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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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阮芳芳
【东南大学法学院 2020 级硕士研究生】

【摘要】安宁疗护的法益基础是公民的健康权。尊重公民意愿施行安宁疗护，符合健康权的积极性、消极
性内涵与主客体要求。我国第一部涉及安宁疗护的规范性文件《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存在“主体范围模

糊、形式要件单一、内容未形成范式、效力等级不明、生效与变更程序空白、隐私保护难度较大”等法律问
题。对此，应基于健康权对现行规范性文件进行提升改造，包括明确安宁疗护主体与范围、强化安宁疗护
参与人的权责、统一安宁疗护表现形式、明晰安宁疗护法律效力、细化安宁疗护生效与变更程序、有针对

性地保护隐私等，以进一步完善安宁疗护的规范体系。

【关键词】安宁疗护；健康权；《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法益基础

非医学原因生育力保存的伦理与法律分析 

周　燕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蒋其星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当前，非医学原因生育力保存的理论争议较大，且各国态度不一。我国对非医学原因生育力保存
持严格谨慎的态度，主要基于非医学原因生育力保存存在安全、伦理和法律风险。为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

和引导医学技术的正向发展，在伦理层面，应理性正视非医学原因生育力保存技术的应用问题，确立我国
非医学原因生育力保存的研究与应用的伦理原则，并加强非医学原因生育力保存技术的伦理风险审查；在

法律层面，有必要及时明确立法规制，加强对医疗机构技术应用监管，限制生育力保存者的使用范围，以
及明确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关键词】非医学原因；生育力保存；伦理风险；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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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公共卫生法治与健康权保障】



刘　亮
【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

【摘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下，对公民权利的限制与保护成为法治框架内应对非常状态的重要命题。为
维护公共健康利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首要任务是防止危害扩大，由此涉及对公民人身自由、隐

私权、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等权利的限制。除防止危害扩散外，需要对公民健康利益进行维护以及必要的
救济，为实现这一目的，同样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构成一定限制。应急法治下的权利限制需要遵循基本的
法治原则，包括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和程序正当原则。随着公民权利限制事由的变化或消失，需及时

调整公民权利限制规则，对于权利受到限制的公民，应当根据情势变更，及时解除限制。应急法治体系的
完善，需要立法、执法、司法以及守法的全方位配合。

【关键词】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法治；公共健康利益；权利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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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法学系教授】

【广东省法学会港澳台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广州医科大学卫生法治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陈梓铭
【南方医科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摘要】“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引发生了生殖系基因编辑的科学研究在技术和伦理层面的巨大争议。我国在生
殖系基因编辑问题上，既面临个体权利与社会利益的价值冲突、科研自由缺乏明确的法律底线、受试者及

出生婴儿的权利亟待保护三重法理困境，又存在法律规定分散、难以实操和监管羸弱两大缺陷。应当参考
生殖系基因编辑的实践经验，以及科学界对其达成的规范共识，在分类限定治疗型生殖系基因编辑的前提
下，以加强生殖系基因编辑的监管制度、完善受试者和已出生婴儿权利保护为进路，强化生殖系基因编辑

的规范与监管。

【关键词】生殖系基因编辑；“基因编辑婴儿”；治疗型；规范；监管

服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权的理论证成与实现路径

张新民
【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朱冠昊
【西南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西南大学社会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摘要】基本养老保险权是第二代人权的基本内容，内含了老年人人格尊严和养老社会保障的共同指向。
服刑人员享有基本养老保险权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基本养老保险权是服刑人员维持人格尊严的道德伦理基
础、实现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重要保障，以及促使其回归社会的重要权利载体。目前，我国服刑人员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主要存在政策法规不完善、基本养老保险权受限和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衔接机制缺失亟待解
决等突出问题。为进一步完善服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法治建设，应当在法律层面明确规定服刑人员基本养

老保险权、落实服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各项政策措施、建立专门化的服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管理体
制，以及重塑服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接续、恢复机制。

