'梭伦以财产划分等级#中下等级的

公民无权当选官职'直至伯里克利执政时期#民众大会的参加主体都只限于年满
67

岁的男性公民'罗马

法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不包括奴隶%但较之于原始民主治理下的朴素人权观#该时期的人权保障

仍有进步之处!第一#城邦治理具备独立的主权属性#人权保障义务主体粗具雏形#这在保卫城邦的兵力

需求所催生的改革中有突出表现%公元前
CLA

年#梭伦改革清除土地上的抵押柱#开始恢复农民的经济

权利#(使那些因债务而被出卖和逃到海外的人)重返家园"生存权$#限制贵族占有土地的数额#禁止缔

结以人身作抵押的债务契约"一定程度上恢复人身自由权利$#一切官吏都由人民大会决定"部分恢复选

举权$'公元前
C7L

年#克利斯提尼革命进一步在形式上统一了城邦治理与公民权利#将全阿提卡划分为

*

=M

*

!

参见恩格斯!3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4#载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4"第
A

卷$#人民出版社
677L

年#第
N77

"

N76

#

N7C

#

NNN

"

NN6

#

NNA

#

N67

"

N6N

#

N6M

"

N6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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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个德谟分别实行自治#住在每个区域的公民自行选举出区长&司库和审理轻微案件的法官"选举

权$%第二#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出现了契约治理及民事&刑事&行政&程序法等领域的权利保障%古埃

及家庭法规定平等的人格权和财产权利#古巴比伦有严禁诬告&保护人身权利的刑事法规定'至罗马帝

国时期#形成了完备的法律体系#查士丁尼3法学总论4即以人法&物法&程序法为结构展开%第三#民主

治理机制在改革中不断完善!公元前
C7L

年#3克里斯提尼立法4将雅典划分为
N7

个德谟#每个德谟各选

出
C7

人组成议事会作为最高行政机关#民众大会是最高立法机构#促进公民自由与权益保障#(德谟)

"人民$的(克拉托斯)"统治$即构成民主"

3/"%-()-

4

$'至公元前
AA7

年3伯里克利立法4确立民众大会

为最高权力机关#议事会为其常设机关#规定所有公民都有担任官职的权利'古罗马的特里布斯民会不

计财产资格#人民享有平等权%第四#出现人权保障的法典化萌芽#人权主体的范围已经有所扩大%

公元前
CLA

年#3梭伦法律4废除债务奴役制#制定了关于发展社会经济&保障公民政治权利&保护妇

女和孤儿权利&赋予公民司法权利的规定#治理模式改革促进了人权保障的进步
"韩德培等#

NLLC

!

C

#

LC

#

L8FLL

#

NN=

$

%

三&封建社会的治理与人权

这一历史时期!

#中国创造了辉煌的文化#形成了中华法系%于盛世时#其治国理政勤民事"百姓权

益$&明义理'反之#若是治理失效&背离人民"侵犯人权$则必致国事衰微%因此可以说#人权保障是开创

盛世之治的基石%

三国时期出现对保障人民权利的治理之道的思考#3魏书4"卷一十六$3任苏杜郑仓传第十六4有(帝

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术#在于丰财"经济权利$)

%

#若(专心军功#不勤民事#宜别置将守#以尽治

理之务)

"陈寿等#

NLCL

!

ALL

$

%

唐宋时期#出现(开言路)"一定范围的民主权利$与(贞观之治)关系的论述#强调改革时弊&以法为

治#以保障良好的治理状态"圣德$%3新唐书4有(帝素闻仁寿治理#诏检校南宁州都督)#而致(威令简

严#人人安悦)

"欧阳修等#

NL8C

!

C=N=

$

%宋代尤其重视(治道)&(资政)经验的总结#出现治理以(养民)"发

展权$为根本的论述#其所开创(咸平之治)被誉为封建社会的顶峰%3宋史4有(为政之道#莫先于养民

,,财计之外#治理蔑闻#甚不称朕委属之意%国用有常#固在经理)

"脱脱等#

NL88

!

A667

$

%

明清时期#(人民是治理的根本标准)的观点形成#黄宗羲在3明夷待访录4中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

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

%同时#(求贤)以使人民(各安其所)"个体权利$被明确列于(考功图)

中%3清史稿4有(合天下之心以为心#公四海之利以为利"平等权利$#制治于未乱)

"赵尔巽等#

NL8=

!

