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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法是一个发现能力极强的法律部门，故环境法学科中的热点问题频现。
《环境法前沿问题研究(精)》由王树义等人著，正是一本讨论环境法前沿问题的学术论著。
作者聚焦于当前环境法学界所关注的前沿热点问题，运用逻辑推理与实证分析的方法，从多维度视角
对环境法律基本制度、环境公益诉讼、环境管理体制等问题进行深入的剖析和阐释，旨在探讨当前中
国环境法律制度发展的新方向，为推动环境法律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环境法前沿问题研究(精)》可供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法学界相关学者阅读、研究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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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自然资源有效利用的首要前提是其产权必须界定清晰，具有排他性、可转让性和强制性。
在经济学家看来，只要管理自然资源的产权结构具有排他性、普遍性、可转移性和强制性特点，有关
资源买卖的市场就不会产生没远见的选择。
①中国现行自然资源物权制度安排虽然关注自然资源的利用、分配与管理，但是，各自然资源要素的
物权设置尚存在忽视清晰界定自然资源物权的问题和倾向，在自然资源市场发育尚不成熟的市场条件
下，自然资源物权的初始配置非但未能实现已开发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反而刺激了对未开发
资源的过度需求和“掠夺式”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利用与自然资源环境保护是割裂的。
例如，水权界定不明晰，是当前突出的行业之间争水和流域内各行政区之间争水的重要根源，也是生
态用水最终常常被挤占的根本原因。
 1）公有产权主体界定不明 我国公有产权主体界定不明晰，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国家所有权与国家
行政管理权的混同；二是农民集体所有权的主体虚位。
 国家作为自然资源所有权的主体，法律均规定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在行使中则具体化为各
个资源行政管理部门，如代表国家行使矿产资源所有权、土地所有权、海域使用权的是国土资源部，
代表国家行使森林资源所有权的是国家林业局，代表国家行使草原所有权、渔业资源所有权、野生动
植物资源所有权的是农业部，而各个具体机构的权利义务，均依据各单项行政法及环境资源法来设置
，而非私法规范。
尽管近年来政府作为资源产业部门私人投资的提倡者、促进者和支持者的角色和作用正逐步加强，但
由于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行使、管理与保护缺乏相应的私法依据及其私法功能的残缺，导致国家所
有权的行使部门在自然资源利用问题上扮演着资源管理者和经营者的双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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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环境法前沿问题研究》乃作者所著《环境法基本理论研究》之姊妹篇。
《环境法基本理论研究》着眼于探析环境法之基础理论，系对环境法律发展中重要理论问题所做之系
统论述，可视做环境法研究之“纲”。
然“纲”之成就，需“目”之支撑，以达环境法理论与实践研究之“纲目”兼备。
鉴于此，本书内容专事环境法之实践性问题探讨，以合环境法研究之“纲举目张”之意。
诚如李冰在《内经·素问》中所言，“将升岱岳，非径奚为？
欲诣扶桑，无舟莫适”。
本书正是检讨和完善环境法之基本理论的“径”与“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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