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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基本理论》

内容概要

本书是对权利的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着眼于挖掘权利的概念、属性，分析权利的来源于基础，阐释
权利的发展与冲突，对于廓清相关理论疑点、理出较为稳妥、科学的权利观点。主要内容包括：权利
研究的意义与存在的问题；权利的来源和基础的问题；权利的冲突与发展问题；权利本位的理论与实
践问题。 作者在吸取中外政治哲学、法哲学对于权利问题的研究基础上，借鉴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宽
阔，并是对法学基本概念和基本问题的阐释，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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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志鹏，男，满族，1974年2月生，黑龙江双城人。

教育背景
1992年考入吉林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系学习，1996年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以优异成绩毕业，免试推
荐本院研究生
1996年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国际法专业学习，由车丕照教授指导，1999年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
2000年考入吉林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学习，由郑成良教授指导，2004年6月以优异成绩毕业并通过
论文答辩，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工作经历
1999年留吉林大学法学院，在国际法教研室（部）任助教，2001年任讲师，2004年任副教授，2008年任
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1999年受吉林大学委托，与孙乃纪、黄庆凯等赴海南椰风集团任顾问
2007年入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理论经济学专业，从谢地教授进行博士后研究，2010年以优秀的成绩出站
。
2006-2010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
2011年，被聘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简称“马工程”）教育部第三批重点编写教材
《国际法》主要成员
2011年，被聘为“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项目”专家工作组成员
现任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中国国际私法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法研究会理事、中国欧洲
学会欧洲法律研究会常务理事；吉林省法学会国际法研究会秘书长、长春市法学会理事、吉林大学欧
洲研究中心、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长春市仲裁协会仲裁员、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领域
国际法理论、人权理论、法学教育

主要讲授课程
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国际法、海商法、国际海事法、国际环境法、国际人权法、区域国际经济法
、国际商事仲裁、国际关系与国际法

主要研究经历
自1998年至今，出版个人独立专著5部，主编学术文集2部；合作翻译出版著作4部；共同编著、参与撰
写专著、教材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10余篇（含合作发表），其中有近20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转载。

发表作品
论文
1、《反思国际刑法上的有罪不罚》，《法学评论》2011年第4期
2、《从强权入侵到多元善治》，《法商研究》2011年第4期
3、《从和平与发展到和谐发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4期
4、 《国际法治与联合国的未来》，《国际法研究》(第4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 《国际人权司法的中国立场》，《当代法学》2011年第3期
6、 《WTO的法治化与中国立场》，《国际经济法学刊》第17卷第4期，2011年4月
7、 《贸易公平与国际法治：WTO多哈回合反思》，《东方法学》2011年第2期
8、 《以自由促进发展：国际经济法治的价值尺度》，《法治研究》2011年第2期
9、 《权利冲突：一个基于“资源—需求”模型的解释》，《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1期
10、《国际法的哲学之维：内涵、功能与路径》，《法学家》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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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国崛起与和谐世界》，邴正、马克主编：《中国崛起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吉林人民
出版社2010年版
12、《权利本位理论：语境、局限与价值》，《人权研究（第9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0年5月版
13、《国际守法文化及其发展：国际关系司法化》，《当代法学》2010年第6期（第二作者）
14、《国际社会的法治路径》，《法治研究》2010年第11期
15、《大国政治中的司法困境》，《法商研究》2010年第6期，《中国社会会科学文摘》2011年第2期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1年第1期转载；人大复印资料《国际法学》2011年第2期全文转载
16、《全球制度的完善与国际法治的可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5期
17、《强迫失踪的国际法治理》，《东方法学》2010年第4期
18、《中国国际法研究反思》，《政法论坛》2010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国际法学》2010年第11期
全文转载
19、《我国法学实践教育之反思》，《当代法学》2010年第4期
20、《论高校人权教育中的四对关系》，《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3期
