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２０００年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具有标志意义的一年，也是中国人权事业继续取

得进展的一年。在这一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九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西部大开发取

得良好开端，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民主法制建设继续加强，人权状况保持了良好发展态 

势。 

  一、人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改善  

  中国政府继续把维护和促进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置于首位，大力发展经济，增强综

合国力，改善人民的生存和发展状况。２０００年，中国完全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

响，国民经济开始扭转下滑趋势，增长率明显提高，国内生产总值达到８９４０４亿元，

首次突破１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８.０％；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８００美元，超额完成

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１９８０年翻两番的任务，顺利实现了现代化发展的第二步战略目

标。全年进出口总额达４７４３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３１.５％；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达１６

５６亿美元，比年初增加１０９亿美元。目前，国内生产总值已由七十年代的居世界第十

一位上升到第七位，进出口总额和外汇储备分别由七十年代的居世界第三十二位和第三十

九位跃居第八位和第二位。钢铁、煤炭、水泥、化肥、电视机、谷物、棉花、肉类、水产

品等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已居世界首位，商品供应丰富，有效供给能力大幅提高。 

  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生活水平继续提高，全国人民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向小康的

跨越。２０００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６２８０元，比上年实际增长６.４％；农村

居民人均纯收入２２５３元，比上年实际增长２. １％。“九五”期间（１９９６年至２

０００年），居民储蓄存款余额５年增长１倍多。到２０００年，居民储蓄总额突破６.４

万亿元，比８年前增加４倍多。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九五”期

间平均每年增长１０.６％。 



  居民的消费结构趋于优化，衣、食和基本生活用品支出的比重大幅下降，住房、交通

通信、医疗保健、文教娱乐等发展与享受需求的支出比重迅速上升。１９９９年，城乡居

民衣食住用以外的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２９.３％和２１.６％，分别比１９９

５年提高８.２个百分点和６.２个百分点。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

比重）２０００年为４０％左右，比１９９５年下降近１０个百分点，比１９７８年下降

约１８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２０００年为５０％左右，比１９９５年下降约８

个百分点，比１９５４年下降约１９个百分点。在食品构成中，粮食消费量有所减少，水

产品、肉、禽、蛋、牛奶等动物性食品的消费量大幅度增加。目前,每百户城镇居民拥有彩

电１１６.６台、洗衣机９０.５台、冰箱８６.７台、空调器３０.８台，已接近发达国家

水平；每百户农村居民拥有彩电３８.２４台、洗衣机２４.３２台、冰箱１０.６４台，分

别比１９９５年增加２１.３２台、７.４２台、５.４９台。每百户城镇居民拥有家用电

脑、家用摄像机、微波炉、影碟机由前几年的几乎空白状况分别提高到１９９９年的５.９

１台、１.０６台、１２台、２５台。 

  居民住房条件继续改善。１９９９年，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由１９９５年的８.１平

方米增加到９.８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由１９９５年的２１平方米提高到２４.

２平方米。２０００年，全国城镇竣工住宅面积５. １亿平方米，农村竣工住宅面积８.５

亿平方米，住房状况进一步改善。 

  中国政府在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高度重视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１９

７９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

作，到２０００年底，农村贫困发生率从１９７８年的３０.７％下降到３％左右。全国５

９２个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由１９９４年的６４８元提高到２０００

年的１３４８元。全国贫困地区以乡为单位的通公路率和通电率均达到９７％以上，９



８％的乡镇有了卫生院。中国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生活质量的大幅提高，与世

界绝对贫困人口持续增加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认为，中国扶贫开

发的成就，“为发展中国家，甚至整个世界提供了一种模式”。 

  人民的医疗保健和身体素质不断提高。２０００年末，全国已有卫生机构（含诊所）

３２．５万个，床位３１８万张，卫生技术人员４４９万人。农村有医疗点的村数占总村

数的８９．８％，乡村医生和卫生员１３２万人。体育事业蓬勃发展，全民健身活动广泛

开展，国民身体素质普遍提高。近三年来，国家体育总局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投资

兴建健身路径近万条，全国共建全民健身工程１９３９个，为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提供了