6L6

$

%

3清经世文三编4有(国家治理之法与庶司奏绩之谟#毋贵乎法古也#亦毋贵乎守常#要在随时变通因时制

宜以期益国益民而已矣)

'

%

中国古代强调治理&(为政)的关键(在乎人)!第一#关注人文&人道&人性&人的地位与权利&人心与

世情%有从礼教传统出发的(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有(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3管子*

五行4$'3史记*秦始皇纪4有(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生存权$%第二#重视人民的力量对国家战

略的重要支持%3礼记*中庸4中有(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3孟子*公孙丑下4有(天

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民本思想$'3后汉书*吴汉传4有(若能同心一力)#则(大功可立)

(

%第

三#尽管中华法系对人的生命权及人格权有一定程度的保护#如由汉朝始的保辜制&明清的断付财产养

赡制#但仍以维护人治下的宗法等级特权为核心%比如3秦律4的(名)&3汉律4的(名籍)&3唐律4的(良

*

8M

*

!

%

&

'

(

最早的治理与人关系的论述见于3管子4的(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爱之利之#益之安之)#以使(天下治)#表明(利民)是治理的前

提%这也是中国治理建设与人权保障的历史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

命脉)#要(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自信%)参见.春秋战国/管仲!3管子4"卷四$#四

部丛刊景宋本#第
AN

页'张岂之!3深刻认识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4#3人民日报4

67NA

年
C

月
N=

日第
M

版%

参见.清/严可均!3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4#民国十九年景清光绪二十年黄冈王氏刻本#第
NLAO

页%

参见.清/黄宗羲!3明夷待访录4#清指海本#第
6

页%

参见.清/陈忠倚!3清经世文三编4#清光绪石印本#第
=8=

页%

参见3辞源4"修订本$#商务印书馆
NLM=

年#第
NCM

"

N=N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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贱)&元代的四等级制#皆规定了身份化的人格权保护'秦汉的腹诽罪确立了专属于皇族的名誉权与姓名

权保护等
"杨立新#

67NN

!

ANFAO

$

%

四&资本主义(物的依赖)治理模式与人权保障的契约化

与商品经济的平等交易及手工业工人缔结劳动契约的需要相适应#资本主义社会逐渐形成了(物的

依赖)治理模并走上人权保障契约化道路%马克思指出#人权是(脱离了人的本质和共同体的利己主义

的人的权利)

!

#其实质是对财产权利与自由的保护%在这一(物的依赖)治理模式下#人权保障的历史

局限性表现为!第一#阶级社会的治理与人权呈现形式上的统一及实质上的分离!从抽象的人出发#形式

上强调个人权利&天赋之权&人权的普遍性#如3独立宣言4提出人人平等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

的权利'实质上却承认黑奴制度&剥夺人权#甚至出现对应然权利的否定#如马里旦否定生存权和自由权

的实在法地位#梅因否定平等权#诺伊曼否定主权与法治&人权的统一#狄骥更转而推行阶级调和&社会

连带方案%第二#人权的内容方面#呈现出法定权利与实有权利&应有政治地位与实际社会地位的分离%

N88=

年美国3独立宣言4&

N8ML

年3人权与公民权宣言4明文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实质上是在保

护资产阶级的所有权#平等权亦成为资本家平等地剥削劳动力的首要人权%第三#人权保障形式上的平

等与实质上的不平等!(天赋人权)实质是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为核心的资产阶级的特权#私有制

基础上的(物的依赖)治理模式则代表大财团的意志%第四#人权保障的依据为资产阶级的法律#属于抽

象人权概念的法律化#与法治精神格格不入%被誉为世界上第一个人权宣言的美国3独立宣言4#否决了

托马斯*杰弗逊在初稿中有关贩卖黑奴侵犯(生命和自由的神圣权利)的论述#直至
NM=C

年才在宪法第

十三条修正案中正式废除奴隶制
"韩德培等#

NLLC

!

L

#

N6

#

NC

#

6O

#

6C

#

6=

$

%

较之于人治与人权保障的身份化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的治理与人权具有进步性!第一#应然权利观

念的现代化#形式上实现了从神权治理到人权治理&从人治到(法律之治)的转变#权力与权利皆由法律

赋予#回归对人性尊严和人的价值的关注%一方面#不同于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以神权论证的权利的身

份等级属性#资本主义社会以(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民主为应有权利的载体#在形式上具备了现代社

会尊重人&保障人权的表征'另一方面#较之于原始民主治理下的权利内容#其人权观念的类型与层次显

然更完善%(自由)&(正义)&(权利)既是权利保障的内涵#也是治理的价值表征%第二#改革中表现出的

先进性!首先是(平等多元)合作基础的确立%欧共体联合治理模式建立在德国真诚道歉开启和解进程

的基础上#覆盖欧洲理事会所有成员国的3欧洲人权公约4建立起有效的争端解决程序和系统#公约条款

在缔约国的宪法化推动着以(联合治理)与人权保障为基础的和平&发展进程'其次是加强改革以从战争

中恢复发展经济&改善人民权利%欧洲大陆在从多极争霸到联合治理的转变中确立欧洲公民身份与地

位'美国(进步时代改革)中#宪法第十七条修正案确立(人民直接选举参议员)的权利#宪法第十九条修

正案规定(妇女获得普选权)'罗斯福新政中提出(四大自由)#确立公民组织工会和集体议价的权利'民

权运动中#

NL=A

年的3民权法4&

NL=C

年的3选举权法4&宪法第二十四条修正案&最高法院关于自由权利

的裁决等在维护人民权益与促进平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陆镜生#

NLL8

!