21、《2004年4月7日委员会关于根据〈建立欧洲共同体条约〉第81 条与第82条而由委员会采取程序的
（EC）第773/2004号条例》，《国际法与比较法论丛(第18辑)》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版
22、《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民主化改革路向》，《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2期（与王倩博士合作）
23、《国际经济法的基本范畴：内涵与重构》，《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24、《WTO的发展取向论》，《现代法学》2010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国际法学》2010年第8期全
文转载
25、《人权法教学的层次与方式》，孙世彦主编：《中国大学的人权法教学——现状与展望》，科学
出版社2009年版
26、《国际法治视野中的欧洲联盟体制》，杜莉、何志鹏主编：《中国-欧盟：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
，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7、《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欧盟涉发展政策的价值观察》，杜莉、何志鹏主编：《中国-欧盟：经济发
展与社会公正》，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8、《以和谐指引人权》，《第三届“东北法治论坛”论文集》，2009年8月
29、《国际法治与和谐世界的互动关系》，张文显、徐显明主编，黄文艺、齐延平副主编：《全球化
背景下东亚的法治与和谐:第七届东亚法哲学大会学术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0、《国际法的遵行机制探究》，《东方法学》2009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国际法学》2010年第3
期全文转载
31、《去全球化浪潮下自由主义之再省思》，《江海学刊》2009年第5期
32、《国际法治视野中的人权与主权》，《武大国际法评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3、《主权：政治现实、道德理想与法治桥梁》，《当代法学》2009年第4期
34、《国家观念重塑与国际法治的可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
《国际法学》2009年第12期全文转载
35、《以人权看待发展》，《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4期
36、《国际法治：一个概念的界定》，《政法论坛》2009年第4期
37、《国际法治的理论逻辑》，《中国国际法年刊 2008》，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38、《从国际金融危机反思国际金融秩序》，《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与王倩
博士合作）
39、《西方国际经济法研究：焦点、方法与立场》，《国际经济法学刊》第16卷第1期，2009年4月版
40、《国际法治：和谐世界的必由之路》，《清华法学》2009年第1期
41、《国际法治视野中的习惯国际人道法》，《东方法学》2009年第1期
42、《中国国际法学30年：成就与经验》，《当代法学》2009年第1期
43、《欧盟安全治理的挑战》（译文），杜莉、王倩主编：《中国-欧盟：政府在老工业基地振兴中的
作用》，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与田慧敏合译）
44、《非政府组织与欧盟区域政策》，杜莉、王倩主编：《中国-欧盟：政府在老工业基地振兴中的作
用》，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5、《公平贸易是否可能：WTO多哈谈判的未来》，孙琬钟、余敏友主编：《WTO法与中国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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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卷) 》，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
46、《我国国际私法采用判例制度可行性探究》，《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与
洪迪昀、孙萍萍合作）；人大复印资料《国际法学》2009年第4期全文转载
47、《超越国家间政治——主权人权关系的国际法治维度》，《法律科学》2008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
料《国际法学》2009年第2期全文转载
48、《改革开放与中国国际法研究》，《回顾与展望——吉林大学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9、《对当代中国法学教育的反思与展望》，《当代法学》2008年第6期（与徐晓、高宇合作）
50、Human Rights Education, Human Rights Teaching and Human Rights Textbooks, in Sun Shiyan and Bi
Xiaoqing (eds.), Chinese Yearbook of Human Rights, Volume 4 2006,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8
51、《人权教育、人权教学和人权教材》，《中国人权年刊》（第四卷200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2008年6月版
52、《从国际经济新秩序到可持续发展》，《国际经济法学刊》第15卷第3期，2008年9月版
53、 《从〈残疾人权利公约〉反思国际人权机制》，《北方法学》2008年第5期
54、 《国际法治：良法善治还是强权政治》，《当代法学》2008年第2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
》2008年第3期摘编；人大复印资料《国际法学》2008年第7期全文转载
55、《规范管理 改革创新 全面提高法学教育质量》，《中国大学教学》2008年第2期
56、《“自然的权利”何以可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1期
57、《国际法当今“人本主义”倾向的背景》，《中国国际法年刊 2006》，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58、《从主权本位到人权本位：国际法范式的转换》，《国际法与比较法论丛（第17卷）》，中国方
正出版社2007年版
59、《全球化与国际法的人本主义转向》，《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
