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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因检测”技术已经可以检测一个人是否具有与疾病有关的“基因缺陷”。
阳性的检测结果一旦为外人所知，就可能引起对此人不公平的“区别对待”——以次人未来可能患病
为由剥夺其本应享有的利益和机会，即“基因歧视”。
本书在国内首次对“基因歧视”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在保险和雇佣等领域对防止“
基因歧视”、保护人权提出了法律对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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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迁，上海市人，1975年生，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加拿大多伦多法学博士，现为华东政法学院副
教授，全国高校科技研究会理事。
主要研究领域为高科技法、知识产权法，已在《法学》、《法律科学》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三十余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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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　论第一章　歧视与“基因歧视”  第一节　“基因歧视”：一个需要限定的概念　　一、“基因
歧视”是根据个人对未来疾病的“基因倾向性”进行的歧视　　二、“基因歧视”：需要谨慎使用的
贬义词  第二节　对传统反歧视立法的分析：寻找判断行为是否构成“歧视”的标准　　一、作为判
断标准的道德界限　　二、作为判断标准的法律界限  第三节　“形式平等”应成为反“基因歧视”
立法的基本原则　　一、反歧视法的理念：“形式平等”与超越“形式平等”　　二、“自然抽签”
与“形式平等”  第四节　由基因科技引发的社会问题需要进行专门立法：为“基因特殊论”辩护　
　一、对是否应以专门立法解决“基因歧视”问题的不同观点　　二、基因具有特殊的自然特征和社
会意义，需要立法进行特殊对待  第五节　“专门立法”中的特殊原则　　一、“不知情权”原则　
　二、“知情同意”原则　　三、保护个人隐私权原则第二章　保险中的“基因歧视”及法律对策  
第一节　保险中的“基因歧视”： 引起广泛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  第二节　各国的立法情况　　一、
欧洲的立法　　二、美国的立法  第三节　保险行业对现行立法的批评：不公平的立法、不公平的后
果　　一、风险评估和风险分类是商业保险的基础　　二、基因信息与其他医疗信息没有本质的不同
　　三、禁止使用基因信息会引起“逆向选择”  第四节　健康保险和人寿保险的本质： 是自由交易
的商品还是社会福利？
　　一、保险制度的发展贯彻了互助和公平精神　　二、“最大诚信原则”是商业保险制度的基本原
则　　三、商业保险合同是按市场规律交易的商品　　四、健康保险的社会化：对基本人权的保障　
　五、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的关系：适用于不同性质的需要  第五节　以社会保险防止“基因歧视”
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思路  第六节　“基因歧视”中的关键性问题：对基因信息的非科学使用　　一、
建立在科学评估风险基础上的“区别对待”可以为社会所接受　　二、基因信息的复杂性和保险公司
的“安全策略”导致“基因歧视”  第七节　现行立法中的公平与不公平： 立法的任务和误区　　一
、误区之一：扭曲了商业保险的基本规律、造成了新的不公平　　二、误区之二：不恰当地划分基因
信息和普通医疗信息的界限　　三、当前的反“基因歧视”立法在现实中难以得到执行  第八节　解
决方案：保护人权、尊重商业规律　　一、投保人应当如实披露已经患上的基因疾病状况　　二、只
有基因缺陷与疾病的关联性及关联程度均已经得到确认时，保险公司才能使用基因信息进行承保　　
三、“基因信息”的范围应包括基因检测结果和家族病史　　四、保险公司不得以“基因检测”作为
承保的条件　　五、保险公司不得使用亲属的基因状况来评估投保人本人的风险　　六、保险公司不
得对提供阴性基因检测结果的人给予保费上的优惠　　七、在一定的投保额之下不允许保险公司使用
基因信息　　八、应成立专门机构评估基因缺陷的性质、批准和监管保险公司使用基因信息第三章　
工作场所中的“基因歧视”及法律对策  第一节　“工作场所中的基因歧视”：传统歧视的新表现  第
二节　合法行为与非法行为的界限： 对传统反歧视立法的分析　　一、准则之一：经济合理性　　二
、准则之二：社会整体利益  第三节　以基因状况选择雇员很可能构成不公平歧视　　一、对基因的
无知和偏见可能导致缺乏经济合理性的“基因歧视”　　二、利用基因信息选择雇员不符合社会利益 
第四节　工作场所中的“基因歧视”问题必须通过法律加以解决　　一、“基因歧视”不同于基于一
般健康问题产生的“区别对待”　　二、“基因歧视”很难通过宣传教育消除　　三、各国反工作场
所中“基因歧视”的立法情况及评析  第五节　允许雇主使用基因信息的情形：出于预防职业病和保
护他人的需要　　一、情况之一：了解对职业病的“基因倾向性”　　二、情况之二：对有害物质造
成的基因变化进行监测　　三、情况之三：为了保护第三人的安全第四章　其他“基因歧视”类型及
思考  第一节　对犯罪行为基因基础的探寻　　一、早期的探索　　二、量化分析技术与分子基因学
的研究成果  第二节　基因对定罪和量刑的影响  第三节　可能发生的“基因歧视”:依据“基因倾向性
”进行保安处分  第四节　智力的基因基础与教育中的“基因歧视”　　一、量化分析与分子基因学
的研究成果　　二、教育中可能发生的“基因歧视”：以基因作为分类教育和选择学生的依据结论主
要参考文献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基因歧视》及其法律对策>>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