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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议会外交&middot;交流与交锋：曾建徽与外国议员和政要的对话（上下册）》收集了曾建徽同
志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工作期间（1998年3月&mdash;2003年3月）对外交往活动中同
各国议员和政要的一些谈话精要，通过这些谈话，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近些年来中国议会外交活动的
历程、内容和成果。
书中许多篇谈话，既有曾建徽同志代表中方的讲话，又有外方的讲话，有问有答，有声有色；有的谈
话表现了双方的唇枪舌剑的交锋情景，读时仿佛身临其境。
从谈话中可以看出，曾建徽同志在对外交往中坚定的立场、卓越的外交技巧和宣传艺术。
是第一部集中反映我国议会外交活动的书，也是一部如何进行对外宣传、介绍中国的范本。
它可供涉外部门、宣传部门和新闻媒体的干部作为案头读物；也可供高等院校国际关系专业、国际政
治专业、新闻传播专业和公共关系专业的师生，作为辅助教材；还可供其他一切对国际形势及外交工
作有兴趣的人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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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曾建徽，1928年生，湖南省平江县人，清华大学肄业，中共党员，历任新华通讯社副社长，中共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副组长，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主
任，中共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中美议会交
流小组主席、中韩议会友好小组主席。
　　曾在青年时代受革命熏陶，1945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和1946年后在北平清华大学学习期间，积极参
加进步学生运动，并于1948年参加地下党。
 　　1949春北平解放后，他被调入新华广播电台英语广播部（新华社对外新闻部前身）工作，从此走
上了党的新闻工作岗位和对外宣传岗位。
他在党的新闻、宣传岗位上一连工作50个春秋。
　　曾主持并参与了抗美援朝期间在朝鲜遣返&ldquo;联合国军&rdquo;战俘的对外报道，主持并参与
了1954年一1966年间历次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党代会、重大国务活动以及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主
要领导同志政治外事活动的对外报道。
1978年-1997年，主持并参与了审判&ldquo;四人帮&rdquo;、曼谷第8届亚运会和中国首次组团参加的洛
杉矾第23届奥运会的对内对外报道；主持或参与主持历次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党的十二大、十三大
、十四大、十五大和香港回归等重大政治事件的对内对外宣传报道以及关于人权、西藏等问题一系列
白皮书的编写工作。
 　　曾在新华社工作期间，采写了许多有广泛影响的新闻通讯，如随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日本和泰国、
马来西亚、新加坡的通讯；&ldquo;中南海纪事&rdquo;：《时刻想着八亿农民》、《中南海的春天》
、《新老交替继往开来》（记党的十二大）、《一项重要政策时外开创的诞生》；及《&ldquo;联合国
军&rdquo;战俘说：没有&ldquo;死亡行军&rdquo;》等。
 　　他在担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推进了我国与几十个国家，尤其是和美国
的&ldquo;议会外交&rdquo;，在频繁的外事活动中，作了百余次富有意义的谈话。
 曾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十四、十五大代表；第六届、七届、八届、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九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
 　　1955年，他被选为&ldquo;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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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册一、不赞成&ldquo;人权高于主权&rdquo;的说法&mdash;&mdash;同秘鲁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许会
