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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权是人作为人应 当享有的权利
。

这

种权利既有从本质上讲不可让与
、

不可剥

夺的一面
,

又有从现实上看不 得 不 受 政

治
、

经济
、

社会
、

文化制约的一面
。

人权

现象与本质
、

应然与实然的对 立 统一 关

系
,

在非常状态下对人权的限制与保护中

表现得尤为明显
。

自从作为人类自我管理组织形式的国

家产生以来
,

这种形式即因为其内在和外

在的矛盾
,

时而处于非常状态之中
。

所谓非常状态
,

是指由于 自然或人为
因素使国家安全

、

经济形势和 公民 的 生

命
、

健康
、

, 、

财产处于极端危机之中或造成

极大灾难的情况
。

这些情况大致可分为四

类 对外战争
、

国内动乱
、

财经危机
、

天

灾瘟疫
。 ,

对外战争既包括遭受外国武装侵略的

自卫战争
,

也有国
、

家基于 各种原因对外发

动或参与的战争
。

战争一旦爆发
,

国家即

处于一种非常状态
。

这种状态的范围和程

度
,

取决于战争规模和国力强弱
。

国内动乱包括国内发生的 骚
,

动
、

暴

乱
、

颠覆活动
,

直至国内战争 等 多 种 情

况
。

这些情况的发生
,

尽管基于各种不 同

的政治
、 一经济

、

文化
、

宗教
、

民族等方面

的矛盾积累
,

尽管可以从不同的阶级立场

出发对之作出不同的
一

评判
,

但有一点是共

同的
,

即所有这些内乱都可能构成对现存

的政府统治权力
、

社会治安秩序
、

’

政治经
济局势

、

甚至国家生存发展的直接威胁
, ’

使全国或部分地区陷于紧急局面
。

如果国

内动乱得不到正确疏导和及时制止
,

由动

乱演变发展为内战
,

国家即陷入更加严重

的危机之中
。

财经危机是指因国家政策失误或难以

预料的重大变故造成的急剧经济衰退和严

重财政危机
。 。

这种危机对于国民经济的发

展
、

人民的就业与生活带来重大影响
,

进
而威胁政治局势和社会秩序

。

因人类一时无法抗拒的 自然因素
,

如

水
、

旱
、

虫灾
、

地震
、

海啸
、

咫 风
、

火

山爆发
、

宇宙物体碰撞及其他人类未知原

因等引起的重太天灾和大面积 瘟 疫 的 发

生
,

国家和人民亦可能蒙受重大损失
,

将

社会置于非常状态之中
。

无论自然的还是人为的因素
,

一旦形

成非常状态
,

则都对国家
、

社会和人民构

成严重而急迫的威胁
。

在这种情况下
,

·

为

了保卫国家
、

恢复秩序
、

稳定经济
、

维护

民众利益
一

,

作为国家管理机关的政府有必
·

要运用国家权力
,

采取 各种应急措施
。

这

些措施的共同之点
,

就是暂时限制或剥夺

公 民的部分人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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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伪什么在非常状态下必疚暂时
二

鲡或

剥夺公民的部分人权呢 这是非常时期特

殊的政治
、

经济
、

在会条件下个体人权与

国家主权
、

公民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

间的辩证众决定的、
一 ‘ ’ 、 ‘ 。

现代社会是个人与国家融为“体的社

会
,

’

任何人都不可能离开国家而生存
。

国
、

家的利益
, 包含个人的利益 个人的生存

发展
,

’

系于国家的生存发展 手离开 了 国
’

家
,

公民的各种权利既无从产生
,

也无从

实现和保护 ’ 对于实行民主制 的 国 家 来

说
,

国家主权并不是人权之外 的 某 种 东

西
,

而是个体人权的集中和体现
。

一个国

家的人民只有在其菌家主权受到尊重和
,

维

护的情况下 才可能在国际交往中享受到

平等的权和
、 如果国家被入侵者吞并或消

最重的处罚不得超过兰个月的监禁和一卢
英镑的罚金

·

或者两者并罚
,

对因违反这些

法规而取得的财物应予没收言 联邦德国规

灭
,

则皮之不存
,

家处于非常时期
,

、

毛将焉附 所以
,

当国
为捍卫国家主权

, ’