《国际法学》2007年第5期全文转载
60、《欧洲联盟体系中的发展权》，《当代法学》2007年第1期
61、《“自然的权利”与权利理论的发展》，《安徽大学法律评论》第6卷第2期，安徽大学出版
社2007年1月出版
62、《国际法治：全球化时代的秩序构建》，《长春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1期
63、《国际经济法的概念反思与体系重构》，《国际经济法学刊》第13卷第4期，2007年1月版
64、《权利发展与制度变革》，《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5期
65、《强化专业学科建设 提高法学教育质量》，《当代法学》2006年第5期
66、《人的回归：国际法中个人地位之反思》，《法学评论》2006年第3期
67、《权利的原因与性质探究》，《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3期
68、《国际贸易体制中的发展权》，《当代法学》2006年第3期
69、《WTO与公共健康：一个世界性的前沿话题》，《中州学刊》2006年第1期
70、《人权的全球化：现实与对策》，《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1期
71、《国际私法教学改革的构想与实践》，《创新改革与实践（第二集）》，吉林大学出版社2006年
版
72、《欧洲人权体制的成就与发展》（译文），《中国-欧盟合作与发展》，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3、《全球化、全球治理与国际法的新视野》，《部门法哲学讲座》，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樊
崇义主编，高家伟、吴宏耀副主编：《部门法学哲理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74、《美国转交付制度的利用及改造》，《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4期（与马新彦教授合
作），人大复印资料《民商法学》2006年第1期全文转载
75、《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法学教育及其改革进路》，《高教研究与实践》2005年第2期（与霍存福教
授合作）
76、《人权全球化与联合国的进程》，《当代法学》2005年第5期
77、《国际贸易体制的公共健康之维》，《武大国际法评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8、《非社会契约论》，《安徽大学法律评论》第5卷第1期，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中国
社会科学文摘》2005年第5期摘编；《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摘编
79、《非自然权利论》，《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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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制度的立法完善》，《求是学刊》2005年第2期（与王心怡合作）
81、《对国家豁免的规范审视与理论反思》，《法学家》2005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国际法学
》2005年第5期全文转载；论文被英文《中国国际法杂志》（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4,
No. 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ct. 2005）引介和评论；《中国法学文档》第四辑摘编
82、《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法保障》，《当代法学》2005年第1期（与孙璐合作）
83、《法学素质教育的目标与手段》，《中国法学教育研究》， 2004年第2期（与霍存福教授合作）
84、《法学素质教育的含义——法学课程改革的前提思考》，《创新改革与实践（第一集）》，吉林
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与霍存福教授合作）
85、《本科〈海商法学〉教学改革：实验与思考》，《创新改革与实践（第一集）》，吉林大学出版
社2004年版
86、《中国：面对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创新》，《中国可持续发展》2004年第3期，香港2004年6月出版
87、《国际贸易法律体制与环境问题：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北大国际法与比较法评论》第3卷
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88、《国际经济法与可持续发展》，《法商研究》2004年第4期
89、《自由主义的贡献与局限》，《当代法学》2004年第4期
90、《国际经济法的宪法功能》，《当代法学》2004年第4期（译文）
91、《人权的全球化：概念与维度》，《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4期（《中国国际法学精萃》
（2005年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92、《可持续发展与国家主权原则的新视野》，《安徽大学法律评论》第4卷第1期，安徽大学出版
社2004年6月出版
93、《WTO、MEAs与发展中国家》，《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6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
94、《国际法治：现实与理想》，《清华法治论衡》第四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95、《国际经济法的价值追寻与价值选择》，《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96、《可持续发展与中国的法制创新》，《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4期
97、《联合国、国际法治与恐怖主义》，《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6期（译文）
98、《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困境与法律应对》，《中国可持续发展》2003年第4期，香港2003年8月出版
99、《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困境与法律应对》，《安徽大学法律评论》第3卷第1期，安徽大学出版
社2003年7月出版
100、《知识产权与国际经济新秩序》，《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国际法
