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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人权本位方针是联合国机构在 世纪 年代末为实现人权主流化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和

方法 , 深受阿马蒂亚 ·森的交换权利本位方法的概念及其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影响。经过 多年的发

展 , 这一概念和方法已趋于成熟 。人权本位方针是一个以国际人权标准为规范基础 , 以促进和保护人

权为实践导向的人类发展进程的概念框架, 包含五个原则或目标 参与 、责任 、免受歧视 、赋权和联

系人权标准 , 对促进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我国政府应当采取多种宪法性举措 , 实现人权本位方针的

发展 。

关键词 】人权本位方针 阿玛蒂亚 ·森 宪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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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人权本位方针概念的
提 出与发展

人权本位方针 一

是联合国机构在 世纪 年代末为实现人权主流化

而提出的一个概念 。人权本位方针可以处理和平与安

全 包括反恐举措 、发展 、人道主义工作等各种问

题 。目前 , 联合国各机构主要探索以人权本位方针处

理各种发展问题 。因此 , 本文对人权本位方针的讨论

限于发展问题 。 一 , 经常被

简写为 或 、

, 近似的用法还有

可译为从人权看 , 人权视角下的 , 人权视

野下的 。 目前 , 一 尚无统

一的中文译法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 ·安南在其
《大自由 实现人人共享的安全 、发展和人权 》①的报

告的附件三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提出的行动计

划 》的中文文本中译作 “人权本位方针 ”, ② 《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与人权实践指引 》③的中文文本 中译作

“基于人权的方法 ”,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出版的

《减贫战略人权方针的原则和准则 》④的中文文本中译

作 “人权方针 ”。目前国内唯一一本以 “

”为题的论文集 《以权利为基础促进

发展 》⑤中 , 将 “ 一 叩 ,, 译作 “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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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为基础的方法 ”。鉴于 《大 自由 实现人人共享的