维持

叻曰
’

社会秩序
,

保护人民利益
,

政府可以根据
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

采取各种应急措施丈
暂时限制或剥夺公 民的部分权利

。

例如户
美国规定

, ·

在紧急状态期间总统可以行使

其特别权颁布一些临时法规 总统有权发
布命令 ,’拘

二

畜或逮捕有充分理由被认为可

能介入间谍或破坏活动的人 总统可以根

据 《国际紧急状态安全法 》
,

对 外 汇 管
制

、

国际支付及货币
、

证券和财产的转让

或转移行使特别权力
·

可以不按照有关提
卜

“
、

升
、

任命官员的法律规定作出临时的任命
决定等

。

任何人如果违皮根据紧急状态所

颁布的法规
,

将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金 、对
蓄意违皮者

,

处以五万元以下的罚金或 ,

年以下的监禁
,

或两者并处
。

英国规定
,

政

府可以根据宣布 紧急状态的法律
,

·

制定必

要的法规
。

在普通紧急状态上
,

亩以采用
「

简

易审判程序判处违反紧急状态法规者
, 二但

定
, ‘

在紧急状离下可以通过制定法律限制
一

公良的通信
、

邮政和电讯秘密
,

限制公 民
一

的
·

定徙自由 对于经法院判决剥夺自由的
,

人
,

可议剥夺其选择职业的自由
,

强制其

劳如 正常情况下由联邦国防部长行使的

武装力
、

量的指挥权和司令权转由联邦总理

行使 ,联邦可以出动联邦边境警备队
,

可以

对州及州的机构发布指令
,

必妻时可出动

库队
,

州可以要求其他州的警察部队和联

邦边境瞥备队甚至军队的支待
‘ 。

法 国 规

定
,

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时
,

内务部长和各

省省长可下令临时关闭剧场
、 酒店和任何

、

性质的集会场所 , 禁止可以引起或保持骚

乱的集会 , 命令交出武器弹药并存放在指
几

定地方
·

将对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有危险

的人软禁在特定地方 , 可以下令白天或夜
‘

间搜查住所 管制任何性质的报刊和出版

物
、

无线电传播
、

电影放映和戏剧表演

军事法庭可以受理一些通常属于普通法庭

管辖的刑事案件
。

在实施紧急状态地区的

省的省长拥有下列权力 禁止行人
、

车

辆在省政府限定的地点和时间 内 通 行

设立保护区或安全区
,

在该区域内

的人员应服从管理 禁止任何试图

以各种方式阻碍公共机构活动的人在全省

范围或省内部分地区逗留
。

法国
、

《紧急状

态法犷第 ’条规定 违反上述 规 定 者
,

、 、

,’将处以 天至两个月的监禁或 法郎至

诚 粼仔的罚金
,

或两罚并科
。 ” 日本

《自卫队法》规定 内阁总理大巨在国家遭

受间接侵略或发生其他紧急事态时
,

如认

为‘ 般的警察力量不能维持社会治安
,

可
·

以 命令出劫自卫队的全部或一部行使治安

功能 , 都道府县知事在迫不 得
、

已 的 情 况

下、
·

可以在与都道府公安委员会协议基础

一 一



上
,

请求内阁总理大巨命令自卫队出动执
行治安任参 根据内阁总理大臣命李出动

的自卫队
,

拥有与警察同等的职权
,

在必要

的限度内
,

可以携带二定 的武器
, 一

在下述

情形下
,

可以使用武器 为了逮捅

犯人和防止犯人逃走
,

为 了保卫电己和他

人
、

制止犯人琴抗
,

在必要的限度内可以

使用武器
,

但除符合刑法规定的正当防卫

和紧急避险等情况外
,

不得对了人 造 成 危

害 , 作
一

为职务上保卫对象的娜
、

物品或设施遭受暴行或侵害
,

嗽具有明显

的遭受暴行或侵害的危险
,

除使用武器别

无其他手段时
,

可以使用武器 众

