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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两院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存废困境及其化解

【摘要】“地方两院”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在法律层面和最高司法权威层面尚未获得正当性。与规范层面上的禁
止不同，出于司法适用需要，此类文件在实践中仍然禁而不绝。地方两院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禁而不止的根
源在于混淆了作为方法的司法解释和作为权力的司法解释。基于司法权的内在需要，地方两院制定此类文

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实践中，地方两院出于司法适用、回应政策需求以及适应地方具体情况等
目的而制定解释性质文件，部分规则有解释之名却隐含了立法之实。为缓解地方两院法律解释需要和规则

效力外溢之间的张力，应当从制定主体、功能界限以及裁判定位三方面对其进行限制。地方司法解释性质
文件规范化后，宜将其纳入地方人大和司法双重系统中进行相应的审查规制。
【关键词】司法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裁判依据；裁判理由

【作者信息】秦前红，武汉大学法学院；王杰，武汉大学行政监察研究中心

公民基本权益的概念证成
——以“强制亲子鉴定”备案审查案例为中心

【摘要】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备案审查工作报告中披露的“强制亲子鉴定”案的审查结论中认

为，亲子关系涉及公民人格尊严、身份、隐私和家庭关系和谐稳定，属于公民基本权益，受宪法法律保
护。该审查结论首次提出“公民基本权益”的概念，这既是对宪法上所规定的权利和利益的重大发展，也提出
了如何认识基本权益的问题。通过分析发现，人格尊严、家庭关系和谐稳定属于我国宪法明确列举的基本

权利，身份、隐私、亲子关系虽然未被我国宪法所列举，但仍然受宪法上人格尊严、家庭的保护。因此，
公民基本权益是公民基本权利和基本利益的总称，宪法上明确列举的权利属于基本权利，而宪法上虽未列

举但受宪法基本权利保护的属于基本利益。
【关键词】基本权利；基本权益；人格权；身份权；亲子关系
【作者信息】王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王彦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

以“合宪性、涉宪性”为方法
 ——从“连坐规定案”审查意见的方法逻辑切入

【摘要】《备案审查决定》第5条规定了涉宪性审查、合宪性审查的双审原理结构：首先是通过涉宪性审查
穷尽法律问题，通常情形下，合法性审查已实现有效审查，作为重要备位机制的合宪性审查不再启动；例

外情形下，穷尽法律问题仍未能实现有效审查，则进而展开合宪性审查。合宪性审查中援引宪法依据，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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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条款并依序援引，禁止向抽象的法规范逃逸。其中，在基本权利审查场域，具体的基本权利规范优先
援引，进而依需要辅助援引或单独援引“概括性人权条款”。据此方法规范，“连坐规定案”审查意见在对“连”

与“坐”涉宪性审查后，关于“连”的合宪性审查继续展开，所诉诸的“宪法第二章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
务’规定的原则和精神”，包括优先援引的第38条人的尊严条款、第33条第2款平等权条款以及补强援引的第

33条第3款“概括性人权条款”。
【关键词】合宪性审查；涉宪性；穷尽法律问题原则；连坐；筛选机制；备案审查
【作者信息】郑磊，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张峻通，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浙江省法制研究所

权利救济视角下备案审查与司法诉讼的制度衔接
——以《备案审查决定》新增条款为基础

【摘要】《备案审查决定》第6条和第14条的规定，为备案审查衔接司法诉讼制度的进一步细化提供了规范
空间。从保障当事人权利出发，可以具体搭建起以下制度衔接：当事人提起备案审查引发的备案审查决定

对已决原因案件、未决原因案件的两类溯及制度，备案审查决定作出后对在审案件以及审判终结案件的两
类普遍溯及制度。在程序上需要借助诉讼中止、恢复诉讼、再审等机制与备案审查形成联动，且当事人根
据备案审查决定提出再审应受到再审期限的限制，具体按照“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为由，自

知道备案审查决定作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但刑事诉讼除外。目前备案审查实践中普遍存在的书面审查
意见，其效力的发挥需以制定机关实际废止、修改规范性文件作为前提和具体起算点，且比照备案审查决

定予以适用。
【关键词】备案审查；司法诉讼；原因案件；溯及力；《备案审查决定》
【作者信息】梁洪霞，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备案审查与宪法监督研究中心