安全 、发展和人权 》 中文文本为联合国文件标准文

本 , 故本文采用 “人权本位方针 ” 的译法 。

人权本位方针这一概念的提出直接受益于阿玛

蒂亚 ·森的发展经济学思想及其使用的 “交换权利

本位方针 ” 的概念 。阿玛蒂亚 ·森在 《贫困与饥荒 》

中首先使用了交换权利本位方针

的概念 , ①并将交换权利本位
方针作为分析贫困以及更为具体的饥荒问题的方

法 。在 《以自由看待发展 》一书中 , 阿玛蒂亚 ·森

进一步将权利本位方针拓展到对整个发展问题的

研究 。

在英语中 , 与 两个词是同义词 ,

是可以互释的。例如 , 《元照英美法词典 》将

翻译为 “法定权利 ”, “指个人获得法律规定的
金钱或者利益的权利 , 如驾驶执照 、福利等 。其是对

某项利益 通常是金钱 的绝对权利 , 非经公平听证

不得予以剥夺 ”。②关于权利 本质的 “资格

说 ,, , 将权利解释为资格 , 例如英国法

学家米尔恩即认为 “权利概念之要义是资格 ”。③联合

国的人权文书统一使用 或 , 联合

国系统在接受阿玛蒂亚 ·森的交换权利本位方针的

概念和方法时 , 顺理成章地采用 了

叩 的概念 。

“ 年启动的联合国改革计划中 , 秘书长吁请

联合国系统的所有机构在它们各 自职权范围内的各种

活动和计划中使人权主流化 。此后 , 联合国机构在它

们的发展合作计划中相继采纳了人权本位方针 。”④从

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 , 较早正式详细阐述 “人权本位

方针 ”概念的内涵 、意义 、指导原则与适用的联合国

机构官方文件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份人权本位方

针计划指南 , 即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与妇女计划

的人权本位方针 是什么 , 及其将带来的某些变

化 》。⑤该 《指南 》除 “导言 ” 与 “结论 ” 外 , 正文部

分共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指导原则 , 又分为三小部

分 , 分别是 , 什么是计划的人权本位方针 需

要 、权利和发展 关键指导原则 。第二部分 , 计划

适用以及建议的方法论 , 又分三部分 , 一般计划适

用 匕 特殊计划适用及建议的方法论 人权 本

位 方针的其他适用 。应该说这已经是一份比较全面

完整的文件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执行局总干事马克 ·

马洛赫 ·布朗在为 《 年人类发展报告— 人权与

人类发展 》所做的 前言 》 中写到 “本报告 ……的

主要目的是在全球议程中推进实际行动 , 即把以人权

为基础的方法不折不扣的运用到人类发展和消除贫困

方面 ”。⑥但不同机构在使用人权本位方针这一概念时

倾向于做出自己的解释和操作方法 , 这就难免造成概

念的混乱 。联合国各机构在全球和区域的机构间协

作 , 特别是在涉及到共同国家评估 或联合国

发展援助框架 在国家一级的机构间协作

时 , 需要对这一方针及其发展计划适用方法的共同理

解 。为此 , 联合国各机构于 年 月 一 日召开

了 “联合国改革语境下的关于实行人权本位方针的机

构间研讨会 ”, 研讨会通过了 《发展合作的人权本位

方针— 联合国机构间的共同理解 》文件 , ⑦该声明

就联合国机构的发展合作及发展计划的人权本位方针的

含义达成了共同理解 , 进一步推动了人权本位方针的广

泛适用 。 年 ,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出版

了 《发展合作的人权本位方针常见问题解答 》一书, ⑧

有时也简写为交换权利方针

或权利方针 。
薛波主编 《元照英美法词典 》, 法律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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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着人权本位方针这一概念和方法已较为成熟 。

