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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医疗技术的进步、高龄化趋势的出现，死亡问题在现代社会日趋凸显。
同时，现代社会对死亡的机械化和非人性化处理，使人们在生命临终之际恐惧不安。
人们应该享有选择死亡的权利，这不是漠视和亵渎生命，而是更加凸显生命的意义。

本书针对临终病人死亡权提出如下基本观点(1)它是特定主体在特定情形下的一项基本人权；(2)它的
确立是人的尊严和病人自主的要求，是选择尊严和关系尊严、个人自主和关系自主的有机结合，是病
人个体性和社会性的平衡统一，(3)它的性质是自由权，而非请求权；(4)神志清醒和神志不清的临终
病人都享有死亡权，并分别基于知情同意原则和代理决定法则确立不同的实现机制；(5)临终病人死亡
权具有可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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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建高，1972年1月生，江苏省溧水县人，博士，硕士生导师。
现任南京工业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
出版译著《美国政治文化》、《商人为什么需要哲学》等4部，副主编和参编教材3部，在《中国法学
》（英文版）、《环球法律评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学海》
、《南京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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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州最高院阐述到，权力分立是美国民主的基础，这是一项历史悠久的原则，它承认政府的三个不
同部门各自享有自己独特的权力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①基于这项原则，佛罗里达州宪法和判例法明确禁止任何一个部门侵犯其它两个部门的领域或者实施
它们的权力。
基于此，立法机构制定法律授权行政部门干预最后的司法决定显然侵犯了司法部门的权威。
因此，当该法案适用于夏沃案时是违宪的。
②　　除了基于侵犯司法权而认为该法案适用于夏沃案时违宪，法院进一步认为该法案从表面上看也
是违宪的，因为它将立法权授予州长。
根据佛罗里达州宪法第二条第三项的规定，立法机构不能授权颁布法律或者授权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享
有无限的自由裁量，这条禁令也被称为“不授权原则”。
确立该项原则的目的在于确保重要的政策决定由立法机构作出，因为选举立法机构就是为了实现这样
的任务。
法院判定，在颁布《特丽法案》时，立法机构没有规定州长是否应该决定颁布延缓令的标准、延缓令
的有效期多长以及撤销延缓令需要满足何种标准。
如此看来，该法案实际上授予州长绝对毫无限制的自由裁量权，决定是否颁布延缓令以及何时撤销延
缓令，这显然违反了“不授权原则”。
③法院再次强调了权力分立对本国宪政政府体制的重要性，如果这项基本的民主原则被妥协，定会产
生一系列的灾难。
　　联邦最高法院拒绝审理布什州长于2005年1月提起的上诉。
2005年3月18日，在夏沃的父母辛德勒斯夫妇多次努力试图延缓撤掉夏沃的进食管没有成功之后，根据
佛罗里达州法院的命令，夏沃的进食管第三次被撤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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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吕建高编著的《死亡权及其限度》以美国死亡权运动的发展和情境为分析背景，以联邦和各州法院审
理并判决的具体案例为分析素材，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映照，国内与国际的契合，围
绕权利和人权的一般理论，透过死亡权的历史维度，依据该权利的最新发展，分析和论证临终病人死
亡权涉及的基本问题，并试图从分析中探寻死亡权运动的基本规律，从而为中国临终病人死亡权的合
法化和规范化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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