人集聚犯下暴行或进行威胁
,

或者存在明

显的暴行或威胁的危险
,

除使用武器别无

其他手段时
,

可以使用武器
。

从上鲜关国家的规定看
,

在肾急状

态期间
,

政府拥有的特殊权力广卜分广泛而

强硬
。

撇开阶级实质不讲
,

仅 从 法 理 上

看
,

这些规定都是基于个人与国家
、

个体

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相互关系提出的
。

片 才

非常状态下对公民权利的限制
,

既是

国家处于非常时期的产物
,

又是现代民主

法治的产物
。

在风云变幻
、

错综复杂的现

代社会
,

邓果一切事倩都得按照正常规定

和程序进行
,

事实上很难做到
。 ,

因此
,

立

法机关一般都赋予行政机关以一定 的自由

裁量权
,

尤其在非常时期
,

必须授予行政

机关比正常时期更大 的紧急行政权
。

为在

急剧变化的情况下维护国家和 民舜的最大

利益
,

政府有权采取包括限制部分公 民权

利在内的各种应急措施
。

另一方面
,

又必须看到
,

这 些 限 制

公民部分权利的紧急措施既与 封 建 专 制

的王权至上不同
,

也与法西斯 的独裁统洽

有异
。

它是现代法制的产物
,

必须符合民

主法治的精神
。

在封断 度下
,

皇帝和国王

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扩联即国家
,

言即法

律
。

正常时期即可独断专行
,

战铆事变

等非常时期
,

更是一纸诏书
,

救令天下
, ‘

臣民百姓莫不唯命是林
,

甭则问罪不赦 ,

资产阶级联合人民大众推翻封 建 制 度 以

后
,

确立了人民至上
、

主权在民的原则
。

按照这个原则
,

法律是公共意志的体现
,

政府的一切行为和措施
,

,

不分 平 时 和 战

咚 都应依法而行
。

,

包括紧急行政权在内
的一切 国家权力的行使都必须以保障人民

利益为原则
。

尽管非常时期不得不对公民

个人的部分权益作出某种限制
,

但限制的

目的是为了人 民的全体和长远利益‘ 这种

限制是暂时的
,

以法律规定的内容为限尸

而且
,

在施加限制的时候
,

应 该 权 衡轻

重
,

分别缓急
,

度量得失
,

采取 “最大急

需与最小损害 ” 的原则
。 “最大急需咫 ,

即只是到了非限制不可的时候才去限制
,

可限制可不限制的不予限制朴 “ 最 小 损

害” ,

即在必
一

须限制的情况下
,

应把限制

啊在最低档次与 尽量叭少公民个人受

损害的范围和程度 ,

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
,

最大限度地保

障公 民的基本权利免受侵害和侵害后能得

到及时救济
,

一些国家 的宪法和法律在赋

予行政机关以紧急权力的同时
,

规定了公
、

民有权就紧急权力的适用是否必要
,

是苦
有事实根据

,

是 否适当和越权等提出异议

的司法程序
。

例如
、

年菲律宾共和国宪
法第 章第 条规定

“

异高法院在俘何今
民按适当程序提出请愿时

,

得审查宣布戒

严状态或停施人身保护令或延长其期限是

否有充分 的事实依据
,

并应在受理后的三
‘

‘

十天内作出裁决
。 ” “在停施人身保护令

特担期间被逮捕成拘留的人见应在三天闪
移送法院起诉 否则应予释放

。 ” 法 国
《紧怠状态法 》第 条规定 凡褚禁急次

‘脚 肠

、脚砂州

、

如白 ,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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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区域内依法被禁止逗留或软禁的人员
,