率领的议员团工作会谈时的谈话（1998年5月4日）二、要重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人权领域的贡
献&mdash;&mdash;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国际人权研讨会上的发言（1998年5月18日）三、达赖分裂祖
国的图谋不可能得逞&mdash;&mdash;同丹麦议会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海勒&middot;黛恩率领的代表团
工作会谈时的谈话（1998年8月2日）四、国际社会应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mdash;&mdash;在莫斯科各
国议会联盟第100届大会上关于纪念《世界人权宣言》50周年的发言（1998年9月8日）五、达赖
搞&ldquo;西藏独立&rdquo;没有出路&mdash;&mdash;同英国工党议员代表团的谈话（1998年9月18日）
六、中国赞赏欧盟不支持反华人权提案&mdash;&mdash;同欧盟&ldquo;三驾马车&rdquo;（奥地利、德
国、英国）人权对话代表团的谈话（1998年10月23日）七、美国军事打击南联盟是霸权主义新炮舰政
策的突出表现&mdash;&mdash;同法国前总理巴拉迪尔的谈话（1999年4月12日）八、美国导弹袭击中国
驻南使馆严重践踏国际法&mdash;&mdash;同秘鲁国会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桑多瓦尔率领的代表团工作
会谈时的谈话（1999年5月18日）九、日美加强军事合作对亚洲和平构成威胁&mdash;&mdash;同日本国
会众议院外务委员会委员长中马弘毅众议员等的谈话（1999年6月21日）十、霸权主义是世界动荡不安
的主要根源&mdash;&mdash;同罗马尼亚众议员、前外交部长塞维林的谈话（1999年6月21日）十一、亚
洲一定能在新世纪再创辉煌&mdash;&mdash;在达卡举行的亚洲议会和平与合作大会开幕式上代表各国
议会代表团的致词（1999年9月1日）十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和地区政治经济新秩序是当前紧迫任
务&mdash;&mdash;在达卡举行的亚洲议会和平与合作大会上的讲话（1999年9月3日）十三、就裁军、
和平等问题答孟加拉国记者问&mdash;&mdash;在达卡接受孟加拉国《独立报》记者采访（1999年9月5
日）十四、中国一贯反对非法移民和偷渡活动&mdash;&mdash;同加拿大众议院外委会主席威廉
姆&middot;格兰姆率领的代表团工作会谈时的谈话（1999年9月15日）十五、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绝不搬用西方政治制度模式&mdash;&mdash;同美众议院美中议会交流小组主席曼祖洛等议员在华盛顿
举行的第一、二轮会谈上的发言（综合）（1999年10月12日）十六、美国毫无事实根据地攻击中国人
权状况，伤害中国人民感情&mdash;&mdash;同美国国务院皮克林副国务卿等的谈话（1999年10月14日
）十七、就中美关系等问题答记者问&mdash;&mdash;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答问（1999年10
月14日）十八、中美应加强沟通，减少唇枪舌剑&mdash;&mdash;同美众议院美中议会交流小组在华盛
顿举行的第三、四轮会谈上的发言（综合）（1999年10月15日）十九、中美首次建立议会间正式交流
机制&mdash;&mdash;在美国纽约、休斯敦和旧金山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答问（综合）（1999年10月18
、19、22日）附录：十年重开新篇章&mdash;&mdash;记全国人大代表团访美《人民日报》记者 马世琨 
张勇二十、　中美共同利益大于分歧&mdash;&mdash;同美国参议院共和党政策委员会主席拉
里&middot;克雷格的谈话（1999年12月1日）二十一、中国既重视人民经济权利又重视公民政治权
利&mdash;&mdash;同卢旺达人权委员会主席恩多巴的谈话（1999年12月2日）二十二、就美众议院《加
强台湾安全法》问题致函美参议院共和党政策委员会主席克雷格（2000年2月21日）二十三、会见联合
国人权高专罗宾逊夫人的谈话（2000年3月1日）二十四、扩展北约军事同盟不利于世界和平与稳
定&mdash;&mdash;同立陶宛外交部长绍达尔加斯的谈话（2000年3月20日）二十五、中国人权状况处于
历史上最好时期&mdash;&mdash;同俄罗斯联邦人权全权代表米罗诺夫的谈话（2000年3月21日）二十六
、希望早日实现中国与巴拿马关系正常化&mdash;&mdash;同巴拿马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阿梅格里奥率
领的巴议会代表团的谈话（2000年4月1日）二十七、中国对加入国际人权两公约持积极态
度&mdash;&mdash;在北京举行的中瑞（典）议员人权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2000年5月8日&mdash;10日
