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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农业法鉴》收录条目2000余条500万字。

    全书分上、下两部。
上部包括农业法、林业法、牧业法、渔业法四卷，下部包括土地法、水法、农贸法、环保法四卷。

    全书收录条目以世界现代农业立法内容为主，少部分涉及古代和近代的内容。

    全书条目按照时空纵横、逻辑分类、地域顺序排列组合。

    全书条目层次根据内容需要，多数设二级、三级、四级标题，个别三级标题下直接列标题，不求一
律。

    全书地域名称主要参照1996年东方出版中心《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地理》中的排列顺序。

    全书为保持体例一致，在保留译文原义的同时，多数作了必要的归纳整理，不注外文。

    全书地域名称和法律用词除特殊需要外，多数使用了常用的简称和习惯用语。

    全书条目标题为了表述内容完整，绝大多数条目使用了“立法”一词。

    全书条目引用内容时效不一，仅供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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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伟，祖居山东省博平（现茌平）县，1947年生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昂昂溪镇。
1968年作为哈尔滨市知青上山下乡，长期在三江平原参加农场开发建设，曾研究国营农场、农村经济
管理、农业补偿贸易等理论，发表新闻、经济理论文章百余万字。
1989年调入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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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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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环保法卷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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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国际农业立法渊源【国际农业经济立法的含义】 国际农业经济立法是调整、规定国际闻农业
经济关系的原则、方法、制度的重要手段和措施之一，是建立和确定国际社会中各种农业经济关系、
农业经济组织和各个国家内部农业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
国际农业经济立法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含义。
狭义方面，国际农业经济立法调整对象和范围是指：(1)规定某一国家公民（自然人）和法人在其国内
、境内农业经济活动领域中的法律地位；(2)规定某一国接纳私人国外农业投资的法律制度；(3)规定
某一国接纳国外政府、组织投资的法律制度；(4)规定某一国进行国际农业经济贸易往来，协调金融、
货币关系的原则、方法、行动措施的法律制度，等等。
广义方面是指国际上建立和确定国际公法、公约。
其立法的调整对象和范围主要包括：(1)规定某一国家公民（自然人） 和法人在国际间农业经济活动
领域中的法律地位；(2)规定国际间农业经济贸易往来制度、国际货币和金融及国际机构投资制度
；(3)规定国际农业经济组织机构组织原则、工作制度及权利义务；(4)确立地区性、地域性农业经济
一体化的组织制度。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世界农业法鉴（上下部）>>

后记

1999年3月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决定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神圣的国家意志和党的重大决策向世人昭示，中国已经开始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一切有志于中国
法制建设事业的人都应以与时傧进、开拓创新的精神投身其中并有所作为。
1968年，我作为知青上山下乡到一个20世纪60年代建设的国营农场，在沿袭下来的生产生活方式中渡
过了十二个春秋，切身体验到了旧的农业生产工具的笨拙和劳作的艰辛，特别是在缺少法律和规则环
境下，给人们带来的各种艰难和困惑。
1980年在国家改革开放政策鼓舞下，我又带着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憧憬和梦想参加了一个中外合资
的现代化大型国营农场开发建设。
尽管荒原创业生活是十分艰苦漫长的，然而世界现代农业生产工具所展现出的巨大威力和快捷高效，
确使我真切地看到了给农业带来的革命性变化。
又是与许多中外农业技术专家和友人的接触中，开始越来越多地知道或感受到了现代农业法律制度在
现实生产生活中特有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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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农业法鉴(套装上下册)》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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