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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权是一个十分庄重、美好的字眼，人权学说是人们关于自身尊严、生存及其生命价值的内心自白和
心声表露的长久积聚，人权法则是将凝聚关人类共识的关于人的生命、生存、发展和幸福保障的社会
法则和制度规范化、法定化、程序化、    本书共六章，其内容以当代国际人权宪章构筑起来的人权及
人权保护的国际标准为依据，并结合我国人权保护的实际情况，对人权法基础理论、公民权利和政治
权利、工作权、受教育权、特殊人群的权利、人权保障的监督与实施机制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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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人权法基础理论：　　第二节　人权法渊源：　　一、人权法渊源的概念：　　（一）人
权法渊源的含义　　法律渊源是指具有法的效力作用和意义的法的外在表现形式。
分析人权法渊源就是要解决那些规定和体现人权保障的法律规则、原则和制度，亦即人权法规范到底
是什么？
它们从何而来？
准确认识和把握法律渊源就能够找到明了法律规范约束力的途径，进而为准确、合法、有效地处理纠
纷提供前提条件。
　　人权的调整与保护是一项全方位的系统工程。
从法律的角度看，人权法律规范体系至少可以分为国内法规范和国际法规范两个层面。
人权法渊源也同样需要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来考察。
就一般意义而言，人权法渊源包括制定法、习惯法、判例法、法理和国际条约几种。
我国的人权法渊源主要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自治条例和
单行条例、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等。
它们从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范畴对人权的原则、内容及其保护作了相应规定，构成了我国的人权立法
规范体系。
　　如果我们立足于国内法的视角，将人权法看作一个单一完整的体系，那么也可以将国际条约和国
际惯例等国际人权法规范视为国内人权法渊源的组成部分。
但是，鉴于国际人权法在人权保护中的特殊重要性，同时由于人权法规范在国际上已经形成一个相对
独立与完整的体系，并处于不断增长与发展之中，因此有必要对国际人权法的渊源作单独的考察。
　　（二）国际人权法渊源　　作为国际法的一个分支，国际人权法渊源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国际法渊
源的一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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