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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专门对资源法学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著作，以研讨资源节约利用问题的破解和资源法制建
设有效路径为出发点是《资源法原理专论》的鲜明特色。
全书共设九个专题，从资源法的基础理论、资源法变革的路径和资源法具体制度三个层面展开。

　　本书最大的特点是按专题体例，独立成章，重点研究资源法制建设中的前沿和热点问题，较为系
统地阐述了作者研究资源法理论的阶段性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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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德敏，1952年3月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重庆大学环境与资
源保护法学博士点学科带头人；2002年美国哈佛大学高级访问学者，1994年起获国务院颁发的专家特
殊津贴，重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受聘为重庆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

　　兼任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重庆市环境资源法
学研究会会长、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副会长、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
常务理事、重庆市“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科技顾问团顾问。
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综合利用法》起草小组副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起草专家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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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什么是资源及其基本内涵？

　二、为什么要专门研究资源法？

第一专题 资源法的形成与发展
　一、资源法及其形成
　二、国外资源立法与发展
　三、我国的资源立法与发展
　四、国际资源立法与发展
　
第二专题 资源法的价值与功能
　一、资源法的价值分析
　二、资源法的功能分析
　
第三专题 资源安全与资源法的回应
　一、资源安全观的由来
　二、资源安全的内涵与意义
　三、资源安全的目标与资源法的功能回应
　
第四专题 资源法的宏观分析与变革理路
　一、我国资源立法的缺失评价
　二、我国资源法变革的现实需求
　三、资源法变革的基础、重点与目标
　
第五专题 资源法的多重体系变革
　一、资源法原则体系重构
　二、资源法效力体系创新
　三、资源法制度体系梳理
　
第六专题 自然资源权属法律制度研究
　一、自然资源权属制度的基本理论
　二、我国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的现状厘清——以三种典型资源为分析对象
　三、我国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的改进之道
　
第七专题 资源开发利用法律制度研究
　一、资源开发利用法律制度概述
　二、我国资源开发利用法律制度之检视
　三、资源开发利用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
　
第八专题 资源再生循环法律制度的建构
　一、资源再生循环法律制度概述
　二、资源再生循环法律中的政府管理制度
　三、资源再生循环利用中的市场主体参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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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专题 资源法律责任制度研究
　一、资源法律责任基本理论
　二、资源民事责任
　三、资源行政责任
　四、资源刑事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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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理论上讲，如果不考虑资源特性、资源开发现状和国家长远发展需要等因素，在将资源靠国内
供给和靠国外供给两相比较、权衡的时候，我们根据以往的经验就很容易做出这样的论断，认为国内
资源供应的安全度较高。
因为引进国外资源总是受到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而依靠国内资源供应则不必考虑这些因素，主
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但是，制定国家的资源利用战略抛开资源特性、资源开发现状和国家长远发展等因素的做法至少是片
面的，在此基础上制定的资源利用战略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是值得怀疑的。
　　事实上，资源特性和一国资源开发利用现状是制定国家资源利用战略的现实基础，构成了资源战
略抉择的外在约束条件。
而资源管理利用的基本精神和目的就是要摒弃资源利用的短期行为，防止资源枯竭现象的发生，使资
源能够满足可持续发展之所需，确保国家的长远发展，资源战略的制定必须以此为指导原则。
有些资源是非再生性资源，如各种矿产资源，其储量用一分就少一分，如果不实施资源替代战略或建
立其他矿产供应渠道，势必最终会导致这些资源的耗竭。
同时，中国目前资源开发的效益较低，成本较大；资源综合利用的水平不高，资源浪费的现象严重。
此外，自给自足的资源政策，似乎有利于资源安全，但自给自足在增加了短期资源安全的同时，削弱
了资源供应的基础，尤其是非再生的能源和矿产资源，增加了国内生产，减少了可供未来使用者享用
的资源产量，从而增加了使用者成本。
完全的自给自足减少了短期风险，却影响了长远的资源安全，不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
　　通过以上的阐述和论证，我们对资源安全与法律的关系有了清楚的认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即资源安全需要法律的保障，法律能够有效地保障资源安
全。
　　立足于以上的认识，我们倾向于认为自给自足的资源政策’固然重要，但为了维护国家的长远资
源安全，一个国家应该积极地融入国际资源市场，更多地引进国际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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