更好的条件。２０００年，政府建立国民体质监测系统，计划将国民体质监测指标纳入国

家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国已全面登上世界体育舞台，运动技术水平位居世界前

列。在２０００年第二十七届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夺得２８枚金牌、１６枚银牌和１５

枚铜牌，列居世界第三位。２０００年全年在国内外的比赛中，中国运动员共获得了１１

０个世界冠军，１４人２队３０次创２２项世界纪录。 

  生活水平的大幅改善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中国的人口死亡率由１９４９年

前的３３‰下降到１９９９年的６．４６‰。居民平均预期寿命从１９４９年前的３５岁

提高到２０００年的７１．８岁，比发展中国家高出１０岁，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二、公民政治权利的保障  

  中国积极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大力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切实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在中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

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



家权力机关，决定国家大政方针，行使国家立法权。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以来，全国人

大及其常委会共审议了３０件法律案，已有１８件通过。其中，２０００年颁布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是关于国家立法制度的重要法律，对于健全国家立法制度，维

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推进民主和法制建设，有着十分

重大的意义。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律的实施和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监督明显加强，富有成

效。２０００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执法检查组，先后对刑事诉讼法、城市居民委员会

组织法等四项法律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有效地监督了这些法律的贯彻实施。全国人大

常委会采取视察、执法检查、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等多种形式，对国务院、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进行监督。为加强预算监督和经济工作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

分别于１９９９年２月、２０００年３月通过了《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

《关于加强经济工作监督的决定》。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抓紧研究制定《监督

法》。人大代表参与行使国家权力的热情进一步提高。２００１年３月举行的九届全国人

大四次会议期间，代表共提出１０４０件议案，是六届全国人大以来提出议案最多的一

年。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界

的代表，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归国侨胞的代表以及特别邀请的人士组成，具有广泛的代

表性。各级政协组织和各民主党派在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中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八个民主党派中央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和其他１３位民主党

派、无党派及各界党外人士共有２２人分别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

主席；全国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２７名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担任副省长、副主



席、副市长或助理；有近万名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担任县以上政府、政府部门和司法机

关领导职务；有１４万多名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２２万多名民主

党派、无党派人士担任各级政协委员。 

  ２０００年，全国政协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就 “十五”期间（２００１年至２

００５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若干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开展专题调研和视察，召开专

题座谈会、研讨会，先后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 “十五”期间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几点

意见》、《关于“ 十五”计划必须体现体制创新的建议》等１０多份报告，为国家制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提供了重要参考。全国政协还在专题研究的

基础上，就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紧实施南水北调工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分配

体制改革、推进社区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司法公正与社会稳定等问题，向中共

中央和国务院提出许多意见和建议。 

  各级政协组织、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开展民主监督的渠道进一步拓宽。现有数万

名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担任各级人民检察院和监察、审计、教育、国土资源、税务、

人事、公安等部门特约人员，参与法律监督和行政监督工作。各级政协委员通过对重大问

题的协商讨论和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批评、建议等形式，反映各界群众的

意见和要求，行使民主监督权利。２０００年，全国各级政协委员出席公安机关严格公正

文明执法的法制教育等“三项教育”座谈会１３万余人次，到公安机关视察１．１万人

次，对公正执法起到了有力的督促作用。 

  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基本内容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全

面推进，稳步发展。１９９８年１１月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以来，各地的民

主选举、村民议事、村务公开的制度建设不断完善，有２３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了

新的村委会选举办法，１７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通过了村委会组织法实施办法，许多



市、县制定了指导村民自治工作的实施意见，村一级普遍制定或修订了村规民约和村民自

治章程；全国有２７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进行了村委会换届选举，约有６亿农民参

加了直接选举，参选率高达８０％以上，村民自治的整体水平明显提高。与此同时，乡镇

政务公开全面推进，２０００年以来，全国有３．５万个乡镇开展了政务公开工作，占乡

镇总数的８０％以上，乡级民主政治建设取得明显进展。 

  三、人权的司法保障  

  中国高度重视通过完善立法、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来保护人权，人权司法保障工作取