学》2003年第5期全文转载（《中国国际法学精萃》（2004年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101、《海商信用问题初探》，《中国商法年刊》第二卷，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02、《法学专业教育质量合格评估体系的建构》，《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02年3-4期合刊（2002.12
）
103、《国际环境法的困境与出路》，《当代国际法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104、《法学专业教育质量评估的制度构想》，《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6期（与霍存福教授合
作）
105、《法学教育质量评估的理论探寻》，《高教研究与实践》，2002年第2期（与霍存福教授合作）
106、《论国际经济法的公平原则》，《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3期（与韦经建教授合作
）（增补修订），《中国国际法精粹》2003年卷，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
107、《建立与发展我国跨国企业的法律思考》，《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5期（与吕岩峰教授合
作）
108、《WTO的环境立场与环境规则》，《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4期
109、《法的和谐价值：可持续发展时期的新要求》，《安徽大学法律评论》第2卷第1期，安徽大学出
版社2002年7月出版
110、《可持续发展与国际经济新秩序》，《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年第5期；（增补修订），《中
国国际法学精萃》（2002年卷），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111、《论入世后我国吸引外国再投资的法律环境整合》，载《国际经济法论丛（第4卷）》，法律出
版社2001年9月出版（与韦经建教授、娄慧敏合作）
112、《法理学视野中的可持续发展》，载张文显主编：《新视野 新思维 新概念》，吉林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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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001年9月出版，科学出版社2003年再版
113、《国际法学的五年回顾与展望》，《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年第1期（与吕岩峰教授合作）
114、《可持续发展与自由贸易的冲突与协调》，《法制与社会发展》，2000年第6期
115、《国际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新秩序》，《法制与社会发展》，1999年第1期
116、《国际经济领域环保措施的法律分析》，《法学杂志》1998年第5期
117、《判例制度：何时走出构想》，《中国律师》1998年第4期；武树臣主编：《判例制度研究》（
上 478），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与陈俊律师合作）

独立专著：
1．《全球化经济的法律调控》，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发展权与欧盟的法律体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欧洲联盟法：发展进程与制度结构》，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人权全球化基本理论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5．《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主编学术文集：
1、《法治与全球化研究文集》，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
2、《中国-欧盟：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翻译著作
1、  《欧盟立法·上卷 基本条约与关于机构的协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主持翻译、主要译
者）
2、  《欧盟立法·下卷 次级立法 联合王国立法 中国-欧盟关系协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主
持翻译）
3、  克莱尔·罗宾、怀特：《欧洲人权法：原则与判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主持翻译）
4、  彼德斯曼：《国际经济法的宪法功能与宪法问题》，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主持翻译）

合作或参编的著作和教材：
1．《国际投资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9月版（与吕岩峰、孙璐合作）
2．《WTO与公共健康》，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与那力、王彦志合作）
3．张文显主编：《法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版
4．《妇女权益保障百例解析》，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7月版（与孙璐合作）
5．张旭主编：《国际刑法与人权》，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6．曾宪义、张文显主编：《中国法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7．《WTO与环境保护》，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与那力教授合作）
8．张文显主编：《法学通论》，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年7月版
9．韦经建 车丕照 刘世元 主编：《国际经济法概论》，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0．车丕照主编：《仲裁法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司法考试辅导教材：《国际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
12．吕岩峰主编：《国际私法学教程》，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3．王利民主编：《国际私法学》，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14．张文显、黄文艺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法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8年版
