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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权与贸易关系研究》内容简介：贸易自由化与人权国际保护的关系被西方学者称做“一个时髦的
话题”，引起了国际法学界的广泛关注。人权与贸易整合性联结是经济全球化下各国相互依存程度强
化及国际法律制度发展而出现的现象，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二战”中法西斯践踏人权的行为，使
各国政府和人民树立起这样一种观点：在外交政策中纳入人权是一个政府的责任，也是国与国之间关
系的必要考虑。把人权和贸易联系起来容易引起争议，但把二者完全隔离似乎是不可能的。因此，《
人权与贸易关系研究》这本书的意义主要在于理清人权与贸易的关系，并结合当前国际社会关系提出
建立人权与贸易联结模式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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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体制规范上的相互支持　　由于体制规范是为体制价值和体制目标而生的，所以人权与贸易在
体制价值和目标上的相互孤立直接导致了两者在体制规范上的相互冲突。由于贸易规范完全以贸易自
由的最大化为宗旨，而人权规范则以个人人权的最充分实现为使命，人权与贸易必然会在体制规范上
显示出差异并发生冲突，而且有关冲突还有多方面的内容，但为贸易自由化而保护知识产权的TRIPs
与为保护健康权制定的国际人权法规范之间的冲突无疑是最为显著的。所以，有必要以TRIPs为视角
来理解人权与贸易在规范上的冲突。　　3.体制功能上的相互促进制度之间在体制价值上的隔离和规
范上的冲突往往会直接导致制度之间在功能上的相互损伤。从整合的角度看，只有当积极影响最大化
和消极影响最小化即两种影响之间的差距很大时，才有必要在两者间建立制度性联系，仅仅积极影响
大于消极影响是不够的。贸易体制标榜以自由贸易为宗旨来促进世界经济的最大发展，却造成全球最
大的发展难题。面对世界贸易体制如何与发展权融合、如何保证发展权的享有和实现以消除其对人权
体制产生的不利影响等问题，我们应当从人权的角度，以发展权为视角，考察贸易体制与人权体制在
功能上的相互影响，理解围绕世界贸易体制内的发展问题，寻求有效的解决方法。　　上述提及的体
制价值和目标以及体制规范和功能都是制度的基本构成要素，是从立法、政策和价值取向层面来探讨
制度整合。除此之外，制度整合还需纵向考虑，即也应从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与人权保护的视
角，考察贸易体制在实际运作中如何保护人权。此外，基于贸易制裁主要是为人权目的而实施的特点
，还有必要考察贸易制裁与人权保护之间的关系。 　　⋯⋯

Page 6



《人权与贸易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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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