）二十八、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mdash;&mdash;在北京举行的中瑞（典）议
员人权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2000年5月8日）二十九、中英建立长期稳定的全面伙伴关系需加强互
信&mdash;&mdash;同英国议会下院外委会主席唐纳德&middot;安德森率领的代表团工作会谈上的谈话
（2000年6月19日）三十、　愿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更大发展&mdash;&mdash;同俄罗斯国家杜马国
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罗戈津率领的代表团工作会谈上的谈话（2000年6月27日）三十一、台湾问题是处理
好中美关系的关键&mdash;&mdash;同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比尔&middot;阿彻的谈话（2000年8
月13日）三十二、依法取缔&ldquo;法轮功&rdquo;是对世界打击邪教事业的重要贡献&mdash;&md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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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美国众议院美中议会交流小组在华盛顿国会山举行的会谈中的讲话（2000年9月15日）三十三、美国
应停止售台武器，不要给&ldquo;台独&rdquo;势力发出错误信号&mdash;&mdash;在华盛顿和旧金山举
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答问（2000年9月14日、24日）三十四、同美国前总统卡特谈中美关系及西藏、台
湾等问题（2000年9月17日）三十五、对美国少数议员指责中国&ldquo;宗教问题&rdquo;的批
驳&mdash;&mdash;致美国众议院美中议会交流小组主席曼祖洛的复函（2000年10月13日）三十六、各
方应支持朝鲜半岛积极的变化&mdash;&mdash;同德国联邦议院副议长福尔默和议院外委会主席克洛泽
的谈话（2000年10月30日）三十七、希望欧盟扩大和欧洲共同防务建设有利欧洲和世界的安全稳
定&mdash;&mdash;同在北京参加中德第四次外交政策对话的德国议员团的谈话（2000年11月23日）三
十八、中国不存在实行联邦的问题&mdash;&mdash;同德国联邦议院副议长福尔默的谈话（2000年12
月14日）三十九、中国民主制度的一些特点&mdash;&mdash;同尼日利亚众议院特别项目委员会主席阿
克潘率领的代表团的谈话（2001年1月9日）四十、　亚洲各国可以加强合作，但不会像欧洲一样实行
一体化&mdash;&mdash;同法国参议院外事、国防和军队委员会主席德&middot;维尔潘的谈话（2001年1
月11日）四十一、中国支持伊拉克反制裁的正义斗争&mdash;&mdash;同伊拉克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的谈
话（2001年1月18日）四十二、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可以促进两国关系发展&mdash;&mdash;同美国商会代
表团的谈话（2001年2月21日）四十三、中国和伊朗友谊得到巩固和发展&mdash;&mdash;同伊朗议会国
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穆赫森&middot;米尔达马迪率领的代表团工作会谈上的谈话（2001年2
月23日）四十四、我国人权发展为加入《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奠定重要基
础&mdash;&mdash;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分组审议《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时
的发言（2001年2月27日）四十五、中国支持古巴捍卫主权的正义斗争&mdash;&mdash;同古巴外交部长
佩雷斯的谈话（2001年3月2日）四十六、中墨两国在人权问题上有共同语言&mdash;&mdash;同墨西哥
国家行动党（执政党）主席布拉沃&middot;梅纳的谈话（2001年4月11日）四十七、会见美国国会高级
助手代表团谈中美撞机事件和台湾问题（2001年4月12日）四十八、感谢印度在台湾和人权问题上对中
国的支持&mdash;&mdash;同印度外交部东亚事务联秘纳林&middot;苏瑞的谈话（2001年4月13日）四十
九、中德多领域的合作越来越好&mdash;&mdash;同德国联邦议员代表团工作会谈上谈话的一部分
（2001年4月23日）五十、　中国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已加入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mdash;&mdash;同德
国联邦议院人权和人道主义援助委员会主席克丽斯塔&middot;尼克尔斯率领的联邦议员代表团工作会
