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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的“内”与“外”（上）

程志敏
【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社科中心教授】

【摘要】“人权”是现代观念，具有久远和深刻的根源，在当前和未来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人权”思想，在
古代并不发达，在近代却占据着社会政治的主导地位，并在当代呈现出复杂的面相。人权的兴衰从根本上

（即“内”）出于何种原因，又折射出怎样的思想变局（即“外”），需作全面考察。人权因自身的某些先天不
足，致其不再具有实质性内涵，易于蜕变为空洞的外在性话语。但人权具有内在的本体论根基，它以生存
论为基础，是理性的产物，更与神圣法则有着间接而迂远的联系。而在具体的实践中，人权存在着诸多不

同的面相或维度。人权不是西方人发明的垄断国际关系的“专利”，而是全面、普遍、永恒和绝对的精神诉
求、价值导向、法律规制、伦理主张，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目标。

【关键词】人权；话语；本体论根基；普遍；特殊；义务

老年人照护与人权保障

唐  钧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摘要】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联合国从维护老年人的基本人权出发，提出了“联合国老年人原则”
“健康老龄化”和“老年人长期照护”等理念，并形成了国际共识。1990 年，哥本哈根世界老龄大会提出了“健
康老龄化”概念。2016 年，世界卫生组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功能发挥”为核心的新版的“健康老龄化”，具

有革命性、开创性的意义。面对人口老龄化趋势，我国政府积极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提出：“国家建立和完善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中国政府提出

了“居家—社区—机构”三层次的老年照护体系。只有真正把握老年照护体系的实质，才能以科学的、合理
的长期照护服务使老年人真正拥有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从而满足和维护老年人的基本需要和权利。

【关键词】老年人长期照护；联合国老年人原则；健康老龄化；人权保障；老年照护体系

权利的法与社会维度：基于老年人精神赡养权的分析

【特稿】

【专题：老年人权益保障】



李　俊
【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法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摘要】老年人精神赡养权属于特定群体权利。从法律社会学的视角看，精神赡养权的产生与实现与特定
时空下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包括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子女与父母在家庭中的关系变得个体

化，以及传统孝道的伦理约束力减弱。因应精神赡养权产生的背景，其实现不能仅凭立法和司法保障，还
应该从孝道和社会整体的制度安排着手。然而，目前无论是立法、司法救济，还是社会制度、资源的整体
安排，对这项权利都缺乏足够充分的回应能力。未来应着眼于从国家与社会、立法与司法、社会伦理与整

体环境的角度进行设计、调整。一是进一步完善精神赡养立法中的义务规定；二是针对性设计适应老年人
的司法救济；三是通过国家制度对赡养福利做出安排；四是厚植权利的社会伦理和社会氛围。

【关键词】老年人精神赡养权；孝道；立法；司法保障；制度安排；社会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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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远
【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人权研究院研究人员】

【摘要】养老服务地方立法是养老服务法治实践的制度化成果，亦是社会服务制度化发展的重要本土资

源。通过聚焦 14 个省级行政单位颁布的地方养老服务条例，发现目前的立法更多关注政府职责，未能厘清
家庭赡养和社会化养老、普惠服务和特惠服务的制度区分，亦没有对老年人和社会主体的能动性给予充分
关注。对此，养老服务立法应当彰显权利保障的立法理念，充分尊重老年人的权利主体地位；尊重老年人

的多样性，以法律规范明确养老服务的多样化需求，并根据法律关系的特征实行分类调整；强化行政监管
的同时创新治理方案，提供多元化的纠纷解决和救济渠道，切实保障老年人在养老服务中享有的权利。

【关键词】养老服务立法；地方立法；养老服务条例；老年人权利

历史唯物主义法学原理中的
有机体隐喻探源

姚　远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暨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副教授】

【摘要】马克思对“法的关系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命题的原初完整表述，采取了有机体隐喻的形式。流行

