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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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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人权法学在中国的肇始，首先是从法理学和宪法学中延伸发展起来的。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

老一辈法学家就已经开始对人权进行研究。在20世纪80-90年代期间，西南政法大学法理学科的学者们，
从法学视角对人权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集中研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人权研究现象。黎国智、卢云、王明三
等法理学家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功底和宪法学基础，带领一批年轻学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

导，立足法理学科，以人民权利、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法理学研究为进路，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人权法学理论研究格局，还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权法学学者。西南政法大学人权法学研究的
学术历程，具有历史、学术与现实的三重意义，在人权法学肇始阶段的贡献理当成为必不可少且十分重要

的学术记忆。

【关键词】人权法学  人民权利  马克思主义法学  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  法理学

【作者】卓泽渊，法学博士，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专题：环境公益诉讼

环境公益诉权法权结构的回溯与厘界

点 击 上 方点 击 上 方点 击 上 方 蓝字，蓝字，蓝字， 关 注 《 人 权 法 学 》 公 众 号关 注 《 人 权 法 学 》 公 众 号关 注 《 人 权 法 学 》 公 众 号

【目录】

【内容摘要】

人权法学编辑部 2023年09月27日 22:14 重庆人权法学

javascript:void(0);


【摘要】环境公益诉权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核心与基础，决定了实体性环境权能否实现的程序性保障。实
践中，环境公益诉权研究在促进环境公益诉讼理论的创新与重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完善与超越的现实价

值被严重低估。重新对环境公益诉权法权基础“元问题”进行回溯与追问，重新厘界环境公益诉权的法权向
度，并由此对环境公益诉讼目标实现和环境权益维护确立新的价值与目标，成为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

重要前提和保障。

【关键词】法权环境  公益诉权  环境公益诉讼  环境人权

【作者】刘洪岩，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生态法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环境与资源法教研室主任。

环境公益诉讼纳入国际环境公约履约体系的路径研究

【摘要】完善环境立法与执法是我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湿地公约》等国际环境公约的传统方式，
相比之下，环境公益诉讼在国家履约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尚未凸显。将环境公益诉讼确立为一项常规履约
方式之外的补充手段在法理上符合国家履约的形式要求，在规范上存在恰当的解释空间，在实践中展现出

履约意愿与履约实效。考察我国实践可见，环境公益诉讼能以国家司法力量驱动履行公约义务，有助于更
好地落实环境公约的目的与原则。将环境公益诉讼列入国家履约体系并充分体现于国家报告中，可以统筹

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为全球环境治理注入中国司法力量。

【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  国际环境公约  履约机制  《生物多样性公约》  《湿地公约》

【作者】秦天宝，法学博士，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斯羽，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

研究人员。

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中“不依法履行职责”的判定标准

【摘要】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中，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是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诉讼程序的
前提性条件。在判定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职责时，要跳出现行判定标准学说的困囿，以环境行政公益诉

讼制度目的为基础，同时考量行政机关无法行使职权及行政机关行使职权无法改变公益受损现状这两种客
观情形，进而为检察机关判定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职责设定两重进路。在第一重进路中，公共利益得到
救济和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的目的同时实现，应为最佳状态。在第二重进路中，在两种制度目的只

能实现其一的情况下，当公共利益得到救济但行政机关未尽职责时，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仍具有可责
性，应认定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行职责；当行政机关穷尽职责但公共利益仍未得到救济时，应认定行政机关

已依法履行职责。

【关键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诉前程序  行政机关  依法履职  判定标准

【作者】王灿发，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法学分会主任
委员；王政，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环境法学博士研究生。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的代履行：问题与对策

【摘要】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与法院认定的代履行违法的主要情形是行政机关怠于履行代履
行职责。对于代履行不作为的判断标准，检察机关与法院主要从是否存在法定的代履行职责与代履行是否
已经履行两个方面展开。法院通常会支持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作出确认违法判决和履行判决。检察机关

与法院对代履行的审查存在一些不足，如判断标准偏重结果、未考虑代履行有无现实可能、履行判决的内
容难以确定等。完善检察机关与法院对代履行的审查，建议从检察权、审判权与代履行中行政机关裁量权

的关系入手。代履行中的行政裁量主要表现为行政机关决定是否实施、何时及如何实施代履行。一方面，
检察机关与法院应保持谦抑，不得取代履行中的行政裁量；另一方面，应建立代履行行政裁量审查标准，
包括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承认代履行的客观不能、比例原则、程序控制和行政裁量收缩理论。

【关键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代履行  怠于履行代履行职责  行政裁量

【作者】栾志红，法学博士，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中国人权发展道路

新时代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中的受教育权保障

【摘要】受教育权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也是一项基本人权，是教育发展的核心议题。对
教育高质量发展和人的发展而言，受教育权是两者具有通约性的权利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受教育权的边界不断扩展，延伸出公平优质受教育权这一新的受教育权主张。受教育权是教育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前提，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受教育权实现的根本保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二者共同的价值旨
归。受教育权的保障与实现需要国家、学校、家庭、社会等主体的共同行动。为此，应完善立法、加强制

度建设、把握数字化机遇、协同家校社共同推进受教育权保障体系建设，助推教育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教育高质量发展  受教育权  公平优质受教育权  受教育权保障



修改于2023年09月29日

【作者】陈·巴特尔，南开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权研究中心研
究员；马慧卿，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人权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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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我国《监狱法》第47条关于监狱检查及扣留罪犯信件的规定似乎与《宪法》第40条的表述不符，
且在实践中，诸如“法院调取通话记录”情形中的合宪性问题亦引起了学界广泛热议，学者们结合各种理论学
说针对《宪法》第40条或一般性法律条文提出了修改建议或各种解释进路，却忽视了法律条文本身的独立

价值（论证性商谈）与具体场景中所适用条文的选择（运用性商谈）之间的差异。“交警查手机”“法院调取
通话记录”及《监狱法》第47条对于罪犯通信权的限制性规定这三大实例虽然都有着各自问题的特殊性，但

亦有着逻辑上的共性，即首先需要认识到加重的法律保留即“限制的限制”在具体场景中并非完全缺乏限制，
进而才能在条文的具体适用中探寻出一条合适的对加重的法律保留加以限制的解释方案。如对于《监狱
法》第47条的合宪性问题，应将对条文制定目的及对该条文与基本权利条款之间的实质关系的分析相结

合。

【关键词】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加重的法律保留  交警查手机  法院调取通话记录  《监狱法》第47条

【作者】赵涵，清华大学法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

新型数字权利：试想数字时代的其他基本权利

【摘要】政府和企业对数字技术日益广泛的使用，引发了有关数字技术监管尤其是有关公民享有的权利和

法律保护的疑问。其重点主要在于现行的（基本）权利的行使和修改的可能性。然而，这一领域的辩论和
法律研究缺乏关于公民在数字时代应当拥有哪些新型权利的更广泛讨论。一些新概念只是偶尔才会浮现，

如“被遗忘权”。倘若我们现在从零开始草拟一些新的、额外的权利，而不受制于一系列现行的基本权利，便
需要确定在数字时代可以设想出的具体权利。提出公民在数字领域所享有的各种新型权利，可以就此开启
一场更广泛的法律辩论。

【关键词】数字权利  离线权  网络接入权  不去知情的权利   改变主意的权利  个人数据的价值  清洁的数

字环境  安全的网络环境

【作者】【荷】巴特·卡斯特斯（Bart Custers），荷兰莱顿大学法律与数据科学教授，法律与数字技术中

心负责人；黄安杰，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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