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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内外学者已就政府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中应承担的促进责任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
这些研究涉及政府承担循环经济促进责任的原因、循环经济发展中政府促进责任的性质与方式、循环
经济发展中的地方政府责任、循环经济发展中政府的国际责任等问题。
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多元、领域宽广、成果颇丰，为循环经济促进法中政府责任的有效安排提供了较为
全面而深厚的理论支撑。
不过，由于国内外对循环经济促进法的研究起步比较晚，有关循环经济法律促进中的政府责任问题仍
存在诸多可进一步开拓之处。
其一，作为循环经济法律促进中政府责任之前提的循环经济促进法调整范围的界定问题仍有诸多可争
议之处；其二，有关循环经济促进法中政府责任问题的研究深度不够，目前整体上处于问题提出阶段
；其三，虽然法学视角的探讨已经展开，但亟待深化。
基于此，本文试图在循环经济促进法中政府责任的研究方面有所推进。
特别是，既要对循环经济法律促进中政府责任安排的理论基础进行深入探索，又力求能在循环经济法
律促进中政府责任的制度设计方面有所收益。
　　本书旨在探讨循环经济促进法中政府法定责任安排的合理性、责任制度结构、责任设定方式及中
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中政府责任的构建问题，以为有关中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律制度的有效建立与实施问
题的研究提供争鸣性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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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内外学者已就政府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中应承担的促进责任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
这些研究涉及政府承担循环经济促进责任的原因、循环经济发展中政府促进责任的性质与方式、循环
经济发展中的地方政府责任、循环经济发展中政府的国际责任等问题。
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多元、领域宽广、成果颇丰，为循环经济促进法中政府责任的有效安排提供了较为
全面而深厚的理论支撑。
不过，由于国内外对循环经济促进法的研究起步比较晚，有关循环经济法律促进中的政府责任问题仍
存在诸多可进一步开拓之处。
其一，作为循环经济法律促进中政府责任之前提的循环经济促进法调整范围的界定问题仍有诸多可争
议之处；其二，有关循环经济促进法中政府责任问题的研究深度不够，目前整体上处于问题提出阶段
；其三，虽然法学视角的探讨已经展开，但亟待深化。
基于此，本文试图在循环经济促进法中政府责任的研究方面有所推进。
特别是，既要对循环经济法律促进中政府责任安排的理论基础进行深入探索，又力求能在循环经济法
律促进中政府责任的制度设计方面有所收益。
　　《循环经济促进法中的政府责任研究》旨在探讨循环经济促进法中政府法定责任安排的合理性、
责任制度结构、责任设定方式及中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中政府责任的构建问题，以为有关中国循环经济
促进法律制度的有效建立与实施问题的研究提供争鸣性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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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实，“循环”并不能解决所有的资源环境问题。
“循环”只是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途径之一。
人类的经济活动可分为前端的资源获取、中端的生产和消费、末端的废弃物处置三个环节。
在前端，应控制开发不可再生资源，合理开发可再生资源，充分开发恒定资源；以“无污染或低污染
资源”替代“污染或高污染资源”，以“可再生资源或低稀缺性资源”替代“不可再生或高稀缺性资
源”；恢复“可再生资源”与“已损环境”。
在中端，控制资源消耗数量；降低高污染资源的环境危害；循环利用可循环资源。
在末端，对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循环利用废弃物中可循环资源。
①综上可知，“循环”只是在经济过程的中端、末端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众多方式之一。
　　“循环”必须具有理论可行性、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可行性。
理论可行性意味着并非所有资源环境问题均能用“循环”方式解决。
如化石能源问题基本上不能以“循环”途径而是以“非循环”途径（如替代、减量等）解决。
技术可行性是指一些资源环境问题理论上可以循环方式解决，但却面临技术障碍。
如，理论上可以利用光合作用实现从“能源碳”到“生物碳”的资源循环，但大规模吸收和转化二氧
化碳仍然存在技术问题。
经济可行性是指一些具备技术条件的循环方案面临成本挑战。
当循环的经济收益低于成本或低于其他非循环措施时，以节约资源为目的的“循环”技术就没有生命
力；当循环的经济收益低于其他非循环措施时，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循环”技术也无生命力。
②循环方法的运用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这已被建立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国家所认识到。
日本的循环型社会基本法规定，国家应当通过制定法规或其他措施确保可循环资源进行循环的条件有
三，即技术上可循环、经济上可循环、对建立循环型社会有益。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循环经济促进法中的政府责任研>>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