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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国人权司法保障十大案例评析（第4期）

人权的 “内” 与 “外” （下）（第1期）

程志敏

人权法学作为独立学科在中国的肇始——以西南政法大学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人权研究为对象的

考察（第5期）

卓泽渊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专栏（第3期）

历史、具体、现实：当代中国人权观的三重建构逻辑

鲁广锦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权发展间的三重逻辑

常健

论当代中国的人权观自信
杨春福

复数的权利：与西方对话的中国人权文明新形态
徐爽

《民法典》中的人权（第1期）

《民法典》的人权之维：论数字人权的私法保障

高一飞

《民法典》视域下 “工作场所性骚扰” 的用人单位责任研究

何霞、冉智勤

论《民法典》中的人权保护

潘俊

公共卫生法治与健康权保障（第2期）

论安宁疗护的法益基础与完善建议——兼评《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

刘建利、阮芳芳

非医学原因生育力保存的伦理与法律分析

周燕、蒋其星

论应急法治下对公民权利的限制与保护——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为例

刘亮

论生殖系基因编辑的规范与监管——基于 “基因编辑婴儿” 事件的分析

吕群蓉、陈梓铭

纪念《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三十周年（第4期）

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一座里程碑的历史

特别策划

特稿

专题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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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世彦

迈向全球人权治理的新图景：《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兼论对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启示

张万洪、许雯娜

环境公益诉讼（第5期）

环境公益诉权法权结构的回溯与厘界

刘洪岩

环境公益诉讼纳入国际环境公约履约体系的路径研究

秦天宝、刘斯羽

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中 “不依法履行职责” 的判定标准

王灿发、王政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的代履行：问题与对策

 栾志红

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第6期）

我国儿童人权的法治化进程、贡献及展望

张善根、杜伟杰

未成年人权利规制：正当性、泛化隐忧与原则重申

李海峰

我国用人单位托育服务政策：意蕴、价值与实现

喻术红、李梦云

体育、人权与法治（第6期）

新《体育法》中 “妇女特别保障权” 的规范建构及实践路径
万艺

美国女性运动员遭受性侵害的发生机理及其问题研究

茹倍宁
国际足联治理世界杯人权问题的合法性研究——以卡塔尔世界杯劳工事件为例

芦斌洋

《神圣家族》中人的解放思想的层次及其意义（第3期）

任帅军

马克思主义人权观视阈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第4期）

赵君、高奇

马克思恩格斯人权观的经典语义与时代意义（第6期）

李翌、李振

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中的受教育权保障（第5期）

陈·巴特尔、马慧卿

人权商谈建构论 ——以福斯特为中心（第3期）

李聃

论人格权类型化的路径与方法（第3期）

乌日力嘎

我国宪法上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保护条款的内涵重释——对 “加重的法律保留” 的限制性解释（第5期）

赵涵

新型数字权利：试想数字时代的其他基本权利（第5期）

[ 荷 ]巴特·卡斯特斯著，黄安杰译

国际发展援助赋能的中国实践（第2期）

廖予含

论跨国公司侵犯人权案件中准据法的确定——基于《在国际人权法中规范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活动

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的研究（第2期）

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与实践

中国人权发展道路

人权法理

全球人权治理



刘阳

气候正义的跨地域性对国际气候变化机制的贡献（第2期）

[ 巴西 ] 道格拉斯·德·卡斯特罗、[ 巴西 ] 阿拉纳·科斯塔著，李清宇译

海外投资人权风险的治理不足与法治优化路径（第6期）

何志鹏、崔鹏

死者名誉的刑法保护——以《民法典》第 994 条为切入点（第1期）

卢有学、陈俊任

再论侦查阶段律师帮助权的理论界定与内涵拓展——以 Salduz 案为例（第1期）

张全涛

数字时代的老年人人权：内涵厘定与保障路径（第1期）

陈昫

欧美人权尽责立法的反身法规制理念及进路——基于 “当地居民” 的视角（第1期）

阮京丞

服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权的理论证成与实现路径（第2期）

张新民、朱冠昊

儿童数据适龄保护规则构建（第2期）

蒋圣力、戴苑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刑事程序模式（第4期）

谢进杰

房屋征收中停产停业损失补偿的分配问题研究（第4期）

梁洪霞、欧淼

“数字弱势群体” 权利保护的国家义务及实现路径（第4期）

聂帅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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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权与涉外法治

学术前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