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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扶贫基金会向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提交的 

普遍定期审议非政府组织报告（主报告） 

——教育与人权 

2018 年 3 月 

 

1．本报告基于中国目前的教育现状和发展，同时结合中国扶贫

基金会的教育扶贫项目，探讨一下不断进步的中国教育发展与人权。 

2．受教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是公民所享有的并由国家保障实

现的接受教育的权利，受教育权包括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公民均有上

学接受教育的权利；二是国家提供教育设施，培养教师，为公民受教

育创造必要机会和物质条件。如某一个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无法上

学，他就丧失了受教育权；如果缺乏教育的物质保障或法律保障，公

民的受教育权也可能落空。 

3.中国老少边远地区因自然环境恶劣、地理位置偏僻等因素,经济

发展缓慢,许多乡村小学宿舍年久失修,不仅存在隐患且不能满足学生

住宿需求;贫困地区的学生学习用品缺乏;特困高中生和特困大学生日

常生活费面临困难。这些情况都会对中国教育权的全面普及造成挑

战。 

4.中国扶贫基金会在教育支持方面启动了筑巢行动、爱心包裹、

新长城助学等项目，整合“加油计划”通过持续性的关爱和支持,助力贫

困地区儿童全面发展，促进贫困地区农村学生的综合发展,为他们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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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生活条件。截止 2016 年底，中国扶贫基金会教育项目累计投入资

金超过 10 亿人民币，受益人数达 500 万人。 

5. 2011 年 10 月 17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正式启动筑巢行动项

目,旨在为贫困地区的乡村完小修建学生宿舍,为贫寒学子撑起一个温

暖的家。该项目得到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大力支持,引起社会各界

的广泛关注,众多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纷纷慷慨解囊。截至 2016 年

底,项目累计筹款超过 1.2 亿元,已在全国 18 省 206 县援建 220 

所学校宿舍, 受益人数约 9.3 万人。这是我们践行第《工作组报告》

第 186.215 建议“向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边远地区以及少数民族

地区划拨更多教育资源”的体现。 

6．爱心包裹项目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的一项全民公益活动。

项目于 2009 年 4 月 26 日启动,通过组织爱心包裹捐购,给孩子们

送去一对一的关爱,改善贫困地区小学生综合发展和生活条件。截至 

2016 年底,爱心包裹项目累计接受社会捐赠 53248.68 万元。项目

惠及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710 个县 21222 所学校和 466.5 万

名学生,同时还有 6549 个家庭受益。 

7. 新长城教育助学项目是以家庭经济困难的高中生和大学生为

帮助对象,提供经济资助和成才支持服务两方面帮助的精准扶贫项

目。截止 2016 年底，该项目总体累计投入超过 3.4 亿人民币，帮助

了近 18 万学生继续学业梦。其中，高中生助学项目累计覆盖 27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201 个县,项目累计筹款 8112.5 万元,直接受益

人数累计达 5.32 万余人次,帮助 1.9 万余名高中生完成学业。大学

生助学项目累计募集善款近 2.6 亿元，覆盖全国 31 个省（直辖市、

自治区）590 余所大学，直接受益人数累计 125225 人次。正如《人

权理事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报告》（以下简称《工

作组报告》）第 186.210 条所要求“提高困难人群的受教育机会”。国

家提供的奖学金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并且在“继续扩大国家奖学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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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确保学生不因贫辍学”（《工作组报告》186.218）的建议上也做

得越来越好。 

8. 除了支持高中大学教育，在儿童教育发展上，中国扶贫基金

会也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童伴计划于 2015 年 10 

月启动, 通过“一个人•一个家•一条纽带”的模式, 建立留守儿童监护

网络, 保障留守儿童权益, 并探索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保障的有效途径, 

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截止 2016 年底，该项目共募集善款 1187.98 

万元，受益儿童近 10 万人,得到项目区政府和群众的欢迎、认可。此

外，在 2016 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儿童发展计划”同“加油计划”进行整

合,合并为“加油计划”。2016 年项目累计支出约 520 万元，为 17 所

学校提供了爱心厨房、8 所学校修建了阳光操场、11 所学校打造了

阅读空间等,改善学校教学的硬件设施。同时,项目为 8150 名孩子们

带去了美术包、体育包、温暖包、音乐包等学习和生活用品,改善儿

童的学习、生活条件。加油计划在 51 所学校开展每周一次的“加油

课程”,开展 21 期加油乡村夏令营活动。这体现了中国社会积极履行

《工作组报告》第 186.209 条“提高对偏远和农村地区以及少数民族

居住区教育机构的资源供给”，和第 186.216 条“改善城镇学校条件，

特别是贫困社区的学校条件”。 

9.教育和人权的发展不仅需要民间组织的推动，更需要国家宏观

制度的建立和政策的鼓励。2012 年 6 月 11 日，经国务院批准并授权，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 年）》，

提出要“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人权教育和培训，在全社会传播人权理

念，普及人权知识”；包括：“加强中小学人权教育。将人权知识融入

相关课程，纳入学校法制教育。开展适合青少年特点的人权教育活动，

推动中小学依法治校和民主管理，营造尊重人权的教育环境。”“鼓励

高等院校开设人权公选课程和专业课程。支持人权相关学科和专业建

设，鼓励开展人权理论研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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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 年）》的中期评估时，

这一规划的任务已经提前完成，即教育部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经组织

专家认真评审，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批准了中国人民大学人权研究

中心、复旦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武汉大学人权研究与教育中心、山东

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和西南政法大学人权教育与研究中心入选国家人

权教育与培训基地。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完成了《工作组报告》中第

186.58 条建议“研究在中国成立国家人权机构的可能性”，正在“继续

开展有关国家人权机构的理论研究”（《工作组报告》186.59）。 

11. 中国社会的教育权以及对人权教育发展都在不断进步发展

中，但是仍然后一些建议值得提出。例如，继续完善教育制度，提高

民众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进一步努力保障所有人权，包括少数群体

的文化权利；加强旨在保障各项最基本权利的享有以及最偏远地区基

本基础设施覆盖的行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