谈上的谈话（2001年4月23日）五十一、中国强烈谴责美机撞毁我机的霸道行径&mdash;&mdash;同印度
驻华大使梅农的谈话（2001年5月5日）五十二、西藏是当今世界上人权改善最快的一个地
区&mdash;&mdash;同斯洛文尼亚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耶尔科&middot;卡钦率领的代表团工作会谈中的
谈话（2001年6月4日）五十三、外国朋友到西藏实地考察会有较公正的看法&mdash;&mdash;同德国联
邦议院外委会副主席施普朗格的谈话（2001年6月15日）五十四、希望塞浦路斯希土两族通过协商解决
分歧&mdash;&mdash;同希腊议会外事及国防委员会主席帕普利亚斯率领的代表团工作座谈上的讲话
（2001年6月18日）五十五、美国看待中国应抛弃冷战思维&mdash;&mdash;同美国资深众议员克
莱&middot;肖率领的美众议员代表团工作会谈上的讲话（2001年7月2日）下册五十六、中国赞赏金大
中总统对朝和缓政策，坚定支持南北和解与合作&mdash;&mdash;同韩国大国家党国会议员李富荣率领
的国会议员代表团的谈话（2001年7月10日）五十七、美国面临的现实威胁是恐怖主义而不是所
谓&ldquo;无赖国家&rdquo;的导弹袭击&mdash;&mdash;同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拜登的谈话
（2001年8月9日）五十八、中国实行&ldquo;一国两制&rdquo;不是权宜之计&mdash;&mdash;同波兰众
议院外委会主席别莱斯基率领的代表团研讨会上的讲话（2001年8月13日）五十九、中美相互尊重、友
好相处十分必要&mdash;&mdash;同美国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副主席理查德&middot;谢尔比举行工作
会谈时的谈话（2001年8月20日）六十、　早日解决台湾问题是全体中国人的坚定意志&mdash;&mdash;
同美国保守派决策组织基金会主席霍华德&middot;菲力普斯率领的代表团的谈话（2001年8月24日）六
十一、同美国前总统卡特谈中美关系的发展（2001年9月3日）六十二、就&ldquo;反恐&rdquo;等问题答
奥地利记者问（2001年9月17日）六十三、反对恐怖主义需要国际合作&mdash;&mdash;同加拿大议会参
议长海斯的谈话（2001年10月14日）六十四、中国反对恐怖主义的立场是长期的&mdash;&mdash;同德
国联邦议院副议长福尔默一行的谈话（2001年11月1日）六十五、中美议员直接对话有利增加信任，促
进两国关系发展&mdash;&mdash;同美国众议院美中议会交流小组代表团两次工作会谈中的讲话（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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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7日、8日）六十六、中国西部开发为外国提供巨大商机&mdash;&mdash;同韩国大国家党副总裁
、国会韩中议员论坛会长孙鹤圭率领的代表团工作会谈中的谈话（2002年1月21日）六十七、保障安全
不取决武力，要以互利求合作、以互信求安全&mdash;&mdash;同秘鲁国会外委会主席冈萨雷斯率领的
代表团工作会谈中的讲话（2002年2月4日）六十八、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是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
关键&mdash;&mdash;同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委员会主席丹尼尔&middot;井上和副主席特
德&middot;史蒂文斯率领的代表团工作会谈中的谈话（2002年3月26日）六十九、美国企业可以放心地
到中国投资&mdash;&mdash;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柯白的谈话（2002年3月29日）七十、　希望美
国立即停止售台武器&mdash;&mdash;同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的谈话（2002年3月29日）
七十一、处理国家关系既要着眼自身利益也要着眼对方利益&mdash;&mdash;同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
员高级助手代表团的谈话（2002年4月1日）七十二、所谓中国&ldquo;压制&rdquo;宗教信仰和&ldquo;
镇压&rdquo;少数民族是纯粹的谎言&mdash;&mdash;同加拿大众议长彼得&middot;米利肯的谈话（2002
年4月1日）七十三、中东问题只有通过政治谈判才能得到解决&mdash;&mdash;同加拿大众议长彼
得&middot;米利肯的谈话（2002年4月1日）七十四、中俄两国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
作&mdash;&mdash;同俄罗斯前总理盖达尔的谈话（2002年4月25日）七十五、朝鲜半岛缓和趋势不会逆
