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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2000年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各国政府庄严地承诺“我们决心使每一个人实现发展权，并使全
人类免于匮乏”。
在考虑实现发展权利的现实前景时，这一郑重的申明敲响了虔诚希望的钟声。
确实，无论是在数量上或是质量上，发展似乎并未取得多大进展。
如果我们对20亿生活在贫穷状态的人们和1亿生活在赤贫状态的人们进行数量测算或者预测到大部分千
年发展目标对于大多数贫困国家在2015年指定的时间内难以实现，那么，发展就没有在任何方面取得
进展，这证明了世界人民对发展享有一种权利的主张具有正当性。
在质量上，不能满足在教育、健康、就业、住房、人身安全和食品安全方面的基本需要，通过羞辱、
压迫、强暴、歧视、诬陷、排斥来全面侵犯人的尊严，使“不断提高全体人类和所有个人的福利”成
为虚幻的泡影。
而这正是《发展权利宣言》所提到的。
发展权是通过将人权融入发展过程和克服相关资源的局限来满足全部上述需要的。
在发展权的理想和持续贫困及大多数国家未把人权融入发展进程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差距，这使我们很
难有理由去预期发展权在可预知的将来对许多人将成为现实。
正如联合国大会在1986年所宣称的，“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分割的人权。
发展机会均等既是所有国家也是组成国家的全体个人的一项特权”，这似乎是充满希望而又荒诞不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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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发展权全球法治机制研究》作者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直探寻既对立又合作与沟通的发展权
全权法治理论基础与实践机制，提出了不少富有见地的学术观点与研究成果。
是一套有新意有深度的法学著作。
发展权是一个国际前沿课题材，联合国为此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制，但迄今为止依然远远未能就发展
权的理念尤其是如何实现发展权达成全球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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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兼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
1983年进入大学学习，先后获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入选中国“国家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6年被评为
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一直致力于人权法与社会发展法治化理论与战略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率先对发展权这一基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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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人权法治全球化的理论脉络要研究发展权全球法治机制，首先必须要正本清源，准确地把握人
权法治全球化的一般理论和实践规律。
人权法治全球化是发展权全球法治机制构建的重要前提，因为发展权首先是被当做一项国际人权在联
合国系统提出的，旨在从全球化的视角解决发晨中国家的发展问题，通过建立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
秩序来谋求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而发展权不仅是一项基于全球化的人权，更是人权体系中的一项基本人权，而非普通意义上的人权形
式。
所以，在探讨发展权全球法治实施方略之前，有必要从一般意义上的人权理论和全球化相结合的角度
，透视人权法治全球化的理论与实践。
基于此，本章将从人权法治全球化的历史演变、理论分析和实施机理三个层面展开论述。
通过对人权法治全球化历史沿革及其内在动因的梳理，为人权法治全球化的理论分析提供可资借鉴的
经验素材；再通过对人权法治全球化理论脉络的剖析，为人权法治全球化实施机理提供启迪，最终为
发展权全球法治机制的构建和生成提供有益的智识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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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发展权是一个国际前沿课题，联合国为此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制，迈出了可喜的步伐。
但是，迄今为止依然远远未能就发展权的理念尤其是如何实现发展权达成全球共识。
本人不揣冒昧，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直跟踪国际研究最新动态，致力于探寻既对立又合作与沟通
的发展权全球法治理论基础与实践机制，在学界前辈和同人的大力关怀与关照下，取得了些许成绩。
在此，十分感谢国务院学位办将国家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重点
资助项目给予了我！
十分感谢武汉大学资深教授李龙先生，正是他，在15年前使我有机会步人发展权研究的神圣殿堂，并
在他的直接指导下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十分感谢众多的师长、同事和朋友，你们的无私帮助是不可忘记的！
国家留学基金委选派我先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法学院做高级访问学者，使我有机会对国
际社会的最新研究信息进行一次“拉网式”的搜索，为本项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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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发展权全球法治机制研究》为发展权与中国发展法治化研究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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