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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投资人权风险的治理不足与法治优化路径

何志鹏
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崔　鹏
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人权风险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一种新型风险。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不仅面临着直接的人权风
险，还需要应对间接的人权风险。然而，在海外投资人权风险的治理实践中，政府和企业的工作都存在不
足之处。涉外法治是我党应对涉外法律风险，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大战略。以涉外法治理

念和原则应对海外投资人权风险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适格性。在以往的涉外工作中，立法工作取得了一定
的成绩，但是践行法治应对海外投资人权风险的工作仍需加强。因此，需要更好地发挥涉外法治工作的价

值，优化海外投资人权风险的治理路径。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完
善良法，以良法保障善治，优化善治，以善治落实良法；提升涉外法治水平，处理好斗争与合作的关系，
综合运用涉外法治合作与斗争双重范式；培养风险意识、法治意识和责任意识，对于人权风险，事先积极

主动预防，事后及时依法救济，做到有备无患和救济得法。

【关键词】海外投资；人权风险；治理；涉外法治

我国儿童人权的法治化进程、贡献及展望

张善根
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院教授

杜伟杰
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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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我国儿童人权的立法考察不仅可以呈现儿童人权法治化的发展历程，还能挖掘法治推动儿童人
权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以儿童为中心的专门立法为标志，可以将儿童人权法治化进程划分为摸索确立期、

体系形成期和深化拓展期。摸索确立期以《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出台为标志，这是我国首部以保护未成年
人为主旨的立法，在中国儿童人权法治建设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体系形成期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的出台为标志，通过对《未成年人保护法》进行补充，为儿童建构出一种新型的特殊保护，形成了儿童人
权法治体系的基本框架，是儿童人权法治化的重大发展。深化拓展期以《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出台为标
志，拓展了儿童保护的立法范畴，将儿童保护立法从以儿童为中心扩展至家庭，这也意味着我国儿童人权

法治体系有了新的拓展。未来儿童人权的法治化，不仅需要进一步解决儿童人权法治建设中的问题，不断
完善三部法律。还需要遵循身心发展特征，坚守儿童利益最大化，以进一步拓展未成年人立法空间，推动

儿童人权法治建设的法典化，为儿童人权保护事业提供中国经验。

【关键词】儿童人权；法治化；少年司法；人权贡献

未成年人权利规制：正当性、泛化隐忧与原则重申

李海峰
江苏师范大学教育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青少年法治教育中心研究员

【摘要】对未成年人进行妥当的法律保护需要拨开笼罩在形式保护路径上的实质限制疑云。在当前法律框
架下，未成年人的政治权利、人格权利、人身自由、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等受到部分规制。与成年人权利
规制理论扎根于公共利益维护和主体权利共存不同，未成年人权利规制并未通过立法程序实现群体规制承

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立法民主性、程序性和裁量性难题。未成年人权利规制具有特殊样态，其理论
基础、程序构造与限制期限均与成年人权利规制不同。但当前法律对未成年人权利规制存在泛化隐忧，必

须严格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法律保留原则、明确性原则和比例原则的要求，以检验规制范围和措
施的正当性。

【关键词】未成年人；权利规制；正当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我国用人单位托育服务政策：意蕴、价值与实现

喻术红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梦云
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摘要】鼓励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托育服务，是我国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措施中的重要内容，我国用人
单位托育服务政策契合儿童福利理念，具备多重价值和目标。由于用人单位托育服务政策意蕴不明确，用
人单位提供托育服务的成本收益失衡，相关托育服务政策实施面临困境。因此，应当明确用人单位托育服

务政策的具体内涵，构建用人单位提供托育服务的成本共担机制，探索用人单位提供托育服务的多元模
式，以便捷、高效、可持续地为职工提供普惠性、福利性托育服务。

【关键词】用人单位托育服务；儿童福利理念；普惠性；育儿支持

马克思恩格斯人权观的经典语义与时代意义

李　翌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　振
同济大学人的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批判资产阶级“抽象和具体”倒置的人权观，反驳“天赋人权论”的抽象观念论属
性，强调人权的社会历史性和现实根基性；揭示资产阶级革命意义上的政治解放只是人类解放历史使命的

阶段性目标，揭露资产阶级人权主体的阶级抽象性、虚伪性，及其作为资产阶级特权与资本逻辑利益表达
的异化本质；指出阶级社会中的人权的阶级属性，人权不可避免地服务于统治阶级利益而延续历史的不平

等。由此，人权的真正实现与人的解放必然要求消灭阶级，这一运动的主体是无产阶级，其核心内容和标
志则是无产阶级的人权的实现与普遍化。作为一种需要被不断超越的历史性权利，人权既需要批判性话
语，也需要建构性的理论与实践；既要强调当前阶段人权阶级性特质，也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世界

共同繁荣。从性质来看，要使人权具有人类解放的属性；从内容来看，要使人权成为现实权利；从实践来
看，应提倡多元的人权道路。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资产阶级人权观；社会主义人权观；人类解放

新《体育法》中“妇女特别保障权”的规范建构及实践路径

万　艺

【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与实践】

【体育、人权与法治】



江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摘要】2022年最新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确立了“平等保护＋特别保障”的立法模式，首

次在法律层面规定了“妇女特别保障权”。尽管新体育法共有四处提及妇女权益的特别保障，但并未对“妇女
特别保障权”的内涵与权能等详细展开。结合我国宪法中平等权的国家保护义务功能与集体人权理论，规范

建构出可被实践化的“妇女特别保障权”，剖析出内嵌其中的“体育性别平等权利、国家特别保障权利、特殊
权利与组织权利”四重内涵。为推动“妇女特别保障权”之落实，进一步提出相关的立法及政策建议，借此探
索体育领域中推动性别平等的法律进路。

【关键词】妇女特别保障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平等权；国家保护义务；集体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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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体育领域性侵害现象的严重性和普遍性是美国社会无法回避的问题。女性运动员遭受性侵害，其
形成机理主要表现为处于支配地位的权力压迫和处于从属地位的权力顺从。尽管美国通过诸如加强对体育

组织的监管、设立安全运动中心、打击体育领域的性侵害行为等相关举措来预防和制止体育领域的性侵害
现象，但美国体育治理传统模式中相互推脱责任的结构趋向和追求商业利益的价值取向使得美国体坛的改

革之路仍旧举步维艰。

【关键词】女性运动员；性侵害；权力支配；法律保障；体育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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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大学法学院研究人员

【摘要】卡塔尔世界杯劳工人权问题是国际足联治理世界杯人权问题的首次实践。国际足联是根据瑞士国
内法成立的组织，在国际法律文件和国际司法实践中，国际足联被认为是国内组织。在国内法维度，国际

足联参与人权治理的法律渊源由瑞士国内法、卡塔尔国内法，以及瑞士和卡塔尔各自缔结或参加的有关人
权保护的条约共三部分组成。然而，没有任何法律授权国际足联独立介入卡塔尔世界杯劳工人权问题。国
际足联既不是卡塔尔或瑞士国内法规定的有权处理人权问题的法定机关，也没有取得国际人权公约、企业

人权尽责规定的任何授权。国际足联治理世界杯人权问题不具备合法性。

【关键词】国际足联；国际人权法；人权；企业人权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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