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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湘潭大学法学院近年来人权研究成果的初步总结，凝结了年轻学者的探索和创新，虽然稚嫩，
却个性张扬。
对非洲国家人权制度与人权实践问题的研究，显现出灵敏的学术嗅觉和政治敏感；对艾滋病人、农民
工、罪犯这些新型弱势群体人权的关注，折射了学术的人文关怀与学者的良知；对21世纪来中国人权
研究成果索引的编辑，无不透视着学术的积淀与勃发；稚嫩和张扬，预示着蹒跚与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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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高强，男，1967年12月生，湖南益阳人。
现为湘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宪法行政法、国际法、国际人权法，独著作品2部，与他人合著作品3部，在《政治与
法律》、《现代法学》、《现代国际关系》、《西亚非洲》等刊物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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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章  乌干达保护艾滋病人权益的社区支持制度　　第一节  乌干达防治艾滋病社区支持模式的建立　
　第二节  社区支持模式的基本内容　　　一、建立政府干预和指导的法律机制　　　二、建立医疗
和物资支持制度　　　三、建立非歧视的社区关爱机制　　　四、建立宗教团体等非政府组织的参与
机制　　第三节  社区支持模式的完善　　　一、完善对社区支持模式的法律规范　　　二、发挥宗
教团体的作用，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三、加强技术指导，提高社区服务质量　　　四、加强对艾
滋病孤儿的援助第四篇 中国人权保护的实践　第十章  中国宪法对人权的确认与保护　　第一节  中国
宪法对基本人权的确认　　　一、中国宪法对第一代人权的确认　　　二、中国宪法对第二代人权的
确认　　　三、中国宪法对第三代人权的确认　　第二节  中国宪法对国际基本人权的保护　　　一
、国际人权宪章  保护的基本人权　　　二、中国宪法保护国际人权宪章  规定的基本人权　　　三、
完善中国宪法对人权的保护　第十一章  中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的保护　　第一节  宗教信仰自由是
一项基本人权　　第二节  我国法律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　　　一、我国公民享有国际人权公约规
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权　　　二、加强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　第十二章  中国罪犯的适当生活水准权
保护　　第一节  适当生活水准权及其内涵　　第二节  我国罪犯享有的适当生活水准权　　第三节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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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工标准及其发展　　第二节  我国农民工享有的社会保障权益　　第三节  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
权益的保护　第十四章  中国和谐消费倡导下的公民环境权保护　　第一节  和谐消费之人与自然和谐
　　第二节  环境消费与环境权　　第三节  和谐消费背景下的环境权保护附录一：2000－2006年人权
研究著作索引附录二：2000－2006年人权研究学位论文（博硕士）索引附录三：近三年人权研究论文
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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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权国际保护与国内实践研究》编辑推荐：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既定政策。
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上，都明确地提出要“尊重和保护人权”。
在2004年3月全国人大十届二次全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专门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条
款。
如何落实宪法精神，加强人权保护，已成为中国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
不仅如此，国内、国际的现实使得人权问题始终成为促进政治稳定、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和谐进步和
文化繁荣向上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之一。
因而，人权问题作为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一直为国际、国内学术界关注。
它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是一个理论和现实并存的重大问题；也是我国经济、政
治、文化进步的战略目标。
加入wro使中国人权迎来新的发展生机，面临新的挑战。
我国的众多学者就这一问题发表了许多较权威的文章。
中国承认和尊重联合国宪章保护和促进人权的宗旨与原则，赞赏和支持联合国普遍促进人权和基本自
由的努力，并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领域的活动。
中国主张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优先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从而为全世界广大人
民享受各项人权创造必要条件。
联合国通过的有关人权的宣言和一些公约，受到许多国家的拥护和尊重。
但是，人权状况的发展受到各国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条件的制约，人权问题的彻底解决需要一
个历史的发展过程。
由于各国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经济发展的状况有很大差异，因而对人权的认识往往并
不一致，对人权的实施也各有不同。
对于联合国通过的一些公约，各国基于本国的情况，态度也不尽一致，我国从自己的历史和国情出发
，根据长时期的实践，对人权问题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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