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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由清华大学出版社组织编写的法学互动教材之一。
在编写中，编者在环境资源法课程《成人教育教学基本要求》的基本上，参考环境法部分《司法部国
家司法考试大纲》和真题，在内容上力求做到教材体系完整；在方法上通过引入案例帮助学生加深理
解并提高法律分析能力，每章附有配套测试题，突出教材的互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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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窦玉珍，女，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兼任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西部开发法律研究会理事，陕西省法学会
理事，西安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陕西省环保局咨询委员会委员。
出版《国际海洋环境保护法》、《环境法学》等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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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二、环境问题　　环境问题是指由于人为活动或自然因素引起环境体系的结构
和功能发生了不利于人类的变化，以致影响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环境质量下降，给人类带来灾
难的现象。
所谓环境体系结构变化是指环境本身原始结构即生态系统受到干扰或破坏，而这种变化影响环境体系
的良性循环，不利于人类生存、健康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如山崩、洪水、哈龙类物质进入大气、温室气体引起全球变暖等均属环境问题。
很显然这里的环境问题指的是广义的环境问题。
由于发生环境问题的动因不同，有因自然因素引起的环境问题，如山洪、海啸、飓风、厄尔尼诺现象
等引起的环境问题在环境科学上称之为第一环境问题，也叫原发性环境问题。
由于人为因素如滥砍滥伐森林、过度放牧、超量开采地下水等引起的沙尘暴、草原退化、水源枯竭、
地面沉降等现象，称为第二环境问题，也叫继发性环境问题。
第一、二环境问题均属于环境科学研究的内容。
环境法学则着重研究由于人为活动引起的第二环境问题。
因此，环境法学上的环境问题相对环境科学上的环境问题来说是狭义的环境问题。
　　关于环境问题，并无统一的分类标准。
有学者认为环境问题包括四种类型：即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能源问题和全球环境问题。
①此种分类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全球环境问题的现象。
但分类标准不清，所列举的环境问题有重复、交叉，不利于分类采取针对性措施。
我国国内学者普遍以造成环境问题的危害后果不同，而将其分为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
环境破坏是指由于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过量地向环境索取物质、能量，引起自然资源状
况的恶化、灭绝，恢复、增殖能力破坏的现象。
如土地荒漠化、水源枯竭、物种灭绝、地面塌陷等。
环境污染是指生产、生活活动的排泄物进入环境，引起环境质量下降，危害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现
象。
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噪声、振动、恶臭、光污染、热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电磁波辐
射污染、放射性污染和有毒化学品污染等。
这两种环境问题并非截然分开，而是有其相互关联性。
如1998年我国发生的长江特大洪水，起因无疑是自然因素，因厄尔尼诺现象和拉尼诺现象而强降暴雨
，人为因素如围江造田，围垦堤坝等行为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致使灾害加大。
再如全球气候变暖，既有环境破坏方面的因素，如全球的森林锐减，生物灭绝等，也有环境污染的原
因，如全球的温室气体大量排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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