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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时代的伟大实践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理论，而真正适合时代需求的理论又的的确确将会引导时代的社会
实践。
可以说，自1978年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拥有较为悠久历史的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始终是
在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而不断发展成熟的；可以说，在改革开放的
三十年间，吉林大学的法学理论学科积极地发起、推动和参与了一系列对于我国整个法学的基础理论
发展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都具有非常重大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的法学的观念变革、方法更新和理
论进步的重大活动；可以说，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的发展本身就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理论需求和理论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理论关注实践、参与实践、推动实践、指导实践的一个例
证。
在历史进入21世纪初始的2000年，以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为核心所组建的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
心经过严格的评审被教育部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随后，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于2001年经教育部批准成为国家重点学科，被纳入“2ll工程”重点学科
建没计划。
在2004年，以法学理论学科为依托，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在整合了政治学、国际政治学、国际
经济学等学科的基础上组成的吉林大学法律与经济全球化研究所被批准为国家985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
地。
2007年，在这样的三大平台基础上以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的教师为主体的教学团队被教育部确定为
首批国家级教学团队。
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党和国家以及我国法学理论界和法学教育界对于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在我国
新时期的理论创新和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所做出的重大贡献的高度认可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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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权问题是全球化时代一个具有理论争议和实践影响的重要问题。
人权的全球化以人权观念的全球化为先导，以人权制度的一体化和趋同化为主体，以联合国各机构为
核心，形成了普遍性人权体制和区域性人权体制共存的局面。
从理论上说，人权并不天然具有全球性，是人类的生活方式使得人权从“地方性知识”变为“全球普
适价值”。
在实践领域，主要的矛盾是国家主权与人权之间的关系。
应当将两者的理想与现实区分开来，进而分析人权和主权的多方面接触，以法治的手段去理顺两者之
间的关系。
应当本着人道主义的理念，贯彻权利本位的原则，以不同文明间共存的宽容态度，朝向人类社会的持
续发展。
　　本书适用于国际法、国际关系和人权领域的师生和研究者阅读，也适合于外交和人权领域的实践
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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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问题引入：关于人权全球化的纷争第一节　全球化视角中的人权问题一、权利的时代与全球
化的时代（一）权利的时代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权利的时代。
 权利的信念深入人心，权利的学说四海传扬，权利的实践丰富多彩，权利的意识遍及全球。
人们纷纷采取手段试图维护自己的权利，这种维护权利的行动受到全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们的支持；探
索权利、论证权利、认同权利、保护权利成了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每一个国家都构建和完善着权利方面的制度，权利保护制度在不同的层面构建。
权利已经成为萦绕在我们周围的、每一个民族都在使用的世界性词汇，成为一个时代最主要的关键词
之一。
但是，在扑面而来的权利春风中，我们惊奇地发现：实际上，对于很多权利问题，我们仍然知之甚少
，在百花齐放、五彩缤纷的学术研究与探讨背后，学术界学者对于权利的来源、权利的属性缺乏起码
的共识；在各国纷纷建立起权利制度的同时，人们还没有弄清楚应当保护哪样一些权利、如何保护这
些权利；在大多数人都具有一定的权利意识的同时，人们并不知道他们的权利的基础是什么，保护这
些权利的目的是什么。
概括地说，权利方面的研究、特别是权利的基础理论的研究有一些环节还处于表面上较为繁荣、实质
上较为空虚薄弱的状态。
对于权利的理论，仍然有着广阔的质疑、诘问、解构与建构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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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权全球化基本理论研究》适用于国际法、国际关系和人权领域的师生和研究者阅读，也适合于外
交和人权领域的实践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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