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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权益论》这本书通过归纳、提炼和探索研究，构建起了环境权益的一个理论框架。
针对我国缺乏环境诉讼法律依据的现状，探讨了我国环境诉讼模式选择和机制建立的必要性及其基本
内容，提出建立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机制。
考虑到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有关规定，从诉讼发动、案件审理、程序规则、判决执行等多个层面来予
以架构。
这些思路在富有前瞻性的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了现实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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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环境权益保护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环境权益保护的生态学基础　　在地球表面分布
着各种各样的生物有机体，其数量巨大。
所有这些生物以及受到其生命活动影响的区域称作生物圈。
生物圈的存在是地球上特有的现象。
生物圈的分布位置是大气圈的下层，土壤圈和水圈的全部以及岩石圈的上层，厚度在20公里左右。
但是大部分生物个体都集中在地表以上100米到水下100米的大气圈、水圈、土壤圈、岩石圈等圈层的
交界处，可以形象看成围绕地球的一个生命膜。
这一带是生物圈的核心，生物在此非常活跃，是维系人类生死存亡的重要资源和条件。
　　生物圈是一个生命物质与非生命物质组成的高度有序、高度进化并且能够进行自我调节的复杂的
开放系统，是生物与环境长期相互作用形成的。
生物圈存在的基本条件第一要有能量的提供。
来自太阳的充足光能经绿色植物吸收，合成有机物，除了供自身消耗外，还进入生物循环，为其他一
切生命活动提供需要的能量。
第二要有适宜生物圈内生命活动的温度条件。
各种生命体自身的代谢活动对温度都有一定的适应范围，温度过高或过低会影响其体内的生物化学过
程甚至使蛋白质变性或因细胞间隙的水冻结对细胞产生机械性损伤。
第三要存在可被生物利用的大量液态水。
几乎所有的生物体其体重的大部分是水，而且生命过程中的所有代谢活动均以水为介质。
第四要有构成生物有机体以及提供生命活动过程所需的各种化学元素、化合物，如氧、氮、磷、钾、
钙、铁、硫以及二氧化碳等。
生命在地球上出现于距今约32亿年前。
经过漫长的时间进化，如今已被科学家命名的生物的种类140万种，而实际存在的物种数估计为l000万
种以上。
按照各种生物的特点和之间的相同相异之处，可分为五界。
第一是原核生物界。
主要是一些细菌、立克次体、支原体和蓝藻，其特点是细胞结构简单，遗传物质DNA成环状，位于细
胞质中，不具备核膜，没有成形的细胞核。
第二是原生生物界。
是由原核生物进化而来的另一类单细胞为主的微生物。
其特点是细胞核具核膜，细胞进行有丝分裂，属于真核生物。
第三是真菌界。
也属于真核生物，其特点是细胞具细胞壁，无叶绿体，不能进行光合作用，是异养生物，以各种孢子
进行繁殖。
营养方式为分解吸收型，在食物链中为还原者，促使自然界的物质循环。
第四是植物界，是真核多细胞生物。
其特点是具有叶绿体，能通过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营养方式为自养，是食物的生产者。
第五是动物界。
为体内不含光合色素的真核异养生物，躯体构造复杂，是食物的消费者。
自然界中的所有的生物个体并不是也不可能单独生存，其真正的生存方式是以同一物种的多个个体或
不同物种的多个个体组成种群或群落而存在于一定的空间中。
这样在一定的空间内，生物群落和物理环境通过物质循环以及能量流动，相互作用相互依存而形成的
生态学功能单位就被称做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是地球上包括人类在内所有生命的支持系统，是人类经济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人类直
接或间接从生态系统得到的利益，主要包括向经济社会系统输入各种必需的物质和能量、承纳和转化
来自经济社会系统的各种废弃物，以及直接向人类社会成员提供诸如清新空气、洁净水、优美景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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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服务。
　　地球表面的各种发育完整的生态系统的基本成分都可概括为生物成分或生命系统和非生物成分或
环境系统两大部分，生命系统包括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三种生物基本成分。
其中，生产者指利用太阳能或其他形式的能量，将简单的无机物制造成有机物的各类自养生物，包括
所有的绿色植物、藻类和某些细菌等。
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制造成初级产品——糖类。
糖类可进一步合成脂肪和蛋白质，用来建造自身。
这些有机物也成为地球上包括人类在内的其他一切异养生物的食物资源。
生产者通过光合作用不仅为自身的生存、生长和繁殖提供营养物质和能量，而且它所制造的有机物也
是消费者和分解者唯一的能量来源。
生态系统中的消费者和分解者是直接或间接依赖生产者为生的，没有生产者也就没有消费者和分解者
。
生产者是生态系统中最基本和最关键的成分，太阳光是生态系统中最关键的能量来源，太阳光只能通