【关键词】服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权；正当性；再社会化；人格尊严

儿童数据适龄保护规则构建

蒋圣力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

【国际人权与人道主义法研究中心主任】
戴　苑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2020 级硕士研究生】

【摘要】大数据时代，儿童数据在网络环境中面临着人格权益风险、人身安全风险和经济风险等诸多风
险。目前世界多数国家有关儿童数据保护立法的不足主要在于，采取对全部儿童适用完全相同的数据保护

措施的“一刀切”模式，忽视了不同年龄阶段儿童个体成熟度的现实差异，无法达到提供有针对性的、恰如其
分的儿童数据保护的效果。应考虑对儿童数据采用适龄保护，以更大化地发挥现有法律规则的作用并弥补
其不足。对此，国际社会中已有的儿童数据适龄保护规则中的有益成分或可以作为进一步健全完善儿童数

据保护规则的参考。为充分实现适龄保护的应有效果，在构建相关规则过程中应当注重保障规则能够切实
贴合儿童数据保护的鲜明特征和特别需求，弥补儿童被动创建数字身份的法律规制的空白，以及纳入多利

益相关方共同参与儿童数据的治理。

【关键词】儿童数据保护；适龄保护规则；“场景一致性”原则；赋权与保护

【学术前沿】

【全球人权治理】



国际发展援助赋能的中国实践

廖予含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国际发展援助是促进全球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近年来，国际发展援助模式逐渐由以“改造”为导向

转变为以“赋能”为导向。“赋能”以国家间的平等关系为起点，在国际团结的基础上开展合作，改变造成权利
剥夺与匮乏的国际经济及政治秩序，建立正义的全球发展体系。中国作为南南国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
国际合作架构为伙伴国家实现发展创造内部条件、疏通外部障碍，为以“赋能”为导向的国际发展援助模式走

向主流化创造了强大的推动力。随着越来越多的南方经济体参与其中，新发展援助模式正在重塑全球发展
体系的整体格局。

【关键词】国际发展援助；赋能；发展；“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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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阳
【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讲师】

【摘要】2021 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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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修订草案）》第十一条将跨国公司侵犯人权作为新涉外特殊侵权，并在准据法的确定问题
上秉持实体 / 程序二分法。跨国公司侵犯人权之程序问题适用法院地国法，实体问题基于保护弱者原则适
用受害人单边选择的侵权行为地国法或侵权人住所地国法。然而，实体 / 程序二分法存在实体与程序问题

的识别困境，可能导致法院地法的滥用，且不符合当代国际私法价值取向。另外，与当代涉外一般侵权冲
突规范相比，第十一条所述连结点整体而言不够多元化，具有滞后性和不周延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

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并无跨国公司侵犯人权案件冲突规范的专门规定，我国可对跨国公司侵犯人权案件
冲突规范采取分割制。

【关键词】跨国公司的人权责任；涉外法律选择；实体 / 程序二分法；侵权人住所地国法

气候正义的跨地域性对国际气候变化机制的贡献

[ 巴西 ] 道格拉斯·德·卡斯特罗
【兰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 巴西 ] 阿拉纳·科斯塔

【美国安布拉大学国际法硕士研究生】
李清宇译

【兰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摘要】在科技的不确定与未知性盛行的风险社会中，国际气候变化机制的监管效力面临着严峻挑战。鉴

于此，国际社会已多次召开会议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危机。但是，由于该监管机制将国际与国内两
方面割裂开来，使得机制应对危机的力度不够，有效性存在巨大的缺陷。国际与国内间的管制空白促进了
气候正义跨地域假想的出现，也使得相关思潮、共同价值观及世界观不断涌现，进一步激发学者探求突破

主权国家的界限及通过传统的制定国际法以解决问题。本文将气候正义与提升国际气候变化机制监管有效
性中的因果关系作为假设前提进行研究，指出法律是跨地域流动监管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气候变化；气候正义；跨地域

【全球人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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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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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