叙事主要联系黑格尔法哲学来理解这个命题本身及其隐喻表述，但这是不够的。从黑格尔的国家有机体隐
喻到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有机体隐喻，其间的直接继承关系并不像乍看之下那样确定无疑。仔细探究马克思

有机体隐喻的多重源头，其中的法兰西因素值得充分关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只是马克思用以解决自身疑
问的“第一项工作”，而在一度跟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缠绕在一起的所谓“第一阶段政治经济学考察” （1843 年
底至 1844 年初）中，马克思亦分析和回应了“法兰西思潮本身的内容”。萨伊的著作，为重新理解这个阶段

马克思思想发展提供了主要线索，其中向马克思率先示范了市民社会有机体隐喻和相关的生物学资格，也
同其他近代法文著作一道，为人们开辟了在黑格尔主义之外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法学原理的可能性。马克思
对有机体隐喻的运用，关乎法律世界的祛魅、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会通、科学著作中的修辞因素等重大

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关键词】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法学原理；有机体隐喻　黑格尔；萨伊

刑法何以保护体育权：体育刑法法益证成

贾　健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体育刑法的实定法体系及体育刑法学的学科体系一直没有在我国建立起来，根本原因在于体育刑
法的同类法益及其正当性基础没有被揭示。体育刑法法益的证立，必须结合体育的功能与共同体的主流文
化价值。宪法规范之于体育刑法同类法益的生成意义，只限于必要但非充分层面。体育作为象征符号以增

强团体凝聚力、认同感的价值应被提升为最值得刑法关注和保护的价值。承载这一价值的竞技体育比赛之
真实性就是体育同类法益的具相。这一法益经过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理论的类比考察，符合刑法的必

要性与最后性原则的验证。

【关键词】体育刑法同类法益；宪法规范；社会文化价值　家族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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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依文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硕士研究生】

【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与实践】

【本期聚焦：体育、法治与人权保障】



【摘要】2019 年，国际体育仲裁院裁决了塞门娅诉国际田联 DSD 规则上诉案，认为双性人女运动员必须
外服药物降低体内睾酮指标，才能参加部分田径女子项目。一方面，国际体育仲裁院对“塞门娅案”的裁决体

现了竞技体育公平竞争价值的内在精神，也回应了其他女性参赛运动员平等竞赛的诉求；另一方面，该项
裁决对双性人运动员的健康权、人格尊严等基本人权产生了消极影响。该裁决为了保护商业体育赛事的公

平性，而牺牲少数特定人群的基本人权，这一做法不符合优先保护基本人权的价值取向。商业体育竞技赛
事应当在平等保障每位运动员人权的基础上，通过制定合理、必要的规则，实现公平竞技，进而促进体育
事业的长久、健康发展。

【关键词】“塞门娅案”；性别鉴定；竞争优势；公平

规划型人权发展进路：以国家人权
行动计划为切入点

王理万
【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副教授，钱端升青年学者】

【摘要】中国采用规划型人权发展进路，通过编制和执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以行政主导的方式推进人权
实质进步。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编制阶段，通过设立联席会议机制、确定人权优先顺序、组建起草专家

组、吸纳社会团体参与等方式，促成国际人权话语转化为国内人权表达，并使得人权表达契合国家整体发
展规划和政府部门工作职能，确保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具有可操作性和必要发展空间。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
执行和评估阶段，突出体现行政主导色彩，即充分发挥行政科层制、发包制和项目制的优势，促使各部门

和各级政府遵循“各司其职、分工负责”的原则，把工作职权与人权发展嵌合起来，同时联动立法机关和司法
机关，实现人权行动计划确定的目标。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设置的大量指标，使得人权发展成为可度量、

可检测、可评估的数值，为开展人权行动计划评估提供了前提条件。在规划型人权发展进路下，籍由编制
和执行人权行动计划，促使人权目标被国家发展目标所吸纳，形成“以发展促人权”的底层逻辑，回应了更高
水平的人权保障诉求。

【关键词】规划型人权发展进路；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整合性规划；行政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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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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