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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以清洁能源替代和能源效率提升为主要内容的能源变革已经成为全球的大趋势。
我国作为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人口大国，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能源效率较低的现状正面临着
可持续发展和国际政治形势的严峻挑战。
中国能源发展亟待更新理念，提高效率，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公平利用，与环境、经济和社会实现
协调发展，进而促成中国实现绿色发展、低碳发展。
在这个波澜壮阔的能源变革和经济社会的变迁中，中国能源法及其制度创新将提供发展秩序与制度空
间。
2009年正值新中国成立60周年。
为了纪念新中国建国一甲子，中国法学会能源法研究会组织举办了以“能源变革与法律制度创新”为
主题的年会，探讨能源变革趋势与中国现行能源法律制度的改进、促进清洁能源发展的制度设计与国
外经验、能源法助推节能减排和提高能源效率、能源市场竞争与监管、能源产业法与可持续发展、能
源安全与国际能源合作，分析能源实践中的问题，总结能源法学和能源领域法制经验，以完善中国的
能源法律制度，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集在遴选此次年会论文的基础上加入了《能源法》立法和研究的部分成果，增补了部分公开发表
的优秀论文形成。
应当说，较全面地反映了2009年中国能源法研究水平。
本文集的主要内容包括九大主题：第一，《能源法》制度设计及其立法进程的推动。
无论是能源法律制度结构的创新，还是能源法律体系的建设，都以《能源法》起草及其制度设计作为
契机。
然而，《能源法》起草启动至今已经有四个年头，迄今还未进入最高立法机关的“三读”程序。
好在国务院法制办正在原国家能源办公室工作的基础上全力推进《能源法》起草工作。
不少能源法研究者深入研究《能源法》基本制度的法理，对社会上普遍关心的《能源法》起草中的问
题进行了解析；在哥本哈根国际气候变化会议召开之际，又积极建言《能源法》纳入新的制度设计。
这些都表现出中国能源法研究者高度的责任心和创新精神。
有理由相信，有国家立法机关的高度重视，有专家学者和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期待已久的我国第一
部《能源法》一定会加快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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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中国能源法研究报告》之2009卷，收录了“能源变革与法律制度创新”为主题的年会上的论
文46篇，探讨了能源变革趋势与中国现行能源法律制度的改进、促进清洁能源发展的制度设计与国外
经验、能源法助推节能减排和提高能源效率、能源市场竞争与监管、能源产业法与可持续发展、能源
安全与国际能源合作，分析能源实践中的问题，总结能源法学和能源领域法制经验，以完善中国的能
源法律制度，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具体内容包括《论〈能源法〉绩效指标及其制度实现》《可持续发展与能源法变革》《论能源立法的
低碳化》《论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律体系的构建》《我国核电立法重大问题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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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推进《能源法》立法进程，完善能源法律制度  《能源法》起草的几个重点问题    一、《能源
法》起草进展情况    二、《能源法》起草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能源法》起草下一步构想  关于加快
《能源法》立法，应对气候变化的建议    一、加快能源立法是应对气候变化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    二
、加快《能源法》立法是应对气候变化立法较好的选择    三、对《能源法(送审稿)》应对气候变化法
律制度的建议  在国务院法制办《能源法》(送审稿)专家座谈会上的发言    一、关于《能源法》定位及
与相关法关系问题    二、关于框架、思路和内容问题    三、关于能源管理机构权责划分问题    四、关
于能源战略的法律规范问题    五、关于资源开发的前置准入问题    六、关于能源普遍服务制度问题    
七、关于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问题  论《能源法》绩效指标及其制度实现    一、从定性到量化是法律革
命的标志    二、绩效指标的构成及其法律性质    三、能源对策中的绩效指标与制度绩效    四、《能源
法》绩效指标的法律构成    五、《能源法》绩效指标及实现第二篇  能源变革趋势与我国现行能源法律
制度的改进  可持续发展与能源法变革    一、能源领域的可持续发展——从理论到行动    二、能源法的
历史变迁及其局限    三、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下的能源法变革  论能源立法的低碳化    一、我国能源法
现状研究    二、国外能源法的低碳化发展    三、国外经验对我国的借鉴和启示    四、结论  我国能源立
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建议    一、我国能源立法的现状    二、我国能源立法存在的问题    三、健全完