可以要求撤销该项措施
,

其撤销 申请提交
、

咨询委员会护 可以向有管辖
‘

权的行政法庭

提出诉愿
,

指控对其采取的措施越权减 行

政法庭应在提出诉愿当月内作出裁决
。

几 ‘

如

果提起上诉
,

最高行政法院应在上诉三个
月内作出裁决矿如果上诉法院没有在三个

月内作出裁决 、 禁止逗留或软禁的措施停
哥

止洲于试
一 卜 、

‘ · ‘

愁卜了护

一
‘

一‘

公共利益优越于个人利益
一

国家权力
、

强大于个体人权 , 但是
,

即使在非常状态

下国家可以依法限制公民的部分权利的时

候
,

公民应当享有的某些基本权利
,

也是不

可剥夺的
。

不少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明文规

定了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剥夺的 权利 的
·

内

容
。

例如 法国戒严法规定
,

戒严期间
,

公民仍有权行使宪法保障的权利
,

’

不因戒

严而中止行使公民的权利
。

·

英 国
一

法 律 规

定
,

在普通紧急状态下 可以通过简易审判

程序判处违反紧急状态法规者为有罪
,

但
不能把罢工视为犯罪行为

,

不能强迫居民

服兵役
。

委内瑞拉共和国宪法第胆 条 规

定
’

“遇到紧急事件
,

,

达到扰乱共和国和

平的混乱
,

或者影喻经济或社会生揖的严几

重情况 的时候 , 共和国总统可以限制或停

止宪法的保证或某一些保证
,

「

’但公布在第
多条和第 条第

一 、

项及第 项 的 保 证 除

外
。 ”

,

马来西亚联邦宪法第 条规 定
‘

、

介不得依据第 款而使同本宪法关于上述
任何事项

,
‘

或关于宗教
、

公民资格及语言

的规定相抵触的任何规定生效
。’

、

” 均 年

巴西宪法规定 “成严期间不 得 修 改 宪

法
。 ” 年菲律宾宪法规定 “戒严状

态期间不可停止实施宪法 , 不得取代民事

法院和立法议会
一

的职能 , 不得在民事法院

能够正常行使职能的情况下授权军事法庭

和军事机构行使对平民的司法管辖权 广不

得自动停施人身保护冷特权
。 ”一

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临时宪法第 条规定 “
,

在 实
行军法詹制时期

,

不得中止联 邦
‘

议 会 会

议
,

也不得侵犯议员的豁免权
、

。 ” 阿富汗

民宝共和国宪法第 条规定 声在任何情

况下对被告或他人用刑或命令用刑获取证

词和供词都应受法律制裁
。

,,,,
‘ ’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

随着人权问题

的进一步国际化
,

,

紧急状态下人权的保障

问题
,

愈来愈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

由众

多国家签字的国际人权公约歹尹如 欢公民权

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岌 、 《欧洲保护吞
权与基本自由公约解叫美洲人权公约 》

,

,

在规定发生危及 国家生存的公共紧急情况

下当局有采取紧急措施的权力的同时
,

还

规定了即使在此种紧急情况下缔约国也不

得减除履行的某些义务
, 即不得剥夺公民

的某些权
。

这些权利主要有
一

关 生命权
。

、

在未废除 死 刑 的 国

家
, 判处死刑应按照犯罪时有效并且不违

反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法律 此

种刑罚 , 非经合格法庭最后判决
,

、

不得执

行卜对 岁以下和 岁以上的人
,

气

不得判

处死刑
,

对孕妇不得执行死刑 , 每一被判

处死刑的人都有请求赦兔 、 特赦和减刑的

权利
。

一 ‘

一
一 、

、

人道待遇权
。

任何人均不得加

以召都刊
,

或施以残忍的
、

不人道的或侮辱

性的待遇或刑罚弓所有被剥夺 自由的人应

给予人道及尊重其 固有的人格 尊
’

