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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司法保障人权的限度：经济和社会权利可诉性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经济和社会权利的
可诉性问题是人权法领域一个经久不衰的基本理论问题，它主要关注作为人权规范的经济和社会权利
是否适合由司法机关强制实施的问题。
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直接涉及经济和社会权利领域的国际公约是否应建立申诉机制，或者是否应在国
内宪法中规定经济和社会权利以及允许国内法院对此类宪法权利条款直接实施的问题。
人权法领域对经济和社会权利可诉性的怀疑论极大地妨碍了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不同种类权利同等重
要的政治原则，但这种怀疑论在现实法律生活中又根深蒂固。
那么，实现经济和社会权利可诉性的障碍和限度究竟在哪里呢？
本书试图对此作出回答。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司法保障人权的限度>>

作者简介

黄金荣，浙江义乌人，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市东方公益法律援助律师事务
所律师。
1996和1999年分别获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4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学位。
1999～2004年在浙江大学法学院任教，2004～200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
研究的方向主要为法理学和人权理论。
曾在《比较法研究》、《环球法律评论》、《法商研究》等杂志发表论文，并有译著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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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权利理论中的经济和社会权利经济和社会权利被《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宣布为“人
权”，然而，围绕这类权利的人权地位以及权利性质的理论争论并没有随着国际人权文件的确认而消
失。
由于经济和社会权利可诉性问题的产生本身与这类权利的人权地位的承认过程密切相关，并且这个问
题的解决也离不开对此类权利性质的认识，因此，对经济和社会权利人权地位的争论作出理论上的澄
清对于客观认识这类权利的可诉性问题至关重要。
这种争论的核心问题是：传统的人权和权利理论是否可以包容经济和社会权利这种权利类型？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既需要对经济和社会权利的人权和权利性质进行一番审视，也需要对人权和
权利的概念本身进行必要的反思。
第一节 经济和社会权利的怀疑论自从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颁布后，经济和社会权利的人权地位在
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政治和国际法上的普遍承认，但这种承认并不意味着它们在国内法中也得到了同样
的确认，更不意味着人们在观念上已经普遍接受了这种人权。
从传统的权利和人权理论出发，许多学者对经济和社会权利的权利和人权属性提出了强烈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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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由我的博士论文《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可诉性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4年博士
论文）一文修改而成。
2004年以后，无论在国际人权法还是在国内法领域，有关经济和社会权利司法保障的实践都有了一些
新的进展，如欧洲社会权利集体申诉案例有了显著的增加，中国向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
会提出了首份履约报告，人权理事会在经过将近二十年的努力后终于通过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草案》。
为了与时俱进，本书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特别增加了对这些进展的介绍和分析。
本书的写作是在我的导师信春鹰教授指导和帮助下完成的。
在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信老师对我的鼓励、鞭策、关怀和充分信任始终是我学习的一个重要动力
，没有信老师的指导和督促，我也不可能顺利地完成本书。
在我博士毕业后，信老师在工作和生活上又给了我很多帮助，对此我时时感念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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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司法保障人权的限度:经济和社会权利可诉性问题研究》是民权学子文丛之一，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
书出版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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