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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权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根源”
。
人权研究与人权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增进对人权的普遍理解、尊重和保护。
　　“人权”一词最早出现于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中，近代人权概念是西方文化的产物
，古典自然法理论以自然权利的形式系统地表达了西方的人权概念。
人权理念和人权学说成功地参与了近代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建设，人权本身已内化为西方民主国家的
独特的历史经验和政治传统。
进人20世纪以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也都孕育了自己的人权概念，这些人权概念带着不同于近
代西方人权概念的鲜明的文化特征。
20世纪是人权思想迅速普及与发展的世纪，同时也是各种人权观念激烈冲突与交锋的世纪。
世界上的各大文化类型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人权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人权认识上的分歧与冲突、
理解与融合仍是目前国际人权领域面临的大问题。
　　人权的精神体现在人权的普遍性与多样性的完美结合中。
人权的普遍性要求人权应当是世界性的，人权应当超越任何地域性、国别性的具体文化形态而成为全
人类共同的道德追求和价值选择。
人权研究者必须正视人权的普遍性与人权的多样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成立“人权哲学原理专门委员会”时曾展望过未来世界的人权状况：“人权已经
并必须保持其普遍性。
我们拥有的所有权利被缓慢地艰难地认识到属于所有人，而不分种族、性别、语言和宗教。
”人权的普遍性，是要强调入的尊严与权利不分种族、肤色、性别、经济地位和文化程度而受到同等
的尊重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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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权法原理》重在从法理层面论述人权法的基本原理，而不详细论述具体人权的法律保护。
长期以来，法学界对人权的研究分散在各个学科之中。
法哲学、法理学研究人权的本原，国际法学研究国际人权法规范，而各个部门法学研究相应部门法领
域的具体权利保护。
这样一种分散式的研究并不利于人权法教学与研究的发展，也无法彰显人权法学在法学中的地位。
所以，有必要创立人权法原理这门课程，统摄人权法的基础理论研究，以区别于研究具体人权保护的
国际人权法学和各部门人权法学。
　　达成对人权的普遍共识，是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前提；而达成对人权的普遍共识，有赖于一种全新
的文化——即人权文化的形成。
人权教育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培养人权态度、形成人权文化。
由此人权教育也应该分为两类，一类是养成式的人权教育，另一类是系统化的人权教育，或称研究式
的人权教育。
研究式的人权教育不仅需要包括人权制度与人权救济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要对人权法原理予以清晰说
明。
　　在我国，人权研究和人权教育尽管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基本上还处于起步阶段。
人权研究是人权教育的前提和基础，人权研究中人权法原理的研究又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和作用。
近几年来，国内已经出版了几部人权法学与国际人权法教材，在中国的人权教育史上留下了可书的一
笔，对推动人权研究、人权教育和人权实践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与前述人权法教材相比，本教材具有鲜明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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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显明，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会长
，教育部法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
会委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学理论、法治原理、中外政治法律思潮及人权原理。
出版著作多部，发表文章百余篇，代表性作品有：《人民立宪思想探原》、《生存权论》、《人权的
体系与分类》、《国际人权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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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人权的国内保护机制第十三章　人权的国际保护第十四章　非政府组织与人权保护主要参考文献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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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人权的历史与发展梳理人权的历史与发展，首先有必要确定考查人权的立场与学习、研究人权
史的方法，在此基础上，本章从人权观念和人权制度两个维度，重点梳理了人权在西方的历史与发展
、人权在中国的历史与发展和人权国际化的历史与发展。
作为人权法的历史渊源，人权史为我们学习、研究人权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范畴一样，人权是一个在历史中生成的概念。
要理解、阐释“人权”这一概念，就必须了解、把握人权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的形成与演变。
不借助人权史，我们无从深入理解、也无法清楚阐释人权这一概念。
尽管对任何复杂的现实，简单的“两分法”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拙劣的，但为了便捷地说明问题，我们
不妨将人权分为“作为历史经验的”人权和“作为抽象概念的”人权两个层面。
人权制度与思想的变迁过程——从古代到中世纪、从中世纪到现代、从宗教到世俗、从西方欧美国家
的独特经验到世界普遍性的国际标准——决定了人权概念的许多内在特征，也足以解释现代人权较之
前的人权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为何现代社会中人权的普遍化标准与多元化标准屡屡冲突等问题
。
当我们不仅仅停留于人权的概念层面，而尝试从历史的维度来观察和分析人权领域的诸多问题时，许
多理论上的困惑渐渐清晰起来，变得可以理解。
正如国内某些人权学者所指出的：“首先不要把人权作为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来看待，人权没有什么
高深莫测的本质，人权仅仅是历史观念和历史实践的具体展开。
”从某个意义来说，人权发展、演变的独特历史支撑起了今天的人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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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编写一本研究性的人权法一般原理性教材，以助推我国方兴未艾的人权法研究与教学，是人权法学界
同仁的共识。
编委会确定的编写方针是各章撰写者依据自己的研究成果与专长有重点地就人权法学中几个基础性的
理论问题作出回答，撷要而不求体系宏大，深研而不求面面俱到。
融入本书的成果有的已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文史哲》、《学习与
探索》等刊物发表，特向支持我们的期刊及其编辑表示感谢。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李传敢社长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亦表谢忱。
由于本教材的编写具有探索性，再加之时间紧张，在概念与范畴、体系与内容等方面错讹之处在所难
免，希望读者能够不吝赐教，以便于我们适时修正、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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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权法原理》是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是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主办的高校法学类专业出版机构，其宗
旨是为中国法学教育、法学研究服务。
多年来我社始终把法学教材建设放在首位，向广大读者提供研究生、本科、专科、高职、中专等各种
层次、多种系列的精品法学教材，其中很多教材荣获国家教育部、司法部、新闻出版总署等部委的优
秀教材奖，是我国重要的法学教材出版基地之一。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曾多次荣获国家良好出版社、先进高校出版社荣誉称号。
在新时期，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真诚为广大读者服务，努力为中国的法学教育事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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