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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包括环境与自然资源概述、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概述、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基本制度、环境污染防
治法律制度、自然资源法律制度、生态保护法律制度、环境法律责任、国际环境法、企业环境责任与
环境公益诉讼等内容。
其中，前两章作为辅助知识，重点章节则是环境与资源保护基本制度、环境污染防治法律制度、自然
资源法律制度、生态保护法律制度、环境法律责任，国际环境法、企业环境责任与环境公益诉讼则作
为扩展性知识。
在体例编排上，环境与资源保护基本制度一章，采取先宏观制度、后微观制度和先积极主动预防保护
制度、后消极事后治理制度的次序编排。
自然资源法律制度和生态保护法律制度两章，则把资源有关的制度全部放在自然资源法律制度部分，
而生态保护和破坏治理的内容放在生态保护法律制度部分。
同时，本教材每一章内容除了正文、内容提要和关键术语外，还在每章正文后增加了各章主要的相关
法律法规指引及思考题，以为学生学习和教师讲授提供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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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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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节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基本原则　思考题第三章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基本制度　第一节  环境与资
源保护法基本制度概述　第二节  环境资源规划制度　第三节  环境标准制度　第四节  环境影响评价制
度　第五节  环境监测制度　第六节  自然资源权属制度　第七节  环境资源许可制度　第八节  清洁生
产制度　第九节  “三同时”制度　第十节  排污收费制度和限期治理制度　第十一节  环境与资源法其
他基本制度　思考题第四章　环境污染防治法律制度　第一节  环境污染和环境污染防治法概述　第
二节　水污染防治法　第三节  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四节  海洋环境保护法　第五节  噪声污染防治法　
第六节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　第七节  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第八节  化学品物质污染防治法　思考题第
五章　自然资源法律制度　第一节  自然资源法概述　第二节　土地资源保护法　第三节　水资源保
护法　第四节　矿产资源保护法　第五节  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法　第六节  渔业资源保护法　第七节  野
生植物资源保护法　第八节　森林资源保护法　第九节  草原资源保护法　思考题第六章　生态保护
法律制度　第一节  生态保护法概述　第二节  水土保持法　第三节  自然保护区法　第四节  防沙治沙
法　第五节  防洪法　第六节  防震减灾法　⋯⋯第七章　环境法律责任第八章　国际环境法第九章　
企业环境责任与环境公益诉讼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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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环境法中对环境的界定　　环境与资源法对于环境的定义直接关系到环境资源法的研究对
象、立法目的以及研究范围的确定。
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环境与资源法学中，所谓的环境与环境科学中的环境一样，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围
绕着人类，能对人类的生产或生活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物质的自然环境。
虽然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为满足自己的需要，按照人类的认识与能力对自然因素进行了改造、组合
和重构，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也是一种特殊的自然环境。
如城市一般被认为是典型的人造环境，但城市里的空气、土地、河流、阳光等因素却更多是属于自然
要素的。
即使是一些人文景观、历史遗迹，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或文化的因素，但它们的构成仍是物质的
，是人类历史和文化的物质体现。
因此，环境的中心是人类，而环绕人类这一中心的客观存在则是物质，这才是环境法上人类环境的真
正含义。
　　各国立法对环境的定义大同小异，并且与环境科学对环境的定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环境概
念的范围有所不同。
在立法中，对于环境的定义大体上有三种类型：　　1.演绎式，在立法上对环境的定义作概括性的阐
释，不列举其所包含的具体范围。
如《保加利亚环境保护法》（1991年）：“环境是相互关联并影响生态平衡、生活质量、人体健康、
文化与历史遗产和景观的自然与人工因素的综合体。
”这种定义方式较为少见。
这种定义方式优点在于强调了环境的整体性，但相比较而言较为抽象，可操作性差，使普通人很难准
确地判定哪些属于环境法的保护范围。
　　2.列举式，在立法上将环境法所保护的范围作列举，尽量做到具体明确。
如《法国环境法典》（1998年）虽然没有明确的环境描述，但在第一编《通则》中表达环境是“全国
人民的共同财富”的观点时，对环境作了列举，即“在一个国家领土范围内的空间、物产资源、自然
环境、景点、风景区、空气质量以及多种多样的，并且保持相互间平衡的所有动植物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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