严 的 待

遇
。 ‘

一
、 、

, 一

不受有追溯力
·

法律 约 束 的 权

利
。

、

对任何人的作为或不作为
,

在其发生

时按现行法律不构成犯罪者
,

不得判处有

罪
。

“
一

‘

⋯
一 、

一罪不二罚
一

的权利
。

任何 人 已

依一 国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

告无霏者
,

不得就 同份罪名再次予公审讯

或惩罚
。

一
,

一
’ ·

一 、

亡
一 ’ 兮

、 ’

一 一



受刑事罪控告者最低限度的权
利

。

任何被指控犯有形事罪的人员
,

在任

何情况下
,

都得享有以其通晓的语言
、

文

字被详细告之其被控告的性质和原因的权

利 有足够的时间和便利准备 辩 护 的 权

利
。

赔偿权
。

任何遭受非法逮捕或

拘禁的受害者
,

有得到赔偿的权利
。

法律人格权
。

在法律面前
,

人

人都有权被承认是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具

有在身体上
、

精神上和心理上受到尊重的

权利 , 惩罚不应扩大到非罪犯的任何人身

上
。

此外 任河时候都不得中止公 民的思

想和信念的权利
,

姓名的权利
,

家庭的权

利
,

儿童的权利
,

国籍的权利等
。

为了协调世界各国在紧急状态下处理

维护国家生存和保障公民权利 之 间 的 关

系
,

国际法协会组织有关专家经过长期研

究
,

于 年通过并公布了 《紧急状态下

人权准则巴黎最低标准 》
。

这个 《标准 》

在概括和总结现于录各国法律和国际人权文

件有关规定的基础上
,

为各国制定紧急状

态法律的工作提出指导准则
,

,

通过规定行

使紧急权力的基本条件
、

程序和各种监督

措施
,

防止政府对紧急行政权的滥用
,

最

低限度地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

这个巴黎

人权最低标准‘ 虽然不具有正 式 效 力
,

但它是国际法学家在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

基础上提出的比较符合当代实际的法律理

论和主张
,

是韦富和发展国际法的重要来

源
,

必将对国际人权的法律保护起促进作

用
。

‘

⋯ 一

公民的基本权利之所以在任河情况下

都不得被剥夺
,

这是由基本权利的性质决

定的
。

所谓基木权利
,

是指国家秘社会对公

民既有利益和价值的法律承认
。

这种利益

和价值具有明显的 自然属性 , 自出 生开

始
,

与生命同存
。

人只有享有 了这 些 权
,

利
,

才能表明自己具有脱离动
、

物界 、 跻身
’

人类社会的起码资格
。

,

没有这 些 基 本 权

利
,

人将不成其为人‘ 尊重
、

保护公民的

这些基本权利
,

‘

是国家和社会不容回避的

绝对义务
。

另‘方面
,

这种利益和价值又

具有一种被动的性质
。

以 自然为根基的基

本权利 , 是一种处子静止状态的安分守己

的人权
,

它时刻面对的是外来的干涉和浸
犯

,

而不是一种对外界的威胁力量
,

。

国家

不必担心由此而带来的对他人和社会的损

害
。「 一 ’

尽管不少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对紧急状

态卞公民权利的保障作出规定 ,

尽管国际

人权文件提供了紧急状态下人权的最低标

准
,

但由于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
,

在

非常时期忽视
、

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现象

经常存在
。

由此
,

也就产生了紧急状态下

越权和滥用紧急权的对立物 —紧急抵抗

权
。

所谓紧急抵抗权
,

是指公民在紧急状态
‘

下采用 了所能采取的一切合法手段仍不能

保障其人权免遭侵害时
,

,

有依据人民主权
气

原则
,

对侵害其基本人权的政府进行反抗
‘

的权利
。

紧急抵抗权来源子近代资产阶级

思想家的抵抗权理论矿这些理论在一些国

家的宪法和法律中得到体现
。

例如
‘

年美国 《独立宣言 》规定 “任何形式的
‘

政府当他有损于这些目的 即基本人权

时
,

、

人民即有权将它改变或废除
, 以建立

一个新的政府
。

,, 年法国宪法规定
“ 当政府侵犯人民的权利时

,
一 ’