二 、 人权本位方针的含义 、

原则和价值 ①

人权本位方针是一个以国际人权标准为规范基

础 , 以促进和保护人权为实践导向的人类发展进程的

概念框架 。它致力于分析发展的实质问题— 不平

等 , 并纠正阻碍发展进程的歧视性做法和不公正权力

分配 。根据人权本位方针 , 发展计划 、政策和过程应

建立在国际法规定的权利及相应的义务体系之上 , 这

有助于促进可持续发展 , 赋予人们— 特别是最边缘

化的人们— 权力 , 来参与制定政策并迫使义务主体

履行义务予以实施 。尽管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统一做

法 , 联合国各机构一致认为人权本位方针应当包含以

下一些本质特征 第一 , 制定政策和计划时 , 其主要

目标应当是为了实现人权 第二 , 人权本位方针认同

权利主体及其权利 、相应的义务主体及其义务 , 并致

力于增强权利主体实现其权利的能力以及义务主体履

行其义务的能力 。第三 , 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原则和

标准应当指导所有领域的发展合作和计划 , 并贯穿计

划的各个阶段 。

人权本位方针有 “五个原则或 目标 参与 、责

任 、免受歧视 、赋权和联系人权标准 。',②参与意味

着各方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受排斥的 、边缘化群体或

权利受损者参与到发展政策计划全过程中来 评

价 、分析 、制定计划 、实施 、监督和评估 。责任意

味着各方利益枚关者都必须负起各 自的责任 , 特别

是必须建立相应的机制使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官员承

担起保障人权的责任 。平等和免受歧视是人权的最

基本原则 , 其重点是穷人当中的最贫困者和处境最

为不利者因为发展计划不可能立即到达每一个人 ,

因此应当优先考虑最边缘化的群体 。赋权意味着通

过赋予弱势群体权利 , 使他们成为权利主体而非慈

善的受益者 , 成为积极的行动者而非消极的受帮助

者 。联系人权标准意味着人权标准是各方行动的指

南 , 也是评估发展过程和结果的标准 。这五个原则

或目标贯穿发展项 目始终 。

人权本位方针对发展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谁的权利 人权本位方针聚焦于受排斥

的 、边缘化的人群 , 以及其权利正面临被侵犯危险

的人的权利的实现 。人权本位方针建立在这样的前

提上 , 即只有承认人权 特别是其普遍性 原则是

治理的核心原则 , 一个国家才能取得持续进步 。人

权的普遍性原则意味着所有人都享有人权 , 但因资

源限制并非所有人的所有问题都必须立即得到解决 ,

因此发展计划应最优先考虑最边缘化群体的权利 。

整体观 。人权本位方针指导下的发展计划全面地

看待其面临的环境 , 如家庭 、社区 、市民社会以及

地方和国家当局 , 全面考虑决定那些制度之间的关

系及其导致的权利 、义务和责任的社会 、政治和法

律框架 。人权本位方针打破部门局限 , 有利于实现

对需要从多个方面考虑的发展问题进行综合的全面

的回应 。 国际文书 。应根据普遍 的人权文件 、

公约以及其他国际上商定的目标 、指标 、规范或标

准制定具体结果 、提供服务和行为的标准 。人权本

位方针帮助各国将这些 目标和标准转化为有时限的

和可实现的国家行为 。 参与性过程 。实现这些

结果或标准的责任应通过参与性过程决定 , 而且反

映其权利受到侵犯的人们和那些有义务采取行动的

人之间的共识 。人权本位方针旨在既帮助参与制定

急需的政策和立法框架 , 又确保在地方和国家层面

上使参与性的民主过程制度化 包括培养家庭 、社

区 、市民社会等建设性地参加相关论坛的能力 。

透明和责任 。人权本位方针有助于制定那些决

定着应予特别强调的特定人的人权的政策 、立法 、

法规和预算 , 包括必须做什么以及达到什么标准 ,

谁对此负责 , 并且确保获得欠缺的能力或者培养欠

缺的能力所需要的资源 。人权本位方针有助于使政

策制定过程更加透明 , 并向人们和社区赋权 , 使他

们能够要求义务主体负责任地履行义务 , 确保权利

受侵害时获得有效的救济 。 监督 。发展的人权

本位方针支持借助人权条约机构的建议书 , 并通过

对国家实施人权公约的行为进行公开地独立地评

估 , 来监督国家履行条约义务的情况 。 持续的

结果 。人权本位方针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促使发展行

动取得更好的持续的结果 , 以及更大的投资回报

培养主要行动者进行对话 、履行其自身责任以

及要求国家负起责任的能力 通过寻求参与性

本部分内容主要参考了

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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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有效保障 , 从而导致公民的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

利的实现也难免打折扣 。这进一步证明了 “所有人

权都是普遍 、不可分割 、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 。

国际社会必须站在同样的地位上 、用同样重视的眼

光 、以公平 、平等的态度全面看待人权 。',①因此 , 需

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 , 制定相关法律 , 保障公民的各

项政治权利 。

责任 。 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违宪审查制度

的意义 、模式 、技术 , 学者已多有论述 , 不必赘言 。

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已成为一个政治决断问题 。

结合国情 , 建立符合 《巴黎原则 》标准的国家人权

机构 。国家人权联席会议制度远远不符合 《巴黎原

则 》的标准 , 如何结合我国国情 , 选择适当的模式 ,

有待学者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进一步深人研究 。

早 日签署和批准 《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任择议定书 》、 《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

书 》, 接受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 、人权事

务委员会对申诉 来文的管辖权 。并在积累一定经

验后 , 进一步接受其他国际人权机构对 申诉 的管

辖权 。

赋权 、平等与非歧视 。虽然宪法对公民权利的

规定是平等的 , 但是普通法律权利不平等比比皆

是 , 甚至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 。例如城乡居民的不

平等 , 不同地区高考录取的不平等 , 企业职工 、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 、事业单位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利

的不平等 , 等等 。这些不平等导致农村居民 、高等

教育资源匾乏地区的青少年 、企业职工的法律地位

的低下以及由此而来的贫困 , 成为弱势群体和社会

底层 。法律上的形式平等导致的实质不平等或日隐

性不平等 , 以及现实中的歧视性做法 , 如男女就业

的不平等 、儿童权利的易受侵害 , 特别是留守儿童

与流动儿童的权利受严重侵害等 , 进一步加剧了不

平等和歧视 。因此 , 消除上述种种权利不平等现

象 , 赋予每一个公民平等权利 , 使他们在立法上一

律平等 , 消除法律上 、事实上的歧视 , 并在制定发

展计划时优先考虑最边缘化最弱势群体的权利 , 是

我们人权和法治事业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 。只有

解决好这些 问题 , 我们的发展才是真正的科学发

展 , 才是人权本位方针的发展 。

本文作者 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 中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 届博士

责任编辑 赵 俊

①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 》第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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