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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故宫北侧，景山东麓，一座静谧的院落。
蕴藉当年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辉煌与典雅的土地上，流淌着中国法律理论的潺潺清泉，燃烧着法治思想
的不息火焰。
多年来，尤其是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代代法律学者在这里辛勤劳作，各领风骚，用他们的心
血和智慧，谱写了许多可以载入史册的不朽篇章。
为了记载和激扬法治学问，推动法治，继往开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设立“中国法治论坛”
系列丛书。
一方面，重新出版最近20余年来有重要文献价值的论文集，如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关于人治与法治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起草新宪法以及法律阶级性等问题的专项讨论，90年代初以来关于人权、市场
经济法律体系、依法治国、司法改革、WTO与中国法、环境保护、反酷刑、死刑存废等问题的专项讨
论；另一方面，陆续编辑出版今后有足够学术含量和价值、比较成熟的国际国内相关研究项目和会议
的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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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举办的“少数人权利国际研讨会”文集。
全书围绕“少数人权利保护：国际法与国内法视角”、“少数人权利的平等保护”、“反歧视政策与
少数人权利保护”、“保护少数人权利国际标准的实施”、“民族或种族上的少数人权利的国内法律
保护：立法、行政和司法”等专题，从国际人权法、区域人权法和国内法的角度，进行了深入讨论。
本文集的出版有助于深入研究少数人权利保护的理论学说与法律制度，有助于国际社会和西方国家全
面了解中国的进步，学习借鉴中国的经验，有助于中国学者观察和了解国际和区域人权法关于少数人
权利保护的规范和实践，进而使中外学者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促进全球的人权保障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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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林，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法学系主任。

　　主要兼职有：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
中宣部、司法部中高级领导干部学法讲师团成员，全国总工会法律顾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
工程（宪法学）首席专家，法治浙江建设顾问，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制顾问等。

主要研究领域：法理学、宪法学、立法学、法治与人权理论、宪政与民主理论。
已出版论著、译著30余部，发表论文150余篇，撰写内部研究报告60余篇。

　　2003年9月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主讲人之一；十届全国政协2005年第六次集体学习主
讲人之一。
1997年中央政治局法制讲座“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撰稿人之一；2000年中央政治局法制讲座“西
部大开发与中部发展的法治保障”课题组成员；2002年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认真贯彻
实施宪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04年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法制建设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主要撰稿人之一。
199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学习讲座“法学理论的几个基本问题”课题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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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人的权利》上册　序言：尊重和保障少数人的权利　第一单元　少数人权利保护：国际法与国
内法视角　　会通中外文化共建和谐世界——写在《世界人权宣言》发表六十周年和中国改革开放三
十周年之际　　论少数人权利的保护——基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视角　　欧洲理事
会语境下的《欧洲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　　威尼斯委员会和欧洲人权法院在保障少数人权利　　
国际标准方面的作用　　论社会弱势群体保护的正当性——一个原理角度的评述　第二单元　少数人
权利的平等保护　　平等权与少数人及土著人权利保护之间的平衡：国际人权法上的一个比较方法　
　少数人权利的平等保护：以中国的少数民族为视角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保障少数人保护国际　　
法律标准中的角色　　少数人权利的合宪性——兼论西部大开发战略政策的人权价值基础　　少数民
族教育平等的宪法省察　　以制度、法治和优惠政策保护少数人权利——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路径与
经验《少数人的权利》下册　第三单元　反歧视政策与少数人权利保护　　中国城镇就业中的身长歧
视研究——以1995～2005年上海市和成都市30万份报刊招聘中的身长条件为例　　反歧视、欧洲化与
多层次决策　　残疾人的社会权利及其实现　　中国残疾人就业保障制度——以反歧视和按比例就业
制度为中心　第四单元　保护少数人权利国际标准的实施　　《欧洲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的基础
——参与权　　论反就业歧视公约的国内实施——以国际劳工组织第111号公约为例　　瑞士对少数人
权利的理解及其与国际法律标准的一致性漫说中文语境中的“少数人”论国际人权法对妇女健康权的
保护　第五单元　民族的或种族上的少数人权利的国内法律保护：立法、行政和司法　　瑞士在语言
方面对少数人权利的立法和司法保护　　语言歧视和少数人保护　　少数人生存权与尊严权保护研究
　　少数人权利国际保护的一般法理——渊源、概念与国际保护标准　　民族一国家与少数人权利保
护：欧洲移民政策及其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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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正因为《世界人权宣言》会通了各种文化，反映了不同民族的意愿，所以得到了世界人民的拥护。
为使《世界人权宣言》的精神在相关领域发挥影响并具有法律约束力，联合国先后发表和制定了一系
列人权文献，诸如：《关于无国籍人地位的公约》、《禁止奴隶制、奴隶贩卖及类似奴隶制的制度与
习俗补充公约》、《关于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消
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国际劳工组织组织工会及共同交涉权利公约》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关于司法独立的基本原则》、
《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等。
其中1966年12月通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具
有更重要意义。
这两个公约与《世界人权宣言》构成“国际人权宪章”的基本文献。
在《世界人权宣言》精神的鼓舞下，在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下，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德国法西
斯、日本军国主义对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破坏与毒害得到基本清除；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
和人民获得独立和自由（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结束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使占当时世界1／4的人口
获得解放，成为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野蛮的种族隔离制度已成为历史；性别歧视和两性不平等已大大改善；少数人的权利、弱势群体
的权利在大多数国家受到了保护和关注；思想、良心和宗教信仰自由以及《世界人权宣言》提出的其
他各种自由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加强民主、法治，切实保障人格尊严、人身权、财产权等各种权利
已成为时代潮流；随着权利意识的提高，侵犯人权的行为不仅遭到本国人民的反对，而且为国际社会
所谴责；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立后，加大了对各会员国人权状况的监督。
人权保障、国际安全与和平、经济社会发展成为联合国的三大支柱。
六十年来的实践证明，作为“国际人权宪章”的总纲，《世界人权宣言》是六十年来在国际人权保障
事业中最有影响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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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少数人的权利(套装上下册)》：中国法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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