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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法学核心课教材：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将环境法体系分为基本环境法与具体环
境法两部分，以此为基础，全书共设二十章。
第一章至第七章是对基本环境法的探讨，是环境法的理论基石部分。
具体环境法又可分为事务法系统和手段法系统。
第八章至第十一章是对事务法系统的探讨，涉及污染防治、资源保护、环境退化防治及生态保护等方
面的法律。
第十二章至第二十章对手段环境法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对如何通过法律手段进行环境与资源的保护进
行了详尽的阐述。
这一分类使得《普通高等教育法学核心课教材：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体例明了，结构清晰，有助于
学习者清晰地掌握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体系。
　　《普通高等教育法学核心课教材：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适用于普通高等教育法学专业本科生、
研究生，也可供参加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社会人士及对环境法感兴趣的社会人士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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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1991年环境保护管理法》在各种自然因素之外列举了“人类制造的或修改的
结构和区域”。
(三)我国环境法中的环境我国《环境保护法》第2条给环境下的定义是：“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
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草原、野生生物、自
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在各国和国际组织的环境立法中，尚未形成统一的环境概念，不同国家，一
定国家和国际会议或国际组织，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机关赋予环境的含义也不统一。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上述不同的定义或解释中寻找出一些共同性：第一，这些解释都以人类为
环境的中心。
这一方面是由法律的特点所决定的，法律无法脱离人类这个中心；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立法者们都
注意到了环境对于人类的重要意义。
第二，这些定义都涉及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而多数法律文件除列举了自然的环境因素之外，还把人
为的环境因素纳入环境概念。
第三，在这些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环境因素，也可以发现立法者对各环境因素之问的交互作用及其
所形成的系统的重视。
三、环境法学中的环境概念及其特点按照对“环境法学是以环境法这一新兴部门法为其主要研究对象
的科学”①的理解，环境法学中的环境概念应当来自于环境法。
一般说来，这一判断没有错，因为一门“学问”不能不与其研究对象有直接的联系，不能不是对其研
究对象的科学规定性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的反映。
但是，“学”作为一种理论形态，作为研究者对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等主观反映的结果，它与实践
形态的研究对象之间又一定是有区别的。
环境法中的环境概念是一种事实概念，尽管它也来自立法者的理性思考；而环境法学中的环境概念是
科学概念，尽管它未必一定是最后的科学结论。
法学不是至少不只是对法典的解释，而是对包括法典在内的对象的理l生思考，包括批评性思考。
环境法学中的环境概念就是环境法学研究这种理性思考或批评性思考所要寻求的对环境的正确理解。
如果说在环境法中存在对环境的多种界定，那么，在环境法学中，对环境概念的解说更是多种多样。
学界或许一时还不能找出一个可以被普遍接受的概念，但我们可以从现有的学说、主张中发现环境法
学中环境概念的一般特点。
(1)环境法学中的环境概念带有明显的主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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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由主编徐祥民设计编写纲目并组织编写、审稿和统稿。
各章撰写人及分工如下：第一章(徐祥民、尹鸿翔)，第二章(徐祥民、巩固)，第三章(徐祥民)，第四
章(陈晓景)，第五章(张锋)，第六章(申进忠)，第七章(徐祥民、孟庆垒)，第八章(李光禄、秘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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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本书编写的单位有：中国海洋大学、南开大学、郑州大学、山东大学、广西大学、山东大学威海
分校、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科技大学、烟台大学、济南大学、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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