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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比较环境法文丛·我国气候变化立法研究：以减缓、适应及其综合为路径》在研究气候变化法
的基础理论以及我国气候变化相关立法现状的基础上，参考国外气候变化立法的经验，得出了我国宣
选择“综合型”的气候变化立法模式和构建“一体两翼四向型”的气候变化法律体系的结论。
其中，实证的分析和理论的构建，为我国气候变化立法提供了现实必要性及理论可行性基础；而考察
主要国家气候变化立法，则为我国气候变化立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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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廖建凯，男，湖南省醴陵市人，2011年获武汉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现为西南政法大学应用法学院环境执法教研室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环境法和能源法。
在《法学评论》、（（环境保护》和《德国研究》等重要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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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导论一、选题背景与意义二、研究现状及不足三、研究目的与方法四、研究思路与创新第一章 气
候变化及其应对概论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一、气候变化的定义二、气候变化的影响
三、气候变化的原因第二节 应对路径：减缓、适应路径及其综合一、减缓路径及其考量因素二、适应
路径及其考量因素三、减缓、适应路径及其综合之必要性与可行性第三节 气候变化政策工具：减缓与
适应之手段一、气候变化政策工具的内涵及其分类二、对外气候变化政策工具及其利弊分析三、对内
气候变化政策工具与政府的责任四、气候变化政策工具的选择及法定化第二章 气候变化法的缘起与建
构第一节 气候变化法的缘起与定位一、能源法不足以回应减缓气候变化的需要二、气象法不足以回应
适应气候变化的需要三、环境法不足以回应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四、气候变化法：已有法律之拓展与
提升第二节 气候变化法的基本范畴阐释一、气候变化法的内涵二、气候变化法的范式三、气候变化法
律关系第三节 气候变化法的体系构建一、减缓性气候变化法的内涵及构成二、适应性气候变化法的内
涵及构成三、综合性气候变化法的正当性分析第三章 我国气候变化立法需求分析第一节 我国气候变
化立法的外部压力一、源自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责任的压力二、源自主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立场
的压力第二节 我国气候变化立法的内部需求一、我国气候变化的基本事实二、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挑
战三、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第三节 我国气候变化立法现状分析一、我国气候变化法律体系
及主要内容二、我国气候变化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第四章 国外气候变化立法比较借鉴第一节 “分散
型”气候变化立法考察一、欧盟的气候变化立法二、德国的气候变化立法第二节 “融合型”气候变化
立法考察一、美国的气候变化立法二、韩国的气候变化立法第三节 “综合型”气候变化立法考察一、
日本的气候变化立法二、英国的气候变化立法三、菲律宾的气候变化立法第四节 国外气候变化立法比
较及对我国的启示一、立法模式比较二、法律制度比较第五章 我国气候变化法的价值与目标第一节 
我国气候变化法的价值取向一、秩序价值：“安全性”与“可预测性”之统一二、正义价值：“自由
”与“平等”之统合三、效率价值：“效率”与“效益”之兼顾四、价值体系的内在结构：价值冲突
及其解决第二节 我国气候变化法目的的选择一、维护生态系统稳定二、保障人身财产安全三、促进社
会协调发展四、各目的的价值倾向及内在联系第三节 我国气候变化法原则的确定一、减适并重原则二
、共同参与原则三、协调发展原则四、各原则的价值倾向及内在联系第六章 我国气候变化立法完善之
构想第一节 我国气候变化立法模式选择及体系建构一、选择“综合型”立法模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二
、建构“一体两翼四向型”气候变化法律体系的理由第二节 综合性气候变化法的设计一、综合性气候
变化法的目的与原则二、综合性气候变化法的管理体制三、综合性气候变化法的基本制度第三节 减缓
性气候变化法的完善一、减排性立法的完善二、增汇性立法的完善第四节 适应性气候变化法的完善一
、增强社会适应性立法的完善二、增强生态系统适应性立法的完善结论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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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根据上述对气候变化法主体的分类，可以从管理者和受制者两个方面论述应对气候变化权利（权
力）和义务（责任）。
（1）管理者的权力和责任。
应对气候变化管理者的权力，是指法律赋予管理者享有的，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所必需的，以国家强
制力为后盾的，促使受制者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各种手段和措施的总称。
管理者享有的应对气候变化权力必须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其目的是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它以国家强
制力保障实施，通过要求受制者为或不为一定行为实现。
具体来说，这些权力包括应对气候变化法律规范的制定权、执行权和司法权。
应对气候变化管理者的责任，是指法律要求管理者必须承担，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而进行管理、提供
服务并接受监督的手段和途径。
应对气候变化管理者进行管理的责任直接与其享有的权力对应，提供服务是为整个社会应对气候变化
创造各种有利条件，接受监督是促使管理者积极进行管理和提供服务。
（2）受制者的权利和义务。
受制者的权利，是指企业和公众依法享有的，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维护自身利益的自由和可能。
具体来说，作为受制主体的企业和公众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应当享有气候变化安全权、温室气体排放
权、气候变化信息知情权、应对气候变化事务参与权和气候变化侵害救济权。
①气候变化安全权，是指企业和公众免受或少受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现实损害和潜在威胁的权利。
温室气体排放权，是指企业和公众为进行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依法排放温室气体的权利。
气候变化信息知情权，是指企业和公众为合理地安排生产和生活而依法获得气候变化相关信息的权利
。
应对气候变化事务参与权，是指企业和公众通过一定的程序或途径依法参与涉及自身利益的应对气候
变化相关事务的权利。
气候变化侵害救济权是指企业和公众的上述权利受到侵害时，能够向相关机构请求保护的权利；以及
企业和公众在即将遭受或遭受气候变化损害时能够从社会或政府获得帮助和补偿的权利。
受制者的义务，主要表现为服从管理者为应对气候变化所进行的各项管理为或不为一定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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