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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和阐释

常健、高洁馨

【摘要】国际人权理念和规范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表达形式。中国在联合国及其人权机构中积极倡导
和阐释全人类共同价值，主要采取了三种方式：一是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指引阐述对人权事务的观点和主

张，二是提出或支持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人权提案，三是参与制定、投票支持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人
权宣言和公约。在国际人权领域倡导和阐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过程中，中国主要扮演了四种角色，即积极
倡导者、坚定维护者、内涵阐释者和共识凝聚者。中国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和阐释得到了国际社会的

广泛响应，中国提出的决议草案越来越多地被联合国及其人权机构通过，中国提出和支持的许多主张被纳
入联合国的人权公约、宣言和决议之中。

【关键词】全人类共同价值；人权理念；国际人权文件
【作者信息】常健，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主任、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
授；高洁馨，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国际人权法对引渡原则的影响

孙萌、荆超

【摘要】国际人权法在各国国内的实施，促进了保障人权的国际标准在世界范围被广泛接受，并推动了国
际法的人本化过程。国际人权法通过其被纳入引渡条约和国内法并将其适用于引渡案件，对引渡的制度与

实践产生了结构性影响。这不仅强化了罪行特定原则、双重犯罪原则与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等原有的引渡原
则对于人权的尊重和保障，而且还直接产生了以保障被引渡人的人权为导向的引渡原则——禁止歧视原则

和酷刑不引渡原则。国际人权法对于引渡原则的影响在兼顾国家引渡利益的同时，强调了国家对于人权保
障义务的履行，改变了现代引渡制度的整体风貌。
【关键词】国际人权法；引渡原则；人权保障

【作者信息】孙萌，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荆超，乌特勒支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国际人道法中“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功能区分标准及其法理反思

涂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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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大量的平民在事实上都可能会以不同角色卷入到具体的武装冲突之
中。随着现代武装冲突在思维范式、时空语境、科技条件等方面呈现出一系列新型的特点，平民“直接参加

敌对行动”这一现象已经更加广泛地出现，与此同时，作为国际人道法基础的区分原则也正面临着越来越严
重的法理挑战。传统的静态化的身份区分标准在解释力方面已经入不敷出。相比而言，建构一种以“持续作

战职责”作为基准的功能区分理论就显得尤为必要。以“功能区分标准”为基础廓清和厘定“直接参加敌对行
动”的法理概念有利于划分平民与直接参加敌对行动人员的界限。为了更好地落实区分原则在“直接参加敌对
行动”中的应用，在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解释性指南》的基础之上，现代国际人道法仍需强化功能区分标

准的法理价值、澄清“持续作战职责”的法理要素、划定直接与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功能边界，从而使得国际
人道法的解释体系在人道主义原则与军事必要性之间寻求一个可操作化的精巧平衡。

【关键词】平民；战斗员；“直接参加敌对行动”；身份区分标准；功能区分标准；持续作战职责
【作者信息】涂云新，复旦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副教授。

国际人权条约在各国法院的可适用性问题研究

孙心依

【摘要】当前，一些国家在实践中面临公民个体以国际人权条约作为准据法在国内法院主张权利救济之情

形，引发各国对国际人权条约在本国法院可适用性问题的争议。对于该问题，各国法院往往从条约解释的
角度切入，采用不同的解释方法和分析路径，出现了肯定性和否定性两级立场分化。本文提出，回溯可适

用性的法律原理，可以发现各国对国际人权条约在本国法院可适用性问题的判断实际呈现出一种共性的逻
辑：一方面对特定人权条约的可裁判性进行显性评价，另一方面则对该条约在客观上是否适合由法院适用
做出隐性考量。而各国当前的立场分歧主要源于对“条约是否为私人主体创设了诉权”以及“条约是否对缔约

国施加了具体义务”两个问题的不同结论。基于此，本文结合相关人权条约的约文及缔约背景，从私人诉
权、缔约国义务以及具体国情三个角度进一步研究归纳判断特定人权条约在国内法院可适用性问题的具体

标准。
【关键词】国际人权条约；可适用性；可裁判性；条约解释
【作者信息】孙心依，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论联合国职员的诉诸司法权

李赞、唐彦嘉

【摘要】诉诸司法权作为基本人权已逐渐成为一种共识。它在保障个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
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国际组织与其职员的就业争端中，主要基于保障国际组织职员的个人权利与维护

组织的司法管辖豁免这两方面的需要，联合国已经开始重视诉诸司法权的保障，通过构建和完善其内部司
法机制加以落实，并在国际人权保障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在国际组织公共行政权力与日俱增、个人权

益受其影响渐深的背景下，为国际法上的个人实现诉诸司法权的联合国实践，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与现实
意义。当然，目前联合国内部司法上诉机制在诉讼主体、救济措施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阻碍了职员
诉诸司法权的进一步实现。对此，联合国应继续完善相应制度，内部司法机构也需要尽可能利用司法裁量

权来突破其规约中不合理的限制，以更充分、全面地保障联合国职员的诉诸司法权。
【关键词】联合国；联合国职员；诉诸司法权；国际行政法庭
【作者信息】李赞，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唐彦嘉，清华大学法学院行

政法博士研究生。

远洋渔业船员人权保护的障碍和应对

于泓伟

【摘要】长期以来，远洋渔业船员享有人权的应然性和重要性被国际社会极大地忽略了，远洋渔业产业中

存在着严重而普遍的侵犯船员人权的违法现象。阻碍保护远洋渔业船员人权的现实因素众多，包括非法、
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IUU活动）的存在、三大渔业公约的国际接受程度不高、海洋法及人权法公

约应用无力、船旗国执法不力、港口国及沿海国管辖权的有效性有待考量、受害者无法在现有的双重人权
保护机制下获得有效救济等。国际社会应当提高对该问题的一致认识，发挥一般人权公约及其机制的积极
作用，鼓励船旗国、沿海国和港口国积极行使管辖权，并从渔业产品供应链的末端入手倒逼渔业产品出口

国改善管理机制。鉴于海洋环境的特殊性以及远洋渔业产业的生产特性，建议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及
渔业观察员计划，有效监测现实状况，积极探索在已经建立渔业合作关系的国家间推动海上人权仲裁项目

试点工作，切实保障远洋渔业船员的人权。
【关键词】远洋渔业；船员；人权；人权保护
【作者信息】于泓伟，大连海事大学硕士研究生。

美国1972年《教育法修正案》第九章对大学校园性骚扰的规制

杨婧

【摘要】美国法院通过判例确认了1972年《教育法修正案》第九章可以用于规范校园性骚扰。个人有权依

据第九章的规定，提起校园性骚扰诉讼并获得损害赔偿。目前，美国大部分高校都以第九章为依据，制定
了符合本校校情的政策。以哈佛大学为例，该校制定了相关政策，成立了专门机构，为规制校园性骚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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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尽可能多的资源和服务，并进一步规范了校园性骚扰的处理程序。在美国规制校园性骚扰的过程中，
适用证明标准的选择曾引发争论。公民权利办公室最终确定了高校在标准选择上的自主权，即可以自行选

择适用优势证据标准，或清晰且令人信服的标准来证实骚扰事实。为了更好地保护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
益，应该加大对校园性骚扰投诉处理程序的司法审查力度。

【关键词】《教育法修正案》第九章；性骚扰；哈佛大学；性别歧视；诉权
【作者信息】杨婧，湖南工业大学法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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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