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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环境法学评论》第六卷收录了中外环境法研究者、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自然保护区管理人员、
行政执法人员和数位律师的原创新作。
    “全国年会论文选登”栏目，将2010年8月在东北林业大学召开的年会上提交的最能反映会议主题或
最具代表性的论文集中登载。
由此，中国法学会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研究会的年会和该研究会主办的《评论》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形成会议和出版物之间的呼应关系。
“博士论坛”栏目也是本卷的特色。
两位海外留学的博士候选人和两位国内博士的新近作品以及他们各具特点的学术小传，展示着青年学
人的勃勃生气、学识风采。
精选编定的“海外来稿”传递出《中国环境法学评论》锐意实现国际化办刊的理念。
本卷收录于“排污权交易研究”、“国外环境立法的启示”、“环境法理论与实务”栏目中的论文，
都是中青年学人、律师原创首发的作品。
    本刊不仅适合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研究生阅读，也适合所有关心环境法学研究、环境法制建设
的智士贤达阅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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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祥民，又名徐进（1958－）男，历史学博士，法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法政学
院院长，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985”哲学社会
科学创新基地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中澳海岸带管理研究中心中方主任，山东省新成
环境法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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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通过促进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和利益共享，将保护区周边社区居民视为保护区共同管理
者，促进和谐共存。
与社区协调发展是自然保护区法律调整的一个重要原则。
例如，《自然保护区条例》（第5条、第14条）规定了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要妥善处理与当地经济
建设、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的关系；确定保护区的范围和界限，应当兼顾保护对象的完整性和适度性。
社区共管制度不仅要在立法政策上有所体现，而且要在保护区日常执法管护活动中予以重视。
将保护区与当地政府及毗邻乡村等单位组成联合保护管理组织，协调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相关事宜，让
社区积极参与保护行动；在管理机构的引导下，社区建立自助联防组织，实行社区共管共建。
同时，加强社区环境意识教育是实现和谐发展永恒的主题。
着力解决保护区与社区协调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矛盾，经常开展一些公益性活动，以增进认同情感。
要发挥社区共管的职能，还得通过立法及规章明确管理机构的职责，建立健全目标管理责任制，把保
护区有效管理与社区可持续发展协调为共同目标；同时，社区居民的权利应当得到尊重，通过立法及
规章承认社区居民对保护区资源的所有权、利用权、决策权和收益权，以及环境健康权、知情权、检
举权、参与权等各方面权利。
国内许多自然保护区，诸如卧龙、长白山、武夷山、九寨沟等已在此方面有所实践，比如建立自然保
护与当地经济共同管理的保护特区、成立联合保护委员会等，取得了较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①广东省不少自然保护区也在积极探索社区共管机制，如与社区合作建立联防机制，将自然资源保护
、森林防火、环境保护与治理、社区建设、社区治安等共同管理，与社区居民签订联防责任书、订立
管护公约等，这些都是有益的做法。
典型的如车八岭、古兜山、南昆山等自然保护区，将社区共建模式常态化、制度化。
为了推动社区共建，可考虑在每个自然保护区建立联合管理委员会。
若建立联合管理委员会有体制障碍，可考虑设立联络员，负责保护区和社区的信息沟通，如梅县阴那
山保护区建立了镇村级联络员制度，加强了信息沟通。
基于前述分析，促进保护区参与式社区共管，要有制度化安排作保障，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与政策机制
，形成一个相辅相成的管理系统。
“社区共管”制度化的要领应当包括：①将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列为自然保护区管理的重要
目标，确定有关政策规章，修正管理模式与政策导向，将保护区建设管理与社区发展的目标紧密地协
调融合。
②在保护区建立联合管理委员会，其组成包括当地社区、政府、保护区、与保护区资源利用有关的企
业、科研单位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
其主要职能是协调保护与发展间的事务，工作重点在实验区和过渡区（外围保护地带）。
同时在保护区管理机构设置社区发展科，把社区发展工作纳入保护区日常管理。
③在保护区探索建立将当地群众和社区经济利益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结合起来的共赢机制，对成功机制
给予政策扶持并推广，目的是把传统管护转变为社区群众主动持久参与的积极行为，尽可能实现保护
区和社区的共同发展及权责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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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环境法学评论(2010年卷·总第6卷)》：《中国环境法学评论》是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研究会
的会刊，创刊于2005年，每年出版一卷，并在当年举办的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研究会学术年会上发
行、宣传，已在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界和相关立法、执法、司法部门形成持续影响。
推新、辩理、启智是《中国环境法学评论》的办刊宗旨。
本刊致力于沟通学术界与实务界、我国学界与国外学界，促进学者、达人在环境法学研究领域交流，
争鸣。
《中国环境法学评论》荟集佳篇新作，融汇真知灼见，点燃法学人思考环境问题的智慧火花。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环境法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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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