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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诞生于中国致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20世纪90
年代中期这一伟大的变革时代。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法学院正在向着成为我国财经立法、司法和教育的思想库，财经法学的重要国际
交流平台，财经法律复合型应用性高级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的目标迈进。
　　在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的教师中，活跃着一批学历高而又富有朝气的年轻学者，他们关注国计民
生，参与国家法制建设，醉心于法学研究；他们热爱三尺讲台，关心学生的成长；他们具有国际化视
野，重视借鉴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法学理论与法律文化。
以这批教师为主体，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的广大教师在平时的教学耕耘与学术研究中收获了累累硕果
。
以此为基础，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中财法学文库”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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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财法学文库》围绕民商法、经济法等领域实践中的重大疑难问题，对我国相关制度加以细致地探
讨与解说，在选题和策划上，偏重经济领域中实践意义重大且学界较少探讨的具体问题；在内容上，
较为侧重对具体问题的深入分析和制度的合理构建，希望以此推动法学研究与法学教育的进步，并进
而推动我国立法、司法目臻完善。
本书为该系列之一的《全球环境治理的法律框架》，书中对世界环境保护法展开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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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法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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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理解新千年的关键词第一篇  缘起　第一章  学科和历史视野中的环境史　　第一节  时间维度和
进化进程中的四门科学　　第二节　环境、环境问题、环境史　　　一、环境　　　二、环境问题　
　　三、环境史　第二章  环境史视野中的环境问题　第三章  环境问题全球化的社会、经济机制　　
第一节　人口问题　　第二节　货币经济　　第三节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全球统治地位的确立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二、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核心的剩余价值生产机制　　　三、环
境外部性——疏失还是故意　　　四、利润动机支配下的消费社会及其环境代价　　　五、资本全球
流动及其环境影响　　第四节  贫困与发展　　第五节　战争　第四章  全球环境问题现状　　第一节  
日益迫近的危机　　第二节  全球环境问题在分布上的一些特点　　　一、全球集中分布特点　　　
二、国家内部集中分布特点　　　三、生态环境问题的集中分布特点　　　四、工业污染问题的集中
分布特点　　第三节  关于全球环境问题的几点补白　　　一、环境问题全球化的影响不全是负面的
　　　二、环境问题规模的层级划分　　　三、区分几种不同的全球环境变化形式　　　四、注意导
致环境问题的双重因素第二篇  回应——哲学、政治与法律　第五章  哲学——环境哲学之思及其影响
　　第一节  哲学何以重要　　第二节  哲学的环境转向或生态转向　　第三节　何谓环境哲学　⋯⋯  
第六章  政治—绿色政治之源流  第七章  法律—环境法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的发展第三篇  框架—
主体与规则  第八章  全球环境治理的主体—一个功能主义的考察  第九章  国际环境法的体系、集成与
编篡第四篇  特质—国际环境法中的若干问题与国际环境法的制定与施行  第十章  “框架公约—议定书
”—国际环境法在形成构造上的特点  第十一章  软法—理论争议与实践功用  第十二章  环境标准—技
术及技术背后  第十三章  国际环境法中的区别待遇——“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及其实现第五篇  
结束语  第十四章  从全球环境问题和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主权的重新定义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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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学科和历史视野中的环境问题　　第一节　时间维度和进化进程中的四门科学　　地球
从形成至今，已经经历了约四十六亿年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过程。
距今三十多亿年前，地球上开始出现生命，至寒武纪（距今五亿年前），地球生命出现大爆发。
地球历史便由纯无机自然环境演化跨人生物与环境协同演化的进程。
人类的出现，不过是250万～300万年前的事情，而人类社会形成的时间则更短，约八千年。
　　地球的发展，是从无机进化（物理世界历史），到有机进化（生物世界历史），再到文化进化（
人类社会历史）。
在时间进程中的这三个进化阶段，分别成为以下四门学科的研究对象：　　首先是地史学。
地史学也称为历史地质学（Historical Geology），是研究地球及其生物界的形成和发展历史的学科。
地史学的具体任务，主要是运用动力地质学、古生物学、矿物学、岩石学和构造地质学方面的知识，
分析和推论地质时期中地球岩石圈、水圈、气圈和地表生物界在时间上的发展和演变的历史。
地史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有地层学、沉积古地理学、历史大地构造学三部分。
总的来说，地史学研究的中心是与时间联系的，也可概括为沉积发展史、生物演化史和构造运动史三
个方面。
　　在学科分类中，古生物学属于广义上的地史学的范畴，所以有时也并称“古生物学地史学”。
“古生物学地史学”构成地球历史科学，是地质科学的三大分支（地球物质科学、地球动力科学和地
球历史科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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