67

#

O76

#

O7M

#

OCO

#

O=6

#

ACO

#

ACM

$

%

五&全球治理与人权保障

(治理)在国际领域的推广与民族国家争取独立权和发展权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在反思一战&国际

反法西斯斗争及国际组织解决受援国问题过程中#全球治理以规定国家责任与促进国际合作的方式促

进人类权利的平等实现%

NL6L

年#国际法学会通过了3国际人权宣言4#其第
N

条就规定(每一个国家有

义务承认每一个人对于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平等权利)'

NLAN

年#美英签订的3大西洋宪章4重申了人权#

扩大了资产阶级人权理论的内涵和外延'

NLA6

年#

6=

个对法西斯作战的国家签订3联合国宣言4#申明

(深信为保卫生存&自由&独立与宗教自由#并保全其本国与其他各国中的人权与正义)'

NLAC

年#来自
C7

*

MM

*

!

参见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第
N

卷$#人民出版社
NLC=

年#第
AO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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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的代表共同签署3联合国宪章4#(序言)部分就(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

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随着民族国家争取独立权和发展权的斗争取得进展#失去殖民手段的一些国家

开始在国际经济领域推行(治理)概念#以人权的普遍性粉饰对别国的政治干涉"悖论$#以边界渗透和灵

活协商治理消解国家主权%在冷战格局下的国际事务管理中#美国否认集体权利和国家权利#将人权限

制在公民政治权利范围内#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积极争取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权利的实现#并成

功写入3世界人权宣言4第
66

条'3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43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4进一步将

3世界人权宣言4法律化为协定国际法#为保障民族生存权提供了依据'

NL8L

年#3非洲人权与民族权利

宪章4秉承(从非洲根除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的信念#倡导民族平等权&发展权&和平与安全权及享有良

好环境权#否定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绝对性#指出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是公民政治权利的前提#并将人权

保护范围扩大至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
"韩德培等#

NLLC

!

6N

#

6O

#

NNM

#

N6N

#

N6L

#

NAN

#

NAO

$

%

NLML

年#世界银行

发布3撒哈拉以南非洲!从危机到可持续增长4报告#指出非洲问题的根源在于(治理的危机)"

-(#$#$#&

+

%U/(&)&-/

$#要以(善治)为目标进行改革#建立(多元化的制度结构)#引入自由市场经济&进行经济重

组
"韦深涉#

6778

!

M7FMN

$

%

全球治理结构的优化与人权倡导及实现发展权过程中国家责任的确立联系在一起%

67

世纪
L7

年

代初#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出现了(全球统一经济规则与各国经济主权的矛盾)

"俞可平#

6776

!

O7

$

'

NLLC

年#

全球治理委员会发布3天涯成比邻4"

X<(S5%:)5K/#

+

.:%(.%%*

$报告#其第一章(新的世界)第一节(全

球治理的概念)即指出治理是(各种各样的个人&公共的或个人的团体处理其共同事务的总和)

"卡尔松

等#

NLLC

!

N

$

#从而将治理与民主权利联系起来%正如安南在(千年峰会)上的报告所述#致力于促进主权

国家平等对话&跨国协商民主"

>()&$&)>#%&)5*/5#:/()>/*/"%-()-

4

$&制度改革&市场矫正&社会公平&人

类安全&免于贫困等有益于全人类的(全球治理理念)正在逐步实现
"戴维"赫尔德等#

677A

!导言
6N

$

!第一#

从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治理与超意识形态的人权的统一#到平等对话基础上的(全球治理)与主权国家

人权保障的有机结合#维护民族自决权&发展权#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第二#重视主

权国家在人权保障领域的主体地位#重视国际组织的作用#与坚持人道主义原则相结合#反对任何践踏

人权的行径%第三#运用法治方式保障人权#杜绝以任何借口违反国际法及国际公约采取行动#促进国

家治理的实现及权利保障义务的履行%

六&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人权保障法治化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与人权保障法治化辩证统一#这一良性互动关系由中国的治理与人权传

统(内生性演进)而来#应立足中国实际#以国家战略与人民根本利益&权利与义务&(治理权)与发展权的

统一#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建设与人权保障路径%

"一$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与人民主权实践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核心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揭示资产阶级人权的本质#这种考察方法从(现实的

前提出发#它一刻也离不开这个前提%它的前提是人#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

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而人(就是国家#社会)

!