叛乱对于人

民及其各部分是最神圣的权利
。 ,,

‘

年

德国布雷门宪法规定 “ 宪法所确认之人

权受公权违宪侵害时
,

’

抵抗是各人的权利

与义务
。 ” 同年马尔克

、

‘ 勃兰登堡宪法也

规定 “对违反道德与人性的法律
,

人民

有抵抗权
。 ” 年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基本法 》第 条规定 ” 下转第 彭

‘曲目

万‘曰 口

一 一



·

六 增设劫持人质翁 补

中国刑法中原没有劫持人质犯罪的规定
,

在《关于严 惩拐卖
、

绑架妇女
、

儿童 的犯罪夯
子的决定 》中规定有绑架勒赎靠

。

但是
,

从世界各国同这类犯罪作斗争的实践中看
,

劫持人

质罪行的目的也并不都是财产性利益
。

通过劫持人质要挟某个国家
、

某个组织或个人为

哗尸家犀早不鲜
。

在国际社会中
,

跨

恐怖生义罪行之一
。

在一际或不为一定的与交付耸财无涉蒯于为的爹哪卜

国性劫持人质的国际犯罪
,

通常都被公认为国

卜

有鉴于此
,

一

我认为
, 一 中国刑法中不仅应当增设劫持人质罪

,

而且应当把这种犯罪作

为一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或者至少应当作为一种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加以规定
。

这种
犯罪在构成上不仅应当苞括以财产为目的的犯罪

,

而且应当包括非财产性目的的犯罪
。

只要在客观上实施了劫持人质的行为并且 以伤害人质来要狭第三者为或不为一定行为
,

就应 当视为劫持人质罪 、
一

所以
,

该罪的立法宜用如下文字
,

一
“ 第“ “ 、条 为了获取财产 、

,

情报或其他物质
,

或者为了强迫某人或第三者实施

或不实施某种行为
,

非法劫持或拘禁他人的
,

处 年以上 年以下有期徒刑粉 情节特别

恶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
,

处 年以上有期徒刑
、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势
。

一
、

一

这样规定 可以较为全面地概括劫持人质罪的
一

各种表现
,

同时也可 以更充分地体现

衣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
‘

中关于劫特火质罪的规定
,

解决中国刑
‘

法与国际刑法相应规

范的衔接问题
。 气 ‘ ’

一
‘ ‘ 一 · ‘ ’ , , ’

一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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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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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叻

‘

一
‘

卫接第 页广
、

一
。 , ·

“所有德国人都有权在不 可能 来 取其他

办法的情况下
,

‘

对企图废除宪法秩序的任
何人

「

或人 们 进 行
‘

反琉
‘

”
· 理 ‘ 一 、 ·

’

紧急抵抗杖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后 针对国家非常时期紧急权 发 展 起 来

的 。

国家紧急权的行使往往引起滥用或恶
用的危险

。

日本宪祛学家小林植树在 《国

家紧急权 》二书中指出 夏急权滥用的危

险 —对人权和法治的侵害
, 一

权力者利甩
它作为 自

’一

己 统 治
’

的 上 具
、

,
、

恶
·

用 的危
险一特别是利用其作为政变的武器

。

设

立紧急权的目的 本来是为了维护
·

国家安
·

、 ‘

八 户
,

“

“

全 、 公共秩序和宪法休制
,

但在实际上
、

往往成为统治者为维护个人安全和统治地

位的借 口 。

对于结社或政治运动的兴起
,

权力当局如果发现它的国民支持的基础动

摇时 , 很容易利用紧急权的手段来加以镇

压
。

紧急抵
丁

抗权的出现 , 既是人民主权的

合理延伸
,

也是对滥用紧急行政权
、

肆意

侵犯公 民基本权利的非法行为 的 合 法 对

抗
。

「

它是在非常状态卞人民天众奋起捍卫
,

自 己基术人权的最后手段
。 一

丈本文参考了
、

法制工作委员会的有关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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