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循环经济法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循环经济法论>>

13位ISBN编号：9787030217080

10位ISBN编号：703021708X

出版时间：2008-7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孙佑海，张蕾　等编著

页数：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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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循环经济法论>>

内容概要

本书是《循环经济研究丛书》之一。
    本书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法律与发展循环经济互动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中国循环经济法律制度
的构建，是中国第一本研究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专著。
包含十个方面的内容：循环经济的产生、发展、基本理论与实践；循环经济法的内涵；循环经济法与
相邻法律的关系；循环经济法律关系；国际上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制度；循环经济法的基本制度；减
量化法律制度；再利用与资源化法律制度；发展循环经济的激励制度；违反循环经济法的法律责任。
其特点是：与中国循环经济立法的进程紧密联系，反映了中国循环经济立法的最新成果；在研究中国
循环经济立法的基础上，从法学与经济学理论出发，阐述了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建立的客观必要性和制
度构建的合理性；介绍了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以及相关立法的经验，以及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实践
，揭示了中国循环经济立法的历史使命。
    本书可供主管循环经济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发展循环经济的企业、从事循环经济法理论研究的人
员，以及高等院校的师生学习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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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循环经济的产生、发展及其基本理论　　循环经济目前已成为了世界热点和未来趋势。
循环经济理论因人类对于资源及环境承载极限的认识而被提出，因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而被倡导。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全新的理论，而实际上，其中涵盖的一些基本思想如勤俭节约、物质多次重
复利用和循环利用、变废为宝等我们并不陌生。
追根溯源，其精髓与古人所倡导的“天人合一”观有殊途同归之处。
但也许古人自发的物质循环利用的做法与当今的循环经济理念有着本质的区别。
如今，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关系到人类持续发展未来的理念已经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与传统的勤俭节约
在意义上和范畴上都有了质的飞跃。
　　1.1　循环经济的发生与发展　　1.1.1　循环经济理念的历史追溯　　从形式上来讲，循环经济行
为自古就有。
远古时代的中国和日本，都有利用稻草编绳、粪便回田、节约用水等传统习俗的记载。
在生产力落后、物质资源匮乏的时期，人们的思想意识处在相对蒙昧状态，普遍存在着朴素的“天人
合一”的自然观。
节约资源、尽可能地回收利用资源来维持生产和生活，减少浪费自然地形成了一种生活习惯。
同时，当时的经济发展条件下废物回收利用具有相对的经济性。
如在一个人口较多的贫困家庭完全可以通过回收牙膏皮、煤渣等来改善家庭生活。
再如自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处于计划经济困难时期，就建立了十分完善的废弃资源回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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