得了长足的进展。 

  依法治国是中国的一项宪法原则，是中国政府的基本治国方略。改革开放以来，全国

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了３９０多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制定了８００多

件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制定了８０００多件地方性法规，现已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比较完

整的法律体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公民的各项人权有了全面的法律

保障。为了提高各级行政执法和司法人员的法治意识及公民的权利义务意识，中国积极开

展法治宣传和群众性普法活动。近五年来，全国有７．５亿人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学法活

动；共举办省部级领导专题法制讲座２８０多次，参加讲座的省部级领导１．２万人次；

经过正规法律培训的地厅级领导达１８．４万人次。 

  中国依法惩治犯罪，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其他各项人权不受侵犯。２０００

年，公安、司法机关采取有力措施，依法严厉打击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涉枪、涉爆犯

罪和团伙犯罪等严重暴力犯罪以及盗窃、抢劫等多发性犯罪活动，依法惩处极少数组织和

利用“法轮功”邪教组织致人死亡、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等犯罪分子，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稳

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各级法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强审判和执行工作，积极推行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选

任制，全面落实公开审判制度，完善司法救助制度，进一步强化法院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和

纠错机制，有效地维护了司法公正。２０００年，全国法院共审理各类一审刑事案件５６

万余件，判处罪犯６４万余人；审理各类一审民事案件３４１万余件；审理经济、知识产

权、海事海商案件１３１万余件；审理国家赔偿案件２４４７件；审结行政诉讼案件８６

６１４件，其中，撤销行政机关不适当的具体行政行为１３６３５件，占审结行政诉讼案

件的１５．７４％；共清理超审限案件１３．８万余件，清理执行积案４７．５万余件，

基本消除了案件积压现象，有效地维护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为切实保障经济困难的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２０００年７月，最高人民法院制

定了《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完善了司法救助制度，对民

事、行政案件中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尤其是涉及老年人、妇女、未成年人、残疾人、

下岗职工等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养老金和交通、医疗、工伤等事故的

受害人追索医疗费用和物质赔偿等诉讼案件，依法实行缓交、减交或者免交诉讼费用。２

０００年，全国法院依法对当事人决定减、缓、免交诉讼费用的案件共１９万余件。 

  检察机关依法加强诉讼监督，提高办案质量，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２０００年，全

国检察机关依法立案查办司法人员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犯罪案件４６２６件；对公安机关

使用强制措施不当等违法情况提出纠正意见１４３４９件次；纠正侦查、起诉、审判阶段

超期羁押６４２５４人次；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判决、裁定提出抗诉３７９８件，提出

民事行政抗诉１６９４４件；对违法的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情况提出纠正意见９３１

８人次。与此同时，检察院积极在全国推行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通过竞争上岗、择优

选任等形式选拔主诉检察官，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公诉改革，试行不起诉案件公开审查制度

和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对于维护司法公正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发挥了积极作用。



律师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不断完善，对维护公民权利、促进司法公正起着日益重要的作

用。目前，全国有律师事务所９５００多家，律师１１万多人。截至２０００年７月，中

国已批准了９２家外国律师事务所和２８家香港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内地设立办事处。１９

９９年，全国律师共受理各类诉讼案件１３６．４万件。２０００年，全国律师参与辩护

的刑事案件有３１万多件，律师在刑事诉讼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１７万余

件。到２０００年底，全国已建立各级法律援助机构１８５３个，有专职人员６１０９

人。２０００年，全国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１７万多件，总受援对象达２２．８万多人，

解答法律咨询８３万人次，依法保护了社会的贫弱残者及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中国依法保障罪犯的合法权利，改造罪犯的工作卓有成效，多年来刑满释放人员的重

