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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资源立法是资源可持续
利用的法律保证

吴季松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 员会

,

北京
,

摘 要 资源的有效 保护 和 永续利 用在我国可 持续发 展战略 中占有十 分 重 要 的 地 位
。

本 文 分析 了

我国 资源法 制 建设 中存在的 问题
,

闲述 了综 合 资源立 法 在资源法制 建设体 来中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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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资源问题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性制约因素

人类有史以来的经济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劳力经济
、

资源经济和智力经济
。

所谓劳力

经济就是经济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劳力资源的占有和配置
,

农业经济就是这样一个阶段
。

所谓

资源经济就是经济的发展主要取决于 自然资源的占有和配置
,

工业经济就是这样一个阶段
。

所谓智力经济就是经济的发展主要取决于智力资源的占有和配置
,

其表现就是科学技术是第

一生产力
,

未来经济就是智力经济
。

目前世界各国 包括我国 都还处于资源经济的后期
,

自然

资源仍是决定性因素
。

当前
,

由于长期以来人类对 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破坏性利用
,

资源问题 已经成为全球

性的并且也是我国所面临的
“

人 口
、

资源和环境
”

三大问题之一
。

根据联合国一系列组织 的报

告说明
,

人类正面临着全球性的水
、

森林和能源等主要资源危机
。

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
“

人 口
、

资源和环境
”

中
,

人 口 问题的表现主要是资源的承载能力
,

环

境问题的表现主要是过度消耗资源并大量排放污染物
。

因此
,

资源的有效保护和永续利用在

我国经济持续发展 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

资源合理利用问题 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战略能否

实现的关键性因素
,

这不能不引起关注
。

二
、

我国资源法制建设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资源法制建设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

已经制定了一系列主要资源及

其利用和保护的法律
,

并相继出台了若干修正案
,

有些正在准备修改之中
。

此外
,

一批重要的

资源立法工作也 已着手准备
。

与此同时
,

地方人大资源立法的步伐也进一步加快
,

一些各具特

色的地方性法规陆续出台
,

对推动地方资源管理与保护工作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

但就整体而言
,

我国资源法制建设起步比较晚
,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正式地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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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展开
,

并且基本上都是适应改革开放在每个时期形势的需要的
。

各个资源法律
、

法规都具体

地带有旧体制的或新旧体制交替的过渡性阶段特征
。

用面 向 世纪的眼光和实现两个根本

转变
、

实施跨世纪宏伟工程的要求来分析
,

当前的资源法制建设工作尚存在着一些实际问题
。

一是资源法律尚不完备
。

有些资源尚没有完善的法律
,

甚至没有
,

严重滞后于社会和经济

的发展
。

二是现行法律也有局部混乱的情况
。

在各种不同资源法律
、

法规之间往往彼此界限不清
。

因此
,

不同法律条文难免出现不尽一致的情况
。

三是资源立法缺乏
“

成龙配套
”

的系统性
。

在资源立法乃至整个资源法制建设过程中
,

出

现 比较零散
、

随机性大的情况
。

既没有综合资源立法
,

也缺乏对各种资源本体管理
、

产业开发
、

消费与消耗等不同层次的系统立法规划
。

四是资源法律的执行情况更加不容乐观
。

执法中的严重问题除了社会法律意识淡薄外
,

根本的原因在体制问题上
。

由于体制上存在的各部门职能交叉
、

重迭
、

缺位等现象
,

导致一些

条文无法明晰化
,

一些 明确的条文在执行中又可能存在推楼与扯皮现象 具体实施过程中受各

种局部利益矛盾的影响而困难较多 有时法律规范的对象往往是执法监督者
,

监督与被监督的

关系也不清楚
。

五是许多条文的规定过于原则
,

难以操作
。

多数资源法律内容上 明显地缺乏市场机制与

经济约束手段
,

缺乏明确的刑事处罚规定
,

需要及时地充实和修改
。

三
、

加快综合资源立法是资源法制建设的重要环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法制经济
,

它是以市场为基础
,

以法律为手段
,

规范和引导人

们的经济行为
,

从而得以合理地调配资源
,

发挥最佳经济效益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资源法制

建设提出了客观而迫切的要求
。

资源综合利用也只在资源法制建设得到完善的基础上才能得

以顺利进行
,

当前巫待加快资源综合立法
。

当前
,

加速资源法制建设存在很好的机遇和条件
。

一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订
、

跨世纪宏

伟 目标的确定
,

为加紧资源立法提出了新的要求
。

二是两个根本转变为资源管理体制化带来

了新的机遇
。

市场经济要求加强民主法制建设
。

三是
“

科教兴国
”

战略的实施特别是高新科技

产业化浪潮的到来
,

为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工作开辟了新的前景
,

从而也为资源法制建设

增添了新的内容
。

而综合性的《资源法 》是整个资源法制建设的关键
。

综合自然资源法的立法 目的在于长期有效的管理 自然资源
,

使 自然资源能够持续利用
。

在此过程中
,

很重要的是要进一步加强资源立法的系统规划
,

从 自然资源的系统来考虑各种自

然资源之间的相互关系
,

使各种资源科学配置
,

在节约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开发
,

综合利用
,

从而

为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打下坚实的法律基础
。

目前
,

多数发达国家都已制定了几部涵盖面较广的资源法
,

加拿大
、

荷兰和新西兰 已有综

合资源法
。

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有关立法步伐
,

肯尼亚 已在世界银行支持下完成了综合 自然

资源法
,

等待议会批准
,

印度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下
,

进行综合资源立法研究已有三年
。

国内外形势表明
,

加强资源综合立法 已是当务之急
,

早抓早主动
,

晚抓更被动
,

不抓不能

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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