15．姚建宗主编：《法理学》，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16．《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09》，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17．《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10》，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参与的项目：
1、部级（教育部）教改项目：《法学教育质量的宏观监控与评估》，霍存福教授主持，200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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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2、校级科研项目：《WTO与环境保护》，那力教授主持，2001-2002，完成
3、部级（司法部）科研项目：《WTO与中国法制发展》，那力教授主持，2002-2004，完成
4、校级教改项目：《法学专业课程设置》，霍存福教授主持，2001-2004，进行
5、校级教改项目：《国际私法的课程改革》，主持人，2003-2005，完成
6、校级教改项目：《海商法电子教案系统》，主持人，2001-2004，完成，鉴定结果：良好
7、校级科研项目：《法制与可持续发展研究》（2003XX010），主持人，2003-2004，完成
8、校级教育项目：《海商法远程教育》，主持人，2003-2005，完成
9、校级教育项目：《国际私法远程教育》，主持人，2003-2005，进行，鉴定结果：优秀
10、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吉林省生态省建设中的公众参与》，赵惊涛主持，2003-2004，完成
11、吉林省高等教育教学研究立项重点课题：《创新型法学人才培养体系和培养模式研究》
，2006-2009，徐卫东, 张旭、黄文艺、何志鹏、徐晓
12、2006年吉林大学教育教学改革重大项目：《创新型法学人才培养体系和培养模式研究》，
（2006Z2－101）2006-2009，徐卫东, 张旭、黄文艺、何志鹏、徐晓
13、吉林大学法学院重大攻关项目：《中国法律教育现代化问题研究》，徐卫东, 张旭、黄文艺、何志
鹏、徐晓
14、吉林大学社科精品项目：《权利理论：传统追诘与新说构建》（2006JP11），2006-2010，主持人
，完成
15、吉林大学欧洲研究中心项目：《发展权与欧盟的法律体制》，2006-2007，主持人，完成
16、吉林大学欧洲研究中心项目：《欧洲人权法》，2006-2007，主持人，完成
17、吉林大学欧洲研究中心项目：《欧盟法》，2006-2007，主持人，完成
18、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和谐世界与国际法治（07JA820006），主持人，完成
19、司法部重点项目：构建和谐世界视野下的国际法治问题研究（07SFB1008），车丕照教授主持
20、吉林大学交叉学科项目：国际经济秩序的法治转型2008JC007，主持人
21、全国法律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委托项目：法律硕士教学评估指标体系，主持人
2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全球法治视角中的国际经济秩序（20090451131），主持人
23、教育部重大项目：部门法哲学研究（2007JJD810157），2007-2010，参加人
24、欧盟委员会资助项目（吉林大学欧洲研究中心）：欧洲区域政策与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 2007
社（053），2005-2007，参加人
25、国家社科基金后期项目：权利基本理论：反思与重构，主持人

获奖
1．吉林大学优秀党员（2011年6月）；吉林大学法学院优秀党员（2011年7月）
吉林省社会科学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2010，论文《中国崛起与世界和谐：机遇与障碍》）
2．吉林大学十大杰出青年（2010）
3．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2007年年会优秀论文三等奖《公平贸易是否可能：WTO多哈谈
判的未来》，2008年10月
4．第三届“东北法治论坛”三等奖，论文《以和谐指引人权》（辽宁省法学会、吉林省法学会、黑
龙江省法学会、内蒙古自治区法学会），2008年8月29日
5．第一届中国法学教育研究奖一等奖（《法学专业教育质量评估的制度构想》），与霍存福教授共
同获得，2007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曾宪义法学教育与法律文化基金会）
6．第五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中国法学教育教学改革实施工程》），曾宪义、张
文显主持，参加人李龙、吴汉东、韩大元、何勤华、杨志坚、李静、霍宪丹、丁相顺、何志鹏、李明
、王健，2005年
7．吉林大学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WTO与公共健康》），与那力、王彦志共同获得，2006年
8．吉林省教学成果二等奖（法学教学水平监控与评估），与霍存福教授共同获得，2005年
9．吉林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法学教学水平监控与评估），与霍存福教授共同获得，2005年
10．吉林大学首届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二等奖，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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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02年度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WTO与环境保护》著作三等奖），与那力教授共同获得

参加学术会议及其他学术活动：
2011年7月10日 教育部马工程第三批重点教材国际法专家组会议，武汉
2011年6月29日 非洲国家教育官员研修班(Seminar for Education Officials of African Countries, 2011)，主讲
中国教育法，长春
2009年6月6日 4th Annual Graduate Workshop on East Asia: “Reshap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the Global
Order”, Changchun, Discussent
2011年6月2日 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专家咨询组、专家工作第二次会议，重庆
