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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国家行为人的人权义务》

内容概要

《厦门大学国际法译丛:非国家行为人的人权义务》内容简介：在全球化时代，对于国际组织、跨国公
司等非国家行为人是否应承担保护人权的责任，侵犯人权是否应受到惩罚，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有很多
争议。非国家行为的人权义务涉及国际人权法、国际人道法、国际经济法和国内法等众多交叉领域。
《厦门大学国际法译丛:非国家行为人的人权义务》独具匠心的研究，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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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之障碍论 第七节 研究人权的新路径 第二章 主体问题再辨析 第一节 “主体”已成为“学说之囚” 
第二节 损害赔偿咨询意见、联合国和联合国专门机构 第三节 某些非全球性的政府间组织 第四节 通过
能力而不是主体性获得权利和义务 第五节 没有救济的权利——没有管辖权的责任 第六节 国际红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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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体罚 第四节 尊严与民主：小结 第八章 联合国人权条约选读 第一节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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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娜欧蜜·克莱恩（Naomi Klein）所著的《拒绝品牌》（No Logo）一书便用数页篇幅描述了
其参访出口加工区和组装工厂的经历，直陈严苛的条件实属一种可耻的待遇，从根本上违反了法律规
定。通常，实施这种政策的动因是，当地政府试图搭建一个在短期内吸引外资的“豁免”制度。克莱
恩将其个人体会描述如下： “其内在逻辑似乎是：虽然公司必须纳税并严格遵守国内法，但在特定个
案中，在这片特定的土地上，在短暂的时期内，可以存在例外——这是为了未来繁荣着想。因此，出
口加工区存在于法律和经济意义上的括号内，而与该国的其他地区相隔离——例如，卡威提区（the
Cavite Zone）便处于菲律宾联邦贸易与工业部的单独管辖之下；即便当地的警察和市政府也不得越权
。设置这种界限有双重目的：一来可以将大群人排除在该区域所生产的昂贵产品之外，但同时，或许
更重要的是，将区域内所发生的一切与该国相隔绝⋯⋯不要以为这种分隔只是暂时性的或并未实际发
生，事实上，去国家化的空间正持续扩张并使实际上的国家越来越多地卷入其中。当前，全球有2700
万人口生活在这种括号内，而这些括号不但没有逐渐消失，反而不断扩大。” 如果有人研究关于这些
区域内侵犯人权现象的报告，便可发现，问题似乎并非过多地源于国内法的例外规定，而是因为当地
管理者和老板身上存在一种有罪不罚的观念，以及政府坚决不采取任何可能吓走外国投资者的措施。 
对于菲律宾卡威提出口加工区缺乏人权保护的现象，克莱恩将其归因于政治决策而非法律豁免。她解
释道： “菲律宾政府⋯⋯声称，该加工区与菲律宾社会的其他地方一样，要符合同样的劳工标准：工
人必须能够领取最低保障工资，获得社会安全福利，享受工作安全方面的一些措施，被解聘时须基于
正当理由，加班时应获得加班费，而且他们有权组成独立的工会。但在现实中，政府将出口工厂内的
工作条件视为对外贸易政策的范畴，而非作为劳工权利问题来对待。并且，由于政府承诺提供廉价而
温和的劳动力来吸引外国投资者，且它也打算如此行事，因此，劳工部的官员对加工区内违反人权的
行为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干脆为其提供便利。” 外国投资者可能越来越多地遇到上述现象，
并被劝说应尊重基本人权，而不应通过侵犯人权的方式去追逐利润。在（前文所引的）关于危地马拉
服装工人的申诉案中，一个清楚的事实是，采购量占危地马拉工厂总产量达60%的美国丽诗加邦（Liz
Claibourne）公司曾书面表示，只有在管理层尊重工人自由加入工会权的前提下，它才会继续采购该厂
的产品。如果一个公司基于道德立场拒绝接受法律豁免，那么我们可能有诸多理由去怀疑该公司的发
展前景，但一些消费者转而关注的却是另外一些公司，它们通过对人权的侵犯获取利润，而这些侵犯
人权的行为可能发生在公司自己的工厂，也可能发生在其子公司或供应商的工厂。在人们与知名消费
品牌打交道时，对于上文强调的各种报告和申诉，多国企业自己比政府更加敏感。虽然绝大多数设立
出口加工区的国家并非经合组织成员，但如前文所述，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公司不论在何处营业，都更
容易受到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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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厦门大学国际法译丛:非国家行为人的人权义务》编辑推荐：从非国家行为人的视角对人权义务进行
研究，仅此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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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本书质量正，纸张也不错。喜欢这个系列的书，虽然难免翻译有误，但是最新的教材，很值得追
踪品读。

Page 7



《非国家行为人的人权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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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000.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