新犯罪率始终保持在６％至８％这一世界较低水平。各级人民检察院为加强对监狱人民警

察执法工作的监督，进一步完善了在全国所有监所设立派出检察院、派驻检察室的驻监

（所）检察制度。司法部从１９９９年起计划用三年时间开展监狱人民警察基本素质教

育，监狱人民警察的执法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四、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２０００年，中国政府为保护劳动者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做出了新的努力，取得

了新的进展。 

  政府根据《劳动法》于２０００年颁布实施了《劳动力市场管理规定》，从规范劳动

力市场的角度为劳动者实现就业权提供了保障。据统计，２０００年底，全国从业人员达

７．１亿多人，比上年增加５６４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２．１亿多人，增加２６０

万人。全年通过各种途径使３６１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２０００年末，城

镇登记失业率为３．１％。为更好地解决农村劳动者的就业问题，从２０００年起，中国



政府开展了为期三年的城乡统筹就业、组织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推进西部地区农村劳动

力开发就业和鼓励扶持返乡创业的试点工作。 

  国家积极发展职业培训事业，开发劳动者的职业技能，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强劳动者

的就业能力和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２０００年，中国政府制定了《招用技术工种从业人

员规定》和《劳动预备制培训实施办法》。据统计，２０００年，全国有技工学校４０９

８所，在校生１５０多万人；培训中心３０００多所，年培训４０８万人次；社会培训机

构１６０００所，年培训３６０万人次。全国共有４５０万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参加了再

就业培训，３０万人参加了创业指导和创业培训，７５万未能继续升学的城镇初、高中毕

业生参加了劳动预备制培训。２０００年，各类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学校招生４２５万人，

在校生１２９５万人；全国成人技术培训学校培训学员９６４２万人次。目前，全国近３

０００万人获得了职业资格证书。 

  国家保障劳动者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职工工资水平不断提高。２０００年，政府制

定了《进一步深化企业内部分配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和《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加

强了对企业工资工作的指导。１９９９年，城镇在岗职工工资总额为９８７５．５亿元，

比上年增长６．２％；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８３４６元，比上年增长１１．６％，扣

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１３．１％。到２０００年底，除西藏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都建立并完善了最低工资保障制度，调整颁布了本地区最低工资标准。 

  为维护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权利，中国初步建立了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

保险、失业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险制度，提高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

业保险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水平。到２０００年底，全国所有城市和县人民政府所

在镇已全部建立了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共有３８１．８万城镇居民得到最低生活

保障救济；有１５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３００万村



民获得最低生活保障救济，发放保障金７．３亿元。２０００年，中国财政大幅度增加社

会保障支出，仅中央财政就安排养老、失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等社会保障支出４７８亿元，比１９９９年增长８６％。到２０００年底，全国有１

０４０８万职工参加失业保险，月平均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为１８８万人；有１０４４７

万职工和３１７０万离退休人员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有４３００万职工参加了基本医疗

保险；有２０００多个县、市建立了工伤保险制度，覆盖职工４２００万人；２７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试行了生育保险，１４１２个县、市实行了生育保险费用社会统筹，约３

０００万职工参加了生育费用社会统筹。 

  国家加大对教育的投入，积极为公民实现受教育权利创造条件。“九五”期间，教育

经费平均每年增长１５．５６％，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比例持续增长，由１９９５年的２．４１％增长到１９９９年的２．７９％。

１９９９年全国教育总经费是１９９５年的１．８倍。国家实施“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

程”，中央和地方向８５２个贫困县投入教育专款１１６亿元。国家制定了《关于国家助

学贷款的管理规定（试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国家助学贷款操作规程（试行）》，全面

实行助学贷款制度，保障经济困难学生的受教育权利。到２０００年底，中国基本普及了

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人口覆盖率达到８５％，青

壮年文盲率下降到５％以下。据统计，２０００年，全国幼儿园共有在园幼儿２２４４万

人；全国普通小学在校生１．３亿多人，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９９．１％；初中在校生