转&mdash;&mdash;同德国联邦议会德朝议会友好小组代表团的谈话（2002年4月29日）七十六、希望欧
盟的扩大有利于世界多极化&mdash;&mdash;同罗马尼亚众议院外委会主席拉杜&middot;波德戈雷亚率
领的代表团工作会谈的谈话（2002年5月20日）七十七、中国愿与秘鲁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
系&mdash;&mdash;同秘鲁外交部长加西亚&middot;萨扬的谈话（2002年5月27日）七十八、美国应为中
国和平统一发挥建设性作用&mdash;&mdash;同美国众议院美中议会交流小组在华盛顿举行的四轮工作
会谈上的讲话（综合）（2002年6月5日、6日）七十九、中国的发展将为美国企业家提供巨大商
机&mdash;&mdash;在华盛顿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年会晚宴上的讲话（2002年6月5日）八十、　中美议
会间交流已制度化并富有成果&mdash;&mdash;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答问（摘要）（2002年6
月6日）八十一、美国应放弃对中国的贸易歧视性政策&mdash;&mdash;同美国商务部两位副部长的谈
话（摘要）（2002年6月7日）附录：国会山上话交流&mdash;&mdash;记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第三次访
美《人民日报》驻美国记者　王如君八十二、以巴之间&ldquo;冤家宜解不宜
结&rdquo;&mdash;&mdash;同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主席戴维&middot;马根率领的代表团工作会
谈中的谈话（2002年7月4日）八十三、愿中国与巴拿马关系早日正常化&mdash;&mdash;同巴拿马议会
副议长苏萨娜&middot;里查&middot;德托里霍斯率领的议会代表团工作会谈中的谈话（2002年7月8日
）八十四、德国很多议员改变了以前对西藏的错误看法&mdash;&mdash;同德国联邦议院外委会副主席
施普朗格的谈话（2002年7月8日）八十五、中英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符合双方利益&mdash;&mdash;同
英国前外交大臣欧文勋爵的谈话（2002年7月22日）八十六、中美没有理由对抗而应加强交流与合
作&mdash;&mdash;同美国国会研究部亚洲事务高级研究员凯莉&middot;邓博女士的谈话（2002年8月18
日）八十七、中国与巴拉圭关系正常化最终将会实现&mdash;&mdash;同巴拉圭参议员马丁内斯的谈话
（2002年8月21日）八十八、中国反对美国对伊拉克使用武力&mdash;&mdash;同伊拉克外交部长萨布里
的谈话（2002年8月28日）八十九、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极大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mdash;&mdash;
同西班牙&ldquo;人民卫士&rdquo;穆希卡的谈话（2002年8月29日）九十、　日本应正确对待历史问题
和台湾问题&mdash;&mdash;同日本国会众议院外务委员会委员长吉田公一工作会谈中的谈话（2002年8
月30日）九十一、就&ldquo;法轮功&rdquo;问题致美众议院美中议会交流小组主席曼祖洛函（2002年9
月12日）九十二、中国愿推动中东问题早日和平解决&mdash;&mdash;同埃及外交部部长助理沙拉比的
谈话（2002年10月8日）九十三、使用武力不是解决中东问题的办法&mdash;&mdash;同以色列驻华大使
海逸达的谈话（2002年10月15日）九十四、中国支持柬埔寨走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
路&mdash;&mdash;同柬埔寨国会外交国际合作新闻委员会主席诺罗敦&middot;维杰拉公主率领的代表
团工作会谈中的讲话（2002年11月17日）九十五、中国与乌克兰全面发展友好合作关
系&mdash;&mdash;同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外事委员会主席塔巴奇尼克的谈话 （2002年11月18日）九十六
、中澳全面合作关系得到健康发展&mdash;&mdash;同澳大利亚议会外交、国防和贸易联合委员会主席
阿兰&middot;弗格森参议员率领的代表团工作会谈中的谈话（2002年11月27日）九十七、中美应加强
沟通和对话，妥善处理分歧&mdash;&mdash;同美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亨利&middot;海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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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的代表团工作会谈中的谈话（2002年12月9日）九十八、中国愿为推动海湾地区早日实现长治久安而