%(国家只有通过个人#才能发生作用)

%

%毛

泽东同志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实事求是#深刻把握事物的本质属性#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发展

确立了正确的政治方向'邓小平同志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为开创人权保障的中国道路奠定

坚实的物质基础#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为实现人权保障法治化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战略部署#自此#注重顶层设计与末端治理相结合的系统性改革和治理方略正

式形成%

人民主权是人权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公众参与提供治理与人权相结合的机制保障#民意表达构建治

*

LM

*

!

%

参见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第
N

卷$#人民出版社
NLLC

年#第
N

#

8O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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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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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第
#

期

理与人权的沟通维度%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治理与人权的(对立)方面表现为!在主体方面#治理

的主体是国家&政府&政党&社会&公民#人权的主体则为人'在客体方面#治理的客体是公共事务#人权的

客体包括政治权利&人身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国家的独立权&发展权&环境权等所指向

的对象%(统一)方面总体表现为二者互为参照&互相支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坚持集体人权与个

体人权的统一#奠定重构积极的全球治理及实现治理权与发展权相统一的基石'注重公民&社会&政府&

政党&国家主体积极作用的充分发挥#为人民主权的全面贯彻创造条件%

"二$以人权保障法治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人权保障是治理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一#以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治理是长治久安的前

提%公元前
=

世纪到公元前
A

世纪#齐&梁&陈&卫等暴发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即为反例%第二#以保障人

权为要义的治理是盛世之治的必由之路%从(贞观之治)&(咸平之治)到(康乾盛世)#治国之道的探索源

于安民&养民的动力#而盛世善治的实现则有赖于爱民如子&使(无冻馁之老者)"权利保障普遍性$的努

力%第三#人权保障为治理体系建设提供价值指引#并促进治理体系的发展和完善'聚焦人民群众高度

关注的问题#切实保障人权实现%

人权保障法治化是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正当性&科学性&现实性&和谐性的基础%第一#人权是治理

指标体系的重要内容#集体发展权与个体人权是国家&社会&公民开展治理活动&实现治理目标的权利前

提与合法性来源%第二#人的本质决定治理属性#人类尊严与正义原则是治理正当化的基础#只有以人

的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治理体系建设才符合法治规律与权利精神%第三#人权的实现是治理

机制运行的前提#没有广泛的人民参与和人民管理一切事务权利的保障#就没有民主治理的实现%毛泽

东同志在回答黄炎培历史周期率问题时即指出#(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冯玉军#

67N7

!

NLL

$

%第四#人权保障法治化推动治理的(人道化)#传递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奠定科学解决纠纷的

基础#(使人类之间&人类与自然界之间&人与国家和社会之间变得和睦&至善和谦让)'(从人性深处加强

对法治的信仰)#在实现人权保障法治化进程中#完善治理现代化的精神维度
"张建#

67N7

!

N8=

$

%

"三$以治理现代化开创人权保障的中国道路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推动人权法律化向法治化转变%以制度现代化与法治精神的高度统一维

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第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保障应然人权&法定人权与实有人

权的统一#使社会的利益与个人的利益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单纯追求财富不是人类的最

终命运#(政治中的民主#社会中的友爱&权利与特权的平等#以及教育的普及)

"摩尔根#

NL8N

!

L=L

$

才能成

就更高的发展阶段%第二#治理现代化为人权保障提供环境支持#以协同性与全面性保障人权理念在各

个领域的切实实现%而作为治理现代化根本价值内涵的富强&自由&民主&法治本身即包含了权利保障

的要求%第三#治理模式科学与否直接影响人权保障实践%理论范畴积极作用的发挥受其所处的物质

生活条件的制约#孤立地依靠法律&人权&民主概念不能防止对人的侵害#如希特勒轻易地废除了3魏玛

宪法4&北约自我授权投入战争毁掉已有的协商治理成果#即便是人权概念本身#也曾成为(西方国家的

普遍主义或社群主义的地方主义的工具)

"科斯塔斯"杜兹纳#

67N7

!

L

$

%第四#科学的治理体系促进人的现

代化与(成至善之我)的实现%真正的人权不是权利的肆意#而是创造人人平等协商&相互合作的良好治

理#使人真正成为人#享有全面发展的权利
"陈慈阳#

6778

!

O7

$

%

中国国家治理需以制度基础与文化传统开创人权保障的中国道路%治理模式制约人的属性#(权利

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文化的发展!

%孙中山先生指出(东方的文化是王道#主张仁义

道德'西方的文化是霸道#主张功利强权)%中国以自己的方式来实现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和)是中国

人的血脉#构成了人权保障的中国气度与气质
"曹鹏程#

67NA

!

A

$

%

*

7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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