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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权法是一门既悠久且新兴的学科。
说人权法是一门悠久的学科，是因为人权伴随着人的生命存在，有了人的生命就必然有人权，所以，
人权法应当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人类法则的延伸，是与人的生命同在的自然法則的继续。
说人权法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是因为将人权法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加以研究，是最近半个世纪的事。
世界范围內，以规范性文件形式表现出来的人权法，是联合国于1948年制定的《世界人权宣言》。
可以这么说，人权一词在世界范围內广泛使用只有60多年的时间。
而人权法在中国范围內开始研究，却是近20年的事。
因为人权一词在中国范围內广泛使用只有20年的时间。
 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的人权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产物，并被拒之门外。
改革开放的进程和依法治国的理念，促进了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
中国公开承认并使用人权的概念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即1991年11月，国家发表了《中国的人权状况
》白皮书，阐述了我国政府对人权的理解，以及政府为人权事业所作出的努力。
此后，中国学者开始正式地研究人权与人权法的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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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发新，男，1993年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
现任福州大学阳光学院法律系副主任、副教授。
作者曾在基层人民法院担任法官、庭长，熟悉我国的司法审判制度；后调入福建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工作，曾主持福建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济立法处的工作，对与人权制度相关的宪
政制度、人民代表制度具有多年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并熟悉我国人大立法工作和监督工作。
 作者长期关注人权与人权法治建设，撰写了与人权制度有关的我国法治建设及公民个人财产权等文章
，如：《法治“概念”的内涵》（载于《法制日报》）、《论现代社会与民主法治及实现》（载于《
经济与社会发展》）、《和谐社会与民主政治》（载于天涯网站）、《论法学的财产性收入与法律保
护》（载于《东南学术》）、《论物权法的所有权及保护》（载于《福建论坛》）等文章。
另外、作者还独立出版过公司制度方面的专著，主编过《证券法》等高等学院的法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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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人权法总论　　第一章 人权概述　　第一节 人权的概述与特征　　一、人权的概念　　
（一）人权概念的意义　　有一个词汇不论你如何赞美她都不为过，有一种权利不论你如何追求她都
不能最终实现，这就是人权。
　　人权（human rights）是一个伟大的名词。
①人权之所以伟大，因为人权属于全人类的权利，只要是人都是人权的主体，不会因为种族、肤色、
性别、语言、宗教、政见、国籍、社会出身、财产状况、文化水平等等的区别而丧失人权的主体资格
。
　　人权是一个肩负着历史重任的名词。
因为人权既具有反抗神权、君权，以及反抗奴隶制、封建制与集权专制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又担负着
反对种族歧视，反对奴役压迫，反对一切非正义制度的历史重任。
　　人权是一个闪耀着人类理性光芒的名词。
因为她是人类享受生命，拥有自由、平等、正义、法治和追求幸福等权利的指路明灯，她的身上闪耀
着作为人应当享有的权利的理性光芒。
　　人权是一个神圣的观念和新时代的名词。
一位人权学者如是说：“在今天，无论哪一个国家都无法堂而皇之地否认人权，人权已经成为神圣的
观念，全世界都在提倡对人权的保障和尊重。
”②人权的内涵是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而不断丰富和完善的。
现代人权理论新增加了生存权、发展权和集体人权的内容。
　　人权是人类前行的动力。
人的需求是永无止境，永不满足的，这是推动人权向前发展和永不枯竭的动力。
待哺的婴儿需要的是吸吮母乳的权利，学步的稚童需要的是独立行走的权利，踌躇满志的青年需要的
是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失业待业的成人需要的是享有工作权利，收入富裕的人需要的是有更良好的
和更舒适的生活环境的权利，有责任感的共和国的公民需要的是民主政治的权利等等。
这些不同的需求是源于人权的需求，是不断推动人类社会向前进步的动力，社会在不断满足人权需要
的时候，实现了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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