2011年5月21日 法学战略规划研究报告编写会议，北京
2011年5月14-15日 “2020年的国际法”暨中国青年国际法学者论坛，武汉，主题发言
2011年5月8日 女陪审员培训，武汉，司法审判与东西陪审制度对比
2011年4月1日 教育部“卓越法律人才教育项目”会议，北京，任该项目专家工作组成员
2011年3月23日，商务部WTO争端解决研讨会，北京，主持“归零法”专题，并与商务部领导研讨法
学教育与实践部门的联系
2010年11月20-21日 中国社科论坛暨第七届国际法论坛：后危机时代的国际法治，北京，做“人权法治
的目标、现状和改进路径”的主题发言
2010年10月28日，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跨学科第八场学术论坛暨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者论坛“时代
问题的理论自觉与中国话语”， 做“国际法的中国话语” 的主题发言
Symposium: Current Issues related to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held by the ICRC, Beijing, 23 October
2010
2010年10月15-18日，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2010 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南京，做“WTO的法治化与中国
的话语”发言
2010年10月2-4日 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2010年年会暨
中国法学教育发展论坛，西安，秘书处工作人员
2010年9月25-26日，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2010年年会，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做“后危
机时代的国际经济体制：立场与变革”的主题发言；“外商投资与对外投资法律问题” 场次评议人
2010年9月8日 非洲国家教育官员研修班(Seminar for Education Officials of African Countries, 2010)，主讲中
国教育法，长春
2010年7月30-31日，“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国际学术研讨会，做“国际社会的法治可能”的主题发
言
2010年6月11-12日，2010两岸四地法律发展学术研讨会，台北，中央研究院，“社会教育场次”评论人
2010年6月6日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东亚”学术研讨会，吉林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做主题发言和评论
2010年5月29至30日，“国际关系与国际法跨学科研究”小型研讨会，厦门；做“国际社会契约与主权
神话的终结”的主题发言；对“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学科整合”的专题进行了评论
2010年4月1-27日 中共中央党校 哲学社会科学骨干教师研修班（第33期）
2009年4月 吉林省委党校 哲学社会科学骨干教师研修班
2009年11月27日-28日 中国人权教育年会，北京，代表
2008年10月18日 在西北政法大学做“国际法研究方法”学术报告
2008年10月16-18日 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2009年年会
暨中国法学教育发展论坛，西安，秘书处工作人员
2009年8月11-12日，国际人道法教学研讨会，纪念日内瓦4公约60周年研讨会，代表，ICRC东亚地区代
表处、中国红十字总会，北京
2009年8月3日，全国师范类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讨会，工作人员，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
指导委员会、哈尔滨师范大学，哈尔滨
2009年6月22-21日，中国国际法学会2009年学术年会，上海·华东政法大学，代表，进行专题发言“中
国国际法研究：问题与解决”
2009年5月12日 东盟国家教育官员研修班(Seminar for Education Officials of ASEAN Countries, 2009)，主讲
中国教育法，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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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9日 吉林大学讲座信息网（http://ulecture.info/）举办的“弘毅大讲堂”首场讲座：“和谐世
界：中国眼中的国际秩序与国际秩序框架里的中国”
2009年5月2-3日 2nd Annual Graduate Workshop on East Asia: “China’s Changing Images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 Changchun, Speaker and Commentator 第二届吉林大学—延世大学“中国形象改变与东亚未
来”论坛，主讲人、评论人
2009年4月12日 哲学社会学院跨学科学术论坛“康德的世界公民主义思想在当代的影响”，评论人
2009年1月17-18日 “经验式教育在中国法学院中的角色”国际交流会议 北京，代表
2008年11月22-23日 中国欧洲学会欧洲法律研究会年会，武汉，代表
2008年9月28-29日 “英国学派理论与东亚共同体构建”国际学术研讨会，长春，代表，阶段主持人
2008年9月19-20日 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年会暨社会
主义法治理念论坛，长春，秘书处工作人员
2008年6月18日 非洲教育官员培训班，主讲中国教育法，长春
2008年5月29日-5月30日 中国国际法学会2008年年会，北京，代表，进行专题发言“和谐世界与国际法
治”
2008年4月26日 1st Annual Graduate Workshop on East Asia: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Changchun, Discussant首届吉林大学—延世大学“全球化与东亚区域一体化”研究生论坛
2008年1月30-31日 中国-欧盟欧洲研究中心项目结项活动，北京，代表，代表吉林大学欧洲研究中心进
行汇报
2008年1月24-25日“理工科类高等学校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研讨会”，哈尔滨，代表，介绍中国法学本
科评估标准
2008年1月 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会议暨第四届法律硕士论坛，深圳，代表
2007年11月 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
，南京，秘书处工作人员
