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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法制理论与立法若干问题思考》可分为两个部分：民法学部分、环境与资源法学部分。
    民法学部分包含11个论题，它们是《对物权概念中“直接支配”意义的解读——以孟勤国教授的观
点为基础》、《物权法制度功能认识及其立法宗旨表达——兼评 第1条》、《以合意为基础的物权变
动立法模式——兼谈 相关条文》、《 第四章制度设计之思考》、《房屋承租人法定先买权制度之反
思》、《无权处分概念及其有关问题之思考》、《对 第51条之几点看法》、《诱使违约新论》、《我
国典当民事立法思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与我国 之完善》、《省思 第96条》，作者基于独立思考
的精神，运用多种方法对有关物权、债权等理论与立法诸多问题提出独到的见解，值得相关问题的研
学者予以关注。
    环境与资源法学部分包含8个论题，它们是《 之立法目的及其修改建议——定位于环境与资源保护
基本法位置上》、《气候变化、低碳经济与中国国家及地方环境资源法制的变革》、《生态文明城市
建设地方综合立法之七个要题——以贵阳市为例》、《加强法制创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自然
资源物权概念及其基本特征——一种跨学科的思考》、《探矿权的含义、性质及客体——以探矿权的
内容为分析基础》、《矿区冲突之根源及其解决机制——以贵州省欠发达地区为例》。《中国现代法
制理论与立法若干问题思考》作者方印既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制理论与立法问题做出一些宏观的思考
，也对一些更为中观或更具体的微观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探析，这对于完善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值得相关问题的研究者予以关注和阅读。

Page 2



《中国现代法制理论与立法若干问獭�

作者简介

　　方印，男，汉族，1969年生，贵州省瓮安县人，贵州大学法学院法律系民商法教研室法学教授，
贵州大学人口·社会·法制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民商法硕士生导师，法律硕士生导师，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硕士，中国法学会会员，贵州省法学会环境与资源法研究会副会长。1992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
教育系，获教育学学士学位。2002年结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贵阳班），获结业证书
。2006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1998年晋升为讲师，2003年晋升为副教
授，2008年晋升为教授。在《贵州社会科学》、《甘肃社会科学》、《云南行政学院学报》、《广西
民族学院学报》、《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贵州大学学报》、《贵州师范大学学报》、《重庆交通
学院学报》、《四川文理学院学报》、《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当代法学论坛》、《法制与社
会》、《人口·社会·法制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民法学、环境与资源法学、灾害法学等方面论文
十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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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民法学部分对物权概念中“直接支配”意义的解读    ——以孟勤国教授的观点为基础物权法制度功能
认识及其立法宗旨表达    ——兼评《物权法》第1条以合意为基础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    ——兼谈《物
权法》相关条文《物权法》第四章制度设计之思考房屋承租人法定先买权制度之反思无权处分概念及
其有关问题之思考对《合同法》第51条的几点看法诱使违约新论我国典当民事立法思考精神损害赔偿
责任与《食品安全法》之完善省思《食品安全法》第96条    环境与资源法学部分《环境保护法》立法
目的及其修改建议    ——定位于环境与资源保护基本法位置上气候变化、低碳经济与环境资源法制的
变革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地方综合立法之七个要题    ——以贵阳市为例加强法制创新，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自然资源物权概念及其基本特征    ——一种跨学科的思考探矿权的含义、性质及客体    ——以探矿
权的内容为分析基础矿区冲突之根源及其解决机制    ——以贵州省欠发达地区为例我国生态修复法律
制度立法若干问题思考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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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现代法制理论与立法若干问题思考》是一本理论合集。作者方印围绕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所需要的法律制度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书中既有对于民法中的物权、债权、合同、侵权
，以及食品安全法中的民事责任等问题进行深入的剖析与阐述，也有对于环境资源法这门新兴的部门
法的基础理论问题与具体制度的建设性探讨与分析。作者将法律之理论脉络、法律之时代需要与法律
之基本国情三者沟通协调、融会贯通，形成了对于中国现代法制理念与立法若干问题的解决的新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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