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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能源法律制度研究》以“国际能源法律制度研究”为题，广泛借鉴近年来能源法领域的国
内外最新研究成果，以国际能源法的学科定位作为切入点，运用比较法和经济法学分析等科学的研究
方法，探讨了国际能源贸易法律制度、国际能源投资法律制度、国际能源环境法律制度、国际能源组
织法律制度、国际能源争议解决法律制度等，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设性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价
值。
我们相信，该书的出版对促进我国能源法律体系问题的研究，以及制定和完善我国的相关立法与政策
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同时，也为能源领域的研究者、工作者和学习者提供很好的参考资料。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能源法律制度研究>>

作者简介

　　黄振中（1964～），男，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京师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
兼任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案例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北京仲裁委员会仲
裁员，北京律师协会能源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律师协会行业发展委员会委员。
主要学术成果：《中国能源法学》、《美国证券法上的民事责任与民事诉讼》、《公司高管犯罪的警
戒线》、《国际经济法》、《行为法学》等；主编《经济法》（副主编）、《扰乱市场秩序罪》等；
参译《元照英美法词典》、《中国审判案例要览》等著作；在《法学评论》、《法学杂志》、《政治
与法律》、《知识产权》、《国有资产管理》、《中国大学教学》、《中外能源》等法学、非法学核
心期刊及省部级刊物上发表专业论文三十多篇。
　　赵秋雁（1975～），女，法学博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副教授、副院长、硕士生导师。
兼任北京市法学会经济法学会理事、北京市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会理事、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主要研究领域是经济法、国际商法和能源法。
近年来，担任国家精品课程“国际贸易”的主讲人之一；两次合作获得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2005年，2009年）；专著《电子商务中消费者权益的法律保护：国际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合著《中国能源法学》（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等多部作品；在《法学杂志》、《当代经济
科学》等刊物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数十篇。
　　谭柏平（1966～），男，法学博士，北京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讲师。
兼任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市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法学会经济
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环境法治》杂志副主编，北京市东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12369环保投诉
举报咨询中心法律顾问组成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与资源法、能源法、房地产法。
著有《海洋资源保护法律制度研究》（独著，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环境资源法》（主编，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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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各类科研项目10项，参编教材11部，在《法学研究》、《法商研究》、《法学评
论》、《法学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专著《条约冲突基础问题研究》获2009年司法部第三
届法学教材与科研成果奖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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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国际能源法的缘起与发展　　国际能源法最早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的能源法分散地
规定在各国的电力、煤炭、石油等法律法规中，不存在调整国际能源领域的制度意义上的法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国际能源法蓬勃发展
。
　　能源是国家之间力量等级体系的决定因素，获得能源成为21世纪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
有了石油，能源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而开始成为石油进口国之间，或是进口国与出口国之
间，抑或是石油公司与政府之间政治冲突的一个动因和竞技场。
当今，石油资源以其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意义，以及目前的不可替代性，已成为与粮食和水资源
并列的、事关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安全的重要资源，正是石油资源的勘探、开发和贸易等活动
为国际能源法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
从1859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打出“世界第一口油井”以来，世界对石油的渴求和使用已走过了一个
半世纪的历程，由于石油的有限性及其赋存的不均衡性，石油跨境贸易和投资应运而生，与之相关的
交易惯例也逐渐形成。
以1901年“达西协议”为代表的租让制石油开采合约等构成了早期国际能源法的核心，并为日后国际
能源法的发《国家能源政策法》，日本于1979年颁布《能源合理使用法》等。
尽管这一时期的国内能源立法以国有化为特征，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与调整，但
结束了之前各国政府对能源领域的自由放任状态，促使国际社会达成了“能源利益分配冲突需要由专
门的法律来协调监管”的重要共识。
在1991年《欧洲能源条约》基础上签订的《能源宪章条约》，是由51个包括西欧、东欧、前苏联地区
和欧洲以外的部分经合组织国家签订的一个国际性的多边能源协定，被认为是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国际能源法律文件。
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面向21世纪开放的、非歧视性的国际能源市场，为所有缔约方之间的能源贸易和
在能源投资、过境运输、能源效率、能源环境以及能源供应的安全性等领域合作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
同时签署的还包括《能源宪章之能源效率及相关环境问题议定书》，把环境问题纳入多边投资条约，
这种立法模式标志着国际社会第一次在国际能源法的向度上思考和处理全球环境问题。
　　国际性能源组织机构不断丰富着全球及区域性的国际能源法律实践活动，为推动国际能源立法的
不断发展与日臻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从职能职责角度，既有涵盖能源问题的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八国集团会议、北美自由贸易区、亚
太经合组织和上海经济合作组织等综合性国际组织；也有涉及能源问题的国际海洋组织、国际独立游
轮船东协会、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组织等专门性组织；还有OPEC、IEA，ECT、国际原子能机构、
国际能源论坛、世界能源大会、国际可再生能源组织、东盟与中日韩（10+3）能源合作等专业的能源
组织。
其中，1960年，为维护石油输出国能源利益而成立的OPEC，作为第一个由多国政府成立的，以维护
石油输出国石油利益为核心的同盟性国际能源组织和多边能源外交协调机制，为国际石油领域的价格
主导权与话语权之争奠定了组织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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