第三次分配的人权维度

【摘要】第三次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也是人权事业自主参与和实现的方式。第三次分配与人
权榫接于共同的伦理道德基础和社会福利增长目标。第三次分配以生存权发展权保护为理念引领、以平等

共享为参与方式、以实现人民幸福为价值归宿，是当代中国人权观的彰显。通过第三次分配促进人权保
障，应将第三次分配与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相衔接，夯实具体人权保障的基础。人权与其所依托的社会环境

呈现双向互动的关系，第三次分配的实施有利于营造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环境。第三次分配由道德信
念驱动、体现并蕴含着共同善的价值，第三次分配的实施有助于促进平等、尊重、宽容、社会责任等人权
观念的塑造。人权价值能实现对第三次分配制度的优化，促进第三次分配实施机制的完善：在资源配置

上，以人权理念引导第三次分配的资源流向，让第三次分配向弱势群体和薄弱环节倾斜；在监管上，将人
权与善治理念融入第三次分配监管，减少第三次分配中的失范行为；在社会主体自主参与第三次分配的同

时，国家应通过法律和政策对第三次分配进行支持和激励。
【关键词】第三次分配；人权；公益慈善；发展权；社会组织
【作者信息】匡宏，吉林大学法学院

私法平等的人格尊严权解释及规则展开

【摘要】民法平等原则因未能完成规则化而事实上虚置。其根源在于并不清楚什么是平等指向的确切法

益。在依循“价值观—方法论”逻辑，明确法益的基础上，可以形成规则体系。归结起来，交易理性论、宪
法平等论、实体空洞论、弱者救济论、人格尊严论各自提供了一套解释平等的说辞。就理据自洽性与技术

可行性而言，人格尊严论与其“区分特征+应用场景”双重测试为当前最优解。平等规则化与歧视判定具有制
度等价性，可以置于一般侵权行为的要件中考虑。其中，增补行为的测试规则、细化自由与平等法益的权
衡方法、厘清治理结构性歧视的社会成本分担逻辑是三项重要问题。

【关键词】平等原则；反歧视；区分特征；亚里士多德平等公式；人格尊严
【作者信息】林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

西藏妇女发展权保障的成就与展望

【摘要】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和平解放70多年来，西藏妇女各项权益保障经历了翻天覆地的转
变。宪法、法律、地方性法规以及各类政策文件为西藏妇女发展权利的实现提供了制度支撑，使西藏妇女

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等各方面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条件和大量的发展机会。展望未来，应当进
一步统筹兼顾西藏妇女各方面的发展需求，坚持党的十八大以来积累的有益经验，充分结合西藏的实际情
况和妇女权利保障的特殊性，不断保障落实西藏妇女平等享有发展的权利。

【关键词】人权；发展权；妇女权利；西藏
【作者信息】边巴拉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西藏大学政法学院；董帅，西藏大学政
法学院

美国堕胎与反堕胎争议的人权法分析

【摘要】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以联邦判例法形式确立了美国妇女的堕胎权。但自该案后，美国反堕胎主
义者在全国各地组织了各种声势浩大的反“堕胎合法化”抗议活动，采取各种手段阻止女性堕胎，最终促使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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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最高法院通过判决否定了美国女性受联邦宪法保护的堕胎权。美国妇女堕胎权宪法保障的丧失是美国堕
胎与反堕胎力量持续斗争的结果，也是不同话语竞争的结果。在人权理念影响下，美国反堕胎主义者逐渐

将宗教话语转化为“胎儿人格理论”“堕胎有害论”等人权话语，并获得了精英阶层的广泛支持，当胎儿生命权
与妇女隐私权发生冲突时，法律更倾向于保护胎儿利益。在此影响下，各种反堕胎立法在联邦与地方不断

涌现，也最终促成了联邦最高法院推翻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判例。但该案的宣判并不意味着纷争的结
束，围绕堕胎权问题的争论恐将一直持续。
【关键词】堕胎权；隐私权；胎儿人格理论

【作者信息】张剑波，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人权法学》秉持谨守分际、融合开放
的态度，致力于办成一本守正创新、特色鲜

明、品质优良，在教育界、学术界和实务界
有重要影响力的人权专业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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