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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晓辉，女，汉族，1975年7月出生，2004年获得吉林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法学家张文显教授
。
现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
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理学、西方法哲学和比较法。
近年来发表了：《信息权利——一种权利类型分析》、《知识经济与法律发展——范畴、制度与价值
》、《信用与法治》、《经济民主与社会正义——竞争法的深层底蕴》等10余篇学术论文。
    信息权利研究在国际国内法学界均属前沿领域，本书在这一意义上具有突出的探索价值。
李晓辉博士在本书中提出并系统研究了信息的法律意义、信息权利概念和信息社会的权利理论面临的
变革和挑战等，从而将信息权利以及信息社会的权利理论基础等问题提升为法学理论问题，整合了零
散的部门法研究，为今后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法制建设提供了基础，兼具理论和实践意义。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信息权利研究>>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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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的综合性第一节  权利推理是演绎与归纳的综合  一、综合性推理是辩证推理的内在要求  二、综合
性推理是由权利推理的主观性决定的  三、综合性推理是权利发展的历史经验第二节  隐私权推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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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以论证信息权利的正当性为目的，以揭示信息社会的结构变迁对权利理论的影响为指向，以权利
推理为研究工具，对信息权利诸问题进行了综合研究。
在这一过程中，本书通过“信息权利”这一研究对象浓缩了“权利的一般结构”、“权利客体理论”
、“权利正当性论证”、“权利与利益”、“权利与损害禁止”、“权利推理”、“信息社会与权利
发展”等基础性问题。
同时，通过论证信息权利正当性反思了诸如“信息的法律意义”、“信息产权”、“隐私权”、“知
情权和表达自由权”等权利实践问题，将这些以信息为客体的权利种类整合在信息权利概念之下进行
重新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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