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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事件中特殊主体的人权保障
——以地震中儿童人权的法律保障为视角

彭德雷 路晓静

摘 要 在突发公共事件中，人权的保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更是值得我们关注。本文以地

震中儿童人权的法律保障为视角，探讨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我们该如何更好地保障儿童的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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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权及儿童人权

（一）人权及其种类

不存在普遍接受的人权定义。在无产阶级看来，所谓人权，是指

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的而为宪法所确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

和自由。关于人权的种类，最著名的是人权的“代”的观念。是由法国

学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法律顾问卡雷尔·瓦萨克提出。他认为：第

一代人权主要是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第二主要是指经济、社会及

文化权利，第三代人权主要包括和平权、环境权和发展权。这种分类

有利于人权的体系化但无法律上的特定含义。

2004 年我国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我们认为，生

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这是我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基本观点。生存

权和发展权作为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对世界人

权事业的独特贡献。

（二）人权的主体

人权主体通常包括国民、外国人及法人，人权保障是上述人权主

体的一种保护。儿童作为人权的特殊主体，有必要采取特殊的保护措

施，他们在社会生活中享有广泛的权利，而这种权利的实现程度直接

关系到国家发展的未来。儿童人权一般是指儿童享有的权利和自由。

《儿童权利公约》在历史上第一次承认了儿童的人权，将儿童视为

其权利的主体。《儿童权利公约》第 l 条规定：“为本公约之目的，儿童

系指 18 岁以下的任何人，除非对其适用之法律规定成年年龄低于 18

岁”。

（三）问题的提出

在 2008 年 5 月 12 日的四川地震中，儿童需要面对食品、医疗和

温暖、人身安全等问题。在这次巨大的地震灾害面前，儿童的保护已

经凸现其重要性，学校教学楼的坍塌，留下不少伤残儿童以及孤儿。

我国在灾害救援和重建过程中，应该将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予以

特别关注和保护。考虑到儿童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应把他们作为

一个不同于成人的群体来对待，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下，尽可能地保障

儿童的人权，这就涉及到突发公共事件中，儿童的人权保障问题。

二、儿童人权法律保障的主要内容

有学者将儿童人权分为公民权利与自由、家庭环境和替代性照

料、基本健康和福利权、教育、休闲和娱乐权、“问题儿童”的特别权利

五类。还有学者将其归纳为四个方面的内容：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

权与参与权。按照第二种划分方法，笔者认为，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儿

童的人权保障又突出表现在儿童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受保护的权利。

（一）生存权

生存权是首要的人权，从广义上看，生存权包括维持基本生活的

权利以及劳动权、家庭、母亲和儿童予以保护之类的生存权性质的基

本权利；从狭义角度看，包括生命权、拥有姓名和国籍的权利、高标准

的健康权等。在公共突发事件中，生命权和健康权又显得尤为重要。

1．生命权。生命权是人对自己的生命安全所享有的权利，任何

组织团体、个人均不得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也不得威胁他人的生命

安全。《儿童权利公约》第 6 条确认每个儿童均有固有的生命权，并敦

促缔约国有“最大限度地确保儿童的存活与发展”的责任，“最大限度

地确保”意味着即使在最贫穷的国家也要尽里满足保障儿童生命权所

需要的资源和保障措施，并应当予以优先考虑。

2．健康权。儿童的健康不只是消灭疾病这种单一的事情，健康权

的实现涉及儿童权利很多方面的问题，如非歧视、尊重儿童、安全生活

环境、保健服务等。《儿童权利公约》第 24 条和第 25 条确认儿童“享

有可达到的最高标准的健康”，并享有为维持健康、治疗和康复所需的

医疗和保健服务。在地震中，除去身体上的健康之外，儿童的心灵健

康也是值得重点关注的。应该为受灾地区的孩子提供帮助，进行心灵

重建和必须的心理治疗。

（二）发展权

儿童发展权是指儿童拥有充分发展其全部体能和智能的权利，主

要包括信息权、受教育权、休闲娱乐和文化活动权、思想和宗教自由

权、个性发展权等。其主旨是要保证儿童在身体、智力、精神、道德、个

性和社会等方面均得到充分的发展。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儿童发展权

中的受教育权，值得特别重视。

受教育本身就是一项人权，同时也是实现其他人权不可或缺的手

段。《儿童权利公约》第 28 条明确指出“儿童有受教育的权利”。儿童

的受教育权是适龄儿童享有在各类学校、各种教育机构通过正常教育

途径学得文化科学知识，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业务水平的权利。受

教育权是一项基本文化教育权利，是公民享受其它权利得以全面自

由发展的前提。一个社会中，公民的受教育水平是衡量该社会文明

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决定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地震中，适龄儿童

均享有教育和职业方面的资料和指导，国家应该采取措施鼓励学生按

时出勤和降低辍学率。

（三）受保护权

1．抚养权和收养权。抚养儿童是社会和父母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国内和国际寄养和收养的儿童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儿童的收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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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应该由法律规定，各国政府应该确立好政策、立法和有效监督，以保

护儿童的权利。地震后，留下大量的孤残儿童，在考虑解决办法时，应

注意保持对儿童教育和培养的连续性，注意儿童的族裔、宗教、文化和

语言背景，为儿童选择最适当的成长环境。

2．禁止诱拐、买卖和贩运儿童。儿童虽然是未成年人，但其人格

是独立的。儿童不能成为任何形式的买卖对象。国际社会制定了多

个国际文件试图消除对儿童的诱拐和贩运问题，其中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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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贩卖人口及取缔意图营利使人卖淫公约)等国际文件，呼吁

