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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人权司法保障十大案例评析（第4期）

《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 
专家研讨
“以人民为中心”人权理念的话语表达（第1期）

赵树坤

论“不断健全残疾人权益保障制度”：标准与路径（第1期）
张爱宁

中国参与全球人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1期）

毛俊响
论“加强人权法治保障” （第1期）

陈佑武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保障人权的理念、实践与启示（第1期）

彭芩萱

人权文化与人权文明
论回归生活世界的人权文化（第2期）

齐延平

论人权文明的多样性（第2期）
何志鹏

比较人权文化中的权利与义务——以西方、中华传统和马克思主义文化范式为样本的分析（第2期）
涂云新

环境宪法与部门宪法视域中的环境权
环境人权在联合国系统之演进——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8/13号决议之评析（第3期）

吴卫星
环境权的制宪原旨与宪法审查——基于法国《环境宪章》的研究与借鉴（第3期）

王建学
环境权的内容辨识与实践路径考察——以典型案例为对象（第3期）

刘长兴

中国部门宪法的展开——以环境宪法和经济宪法为例（第3期）
张翔、段沁

老年人权益保障
老年人照护与人权保障（第6期）

唐钧
权利的法与社会维度:基于老年人精神赡养权的分析（第6期）

李俊
从服务体系建设方略到制度化权利保障———14省区市养老服务立法的分析与反思（第6期）

刘远

体育、法治与人权
刑法何以保护体育权:体育刑法法益证成（第6期）

贾健

竞技体育视域下双性人的权利保护——基于“塞门娅案”裁决的省思（第6期）
叶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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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的具体普遍性——一种人类学的视角（第5期）
[法]诺伯特·鲁兰

人权的“内”与“外”（上）（第6期）
程志敏

陕甘宁边区妇女婚姻权利观念的兴起（第1期）
杜娥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中的住宅权理论解析（第2期）

刘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权精神内涵及司法实践（第3期）

樊晓磊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人权观的特点（第4期）

范电勤、龚洋洋

中国人权白皮书的话语叙事:基于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展开（第4期）
谭堾垿

马克思历史观念中的法律思想（第5期）

彭双杰
历史唯物主义法学原理中的有机体隐喻探源（第6期）

姚远

爱因斯坦的人权观念探析（第4期）
黄点点

罗伊诉韦德案判决多数意见的权利理论重构——选择论的替代性论证思路（第4期）
张玉洁

论作为人权的居住权（第5期）
刘志强、卢昇

各国人权行动计划比较:功能定位、阻碍因素及实施意义（第1期）

许尧
“基本生活水准权利”在中国的实践——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实施为视角（第2期）

张祺乐
规划型人权发展进路：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为切入点（第6期）

王理万

全媒体时代人权工作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战略定位与可行性探索（第5期）
钱锦宇、郭淼

“深度伪造”背景下人格权保护的困境与应对（第1期）
冯婉淇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实施机制研究（第2期）

肖君拥、肖雨杨
论作为行政教育措施的训诫（第3期）

江国华、孙中原

论“紧急状态”中的二律背反与消解（第3期）
方旭

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律体系对经济制裁的规制（第3期）
方瑞安

出行自由保障的中国经验与理论贡献（第4期）

鲍墨尔根
全球供应链治理视角下跨国公司人权尽责的法律规制（第4期）

李卓伦
践行少捕慎诉慎押保障被追诉人人身自由的中国实践（第5期）

李昌林

人权司法保障视域下值班律师身份定位的解释论（第5期）
自正法、刘小庆

中国境内非常规移民遣返问题的现状与对策（第5期）
唐刚

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与实践

人权法理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人权教育与培训

学术前沿



“人权”语词在裁判说理中的适用——基于471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第1期）
邵珠同、袁南

叙事与立场:中国人权对外新闻话语主框架——基于《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权报道（2002-2021）的内
容分析（第2期）

解庆锋

互联网平台算法的管理引导研究（第3期）
孙莹

《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法》(公开征求意见稿）修改建议（第5期）
高一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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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证研究

智库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