2007年10月22-23日 “欧盟—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国际学术研讨会，长春，代表，主持人、发
言人
2007年8月6日-8月11日  Second Southeast and East Asian Teaching Session o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Kuala Lumpur
2007年5月 “财经类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讨会”，太原，代表
2007年1月20日-4月19日 荷兰自由大学 访问研究
2006年12月20-21日 全球化语境中中国人权法教学研讨会，长春，代表
2006年11月18-19日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新问题国际研讨会，武汉，代表
2006年11月13-16日 全国法律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新增授权单位初评，北京
2006年11月11-12日 第六届国有经济论坛暨“欧盟—中国：区域政策与产业集聚”国际学术研讨会，长
春，代表
2006年10月26-27日 习惯国际人道法地区性圆桌会议，北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中方代表
2006年9月 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
，成都，秘书处工作人员
2006年7月 内蒙古法学教育研究会法学教育评估学术研讨会，呼伦贝尔，特邀代表
2006年7月 第二届西方法哲学前沿研讨班，长春，总协调人
2006年3月-4月 司法部司法鉴定规章制度立法研讨会，特邀代表
2005年8月-9月 Bucerius德国法、欧盟法、WTO法研习班，北京，学员
2005年8月22-25日 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第二次工作会议，重庆，特邀代表
2005年7月 西方法哲学前沿研讨班，长春，总协调人
2005年6月 第22届世界法哲学与社会哲学大会，西班牙格拉纳达，中国法学会代表团成员
2004年11月，第12次欧盟—中国人权对话，海牙，中方代表
2004年国际经济法年会，2004年11月，厦门，主办者：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厦门大学法学院，提交
论文《国际经济法价值论》
2004年8月 北欧—中国人权法高级研讨班，北京，学员
2003年9月26-30日，2003年国际经济法年会，兰州，主办者：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甘肃政法干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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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兰州大学法学院，提交论文《WTO与公共健康·综论》
2003年8月 北欧—中国人权法高级研讨班，北京，学员
2003年7月 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工作会议，特邀代表
2002年国际经济法年会，2002年9月，大连，主办者：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提
交论文《世界贸易体制下的环境之维》
2002年5月 第6次欧盟—中国人权对话，北京，中方代表
2002年6月 联合国与中国外交部合办司法与人权研讨会，北京，中方代表
2002年国际法年会，2002年4月，上海，主办者：中国国际法学会、复旦大学，提交论文《国际环境法
的困境与出路》
2001年国际经济法年会，2001年10月，上海，主办者：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复旦大学，提交论文《
国际经济法概念与体系的反思与重构》
2000年国际经济法年会，2000年11月，北京，主办者：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参
加人，提交论文《略论欧盟的环境政策和法律构架——兼论国家主权理论的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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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现实主义的理论模式　　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来源于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
思想①，将国际社会看做是无政府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如同丛林状态中个人之间的关系，既有充分
的自由，又有相当的危险。所以，国家间相互提防、相互竞争，靠实力而获得安全、靠实力而赢得利
益，偶尔的合作也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国家以其努力争取权力，使权力最大化。即每个国家都假设他
国为与本国争夺资源和利益的主体，国家之间互相争斗，零和博弈。②由是观之，坚持主权高于人权
其实是现实主义思路的产物。因为人权问题被国家视为在国家间关系中需要争取的权力之一，根据国
际政治是“以权力界定的利益”的观点，主权者会尽力将国内人权这种权力保留在自己的手里，因而
在国家之内按照其自身意愿和所处情况去保护人权；在国际社会独立自主地采取行动，与其他国家谨
慎提防的交往。这种思路以国家原子主义③为基础，认为主权者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可以在国内和
国际领域中采取任何手段；主权是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决不允许在国际关系中以人权为理由对本国
的事务进行干预。任何此类的干预都会被视为对本国内政的侵蚀，进而是对国家利益的损害。这些国
家列举最多的证据就是当一个国家沦为殖民地、或者被外国入侵时，本国人的基本权利根本无法保障
的例子。　　这种观点确实看到了当前国际政治中的一些真实情况，比如有些国家以人权为借口，向
其他国家进行政治思想渗透、经济控制；其短处则是忽视国家之间越来越深的相互依赖的现实，对国
际合作中的双赢可能考虑不足；从效果上看会加剧国家原子主义，更有可能成为国家不真诚、善意保
护人权的借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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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何老师的学问做的不错。思辨能力一流。
2、可能是自己水平不够吧 我感觉作者写的一般
3、我居然是第一个评价这本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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