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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社会。
如何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设生态文明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当前我国发
展中的关键问题，也是本著作研究、关注的核心。
　　工业革命后，人力、马力等基于生物的自然力，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
工业革命带来的不仅是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还有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
黑色经济狂热后，是人们对绿色经济的追求。
人类中心主义过后，是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追求。
人定胜天之后，是对绿色生产力的追求。
当前，如何保护自然，如何利用大自然中蕴涵的自然力为人类服务，重新成为人类追求的目标。
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安全、动植物检疫、生物防治、生态恢复、生态建设、生态安全、生物污染
、生态补偿、生物遗传惠益分享等有关的新兴事物理论与法制研究，成为法学界近十多年来关注的热
点。
但是从法学理论体系（主要是环境资源法理论体系）来看，这些新兴的理论研究和法制建设热点，缺
少体系化的基础理论支撑，缺少与现行法学理论和法制体系的有机衔接。
这些与“生物功能资源”有关的法学研究能否有一个共同的逻辑起点？
有关法制理论研究成果能否形成一个具有较广泛包容性和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这个理论框架能否有效地为相关法制建设提供一定的指引？
自然界分为生物和非生物，生物是“半壁江山”，地位非常重要。
那么，生物资源法（特别是过去法制研究关注较少的生物功能资源法制）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得到应有
的提升？
在解决生态危机、跨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发展生物经济和低碳经济等现实工作中，生物功
能资源及其法制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
　　针对前述系列思考，本成果的研究思路是：把握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基础性、核心问题——人与自
然的关系问题；将生物间的“相生相克”这一生态规律既视为准则，也视为资源；以“生物自然力”
和“生物自然力法”为统摄性概念，演绎式构建生物自然力法，实现和谐社会的环境法制创新。
在理论上，实现了自然力理论的扩张，使散乱的“生态安全法”、“生物侵害责任法”、“生态补偿
法”、“生物相生利用法”实现了宏观整合，为微观研究的进一步类型化、可操作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
在实践方面，以绿色技术（特别是农业技术）异化的克服为着眼点，研究了生物自然力在生态农业发
展中的应用；以山东省生态农业中生物自然力的应用为例，开展了实践性研究；提出了生物自然力法
理论框架下的生态农业法制建设建议。
　　本著作的具体内容，大致分为以下几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谐社会的环境法制新发展”、第二章“生物自然力法构建的逻辑起点
”。
该部分主要回答了和谐社会与生物自然力法制的关系以及作为逻辑起点的生物自然力“是什么”的问
题。
　　第二部分，即第三章“生物自然力法的构建理由”。
该部分主要是回答“为什么”要构建生物自然力法。
　　第三部分，是回答“怎么样”构建生物自然力法。
其中第四章“生物自然力法构建的理论基础”、第五章“生物自然力法构建的方法基础”，是从理论
基础和方法方面做了思考和准备；第六章“生物自然力法的事实类型框架”和第七章“生物自然力法
的规范典型研究”，则分别从“事实类型”和“典型规范”做了深入研究和探讨。
　　第四部分，包括第八章“生态农业技术与生物自然力”、第九章“山东省生态农业实践考察”、
第十章“生态农业发展的法制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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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部分以生物自然力应用的重要领域“生态农业”为重点，结合山东省生态农业发展实践，进行了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更具实践性、操作性的研究。
　　第五部分，即第十一章“创新与前瞻”。
对研究内容做了概括性总结，对今后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做了前瞻性探讨。
　　法制基础理论的构建是非常困难的，涉及新经济技术形式时更是如此。
由于本研究成果涉及的问题较为新颖、复杂，许多事实和法制问题多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尽管以“生物自然力”、“相生相克”进行了统摄，本研究成果有些内容仍显“庞杂”。
要消除“庞杂”，不能单纯依赖理论性凝练和文字性概括，更多要依赖有关事实的进一步呈现和类型
化，有关知识的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
本研究成果所涉及的生物自然力应用的诸多方面，其事实类型和法制建设均有进一步梳理、整合的必
要和空间。
各方面的细节问题需要深入探讨；有些问题已经在本研究成果中有较深涉及；有些是粗浅议论；有些
则仅是有所提及或未提及。
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才充分展现了“生物自然力法”的广阔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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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和谐社会之环境立法研究：生物自然力法制构建与农业实践》以“生物自然力” 和“生物自然
力法” 为统摄性概念，演绎式地构建生物自然力法，实现和谐社会的环境法制创新。
在理论上，为微观研究的进一步类型化、可操作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实践上，以绿色技术异化的克服为着眼点，研究了生物自然力在生态农业发展中的应用；以山东省
生态农业中生物自然力的应用为例，开展了实践性研究；提出了生物自然力法理论框架下的生态农业
法制建设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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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如何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设生态文明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当前我
国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也是本著作研究、关注的核心。
这本书作为高等院校的教材，语言生动，语义严谨，着眼点独特，注重实践与创新，可以帮助学生更
加深刻地从生物自然力法制构建与农业实践的角度理解环境立法与和谐社会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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