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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全球气候危机为背景，以法学、经济学理论为分析工具，以其他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法律法规为
分析对象，并结合我国现有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政策规定，以责任分配机制为切入点，探索建构我国
应对气候变化法律制度，以规范相应行为，履行其可持续发展引导、防范气候危机的应有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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