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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知情权保护立法研究》以环境知情权法律保护为研究对象，包括总论和分论两大部分，共八章
。
总论包括一至三章内容，分别论述了环境知情权基本理论及其在我国的保护现状、国外及国际社会环
境知情权法律保护及借鉴、我国环境知情权法律保护现状、问题及对策等内容。
分论包括四至八章内容，在总论的基础上，分别论述了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制
度、产品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环境公众参与机制、突发环境事件中的环境知情权法律保护等，以期通
过对这些制度的完善，为环境知情权的保护提供法律保障。

《环境知情权保护立法研究》由王文革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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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革，武汉大学环境资源法博士、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博士后、上海政法学院教授、高级工程师、
注册房地产评估师、注册土地评估师、律师等。
具有大型企业集团和省级政府部门的工作经历，具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海外合作研究经历，
现任上海政法学院经济法学院院长、环境资源与能源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高等教育085工程环境资源
法重点学科专业负责人和城市环境安全知识创新平台项目负责人。
兼任国际组织IUCN生态系统管理专家组成员、环境法专家组成员、《中国国土资源报》法律栏目专
家、中国环境资源法研究会副会长、上海环境资源法研究会执行会长、上海市法学家宣讲团高级讲师
、上海市律师协会环境资源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日本拓殖大学、日本青山
学院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国内外多所高校访问教授、客座教授或特邀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环境资源法、房地产法、行政法、经济法、不动产开发经营与管理。

先后荣获上海市浦江学者、上海市十大优秀中青年法学家、上海市曙光学者、第三届全国法学教材和
科研成果奖、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上海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上海市精品课程
荣誉称号、上海高校优秀教材三等奖、国家环境保护部优秀科技成果奖、湖北省政府依法治理优秀成
果奖、湖北省政府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河南省政府优秀调研成果奖二等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
年会优秀论文、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优秀论文、中国管理科学学会优秀论文等奖励20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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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环境知情权及其在我国的保护现状
第一节  环境知情权基本理论
  一、环境知情权的概念及其产生、发展
  二、环境知情权的构成要件
  三、环境知情权的功能
第二节  由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看我国环境知情权保护现状
  一、松花江事件中环境知情权之侵权分析
  二、我国环境知情权缺失现状及其缘由分析
第二章  国外及国际社会环境知情权法律保护及借鉴
第一节  国外环境知情权法律保护
  一、美国环境知情权立法
  二、德国环境知情权立法
  三、英国环境知情权立法
  四、加拿大环境知情权立法
  五、俄罗斯环境知情权立法
  六、日本环境知情权立法
  七、发展中国家环境知情权立法
第二节  国际社会环境知情权法律保护
  一、全球性环境知情权立法
  二、区域性环境知情权立法
第三节  国外及国际社会环境知情权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第三章  我国环境知情权法律保护现状、问题及对策
第一节  我国环境知情权法律保护现状
  一、我国环境知情权保护的国家立法
  二、我国环境知情权保护的地方立法实践
第二节  我国环境知情权法律保护存在问题
  一、环境知情权缺少宪法和基本法层面的保护
  二、环境知情权的主体界定不明
  三、环境信息范围规定不完整
  四、企业、产品环境信息公开不充分
  五、环境检测和监测立法疏漏
  六、环境知情权与公众参与制度衔接不紧密
  七、责任机制和救济机制缺失
第三节  完善我国环境知情权法律保护的对策
  一、以地方立法为引导，推动国家立法
  二、扩大环境知情权权利主体
  三、扩充环境知情权义务主体
  四、拓展环境信息公开的范围
  五、建立健全企业、产品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六、完善环境检测和监测制度
  七、健全环境公众参与机制
  八、健全环境知情权的法律责任
  九、健全权利救济机制
第四章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第一节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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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概念
  二、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第二节  国外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借鉴
  一、国外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立法情况
  二、国外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启示
第三节  我国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现状、问题
  一、我国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现状
  二、我国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存在的问题
第四节  完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对策
  一、完善国有公司的信息公开主体地位
  二、设立专门协调管理机构，建立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
  三、扩大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内容
  四、合理平衡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之例外情况
  五、完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处理方式
  六、完善申请环境信息公开的收费问题
  七、完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救济
第五章  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法律制度
第一节  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概述
  一、企业环境信息的概念和分类
  二、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概念
  三、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理论基础
  四、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意义
第二节  国外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借鉴
  一、国外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立法
  二、国外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第三节  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立法现状及问题
  一、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现状
  二、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立法现状
  三、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立法问题
第四节  完善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对策
  一、扩大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权利主体的范围
  二、扩大企业环境信息强制公开义务主体的范围
  三、完善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方式，建立协议公开制度
  四、完善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形式，鼓励企业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
  五、完善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内容，实施分类管理
  六、合理平衡企业环境信息公开范围的例外情况
  七、健全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程序
  八、完善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监管
第六章  产品环境信息公开法律制度
第一节  产品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概述
  一、产品环境信息公开的概念
  二、产品环境信息公开的意义
第二节  国外产品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借鉴
  一、国外环境标志制度借鉴
  二、国外能效标识制度借鉴
第三节  我国产品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现状及问题
  一、我国产品环境信息公开立法及其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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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我国环境标志制度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三、我国能效标识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第四节  完善我国产品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对策
  一、完善我国环境标志法律制度的对策
  二、完善我国能效标识制度的对策
第七章  健全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机制
第一节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机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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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众参与的范围、形式和后果
第二节  国外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机制立法及其借鉴
  一、国外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机制立法规定
  二、国外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机制的立法启示
第三节  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机制立法现状及问题
  一、我国环境公众参与机制的立法现状
  二、我国环境公众参与机制存在的问题
第四节  完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机制的对策
  一、国家“积极义务”的设定与环境立法“义务本位”的转变
  二、程序立法的完善
  三、明确公众参与的法律地位
  四、扩大公众参与途径和方式
  五、建立健全环境行政决策咨询制度
  六、完善环境行政听证制度
  七、培养公众环境参与意识
  八、发展环境社团组织，健全政府保障机制
  九、完善公众参与的救济机制
第八章  突发环境事件中环境知情权法律保护
第一节  突发环境事件中环境知情权法律保护的基本理论
  一、突发环境事件的概念、特点和分级
  二、突发环境事件中环境知情权保护的理论基础
  三、突发环境事件中环境知情权保护的必要性
  四、突发环境事件中环境知情权保护的特殊性
第二节  国外突发环境事件中环境知情权法律保护借鉴
  一、国外突发环境事件中环境知情权法律保护
  二、国外突发环境事件中环境知情权法律保护的启示
第三节  我国突发环境事件中环境知情权法律保护现状及问题
  一、我国突发环境事件中环境知情权法律保护现状
  二、我国突发环境事件中环境知情权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
第四节  完善我国突发环境事件中环境知情权法律保护的对策
  一、转变观念，培养公开意识
  二、完善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法律体系
  三、建立独立的信息发布机构
  四、建立健全突发事件预警机制
  五、建立和完善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反馈机制
  六、完善突发事件信息公开形式
  七、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机制
  八、完善突发事件应对的责任追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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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建立信息报告分类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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