６２５６万人，初中毛入学率达８８．６％；普通高中１．４６万所，在校生１２０１万

人；普通高校１０４１所，在校生５５６万人；成人高校７７２所，在校生３５４万人；

研究生培养单位７３８个，在校生３０．１万人；特殊教育学校在校生３７．８万人。 



  文化事业发展迅速，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２０００年末，全国共有艺术表

演团体２６２２个，文化馆２９１１个，公共图书馆２７６９个，博物馆１３７３个，档

案馆３８１６个；共出版全国性和省级报纸２０３亿份，各类杂志２８．５亿册，图书６

３．５亿册（张）；共有中、短波广播发射台和转播台７３２座，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达

到９２．１％；有一千瓦以上电视发射台和转播台１３１３座，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９

３．４％；全国有线电视用户７９２０万户，成为世界上有线电视用户最多的国家。 

  通讯事业迅猛发展，建立了贯通全国、连接全球的世界第二大立体通信网，电话用户

规模跃居世界第二。到２０００年底，全国电话用户已达２．３亿户，其中移动电话用户

８５２６万户，仅次于美国；城市电话普及率为每百人３９部，通电话的行政村比例达８

０％。数据与多媒体通信网已覆盖全部地、市和部分县、市，与中国移动通信公司和中国

联通实现自动漫游的国家和地区达８４个。中国自１９９４年接入互联网络以来，互联网

用户从当年的仅１万户增加到目前的２２５０多万户，现有国内网站２．７３万多个。 

  

  五、妇女、儿童权利的保护 

  中国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和婚姻家庭等方面的权利继续得到有效促进和保

护。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程度明显提高。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的

女性比例分别比上届增加０．８个和２个百分点。目前，全国女公务员人数约占公务员总

数的１／３；３０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党政领导班子中有了女干部，比５年前增长４

６．４７％；６６８个城市中有４６３名女性当选为正、副市长。全国各省、市、自治区

总工会领导班子中均有１至２名女主席或女副主席。 

  妇女就业人数不断增加，行业分布趋于合理。截至２０００年１０月，中国女性从业

人数达３．３亿人，占全国从业人员总数的４６．７％。妇女就业从传统产业向第三产业



转移，女性在农业、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在文化、教育、科

技、卫生、金融、保险、交通运输、邮电和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及其他行业中的比重增

加，这种转移更适合妇女的生理特点，有利于妇女在经济生活中的全面发展。２０００

年，全国农村有４０００多万妇女接受了农业高新技术培训，有５位农家妇女获得由世界

妇女高峰基金会颁发的“农村妇女生活创造奖”。 

  妇女的受教育水平进一步提高。据统计，近年来，中国１５岁以上妇女人均受教育年

限的增幅、妇女文盲率的下降幅度均大于男性，男女受教育水平差距进一步缩小。２００

０年，妇女人均受教育年限超过６．５年，成年男女受教育年限的差距由１９９５年的

１．７年减少为不到１．５年。近几年，中国每年扫除文盲近３００万，其中６５％是妇

女。１９９９年底，妇女成人文盲率为２１．６％，１５至４５岁的妇女文盲率为

７．２％。２０００年，全国小学女童入学率达９９．０７％，与男童入学率的９９．１

４％大体持平。幼儿园、小学、职业中学、普通中学、中等师范学校、中等技术学校和普

通高等学校的女生人数，分别占同类在校生总数的４６．０８％、４７．６０％、４

７．１７％、４６．１７％、６７．４９％、５４．６３％和４０．９８％。中国各类女

专业技术人员１．１亿多人，占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４０．６％，比１９９５年增长了１

４．８％， 其中具有中、高级职称的女专业技术人员分别为３２６．３万人、４３．６万

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现有女院士７０人，占院士总数的６％，居世界领先水平。 

  妇女的健康状况不断改善。２０００年,全国有妇幼保健院６０９个，卫生技术人员

７．２万人；妇幼保健所、站２５９８个，卫生技术人员７．５万人。截至１９９９年，

全国孕产妇保健覆盖率已超过８６％，农村妇女新法接生率达９５．４％；孕产妇死亡率

由１９９５年的６１．９／１０万下降到５６．２／１０万。２０００年起，中国政府在

西部和农村贫困地区实施为期二年的专项计划，预计拨款２亿元，用于降低孕产妇死亡率



和消除新生儿破伤风。中国扶贫基金会于２０００年１０月正式启动了“ 母婴平安１２０

行动”，致力于在中西部七省、市贫困地区建立县、乡、村三级妇幼保健和救护机构，以

促进贫困人口母婴生命保健，消除孕产妇生育过程中母婴平安脆弱性和低保障性。该项目

将历时１０年，资金总额预计达３２００万元。 

  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切实保护妇女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为更有效地制止家庭暴力、遏