善我国能源立法的对策建议第三篇  促进清洁能源发展的制度设计与国外经验  论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律
体系的构建    一、《可再生能源法》颁布前我国可再生能源立法的回顾与评价    二、我国可再生能源
立法现状评估及检讨    三、美国可再生能源立法体系及其经验借鉴    四、完善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律体
系的建议    五、结语  我国核电立法重大问题研究    一、我国发展核电的现实选择与战略保障    二、我
国核电领域立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三、《核电管理条例》起草工作情况    ⋯⋯第四篇　能源法助推
节能减排和提高能源效率第五篇　能源市场竞争与反垄断监管第六篇　能源产业法与可持续发展第七
篇　能源安全与国际能源合作第八篇　外国能源法与比较能源法第九篇　中国能源法学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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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四）统一管理与部门分工的处理能源工作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与有关部门分工负责并行不悖
。
因此，送审稿在规定“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统一管理能源工作”的同时，又规定“国务院其他有关部
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相关能源管理工作”，就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其他有关部门在能源管理方面的
作用。
（五）政监关系的处理送审稿对能源主管部门与能源（电力）监管机构的关系缺乏比较明确的规定，
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目前能源（电力）市场发育不够成熟，缺乏相关的实践经验，加之现阶段的电力
监管改革已有国家的有关行政法规（如《电力监管条例》等）和政策性文件作为依据，这样的处理办
法也有利于今后能源（电力）行业的深化改革。
四、关于能源战略的法律规范问题国家能源战略具有明显的规范性。
第一，从地位来看，能源战略是国家政治和国家竞争策略，在一国能源对策体系中能源战略处于核心
位置。
第二，我国长期以来没有法律效力的能源战略，对能源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影响较大。
第三，在起草过程中，曾经将近年来由国家领导人基于有关部门的研究成果和国家的政治外交的全面
考量而提出的战略目标和思路写进具体条款，为了慎重起见，在形成送审稿之前没有保留。
送审稿只是对能源战略构成、能源战略的编制程序与法律效力进行了规定，以保证能源战略的科学性
、完整性与权威性。
第四，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可能不大可行，因为不可能另行制定能源战略法；如果在人大通过的经济
社会五年规划《纲要》中体现，难以保障稳定性和规范性，如果由国务院制定能源战略法规来实现则
不如在《能源法》中给以明确制定权限、程序合理合法。
五、关于资源开发的前置准人问题1.对矿产资源、水流资源和海域资源，我国现行法律缺少对其能源
属性的规定，导致当前在能源开发利用活动中，国家所有者权益未充分实现，部分应属于国家的所有
者权益流失。
为适应能源资源开发管理和改革的需要，《能源法》（送审稿）在规定“能源矿藏、水能资源和海洋
能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的基础上，确立了国家能源资源所有权的实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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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能源法研究报告(2009)》编辑推荐：《能源法》制度设计及其立法进程的推动。
能源变革与中国能源法律制度创新。
能源效率与清洁能源替代为内容的能源变革成为推动能源法律变革的强劲动力。
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指导，低碳化的制度抉择，减碳的实际行动都是中国能源法制度创新的方向。
清洁能源发展与国外法律经验借鉴。
节能减排法律制度建设。
节能减排制度是“十一五”到“十二五”期间能源法研究的重要内容。
从政府到市场各种手段的综合运用，节能减排法律制度才有取得更好的效果。
能源市场与反垄断制度建设。
市场化改革是提升能源产业竞争力和完善政府监管制度的前提能源监管的专业性与技术性，产业政策
与竞争政策互动，管网经济反垄断和市场竞争规则的培育都是市场化的重要内容。
完善能源产业立法与化石能源清洁利用。
加强石油与天然气立法及其制度建设成为中国油气法律制度建设的必由之路。
化石能源清洁利用仍然是能源产业发展和能源安全供给的重要路径。
政府在化石能源清洁利用中不可推卸的责任。
能源安全与国际合作的法律制度，无论能源变革及其决定的法律变革到何种程度，都要以能源安全为
基础，能源安全既是政治，也是经济，更是能源发展的一切。
能源法学回顾与尾塑。
《能源法》起草的几个重点问题、在国务院法制办《能源法（送审稿）》专家座谈会上的发言、论《
能源法》绩效指标及其制度实现、可持续发展与能源法变革、我国核电立法重大问题研究、能源变革
与法律制度创新和我国能源法学科的创建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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