各国对贩卖儿童采取严厉措施。在突发公共事件时期，应该严厉打击

拐卖灾区孤残儿童、妇女等犯罪行为，维护灾区的稳定，保障儿童的人

权。

3．残疾儿童的特殊保护。残疾儿童也享有独立的人格尊严，并享

受同其他同龄人相同的基本人权。在接受医疗、心里和机能治疗方面

具有优先权，并有经济和社会的保障权。《儿童权利公约》第 23 条确

认了对残疾儿童保护的基本原则，“缔约国确认身心有残疾的儿童应

能在确保其尊严、促进其自立、有利于其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条件下

享有充实而适当的生活。”地震之后，大量校舍震倒，留下不少的伤残

儿童，鉴于残疾儿童的特殊需要，在可能时应免费提供其所需的援助，

确保残疾儿童能有效地获得和接受教育、培训、保健服务、康复服务。

三、突发公共事件中儿童人权的法律保障

（一）突发公共事件中儿童人权保障的特点

1．权利主体易受侵害性。儿童由于心智尚未成熟，不能自主参与

社会活动，因而儿童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他们的权利容易受到来自家

庭、学校、社会的侵害，而其自身又缺乏相应的权利保障手段。儿童容

易受到外界的虐待、体罚、拐卖以及贫困、饥饿等，这些对儿童的伤害，

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已经严重威

胁着各国乃至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地震后，不少儿童暂时面临和家人

分开的境况，很容易收到外来的侵害。

2．权利客体保护重点性。对于人权建设来说，不同国家或地区在

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在突发公共事件期间，在所有的人权保障

中，儿童的生命权、健康权、受教育权、抚养权和收养权是应该重点关

注和保护的。抗震救灾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放

在第一位。以保障儿童吃饭、饮水、住宿问题为重点，全力救助伤残儿

童，保障其健康。

3．权利救济的紧迫性。突发公共事件中，儿童作为弱势群体，其

抵抗和防疫能力较弱，要及时抢救遇难儿童的生命，供应生活用品，为

其治疗。部分学龄儿童正面临升学的现实，要创造条件，保证受教育

权的实现。不少儿童面临失去亲人的痛苦，应该为其展开及时的心理

辅导，尽一切努力，保障儿童的人权，尤其是生存权和发展权。

（二）突发公共事件中儿童人权的法律保障

人权的法律保障包括国内法保障和国际法保障两个方面，但国内

法的保障显得更加重要，建立完备的人权法律保障体系是实现人权法

律保障的首要前提。突发公共事件中，要从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环

节全面着手，建立完善的人权法律保障机制。

1．儿童人权立法的法律保障。考虑到法律（这里是指狭义的法

律）制定的程序较为复杂，而法律具有普遍性的特点，仅仅依靠现有的

法律难以更好地保护儿童的人权。因此，突发公共事件中，为了尽可

能的减少损失，国务院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应该采取相关措施，这其中

包括制定相关的法规和规章等，为儿童的人权保障提供法律依据。以

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以人为本，从法律上保护好儿童的权利。

2．儿童人权执法的法律保障。严格执行现有的有关儿童人权的

法律法规，如《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保护法》、《收养法》。一方面要保

护儿童人权，另一方面要打击乘火打劫者和犯罪分子。国家机关及其

公职人员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要规范其行政权力的行使，以确保人

权免受行政权的非法侵害。行政机关通过执行有关人权的法律法规，

直接保护人权或者为保护人权创造外部环境。地震发生后，各地组织

人员，重建校舍，做到校舍等公共设施无障碍通行，保障儿童的受教育

权。在儿童收养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规定，严格按照

法律程序，确保儿童良好的成长环境。

3．儿童人权司法的法律保障。人权法律保障的司法实现是人权

的特殊个别实现方式，是把人权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把形式上的

权利转化为现实权利的过程。司法是司法机关具体运用法律处理案

件的活动，是保障人权的最后一道屏障。最高人民法院 5 月 27 日发

出《关于依法做好抗震救灾期间审判工作切实维护灾区社会稳定的

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坚持特殊时期、特殊案件、特殊办理的方

针，依法严惩危害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各种犯罪活动，重点打击贪

污抗震救灾款物、拐卖灾区孤残儿童、妇女等 7 类犯罪行为，从法律

层面，保障好儿童的人权。最高院的通知，体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公

平、公正。

4．儿童人权的法律援助制度。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无疑会发生

一系列的法律纠纷。以本次四川地震为例，其中可能涉及财产继承、

保险支付、合同之债等民商事纠纷，应该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必

要的法律服务，获得法律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法律

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

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和地方律师协会应当按照律师协会章程

对依据本条例实施的法律援助工作予以协助。为特殊主体提供免费

的律师法律服务的法律制度。

四、结语

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应该按照不歧视、儿童最大利益、生命、存活

与发展、尊重儿童意见、尊重儿童的尊严的儿童人权保护的一般原则，

保障儿童的人权。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4 条的规

定：在社会紧急状态威胁到国家的生存并经正式宣布时，本公约缔约

国得采取措施克减其在本公约下承担的义务，但克减的程度以紧急情

势所严格需要为限。在本次地震中，我国没有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因

此，儿童的各方面的人权不应被克减。

2008年是多事之秋，陆续发生的冰雪灾难、3．14事件、手足口病，

儿童作为这些突发事件中的弱势群体，抵御灾难的能力较弱，其权利

应受到社会的更加重视和更好保障。正所谓少年强则国强。在突发

公共事件的第一线，我们总能看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影，从中可以

看出我国为保障公民的人权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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