制重婚纳妾、完善家庭财产制度，保护妇女的婚姻家庭权利不受侵犯，全国人大动员社会

各界进行认真研究，积极开展《婚姻法》的修订工作，并于２００１年１月将《婚姻法

（修正草案）》向全社会公布，广泛征求意见，展开讨论。目前，全国各地方人大和政府

已制定了２０多个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到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底，全

国已有１３个省、４７个地市县建立了由多个部门参与的妇女维权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协

调督查妇女权益保障工作。法院系统设置了５４４个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合议庭，聘请

４２６６名妇联组织的专职维权干部担任人民陪审员，直接参与妇女权益案件的审理工

作。２０００年４至７月，公安机关在全国开展依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共破

获拐卖妇女、儿童案件 2万余起，查获犯罪团伙７６００个，使一批被拐卖的妇女、儿童

得到解救或妥善安置。 

  儿童权利得到有效保护。国家长期坚持计划免疫预防接种卡片制度，开展对儿童肺

炎、腹泻、佝偻病和缺铁性贫血病的防治和爱婴行动，促进母乳喂养，创建爱婴医院，开

展营养指导、儿童生长发育监测、新生儿疾病筛查、儿童早期教育等多项卫生保健服务，

使儿童发育水平和营养状况不断改善。２０００年，儿童死亡率比１９９０年降低了１／

３，儿童营养不良率下降了一半。为促进儿童健康成长，“中国儿童少年安全健康成长计

划” 于２０００年１０月正式启动，其基本任务是通过一系列宣传、培训、服务等行动，

为儿童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帮助儿童远离失学、疾病、伤害和犯罪，切实保护



儿童权益。截至１９９９年底，“希望工程”共接受捐款１８．４亿元，援建希望小学７

８１２所，资助失学儿童２３０万人。２０００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募集资金８１０

０余万元，资助实施“春蕾计划”，使重返校园的失学女童人数累计突破１０５万人次。 

  六、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特殊保护 

  在中国，少数民族人民不仅同汉族人民一样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全部公民权

利，而且还依法享有少数民族特有的各项权利。为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特殊权益，

中国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２００１年２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对《民族区域自治法》进行了修改，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升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

度，增加了在民族自治地方实行必要的特殊政策、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投入、加快民族

自治地方发展等若干新规定，进一步强化了对各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利的法律保障。据统

计，中国５５个少数民族现有人口１亿多，占全国总人口的８．４１％；实行民族区域自

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７５％。少数民族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和

自主管理本地区、本民族事务的自治权利依法受到保障。在历届全国人大、政协中，少数

民族代表和委员所占的百分比，都大大超过少数民族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５５个少

数民族不论人口多少都有自己的代表和委员。在九届全国人大和九届全国政协中，共有少

数民族代表４２８名、委员２５７名，分别占代表总数和委员总数的１４．３７％和１

１．７％。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常委会，依法由实行区域自治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副主

任；各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依法都由实行区域自治民族的公民担任，各

自治地方人民政府的其他组成人员都合理配备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

员。到１９９９年底，全国有少数民族干部２８２．４万人。２０００年，西藏自治区有

５万多名民族干部，藏族干部超过干部总数的７０％。在西藏自治区人大代表中，藏族和

其他少数民族代表超过８０％ 。 



  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实行扶助政策，提供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

的支援，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２０００年，民

族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８．１％左右，继续保持了１９９７年以来高于全国的平

均水平；民族地区地方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１４．２％。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

