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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教育部组织编写的《环境法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006年版)的
基础上修订的第二版。

　　本书共分十一章，系统地论述了环境法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内容、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以
及各单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
导论部分主要就环境与环境问题的一般知识和相关概念、环境法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等内容作了简要
阐述，并提示环境法学作为法学和环境科学的交叉学科研究的意义。
环境法总论编主要就环境法的概念、环境法的主体及其权利义务关系、环境法的基本基本原则与基本
制度等内容展开了论述。
环境法各论编主要对我国环境污染防治法、自然保护法、环境侵害救济法、危害环境犯罪制裁法等主
要法律法规的立法背景、各单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制度的具体内容及其理论依据等作了简要的阐述
。
另外，各论编还对国际环境法的概念、中国与国际环境法的实践以及国际环境公约的主要内容展开了
论述。

　　环境法学(在我国法学二级学科的分类中表述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是法学的新兴、边缘学
科。
有鉴于此，本教材在编写体例上除了全面论述环境法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外，还专门就
教材正文涉及的相关知识和问题等设立了与之相适应的案例、图表和专栏等栏目以指导教学和帮助学
习。
教材所附的文献索引和事项索引，还可以为学习者了解和掌握环境法学知识提供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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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国际环境法概述
　　第二节　中国与国际环境法的实践
　　第三节　国际环境法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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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然而，由于传统部门法分类方法中唯有环境法表现为有关环境问题的法律专题，并且
这些法律专题都具有与原部门法的原则和方法所不相同之处。
因此环境法的综合性非常强，几乎所有传统部门法都涉及环境保护领域，几乎所有的环境法规范都需
要有其合理的法理解释。
所以，从宪法和行政法的角度，可以引申出有关环境权、国家环境保护责任、政府环境管制权力，以
及企事业单位或个人的环境义务等解释；从民法的角度，可以引申出有关将环境和自然资源作为准物
权、相邻环境关系以及环境侵权责任的解释；从刑法的角度，可以引申出有关确立危害环境犯罪及其
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等的解释；从诉讼法的角度，还可以引申出公益性环境行政诉讼、将民事诉讼中
的特殊规定作为环境民事诉讼一般原则等的解释。
然而，站在将环境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的角度，这种分类方法尽管与各传统部门法联系紧密，但
无形中它们将不同环境法规范和内容之间的相互联系予以割裂开来，尤其是否认了环境法调整方法所
具有的综合性的特征。
例如，对环境权的研究目前是将其作为一个整合型权利对待的，单从宪法或者行政法、民法的角度尚
不能揭示其合理的内涵。
再如，对环境效益及其价值的法律保护则需要先明确人类利用价值和非人类利用价值之后才能分别予
以保护，此外学者提出的有关刑法保护法益的判断也在于此。
最后，环境法律的基本理念包含着预防原则，需要在某个法律事实出现之前就其积极和消极影响及其
可能的风险作出事前的判断并作出决定；对环境利用行为导致的渐进性环境妨害要事前予以减轻、停
止或排除；对明知污染物质的排放会导致环境或人体健康的侵害而继续作为者要在具体损害发生前就
予以刑事处罚，等等。
这些法律手段和方法，都必须在环境法的统一原则指导下适用。
否则，环境法就不会在环境问题面前应运而从传统部门法中独立出来了。
（三）对环境法作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分类从环境法规范的创制和适用范围的角度，可以将环境法分为
国际环境法和国内环境法两类。
国际环境法一般是由参与国际关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国际组织间制定、认可或缔结的确定其在
环境与资源保护领域相互关系中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文件。
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国际环境条约及其协定。
国内环境法则指由一国享有立法权的机关制定的、其效力范围一般不超出本国主权范围的环境与资源
保护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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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环境法学(第2版)》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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