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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气候变化背景下能源法的变革》的主要内容有导论，气候变化国际法与能源，迈向可持续能源：能
源法变革的法理分析，能源效率的法律促进，可再生能源的法律推动，能源生产碳排放的法律控制，
迈向可持续能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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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选题意义与研究目标　　一、研究意义　　2003年10月，美国国防部
曾向布什总统递交了一份“秘密”报告。报告警告说：今后二十年，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构成的威胁
要胜过恐怖主义，届时，因气候变暖、全球海平面升高，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和资源将锐减，并因此
引发大规模的骚乱、冲突甚至核战争，成百上千万人将在战争和自然灾害中死亡。气候变化无疑是当
今最值得国际社会关注的领域之一，其对世界政治、经济与法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气候变化的
问题引发了人们对能源问题的关注。诚然，离开了能源，现代文明发展便成了无源之水；但能源开发
利用引发的环境与社会问题又触目惊心。因此，探讨如何通过能源法的变革来减缓气候变化，具有重
要现实意义。特别是，21世纪初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型的关键时刻。既面临巨大的机遇，
也承受着高度的风险。能源在资源配置、经济增长方式、政府管理机制与自然生态体系等各方面都起
到关键作用。一种好的能源法律制度将有助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因此，
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对我国能源法变革与构建的应有理念与制度设计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有助于落
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型社会。这也是本文的现实意义所在。　　由于涉及到能源
开发利用中的“外部性”问题，所以，本课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环境法重述了能源法，有助于我国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的丰富和发展。长期以来，能源法被归入公共行政法或经济法的范畴，其重点是
确保经济发展需要的能源供应，而很少让其接受生态评价，所以，能源法研究也集中在能源资源的所
有权、生产、运输和销售的管理制度等问题上，而很少探讨如何控制浪费性利用或管理其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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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本书的优点是屡屡触及问题的关键，缺点是，总在关键之处含糊不清。另外错别字漏字多了点，
编辑不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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