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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7年10月27日中国政府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并
于2001年2月28日由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了该公约。
该公约在中国的实施也有近8个年头了。
从我的自身感受来讲，《公约》实施8年来，我国取得了实在的可触摸到的成就。
但作为学者而言，我又感到我们对该公约的研究特别是其中经济权利的研究却是非常薄弱的。
根据对中国学术期刊网的检索，近10年来（截止到2008年12月份），我发现文章标题中含有“经济权
利”或以此为关键词的不到50篇。
O而且，已有的文章中很少是从国际人权法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多数是从市场经济、知识产权、宪法
学等角度来进行一般性介绍。
这不能不引起我的困惑。
困惑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在国际人权公约中，我们侧重
于强调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但为什么对此权利的研究却又是如此之薄弱？
二是中国在人权实践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公约》已在中国实施了8年的过程中，我们的理论储备是
不是能够在某种意义上指导实践？
或者说学者们对实践有没有进行理论上的总结？
进而，我们又是如何理解《公约》的相关内容的呢？
又是如何按照该公约的规定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进行报告的呢？
　　《世界人权宣言》第22条规定：“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他
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各种权利的实现，这种实现是通过国家
努力和国际合作并依照各国的组织和资源情况。
”这是国际人权法第一次明确提及经济权利，而且将它与社会和文化权利并列提出。
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2200A（XXI）号决议）
，至此经济权利正式成为国际人权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世界人权宣言》的伟大贡献在于它将人权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公民权以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在
内的人类活动的全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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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经济学、经济法学、宪法学以及人权四个角度对经济权利进了全面深入的理论分析，并且
紧密联系实际提出了具体经济权利的保障与实现机制。
本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理论性与现实指导性兼备的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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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具体经济权利简论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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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法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是通过大革命和其后的多次战争与政变完成的。
法国大革命的根本起因仍在于社会与经济之间的不平等与不协调。
在这之前，法国是欧洲典型的封建君主制国家，17世纪以后，法国也坚持重商主义国策，造船业、纺
织业、海外贸易等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股份公司也逐渐兴起，巴黎的证券交易所已经成为经济投机的
中心场所。
但新兴的经济力量受到了封建官僚制度的不断阻碍，国家的权力集中在封建统治者手中，国王、贵族
、僧侣掌握着特权，不断地通过税收和其他手段盘剥下层的财富。
资产阶级虽然在经济上有一定的地位，但在旧体制下，缺乏精神以及身份上的自由与平等。
法国社会的下层与上层同样存在严重的脱节，社会中的各种矛盾都处在激化的边缘。
1688年，巴黎的议会否定了国王抽税以及修改司法程序的通令，迫使国王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商议
新增税收之事。
但由于议会与国王之间在权力问题上的分歧，引发大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的统治。
革命之后的法国废除了原有特权阶层的权力，革除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差异，取消特权、教会的什一税
、卖官鬻爵的办法、一些国内的关卡、原有的税种，在社会低层实施全民平等，创造了一个各种经济
因素都能比较自由交易的管理体制。
而且，大革命过程中颁布了著名的《人权宣言》，使自由、平等观念深入人心，经济政策也就日趋放
任，新的社会组织既摆脱了封建制度的束缚，又没有宗教的干扰，资产阶级在这种环境里也自然逐步
发展壮大，资本主义在法国也就逐渐确立了统治地位。
　　资本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形成和发展为经济自由思想奠定了物质基础，经济制度的发展需要思想家
对现有的制度进行总结、归纳，概括出其中的优点与缺点，于是推动思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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