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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发展中，中华民族曾作出过伟大的贡献，不仅最早开启了世界东方文明的大门，
而且对人类法治、法学及法学教育的生成与发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光辉的实践。
在我们祖先生存繁衍的土地上，自从摆脱动物生活、开始用双手去进行创造性的劳动、用人类特有的
灵性去思考以后，我们人类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创造辉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探索人类
的主观世界，逐渐形成了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一系列维系道德人心、维持一
定社会秩序的精神规范，更创造了博大精深、义理精微的法律制度。
应该说，在人类所创造的诸种精神文化成果中，法律制度是一种极为奇特的社会现象。
因为作为一项人类的精神成果，法律制度往往集中而突出地反映了人类在认识自身、调节社会、谋求
发展的各个重要进程中的思想和行动。
法律是现实社会的调节器，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确认人的不同社会地位的有
力杠杆，它来源于现实生活，而且真实地反映现实的要求。
因而透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法律制度，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当时人们关于人、社会
、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组织以及哲学、宗教等诸多方面的思想与观点。
同时，法律是一种具有国家强制力、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它以一种最明确的方式，对当时社会成员的
言论或行动作出规范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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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法学科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研究生教学方面。
首先，由于环境法本科教学在大多数法学院校中相对薄弱，长期以来并未列入本科必修课，而研究生
教学中环境法却是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其次，环境法学科一直处于发展和探索阶段，为研究生教学
提供了较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学术争鸣和科研实践过程中产生出大量优秀的研究成果，使环境法研究
生教学呈现空前的繁荣。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由于国家对环境法的重视和学者们的辛勤耕耘。
无论是从环境法学研究的发展来看，还是从环境法教学科研的实际需要来看，目前整合学者们的研究
成果和教学经验以形成相对完整和规范的环境法学研究生教材已经为学界所共同关注。
本书编写力求把国内环境法学者群的学术研究亮点与教材体系的完整性相结合，基础知识与探索创新
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相结合。
全书以专题研究为体例，力求尽可能全面地涵盖环境法的基本研究范畴，并体现学术研究的前沿领域
现状。
　　本书主要适用于在读法学研究生和考研学生，亦可适用于高年级法学本科生、法律自修者以及教
师备课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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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环境权的界定（一）界定环境权的原则1.应严格以法律权利的概念为基点界定环境权法律权利，
是通过将社会自发的权利纳入法律的轨道，集中表明了自己所代表的鲜明的国家意志，其实质是国家
这个代表机构对权利的一种价值判断，是个人与国家利益的一种协调。
社会自发权利在未被法定之前，是一种不确定的、缺少国家权力保护的自在权利，在行使中可能会随
时受到他人、社会和国家的侵犯，因而得不到有力的司法保障。
而被法定化后，则变得规范、确定和连续，同时，也是对非法定的社会自发权利的限制。
因而，法律权利较之非法定的社会自发权利而言，是一种实然权利。
①可见，法律权利与非法律权利的最根本区别就在于：法律权利更具有实然性。
笔者认为，之所以由法学界来讨论环境权问题，目的就是要从法律上确立环境权，使环境权成为更能
够落到实处的实然性权利。
笔者不否认法学家在论证这种权利应在法律上确立的理由时，可以从一般权利中寻找权源根据，但他
们最终从理论上界定的、提供给立法者的权利概念却应当是法律权利的概念，而不是仍停留于伦理上
、道德上、宗教上、习惯上、自然法上的权利概念，否则，遭遇立法者的拒绝就是预料之中的了。
所以，法学界应严格以法律权利的概念为目标来界定环境权。
时下一些学者试图将伦理上、道德上、宗教上、习惯上、自然法上的权利直接识别为环境权是错误的
。
2.应在特定“环境”含义的基础上界定环境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
环境，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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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草原、野生动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
乡村等。
”对此界定，笔者赞同一些学者所作的评价：“是一个比较好的定义方式”②、“符合法律意义上之
环境概念所要求的完整性、具体性和准确性”。
因此，我国环境保护法对“环境”的界定，应当作为界定环境权的基础。
在这个“环境”含义中，需要强调的是“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这个定语和“总体”这个定性词。
“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这个定语阻止了诸如庭院中的盆景植物、村民房前屋后的零星树木、家养
宠物、并无价值的所谓“遗迹”、“景观”等进入“环境”的范围，而“总体”这个定性词又表明，
环境包容许多自然资源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环境是一定数量自然资源的简单叠加，而是由一定数量、
结构和层次的自然资源所构成的具有一定生态功能的物流和能流的统一体。
换言之，环境必定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任何单个的物质实体都不可能构成环境。
正如有学者所说：“环境概念强调整体性、生态联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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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环境法学研究》为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包括本科生用书，法学研究生用书、法律硕士研究生用书和
司法考试用书。
这套大型法学系列教材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组织编写，由曾宪义教授、王利明教授担任总主编。
1.学术性。
基于研究牛学习以培养学术人才为教学目标的认识，内容上以学科学术体系为框架，强凋学术原理性
和学术品味，并注重法学方法论的引导。
2.专题性。
基于研究生教学人多采取专题讲座、专题讨论形式的教学实际，不再像本科教材那样为了体系的完整
而面面俱到，而是注重以专题形式阐述学术前滑热点问题、重大基本理沦问题。
3.指引性。
基于法学研究生应针对问题进行研究的认识，力争为法学研究生提供学科研究路径的指引、基本学术
资料的给养，把读者引向一个更高层次的学术视野和学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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