过生产者的光合作用才能转化为生物质能并源源不断地输入生态系统，然后再被其他生物所利用。
消费者是针对生产者而言，即它们不能从无机物质制造有机物质，而是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生产者所
制造的有机物质，因此属于异养生物。
根据动物食性的不同，通常又可将其分为食草动物、食肉动物、杂食动物、腐食动物和寄生动物。
人类属于杂食性消费者，且是最高级的消费者。
分解者是异养生物，它们分解动植物的残体、排泄物和各种复杂的有机化合物，吸收某些分解产物，
最终能将复杂的有机物分解为简单的无机物，而这些无机物参与物质循环后可被自养生物重新利用。
分解者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如果没有它们，动植物尸体将会堆积成灾，物质不能循环
，整个生物圈将不复存在。
非生物环境也就是非生物成分，通常包括能量因子和物质因子，以及与物质和能量运动相联系的物理
和气候条件。
其中能量因子包括太阳辐射能（光能和热能）、化学能、潮汐能、风能、核能与机械能等；物质因子
包括岩石、土壤、水、空气等基质和介质，以及各种生物生命活动的代谢物质，如化碳、水、氧气、
氮气等空气成分和氮、磷、钾、钙、镁、铁、锌等矿物质元素及无机盐类等，还包括一些联结生命系
统和环境系统的有机物质，如蛋白质、糖类、脂类和腐殖质等。
此外还有光照、温度、湿度、大气压、风等物理条件和气候要素。
作为一个生态系统，非生物环境是生物生存的场所和空间，是不可或缺的，它是生物成分赖以生存和
发展的基础。
　　生物圈对人类是非常重要的。
人类的生存直接依赖于生物圈提供食物。
人类食用的粮食、油料、肉类、乳类、蔬菜、水果、饮料都来源于生物。
曾经有近3000种植物被用做人类的食物，还有7500种可食性植物。
人类食用的动物也有数十种。
食物的多样性，不仅可以为人类提供营养的多样性，还可以提高人类食物的稳定性。
生物圈除了提供食物外还具有其他非常重要的功能。
　　1.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是指一定时间空间范围内，生物物种及其所携带的遗传信息和其与
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的多样化及各种生物学、生态学过程的多样化和复杂性。
也就是说，是在一定时间和一定地区，所有生物物种及其遗传变异和生态系统的复杂性总称。
它是生命系统的基本特征之一，主要有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四个
层次。
其中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是最基本的三个层次。
遗传多样性，是指所有生物个体中所包含的各种遗传物质和遗传信息，既包括了属于同一物种的不同
种群的基因变异，也包括了同一种群内的基因差异，遗传多样性又称为基因多样性。
基因由于受外界环境变化的刺激或自身因素的影响会发生突变，继而引起个体的变异，使物种个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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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出现形态、生理、生态多方面变化，这种变异是生命进化和物种分化的基础，也是物种多样性产生
的根本原因。
对所有物种而言，遗传多样性对维持物种延续、适应周围生存条件、抵抗不良环境与灾害都是十分必
要的。
物种多样性，是指多种多样的生物类型及种类，强调物种的变异性，体现物种之间的差异。
物种是生物进化链中的基本环节，它在不同的时间跨度内，既是相对稳定的又是处于不断地变异和发
展的，物种多样性代表着物种演化的空间范围和对特定环境的生态适应性，是进化机制的最主要产物
，所以物种被称为是最适合研究生物多样性的生命层次。
多种多样的物种是组成生态系统的基础，是其不可缺少的部分，系统中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
传递与其中的物种有着密切的关系，是靠各种类型的生物来完成的。
当出现生物多样性降低，某些物种消失时，传递链条被打破，平衡被破坏，会导致整个生态系统功能
失调，严重时整个系统甚至瓦解崩溃。
　　生态系统多样性是指生物圈内生物的栖息地、生物群落和生态学过程的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内
栖息地差异和生态学过程变化的多样性。
换句话说，由于地球生物圈内的生态环境和生物群落表现出高度多样化，因此生态系统的类型也相应
极其复杂多样。
在各地区不同物理背景中形成多样的生态环境，分布着不同的生态系统，各个生态系统都保持着各自
的生态学过程。
即使在同一类型的生态系统内部，其生态环境也往往会存在差异，群落也可以是由不同的种类组成，
它们的结构关系多样，表现出的功能不同，在生态过程中的作用也很不一致，因而可以出现生态系统
内的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除了以上三个主要层次外，还有景观多样性。
它是指在一定时空范围内，景观生态系统类型的丰富性及各景观生态系统中不同类型的景观要素在空
间结构、功能机制、时间动态方面的多样化和复杂性。
中国国土辽阔，海域宽广，自然条件复杂多样，加之早在中生代末，大部分地区已抬升为陆地，有较
古老的地质历史，因而孕育了极其丰富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物种，及繁复多彩的生态组合，是全
球12个“巨大多样性国家”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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