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可持续发展与中国环境法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可持续发展与中国环境法治>>

13位ISBN编号：9787030177940

10位ISBN编号：7030177940

出版时间：2007-1

出版时间：科学

作者：王树义 编

页数：391

字数：47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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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可持续发展与中国环境法治>>

内容概要

　　发展循环经济，促进循环型社会的建立，是人类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选择，是对传统
经济发展模式、环境治理方式的重大变革，其目的是通过制度创新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
。
发展循环经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践，也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载体。
但这是一项集经济、技术和社会于一体的复杂系统工程。
它不仅需要正确的政策引导，更需要立法的保障。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法律手段给予支撑、保障和引导。
加强循环经济法治建设已成为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一项紧迫工作。
本书对循环经济立法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其内容包括循环经济的概念、我国发展循环经济
的现实背景、法制手段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局限、循环经济立法与现行法律之间的关系、循环
经济立法工作的基本思路、国外循环经济立法的分析与比较、循环经济基本法的立法设想、循环经济
立法体系的构建、循环经济法的责任主体等。
　　本书可供环境保护、资源管理相关领域的决策者、立法机关工作人员、行政执法人员及大专院校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及环境资源管理相关专业等方面的师生和研究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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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主编绪语从理念到制度——循环经济立法之管见论循环经济立法的科学内涵论循环经济立法的新理念
循环经济理念与环境法制度创新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以确保发展、协调、环境效益与生态安
全为终极目标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取向分析循环经济法的价值探析循环经济法原则探讨循环经济立法
的几个问题循环经济立法若干问题刍议循环经济法制建设须注意的若干理论问题循环经济法律调整机
制论循环经济的法律调整机制论基础层次的循环经济立法破除循环经济制度障碍的法律对策试论循环
经济及其法律支撑体系循环经济立法与环境法体系的创新循环经济立法的实施机制研究循环经济立法
研究——模式选择与范围限制我国循环经济立法问题分析我国循环经济立法中风险防范原则的适用我
国循环经济立法路径之选择我国循环经济立法模式之探讨论我国循环经济法的归属政府在循环经济法
制化过程中的作用循环经济时代政府环境管制的新理念论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政府经济激励管制制度
循环经济的法理分析试析循环经济的伦理基础循环经济立法比较研究各国循环经济立法及其对我国的
影响国外循环经济立法的主要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日本循环社会立法分析日本《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
法》探析浅谈日本循环型社会法律体系及对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的启示日本循环经济法律体系评析与借
鉴——对中国循环经济立法的启示循环型社会：可持续发展观下的社会模式及建构论清洁生产与循环
经济的立法界限论环境法在我国新型工业化中的作用——以《清洁生产促进法》为例试论澳门的企业
制度与循环经济立法循环经济专项立法：时机尚未成熟——循环经济不等于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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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工业文明的出现，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给人类带来了追求物质享受的可能，同时也引起了人与
自然之间的尖锐矛盾。
因为人类的物质享受是建立在掠夺和占有自然资源的基础之上的。
要享受、要高消费就必须向自然界索取，于是就有了偷猎藏羚羊、盗伐珍贵林木现象的出现。
加上“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的误导，人类近几十年来的畸形高消费，客观上导致了人类活动
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最终导致了资源危机的加剧。
高消费的另一个恶果是，人们在不断提高消费要求、消费水平的过程中，往往不会考虑废弃物的回收
和利用问题，从而又引起了废弃物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的浪费。
因此，发展循环经济立法不可忽视的一点，就是要转变人们的消费观念，引导人们学会“绿色消费”
。
　　所谓“绿色消费”，说到底，就是引导消费者崇尚自然、追求健康并注重节约资源；在进行消费
时，应该选择无污染或少污染、无废弃物排放或少废弃物排放、用再生资源生产的产品或可循环利用
的产品，注意对产品使用后的处理、处置，使其不污染环境。
　　绿色消费是符合循环经济发展思想的最佳消费模式。
它具有三个方面的基本含义：其一，选择资源消耗最小的产品，因为资源是有限的；其二，选择可循
环利用和可回收利用的产品，因为这样可以节约资源；其三，选择废弃物排放最少和对环境友好的产
品，因为这有利于环境保护。
培养人的良好的消费观念，是发展循环经济不可缺少的一环。
　　2．3关于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思路　　观念转变问题的解决，是为了正确地进行立法活动。
围绕前述观念转变问题的解决，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思路应该定位在“引导”和
“促进”两个关键词上。
具体说来，现阶段我国的循环经济立法，应该侧重对发　　展循环经济这一事物的引导、支持、促进
和激励，基本目的是为了推动循环经济这一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促进节约型社会或循环
型社会的逐步建立。
从这一条思路出发，建议我国在现阶段可以适时制定一部“循环经济促进法”或“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法”，旨在对发展循环经济进行引导和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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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可持续发展与中国环境法治：循环经济立法问题专题研究》可供环境保护、资源管理相关领域
的决策者、立法机关工作人员、行政执法人员及大专院校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及环境资源管理相
关专业等方面的师生和研究人员参考。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是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武汉大学合作建立的一个专门从事环境法学教
学和研究工作的机构，受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武汉大学的双重领导。
1999年12月该所通过教育部评审，被确定为首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2年，该所的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是中国最早获得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单位，1998年又获
得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博士学位授予权。
该所还设有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博士后流动站。
　　现任所长王树义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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