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蘸第三部分

理论研究

《法制视野下的人权问题 》

白桂梅著
,

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出版
。

年 月 日至 日在北京大学举行

了
“

国际人权公约在 国 内实施 国际研讨会
” 。

本书是在参与者提交论文的基础上
,

经过调整

之后汇编而成的
。

全书共分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由三篇关于反腐败与人权保护关

系的论文构成 第二部分是关于表达 自由与社

会发展的关系 第三部分的两篇论文是对中国

的劳动教养制度中存在的侵犯人身 自由的种种

问题的剖析 第四部分是关于私有财产权利与

人的自由之间关系的论文 第五部分是关于妇

女和儿童权利的五篇论文 第六部分的两篇论

文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和加拿大在国内实

施国际人权公约方面的理论和实践
。

与表达 自由有关 的基本法律价值之间的矛盾
,

都具有参考价值
。

《刑事诉讼法与基本人权 》

林劲松著
,

公法研究系列丛书之一
,

山东

人民出版社 年出版
。

本书选择刑事诉讼中的基本人权作为研究

的切人点
,

突出了两点 第一
,

明确刑事诉讼

中的基本人权就是被追诉人的人权
,

有利于 司

法执法部门采取切实措施提高被追诉人现实的

诉讼地位
。

第二
,

明确刑事诉讼 中的基本人权

是被追诉人的基本诉讼权利
,

承认程序性权利

的独立价值
,

使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成为一

种现实的
、

贯穿于诉讼全过程并具有预防和救

济双重功能的人权保障模式
。

全书共分 章
。

《人权与司法 》 中国一丹麦司法 中的人权

保障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刘海年
、

李林
、

莫 尔顿
·

克 耶若姆 〔丹

麦 〕编著
,

中国法制出版社 年 月出版
。

本书汇集了中国和丹麦两 国学者提交 中丹

司法中的人权保障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或会议发

言
。

论文主题集 中在有关刑事司法
,

尤其是有

关防止酷刑方面的问题
。

《表达自由的法律保障 》

陈欣新著
,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年

出版
。

表达 自由是世界性人权文件明确保障的基

本人权
,

也是我 国宪法和法律所保护的公民权

利
。

本书主要 以有关表达 自由的判决为素材
,

探究表达 自由的法律保障问题
。

本书内容主要

涉及 表达 自由的法律含义
,

表达 自由的保护

范围
,

表达 自由保护范围的例外
,

表达 自由与

信息权利链和信息 自由
,

表达 自由与价值协调
,

表达 自由的法律限制等问题
。

这些都是司法和

执法实践中经常需要清楚界定的问题和案件争

点所在
,

对于划定表达 自由的范畴
,

协调表达

自由与其他基本人权的冲突或平衡
,

抑或化解

《法治社会的基本人权 —发展权法律制度

研究 》

汪习根著
,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出版社

年出版
。

该著作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第一部全面阐

述发展权这一基本人权的专著
,

其独到之处主

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首次从可持续发展这

一世界性主题的高度出发
,

提出和 阐释 了发展

权的科学概念 首次系统揭示 了发展权的主体

与内涵
,

对发展权主体的个体性和集体性的相

互关系作出了说明 首次系统分析了发展权法

律规范的全球性状况与走 向
,

大胆预测将发展

权这一 国际人权文件引人 国家根本大法的历 史

必然性和现实紧迫性 首次论证了发展权的价

值形式及其价值整合功能
,

使对发展权 的研究

步入了理性的殿堂
,

为发展权法律制度的构建

奠定了理论基础 首次从国内和 国际法律两个

层面
,

提出了构建发展权法律保障制度
、

实施

机制和具体保护措施的种种设想
,

从而使发展

权从法律理论领域走 向法律实践和人类的现实

生活之中
。

《少数人权利的法理 》

周 勇 著
,

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社 年

瞿些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