９．０％。１９９４年至１９９９年，民族地区累计解决３０００多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

题。近年来，中央政府给西藏的财政定额补贴每年都达１２亿元以上。总投资４６亿元的

６２项援藏工程以及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和１５个对口支援省、市投资３２亿元援建的

７１６项工程已全部竣工并投入使用。据统计，西藏的公路里程已达２．５万公里，电力

总装机达３４万千瓦，邮电通信实现了县县通电话，并进入全国长途自动交换网，初步建

立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西藏国内生产总值突破百亿元，国民经济连续６年超

过全国的平均发展速度，年均增长达１０．７％。农业生产连续１３年丰收，粮油肉实现

基本自给。目前，西藏９８％的商品供过于求，彻底改变了过去８０％所需物资要靠从内

地调拨的状况。西藏绝对贫困人口由１９９４年的４８万人减少到目前的７万人左右，多

数群众开始迈向小康生活。 

  国家大力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教育事业，专门设立了少数民族教育补助经费和各种

财政专款。政府于２０００年开始实施“东部地区学校对口支援西部贫困地区学校工程”

和“西部大中城市对口支援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贫困地区学校工程”，并制定了《关

于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见》，要求采取多种措施建立健全发

展少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机制和保障机制，积极为少数民族地区培训教师和管

理人员。据统计，２０００年，全国有少数民族专任教师９２．５万人，各级各类学校少

数民族在校生１８５２．４９万人；小学、普通中学、普通高等学校中的少数民族学生占

学生总数的比例分别为９．０８％、６．７７％、５．７１％。５５个少数民族都有了本



民族的大学生，有的还有了硕士生和博士生。自１９５１年西藏和平解放至今，国家为发

展西藏的教育事业，累计投入１０亿多元，不仅在内地设立了西藏中小学和大学西藏班，

而且在西藏建立了４所大学、１０００多所中小学，使西藏适龄儿童入学率由过去的不到

２％提高到目前的８５．８％，为西藏培养了３万多名各类人才。 

  国家保障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执行

公务和广播、影视、图书、报纸、杂志等都依法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多种语言文字。五

十年代开始，中国政府根据少数民族自愿自择的原则帮助１０多个少数民族创制和改进文

字体系。目前，全国５５个少数民族中，有５３个少数民族有自己的语言，语种达８０多

种；２１个少数民族有现行的本民族文字２７种，这些文字都实现了计算机信息处理。许

多少数民族都拥有了自己语言文字的广播、影视、图书、报纸、杂志。国家帮助少数民族

地区实行民族语文教学、双语教学，加强民族文字教材建设。西藏中小学普遍实行藏语教

学或藏汉语双语教学，从小学到高中共１６门学科的１８１种课本、１２２种教学参考书

和１６种教学大纲被编译成藏文。继蒙古文网站之后，世界首家藏文网站——同元藏文网

站已于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在中国兰州西北民族学院建成。 

  中国重视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尊重少数民族的饮食、婚姻、丧葬、年节

等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２０００年２月，文化部、国家民委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意见》，强调要保护各少数民族独特的传统文化和丰富的文化遗

产，在符合一定条件的地方建立少数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要求东部汉族发达地区加强对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项目建设的支援。目前，全国有２４所高等艺术院校开设专门培养

少数民族艺术人才的专业班，在民族院校和民族自治地方的一些中高等院校也开设有关少

数民族文学、音乐、舞蹈、美术专业。九十年代以来，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专项补助资

金，在民族地区新建、扩建和修缮了一批图书馆、文化馆、群众艺术馆、博物馆和影剧



院。近年来，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政府先后投入近 3亿元，对布达拉宫、萨迦寺、大昭寺、

哲蚌寺、阿里古格王朝遗址等重要文物单位进行有效维修和保护。目前，全国共有藏学研

究机构５０多个，研究人员２０００多名，藏、汉和英文的藏学学术刊物１０多种，代表

中国古代藏民族文化最高成就的英雄史诗《格萨尔》藏文精选本前四卷已出版发行。西藏

藏医学院作为中国最大、最权威的藏医大学，已经培养出６５０多名本专科毕业生和１０

名硕士生。 

  由于自然、历史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西部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在

