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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是针对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
出问题和矛盾提出来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不可否认，也存在着一系列突出的矛盾
和问题。
由于过分重视经济增长的速度，特别是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客观上对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重
视不够，我们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如资源大量消耗、环境严重污染、生态进一步恶化，这反过来
又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阻碍，甚至酿成灾难。
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次历史罕见的水旱灾害，2003年的非典疫情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迫使我们在经济
发展模式上作出必要的调整。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党中央就制定了快速、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方针，特别是制定并开始实施可持
续发展战略，开始注意经济发展与资源和人口的协调问题，开始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2003年10月14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
决定》指出，必须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
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2005年3月12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调整经济结构和转
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缓解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的根本途径，要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
友好型社会。
”首次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同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切实保护好生态环境，认真解决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严
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突出的环境问题，在全社会形成资源节约的增长方式和健康文明的消费方式。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发展战略出现在党中央的决议里，足见建设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了。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一种关于社会发展形态取向的系统理念，已在国际社会得到了
普遍认可，各种相关理论学说及实践也精彩纷呈。
尤其是发达国家有关保护环境资源的法律频频出台，法律生态化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这正是大量法
学研究成果对法制推动的结果。
2006年3月，笔者在多年从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研究的基础上，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
会法制保障研究》为题向中国法学会申报了部级重点课题，并有幸获得批准。
　　环境污染、资源破坏和浪费、生态恶化等现象绝大多数是由人的活动引起的，人的活动不论是生
产活动还是消费活动都表现为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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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伴随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人类正面临日益严重的环境及资源危机。
环境问题已成为当代人类社会的重大课题，受到各国政府及学界的重视。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一种关于社会发展形态取向的系统理念，已在国际社会得到了普遍
认可，各种相关理论学说及实践也精彩纷呈。
本书以法律的“行为调整说”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以不同社会宅体行为对环境的不同程度的影响为
着眼点，深入剖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模式和现实的差异及根源，确定不同行为主体
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中的地位和责任。
通过立法对各类主体的有关资源不节约、环境不友好的行为予以规制，结合我国的立法实践，以期对
我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法制保障体系建设有所裨益。
　　本书适用于高等院校从事环境法学研究的学者阅读参考，也可供法学专业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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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目的在于追求更少资源消耗、更低环境污染、更大经济和社会效益，实现
可持续发展。
节约型社会的特征是资源有效配置、高效利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核心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资源的高效利用、合理配置和有效保护，实
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节约型社会的根本标志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它体现了人类发展的现代理念。
①　　本书认为，资源节约型社会是涉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的，这一点无论从节约的词义还是
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目的都很好理解。
同时，将资源节约型社会理解成一种社会形态或是一种经济形态，都是不够准确的。
它应该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某方面价值取向的一种系统理念。
因此，建议资源节约型社会是指在生产、流通、消费等领域，通过采取法律、经济和行政等综合性措
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最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一种系统理念。
　　（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内涵解读　　综合各界对资源节约型社会的理解，我们发现大家的落脚
点都集中在节约资源的路径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两个层面。
这表明，我们对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认识是在反思过去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为缓解日趋
紧张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而作出的选择。
要全面理解它的丰富内涵，我们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
　　（1）资源节约型社会在节约的环节上，是全部再生产过程的节约，即生产领域节约、交换领域
节约、分配领域节约和消费领域节约，而不是特指某一环节的节约。
尤其是消费领域的节约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两方面。
如果只偏重某一领域的节约，而忽略了其他领域的节约，势必会事倍功半，达不到节约型社会的奋斗
目标。
当然，这里讲到的节约消费也不是不消费，而是提倡一种更符合中国国情的合理健康的消费模式。
　　（2）资源节约型社会在节约的内容上，是物质资源的节约。
资源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政治等多领域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经济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等各种资源；狭义的资源仅仅指自然资源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1972年将资源解释为：所谓资源，特别是自然资源，是指在一定时间、地点下能产
生经济价值，以提高人类当前和将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和条件。
我们认为，在现阶段，资源节约型社会中的资源应该确定为物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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