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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跨界水资源利用和保护法律问题研究》从国际水资源法的视角出发，围绕中国在跨界水资源利
用和保护方面应当遵守的国际水法原则和建立的法律制度，着重探讨和解决中国跨界水资源利用和保
护的理论借鉴、中国国际河流开发利用的原则和模式、中国跨界地下水利用和保护制度的构建、中国
海陆环境一体化管理制度的构建等问题，以为我国国际河流的开发利用和保护、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
好和区域合作提供有益的思路和参考，同时促进对国际水法的动态和系统研究。
《中国跨界水资源利用和保护法律问题研究》的研究内容大致包括以下七部分：一是国际水资源法与
中国跨界水资源的利用和保护；二是中国跨界水资源范围的界定；三是中国跨界水资源利用和保护的
理论借鉴；四是中国跨界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基本原则和模式的比较研究；五是中国跨界水资源和水生
态系统保护制度的建设；六是中国跨界地下水资源利用和保护制度的构建；七是中国海陆环境一体化
管理制度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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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毕业于郑州大学（法学本科，1994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硕士，1997年）和华东政法大学
（法学博士，2007年）。
1997年5月以来，一直在上海政法学院（原上海大学法学院）任教。
主要从事国际环境法和国际水法的研究，在《比较法研究》、《社会科学》、《河北法学》、《国际
贸易问题》、《资源科学》等核心和重要期刊发表论文四十多篇，其中有的是全英文论文，有的被人
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跨国污染损害赔偿法律问题研究》、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共
享水资源公平和合理利用的法律理论与实践》、上海市曙光计划项目《法律原则与制度：中国跨界水
资源的利用和保护》、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跨界水资源开发利用所涉法律问题研
究》。
公开出版独著两部：《国际水资源利用和保护领域的法律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跨
国污染损害赔偿法律问题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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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大湖流域给人的感觉是它是一个很简单的、很好管理的流域系统，因为它只涉及两个国家
，而且这两国都是工业化国家，都有民主传统和高度一体化的经济，两国间又有长期友好关系。
然而实际上，这是一个复杂的跨国治理系统，直面一系列很棘手的新老问题，尤其是两国各层面行动
的协调，协定目标的调整，等等。
美国与加拿大的《大湖水质协定》从订立时起已经过多次修订，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现在正在对该协定
进行正式审查，以确定是否有必要和如何更新该协定。
该协定主要是集中于水质污染问题，审查的主要问题就是，是否将该协定从强调水质污染问题转向为
一个生态系统修复或可持续发展协议，因为事实已经多次证明，保持水质的目标只有通过减少空气污
染、控制土地利用活动、采取污染预防措施等各方面的一致努力才能完成。
除此之外，协定还面临着两国间行动的更大协调、改善信息收集和管理工作、水量问题等一系列挑战
。
 3.建立和运作流域联合管理机构 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国别政治治理格局，难以适应流域的整体性、
共享性特点和流域一体化管理的需要，一体化管理的必不可少的形式是采用流域方法，建立流域联合
管理机构。
事实上，组织机构建设是一体化管理的根本基础。
 流域联合管理机构是一种依据流域水条约而设立的专门性的政府间的国际组织，是流域管理的常设机
构，参加的成员是缔约方政府所指定的代表。
它具有国际组织的共性，同时也有其鲜明个性。
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行政管理性。
流域联合管理机构一般都有权力监督各缔约国的履约情况，并定期向缔约国政府提出报告，与缔约国
互相交换和收集信息，有些机构还有解决争议的职能，因此有较强的行政管理性；二是科学技术性。
流域联合管理机构技术力量雄厚，专门人才众多，重视发挥专家的作用，往往在对流域水体本身以及
流域工程设施进行实证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工作，履行职责。
共同沿岸国之间就流域水资源利用和保护问题进行协商、谈判和合作等事宜，也会产生交易成本问题
，包括联系对方、寻找协商地点、组织会议等。
从科斯所创立的交易成本理论的视角来看，以法制化、程序化、制度化为基础的跨界水资源管理，实
际上就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共同沿岸国之间交易成本的组织保障，以期增加横向交流与合作程度，构筑
流域利益共 同体。
 流域联合管理机构可以有效地协调沿岸国的各项活动，促进沿岸国之间在制定和实施关于水资源开发
利用或保护的政策方面进行合作。
这些管理机构也为沿岸国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最大程度的稳定性、持续性和有效性。
制约亚马逊河流域共同开发和生态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缺乏能够控制和执行法律的组织机构。
 形成有效的流域联合管理机构通常需要花费10年甚至更长时间，其面临的主要障碍是流域各国冲突的
利益、恶劣的国际关系、缺乏信任，或者是对事实的争议。
克服障碍的最普遍和最有效的战略是形成和维持良好的关系，以及针对重要事宜在互惠的基础上进行
妥协，这种战略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所有利害关系方。
 尽管流域联合管理机构通常实施权力有限，作为实施机构也不是很有效，但是大量事实证明，它们在
作为联系、讨论、材料和信息交流的渠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外，它们的贡献有时可能超出水领域。
从已经建立的流域联合管理机构的运作情况来看，沿岸国之间争议的许多问题可以在这一机构的框架
内解决，它即使没有真正地改进国际关系，至少也阻止了关系的恶化。
但是不能否认，有些机构也产生了消极的后果，因为在成立有关机构时，当地人口的利益和知识被忽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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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跨界水资源利用和保护法律问题研究》的研究思路是，以国际水资源法的基本理论、原则、制
度和发展趋势为视角，借鉴欧洲、亚洲、北美洲、南部非洲和南美洲等地区重要国际河流开发利用的
经验和教训，考虑我国跨界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和实际需要，构建我国跨界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法律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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