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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60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同心
同德、奋勇向前、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60年，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从贫穷落后走向繁
荣富强的60年，是举国上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创社会主义大业的60年。
60年峥嵘岁月，60年沧桑巨变。
当我们回顾60年奋斗业绩时，感到格外自豪：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正巍然屹立于世
界的东方。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系统回顾和记录60年的辉煌历史，总结和升华60年的宝贵经验，对于
我们进一步深刻领会和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党的领导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民族自豪感
，大力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在新的历史起点继续坚持改革
开放，深入推动科学发展，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都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人权建设60年>>

内容概要

该书系客观记录了新中国60年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全面展示了新中国60年来社会主义中国、中国人
民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深刻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经验，生动宣传了新
中国60年来我国各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及社会主义中国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该书系所记录的新中国60年的奋斗业绩和伟大实践，所载入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
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都将永远激励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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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人权建设60年>>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人民争取、维护和发展人权的历程　　中国人民争取、维护和发展人权的历程，是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与和
一平、发展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人权问题是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一部分，中国人权事业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发
展。
　　第一节　人权是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产物　　人权，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
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
人权的本质特征和要求是自由和平等。
没有自由、平等作保证，人类就不能作为人来生存和发展，就谈不上符合人的尊严和本性的生存和发
展，也就谈不上人权。
人权的实质内容和目标是人的生存和发展。
自由、平等的目的是使人摆脱一切压迫、剥削和歧视，获得有尊严的生存和全面自由的发展。
一旦脱离人的生存和发展，自由和平等就必然会流于形式，变得空洞无物、失去意义。
因此，所谓人权，就其完整的意义而言，就是人人自由、平等地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或者说，就是人
人基于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自由、平等权利。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争取和实现人权的历史。
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人权的历史就表现为被压迫者反抗压迫、争取确认人的尊严、价值和基本权利的
历史。
反压迫、反剥削和反歧视是人权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
在古罗马奴隶制社会，奴隶起义的领袖们曾喊出过“不自由，毋宁死”的豪言壮语；在中国漫长的封
建社会，农民领袖们曾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大胆诘问，举起过“等贵贱，均贫富”的战斗旗
帜。
就是这样一些可歌可泣的斗争构成了人权的历史。
这个历史一直延续到今天。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人权作为一个普遍的政治理论概念，是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
专制制度的斗争中提出的。
它最初反映的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
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产物和标志。
当时，为了对抗和否定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神权、君权和等级特权，从根本上摧毁封建专制
制度，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发展开辟道路，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政治家们举起了“天赋人权”
的旗帜。
他们断言，每一个人都是天生独立、自由和平等的，生命、财产、自由、平等及反抗压迫等等，是不
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剥夺或放弃这些权利，就是剥夺或放弃人的做人资格，是违反人性的。
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首先将“天赋人权”写进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纲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
一个人权宣言”。
该《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
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
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
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损害这些目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
的政府。
”178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则第一次将“天赋人权”写进了国家的根
本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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