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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具有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的双重属性。
传统物权制度受“私”的观念影响，将自然资源作为一般的“物”来调整，只注重自然资源的经济价
值，忽视了其生态价值，导致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危机。
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求最优化地配置
自然资源，也要求节约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环境。
通过构建自然资源物权制度来调整自然资源物权，从而配置自然资源能满足以上要求。
《自然资源物权法律制度研究》中自然资源物权法律制度是对传统物权制度的借鉴和超越，其背后有
着深厚的哲学、伦理学、经济学和法理学的理论基础。
自然资源物权法律制度应彰显秩序、平等、公平、正义、效益、可持续利用等理念；应以“定争止纷
”和“物尽其用”为价值目标；应遵循物权法定，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资源综合利用，自然资源
产权化和有偿使用，国家管制的原则。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自然资源物权法律制度，应贯彻私法理念，并注意与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
从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制度、用益物权制度和担保物权制度这三个方面具体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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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自然资源的社会性导致物权法法律本位的社会化 所谓物权法法律本位的社会化是指物权
法的基本精神从传统的强调物权为排他的不受干涉、不受限制、完全由个人支配的权利，转变为强调
物权是负有一定义务、受到社会公益限制并由国家法律进行干预的注重社会利用的权利。
自然资源自身独特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使法律制度对它的规制无法与一般的“物”相提并论，与
此相应，传统的物权制度也很难为其作出令人满意的法理解释，种种原因造成了对自然资源物权理论
研究的严重滞后和自然资源物权法律制度的长期欠缺，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我国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效
率低下以及资源要素市场难以形成的重要制度原因。
以绝对的个人权利本位为中心的传统民法思想，已经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现代物权法中，
绝对的物权观念早已呈没落之势，而物权（尤其是所有权）的社会化已经被各国立法所肯定，以平衡
物权的私益性和公益性。
自然资源具有明显的社会性特征，更是推动了物权的社会化趋势。
因此，立足于传统民法物权的基本理论，结合自然资源的本质特点，对传统民法物权理论实行适当的
改造，在社会公益和个人私益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是现代物权理论的发展的必然；通过对传统民法物
权理论的改造，实现现代物权理论的创新和完善，符合现代民法物权开放式理论体系的构建要求，也
是对现代民法物权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3.自然资源与环境的整体性导致物权法内容的国际性 自然资源在地球生态系统中，是作为一个整体出
现的。
物权法本身作为人类开发、利用大自然的产物，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如都需要确定物的范围、物的
归属（所有权）、物主与他人之间对物的分享（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物上权利的设定及变更程序
等，特别是作为物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自然资源的稀缺性，使人类日益重视对物的合理开发利用，因而
开始了在相关领域的合作（如公害防治、海底开发、外空利用、濒危物种保护等），这就为物权法的
趋同乃至在某些方面的国际统一奠定了基础。
物权法内容的国际化体现在：有关国际公约的制定。
这主要涉及极地、公海、外空、世界文化及自然遗产等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开发、利用、保护以及自
然资源保护、环境保护等领域，如1959年的《南极条约》、1972年的《保护南极海豹公约》、1980年
的《保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公约》、1970年的《关于各国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及其底土的原则条
约》、1972年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3年的《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980年的
《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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