努力&mdash;&mdash;同科威特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middot;萨克尔率领的代表团工作会
谈中的谈话（2002年12月19日）九十九、中德两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立场一致&mdash;&mdash;同德国联
邦议院副议长福尔默的谈话（2002年12月29日）一００、希望巴印以和平方式解决争
端&mdash;&mdash;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里亚兹&middot;穆罕默德&middot;汗的谈话（2003年1月8日）
一０一、中美议会间交往有利于妥善处理两国分歧&mdash;&mdash;同美国会众议院美中议会交流小组
主席曼祖洛率领的美中议员交流代表的谈话（2003年1月15日）一０二、中国支持朝鲜半岛实现无核
化&mdash;&mdash;同韩国当选总统卢武铉的特使李海瓒的谈话（2003年2月13日）一０三、伊拉克问题
应在联合国框架内和平解决&mdash;&mdash;同英国保守党副领袖安克瑞姆的谈话（2003年2月17日）一
０四、以巴争端只有通过政治谈判才能最终解决&mdash;&mdash;同巴勒斯坦驻华大使拉希姆的谈话
（2003年2月26日）一０五、中美要尊重双方差异扩大共同利益&mdash;&mdash;同美国众议院高级助手
代表团的谈话（2003年3月3日）一０六、美国众议院议长哈斯特德和美中议会交流小组主席曼祖洛致
曾建徽的感谢信（2003年4月10日）本书涉及的外国议员和政要后记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议会外交（上下册）>>

章节摘录

　　我们高兴地看到，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张以建设性的人权对话、合作与交流
来促进人权，认识到国际社会对事关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生存和发展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发展
权，应给予应有的重视。
　　我们相信，只要发展中国家继续努力，与其他各方一道，开展国际人权合作，促进对话与交流，
国际人权事业就能健康和顺利发展。
　　当前，世界正处于世纪之交的历史性时期。
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和世界人权带入21世纪，是国际社会深切关注的重大问题。
冷战结束以来，一方面，和平与进步的力量在增长，发展问题备受关注，多极化趋势和国际合作的趋
势正在加速发展。
另一方面，冷战思维仍然存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不发达而面临的贫困、饥饿、营养不良等状况十
分严重，这不仅影响着人类的进步和世界的发展，也是对世界人权发展最主要的挑战。
　　面对当前的挑战，展望21世纪，我们认为，一方面，国际社会需要正确把握和处理人权的普遍性
与特殊性的关系，更加全面和均衡地对待各项人权，并切实开展国际人权合作，为各国，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实现各项人权与基本自由创造良好的国际条件。
另一方面，各国政府也应采取各种措施，切实促进和保护人权。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建立国家人权机构是各国促进和保护本国人民人权的有效措施之一。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重申，国家机构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具有重要和建设性作用，每个国家
有权根据本国的特殊需要，选择最适于本国的框架，设立或加强国家机构。
建立国家机构不应有固定的模式，各国可以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形式，而不必拘泥其形
式是政府部门，还是准官方机构。
重要的是这个机构的职责，是如何真正有效地促进和保护人权。
近年来，包括亚洲和非洲一些国家在内的不少国家根据本国的国情，先后建立了本国的人权机构。
这些机构在法律地位、结构职能和运作方式上存在着巨大差异，但通过对本国人权状况进行监督，更
通过大量人权教育和促进地区、国际合作的活动，这些国家机构对促进本国各民族融合、加强社会团
结、发展国际合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国际社会应当鼓励建立或加强这种国家机构。
　　中国一贯重视人权问题，积极支持和参与国际社会为促进人权所作的努力，多年来为不断丰富人
权概念的内涵，促进对人权的普遍尊重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中国愿意继续与国际社会一道，为把一个和平稳定、经济发展和普遍享有人权的
世界带入21世纪而不懈努力。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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