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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法哲学》分为四篇：环境法学的认识论、环境法学的方法论、环境法的本体论和环境法的价值
论。
首先，《环境法哲学》对传统法学的认识论在生态危机方面的缺陷进行历史性反思和追根溯源拷问，
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顺应生态文明时代的环境法认识论。
其次，在对传统法学的方法论作出深刻剖析的基础上，《环境法哲学》力图通过对后现代主义对环境
法学方法论的影响、环境法学方法论对传统法学方法论的突破、环境法学方法论的法哲学视野、环境
法学方法论与“生态人”模式、环境法学方法论与法律主体的扩张、环境法学方法论与法律制度的设
计等基本问题的深入思考和逻辑整理，提出环境法学方法论的创新性成果。
再次，《环境法哲学》对环境法本体论展开了全面、系统的探究，指出了环境法的理论基础、环境法
的核心权利，并就环境权之保障与传统法之变革作出了深刻的学理性思考和论述。
最后，《环境法哲学》在揭示传统法价值论面对生态危机种种不足的基础上，对环境法的基本理念、
环境法的指导思想、环境法的法律本位、环境法的价值取向等展开详细深入的哲学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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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泉生，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州大学法学院环境法学科带头人，中国环境资源法学会副会长，1995
年入选“百千万人才工程”，1997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从事环境法学基本理论研究二十多年，迄今已经公开发表学术成果四百多万字（学术专著、译著、教
材十多部，论文近三百篇），其中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新华文摘
》等国家权威刊物发表高水平论文三十多篇，主持过十多项国家和部级、省级科研项目，以上课题成
果获部级、省级优秀成果奖十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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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法律制度的设计 第一节 野生动物准人格制度的创设 第二节政府环保责任的拓展 第三节 生态补偿
法律制度的建立 第三篇环境法的本体论 第十二章环境法的理论基础——可持续发展论 第一节 环境法
发展过程的考察 第二节 当代环境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第三节 当代环境法的理论基础——
“可持续发展论” 第四节 以“可持续发展论”重构我国环境法 第十三章环境法的核心权利——环境
权 第一节 公民环境权 第二节 法人及其他组织环境权 第三节 国家环境权 第四节人类环境权 第十四章
环境权之保障与宪法理论的发展 第一节确立可持续发展的宪法地位 第二节创设环境权 第三节确认环
境资源的公平享用 第十五章环境权之保障与行政法理论的改造 第一节环境行政作用的扩大 第二节行
政损失补偿理论的酌采 第三节环境侵害的行政救济 第十六章环境权之保障与民法理论的补充 第一节
所有权的多元化 第二节 契约自由的新型化 第三节 民事责任的多样化 第四节 共同危险责任的勃兴 第
五节 因果关系理论的调整 第六节诉讼时效理论的修正 第七节 环境侵害的民事救济 第十七章环境权之
保障与刑法理论的深化 第一节 环境侵害的刑事立法 第二节危害环境罪的构成要件 第三节刑事违法性
理论的开拓 第四节犯罪因果关系论的重构 第五节 环境侵害的刑事处罚 第十八章环境权之保障与诉讼
法理论的更新 第一节起诉资格的放宽 第二节被诉对象的扩大 第三节诉讼费用预付方式的改进 第四节 
集团诉讼的扩张 第四篇环境法的价值论 第十九章环境法的基本理念 第一节可持续发展理念 第二节环
境秩序理念 第三节环境安全理念 第四节环境正义理念 第二十章环境法的指导思想——生态主义 第一
节 传统法的指导思想——个人主义和团体主义 第二节 环境法的指导思想——生态主义 第二十一章环
境法的法律观念——生态本位 第一节 传统法律观念一权利本位和社会本位 第二节环境法律观念——
生态本位 第二十二章环境法的价值取向——当代人与后代人、人与自然 第一节 传统法的价值取向—
—当代人 第二节 环境法的价值取向——当代人与后代人、人与自然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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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如上所述，法学上的生态人模式是对普遍的人类外在特征的一般化，其具有理论上的抽象
性，这是作为理论预设的基础性作用所要求的。
而为了使协调人与自然间关系的法学具备实践指导意义，有必要在理论抽象的基础上对生态人模式的
社会表现形态作更细致具体的分类和厘清。
其中，对生态人的不同表现形态和生态人环境意识的层次的深入全面理解则是重要的环节。
一般来讲，作为普遍的人的抽象，生态人必然表现为社会中不同群体、阶层中的自然人，而正是社会
阶层的存在，导致了生态人在社会中的不同表现形态。
对生态人表现形态的考察，可进一步分解为对社会阶层的分析以及对人的环境意识层次的分析。
现结合有关资料进行考察如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成果《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指出，与
建国初期相比，目前中国的阶级和阶层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当今中国的群体可划分为如下十个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
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
；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
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
分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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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环境法哲学》乃我国环境法学领域的拓荒之作，作为当代法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有力推动
法学理论创新和发展。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环境法哲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