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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编出“民权学子”的书，是藏了许久的心愿。
临到付梓，却犹豫起来。
连这篇序文，也似乎有些难以着墨。
　　环顾我们居住的社会，可以说，在这个称作21世纪的纪元伊始，中国已悄然步人权利的时代。
记得美国有位学者写过一本书，叫《权利的时代》，阐述的大体都是些西方的权利标本，谓之为“时
代”，体现了被视为先进文明典范的欧美传统对非欧美传统发出的某种文化召唤。
十多年前，我和学友们也出过一本书，叫《走向权利的时代》。
那个时候，我们的确蹲下身子，怀抱理想主义的虔诚与苦痛，细心观察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公民权
利，但我们脑子里想象的权利时代，却还是西方的模子。
这样一来，我们描述中国公民权利生长的学术努力，就成了对西方模子在中国境域里运用、解释或变
异的样本的寻觅。
我们试图缓解民众权利苦难的政治心愿，也容易被当作对西方某种时代召唤的响应。
现在，我们真的步入了一个可以称作“权利时代”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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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人权角度考察中国住房权的历史变迁，期望以史为鉴，汲取对当代住房权保障有益的经验、教
训，也希望加深对中国住宅问题特殊性的认识，丰富中国法制史和人权史研究。
全书梳理了传统中国社会“安其房，乐其业”的思想主张以及建“官屋”，“放房钱”，“指扣俸饷
，认买官房”等制度变迁，考察了近代百年房荒的成因，分析了西方住房权观念和制度的输入及其对
民国和新中国住房制度和政策的影响，也对中国住房权的未来作了适度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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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作为人权的住房权　　作为人生的基本需要，住房是人类生存和发展
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
这使得住房权天然具有生存权的意义。
而在人权的观点看来，住房权（right to housing）不仅是指每个人享有满足基本生理需求的一个居住的
场所，更是安全、和平与尊严地居于某处的权利。
国际人权法上提出“人人享有适足住房权（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的口号，不但蕴含生存（“足
够”）的要求，还有尊严上（“适当”）的要求。
可以说，人权是住房权发展的最高阶段。
以人权作为住房权的标准，可以更深刻地认识住房权的诸种问题，加强对住房权的制度保障。
　　一　住房权的起源与发展　　住房权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19年颁布的德国魏玛宪法。
该法第155条规定：“土地之分配及利用，应由联邦及州加以监督，以防止其滥用，且使所有德国人均
获健康之住居，所有德国家庭，尤其子女众多之家庭，均得应其需要，获得住居及家庭所需要之家产
，将来制定之家产法，应特别顾及出征军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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