社会经济的发展上还存在着较大差距，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制约着少数民族生存和发展状况

的改善。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政府于２０００年开始全面实施西部大开发战

略，从政策、资金、人才等各个方面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这必将有力地促进

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平等权利的充分实现。 

  七、积极开展人权领域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中国政府一贯尊重《联合国宪章》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宗旨和原则，支持联合国为此所

做的努力，并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领域的活动。 

  中国政府历来重视国际人权公约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现已批准或加入

了１８个国际人权公约。中国政府先后于１９９７年１０月和１９９８年１０月签署了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２００１年２

月２８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批准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

约》，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开展国际人权合作的积极态度，也表明了中国促进和保护人权

的坚定决心和信心。２０００年９月，中国政府签署了《〈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

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成为首批签署该公约的国家之一。对

于已批准的国际人权公约，中国一贯认真对待，采取各种措施履行公约义务，并根据有关



公约的规定及时提交公约执行情况的报告，接受有关联合国条约机构的审议。２０００

年，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提交了《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第八次和第九次执行

报告，并如期向联合国提交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执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情况的报告，增进了有关公约机构和国际社会对中国人

权状况的了解。 

  中国重视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作用，并积极与人权高专

办公室开展合作。２０００年３月，中国政府与人权高专办在北京成功举办了第八届亚太

人权研讨会。４０多个亚太地区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致信祝贺，

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人权高专玛丽·罗宾逊专程来华参加了会议。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玛丽·罗宾逊应邀再次访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副总理钱

其琛分别会见了她。外交部与其签署了《关于开展人权领域技术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根

据该备忘录，今后两年中国将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公室在司法管理、人权教育、法制建设

以及实现发展权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等领域开展项目合作。中国还积极开展与联合国

人权委员会专题特别报告员和工作组的合作，迄今已两次邀请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任意拘留

问题工作组访华，宗教不容忍问题报告员也曾应邀访华。中国还及时、认真答复了包括人

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在内的联合国人权机制转来的有关人权问题的函件，澄清了有关事

实，增进了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此外，中国还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举办

了关于邪教问题的国际研讨会，就各国如何处理邪教、保障人权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中国一贯主张，各国应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就人权问题开展对话与交流，增进

了解，扩大共识，缩小分歧。２０００年２月和９月中国与欧盟分别举行了第九次和第十

次人权对话。５月和１２月分别举行了中欧第四次和第五次司法研讨会。２月和１０月，

中国与英国分别举行了第四次和第五次人权对话。８月，中国与澳大利亚举行了第四次人



权对话。１０月，中国与加拿大举行了第六次人权对话。５月，中国与挪威联合举办了第

四次人权与法治圆桌会议。６月，中国、加拿大和挪威第三届人权研讨会在曼谷举行。２

０００年，中国与古巴、老挝等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展了人权磋商和交流。１０月,中国在北

京成功举办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２０００年部长级会议”，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

４位非洲国家元首，以及来自４５个非洲国家的近８０名部长和有关国际和地区组织的负

责人出席会议。会议通过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强调，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和基本自

由应得到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和求同存异原则必须得到维护；各国在促进和保护本国人权

时有权选择不同的方式和模式；将人权问题政治化以及在提供经济援助时附加人权条件，

本身就是违反人权，应予以坚决反对。 

  人权的发展是各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一个不断前进的历史过程。中国是一

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受自然、历史和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中国的人权正处

于发展过程之中，人权状况还存在着不少有待进一步改善的地方。中国政府将根据自己的

国情和人民的意愿，以建设民主、文明的现代化法治国家为目标，积极吸收世界各国的有

益经验和文化成果，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加快发展，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

建设，不断推动中国人权事业向前发展。同时，中国将一如既往地积极参与国际人权领域

的活动，广泛开展对外合作与交流，为促进国际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

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二零零壹年四月-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