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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总序——八十周年院庆与学术文库的诞生　　迄今为止，尚未求证厦大法学院是不是距离大海最
近的法学院，只知道近得抬眼一望就看见惊涛，骇浪，俯身触摸就是温柔的海滩；尚未求证厦大法学
院是不是享受阳光最充裕的法学院，只知道所有的教师工作室都是向南面海，从日出东山的那一刻就
开始接受阳光的恩赐，即使在黄昏的瞬间，也能收揽最后一缕光芒！
　　海纳百川，自然会赋予她宽广浩瀚的胸怀；阳光普照，更使她天生充满了博爱与无限生机。
厦大法学院就是在大海与阳光的厚爱中悄然迎来了八十周年华诞，更为欣喜的是伴随生日庆典的到来
，厦门大学法学学术文库犹如一个新的生命宣告诞生！
　　翻开厦大法学院八十年的历史画卷，值得回眸和感慨的片段有很多：1926年6月，厦门大学设立法
科。
下设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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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无论是已经实证化的自然资源使用权还是尚处于理论构想阶段的准物权、自然资源占用权等传统
自然资源利用权利建构理论都存在理论上的局限和制度上的不足。
资源权成长于修正人类中心主义的土壤，导因于法律规制动物人、社会人和幸福人的制度配置要求，
是指法律上的人对自然资源所享有的进行合理利用的权利。
资源权从内部构造而言，它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为自然性资源权，它是指法律上的人为满足人的“
自然需求”——生存而对自然资源所享有的进行合理利用的权利。
另一类为人为性资源权，它是指法律上的人为满足人的“人为需求”——发展而对自然资源所享有的
进行合理利用的权利。
　　在性质上，资源权既不是纯粹的公权，也不是完全的私权，它是一种公私法内容合体的新型权利
——协同型权利。
资源权下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不是私法意义上的所有权，它在本质上是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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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海统，浙江绍兴人，法学博士，1997年-2007年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读本科、硕士和博士，2007
年7月到厦门大学法学院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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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致力于环境资源法的教学和研究，相关成果先后发表于《中国法学》、《法学》、《法律科学》
、《厦门大学学报》、《私法研究》、《法制日报》、《检察日报》、《时代法学》等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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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权利救济的困境和法定权利的缺位　　（一）权利救济的困境　　自然资源使用权、准物权
、自然资源占用权这三种传统思路的一大共性是认为诸如水权、渔业权、矿业权等因自然资源的利用
而产生的权利都是物权，并且是属于非所有权的用益物权和占有权。
根据传统物权理论，当物权遭到侵害时，权利人可以行使物上请求权以资保护，自然资源使用权、准
物权、自然资源占用权作为物权的一分子，权利人当然也可以行使物上请求权。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无疑仍是否定的。
　　当权利人已经获得权利，但尚未利用自然资源时，自然资源被他人侵夺，权利人无法行使物上请
求权。
因为根据自然资源使用权、准物权、自然资源占用权理论，在权利人尚未行使权利，对自然资源展开
利用前，自然资源仍然是国家或集体的所有物，权利人对这些尚未展开利用的自然资源不具有所有权
。
因此，对自然资源的侵夺所侵犯的是国家或集体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如果是在非主权区域发生此类
侵权行为时，连对自然资源所有权的侵害也谈不上，例如，对于公海上的渔业权的侵害就是如此。
在践行准物权思路的日本对此在实务上有过争议，但在最后，大审院认为，矿业权人开采矿物，才能
取得此类矿物的所有权。
因此，由于侵权行为而从土地中分离出来的矿物，归国家所有。
　　当然，在物权救济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可以求助于侵权法，但问题是，如果是侵权，那么侵害的是
什么权利？
当然，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为侵权的对象当属无疑。
并且在对这种权利侵害行为的法律规制上，无论是我国还是别的国家，基本上采用的都是公法手段，
特别是刑法运用得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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