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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中小学开展人权教育，对公

务人员开展人权培训，对公民进行人

权知识普及，是推进人权事业发展的

基础性工作。它促进公民树立尊重和

维护人权的意识，帮助国家公职人员

确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态度和行为方

式，促进全社会形成尊重人权的文化

氛围。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是人

权领域的“国家队”，肩负开展人权

教育和培训工作的重任。它既要进行

人权研究，也要开展人权教育；既要

在大学开设人权教育课程，也要尝试

在中小学开展人权教育的有效方式；

既要对学生开展人权教育，也要对公

职人员进行人权知识培训；既要在国

内开展人权知识普及工作，还要在国

际社会开展广泛的人权交流。为了完

成好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所承担

的这些重要使命，需要建立有效的工

作机制。

首先，各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

地要与教育部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建

立顺畅的沟通渠道，与中国人权研究

会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一方面，努

力赢得政府主管部门对人权教育与培

训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作为重要

的人权思想库，要向政府相关部门提

供有效推进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政策

建议，积极发挥人权智库作用。

其次，8个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
基地之间需要建立横向的分工协作关

系。一方面，要努力突出各自的特

点，充分发挥各自的优长；另一方

面，要建立联系纽带，开展相互合

作，形成协同效应。

最后，各基地要成为本地区人权

教育与培训的重要平台。国家人权教

育与培训基地的确定考虑到了地区分

布，这就要求各基地要与本地区的各

人权研究中心建立密切联系，搭建交

流和合作的平台，凝聚本地区人权教

育的力量，保进人权知识在全国各地

的广泛普及。

在“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

法原则的指引下，在国家人权行动计

划的推动下，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

中全会作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形

势下，中国的人权教育和培训正面临

前所未有的重要发展机遇。新一批基

地的建立，为人权教育和培训提供了

新的组织力量和前进动能，将推进中

国的人权研究、教育、培训和知识普

及工作更广泛地展开。新老人权基地

要携起手来，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珍惜人权发展的机遇，为推进中国人

权事业持续、稳步和全面的发展作出

更大的贡献。

（本文系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副主

任常健在第二批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

基地授牌仪式上的发言）

教育部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授予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

地的称号，这是对中国人民大学人权

教育、人权研究与培训工作的充分肯

定和信任，也是对我们今后工作的鼓

励和鞭策！ 
在高校建立国家人权教育与培

训基地，是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

人权”的宪法原则，落实国家人权

行动计划并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

要举措。中国人民大学获批为国家

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有助于推进

不断发挥人权基地
的政策咨询和社会服务职能
不断发挥人权基地
的政策咨询和社会服务职能

●   韩大元

院校人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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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的人权教育与学科建设，有助

于建立人权教育与研究的交流平

台，分享人权领域的研究成果，以

人权价值为平台，构建社会共识，

维护社会主流价值观。我们将不辜

负教育部、国家新闻办公室和人权

研究会的期望，积极为基地的发展

创造良好条件，在学科建设、科研

队伍建设、学生培养和社会培训方

面继续努力，把中国人民大学人权

教育与培训中心建设成为人权领域

的人才培养基地和研究平台，不断

发挥人权基地的政策咨询和社会服

务职能，为推进我国人权教育事业

的发展贡献力量。

中国人民大学人权教育与培

训中心根据《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12-2015年）》设定的目标，将
在以下四个方面做好基地工作：

第一，在人权教育方面，我

们将完善人权法的二级学科，继

续招收人权法方向的硕士和博

士，并在全校范围内给本科生开

设人权通识课程，普及人权知

识。此外，我们还将根据国家

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开发新的

人权课程。比如，为了配合我国

残疾人事业的发展，促进残疾人

权利的保护，人大法学院已和哈

佛法学院合作多年，开设同步视

频的《残疾人权利诊所》课程。

今年又和欧洲人权法院合作，邀

请法官来校讲授《欧洲人权法院

经典案例》一课。以后还会开设

如《商业与人权》、《环境与人

权》、《食品安全与人权》等专

门课程。

第二，在人权研究方面，深入研

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

对理论体系、具体内容以及生存权和

发展权等课题进行系统化的研究和论

证，提炼人权理论与实践的“中国

经验”。坚持人权的跨学科的研究方

法，既重视人权基本理论研究，同时

也强调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探讨实

践中的人权问题。继续探讨经济、社

会、文化权利的系列研究，目前的研

究重点是食品安全权和社会保障权，

以后还会拓展到其他经济、社会、文

化权利的研究。

第三，在人权培训方面，我们每

年根据社会需要为不同的群体提供各

种人权议题的培训，为政府部门、法

官、检察官、宗教界人士等举办人权

专题培训班，提升人权文化，提高人

权意识等。

第四，在人权的国际交流方

面，我们将扩大在人权领域的国际

合作与交流，继续与联合国人权机

构、欧洲人权法院、各国大学的

人权研究机构进行人权议题的对话

与合作研究。继续拓展新的合作伙

伴，尤其是扩大与亚洲和非洲的人

权研究机构的合作，共同开发人权

研究的新课题与课程，为国际人权

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人权教育、人权研究与培训是

一所大学，尤其是法学院的社会责

任与使命，对法治国家建设与人类

的和平的维护具有重要意义，是一

项崇高的事业。我们将努力工作，

不辜负大家的期望，争取将中国人

民大学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建设成

能为我国人权事业添砖加瓦的一流

平台。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

韩大元在第二批国家人权教育与培

训基地授牌仪式上的发言）

罗豪才会长向中国人民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授牌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发言  贺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