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贫困问题的环境法应对>>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贫困问题的环境法应对>>

13位ISBN编号：9787510206535

10位ISBN编号：7510206537

出版时间：2012-5

出版时间：中国检察出版社

作者：任世丹 著

页数：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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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贫困问题的环境法应对>>

内容概要

　　《比较环境法文丛：贫困问题的环境法应对》选取环境和世界贫困的关系为切入点，依照应对什
么、为何应对以及如何应对的研究思路，讨论了环境法应对能力范围内的贫困类型，分析了环境法应
对贫困问题的正当性，在研究了国（区）际环境法律／政策对贫困问题的应对举措之后，论证了环境
法应对贫困问题的基本原则以及制度选择。
相关讨论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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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什么需要赋权于贫困者？
首先源于贫困的第一层次本源，即权利的剥夺，也可称为“褫权”（disempowerment）。
依据约翰·弗里德曼的观点，褫权理论产生于贫困者自身的奋斗过程，以期争取保证在住、食、社会
保障等方面的基本需要而涉及自我组织和政治斗争；并且在此语境下，褫权包括：（1）社会的褫权
，即贫困者相对于他人而言无法获得生计所必需的资源；（2）政治的褫权，即贫困者在政治上既无
明确的纲领又无发言权；（3）心理方面的褫权，即他们自觉毫无价值，消极地屈从于权威，且此类
感情均已内化。
①弗里德曼的上述观点与阿马蒂亚·森在其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相同。
在他们看来，赋权、让贫困者在决策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才是解决之道。
其次源于贫困的第二层次本源，即制度不公，它是贫困问题的深层次本源。
因此，减缓贫困的突破口就是纠正制度不公，而这一点在政府作为公共决策的唯一制定者的情况下难
以实现。
正如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那样，穷人们由于没有能力在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框架内为自己争取到
更有利于他们的条款，这导致他们的选择只能非常有限。
因此，赋权就成为解决贫困者及其他弱势群体权利匮乏、参与不足的有效途径。
　　什么是赋权？
世界银行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即“赋权是资产的扩充，穷人参与、谈判、影响、控制以及掌握影
响他们生活的有责任的制度的能力。
并且从获得信息权、参与权、问责以及地方组织能力四个方面具体标明赋权的内涵。
赋权最显著的特征是，增加选择和行动的自由，它意味着增加人的权能，对影响其生活的资源与决定
的控制。
当人们行使其选择权时，他们就获得了控制自身生活的机会。
发展权作为参与发展进程的权利不仅仅只是指包含一切权利的权利或一组权利的总和，它也是在发展
进程中扩展能力或个人自由，提高福祉以及实现其价值的权利”。
②赋权，反映了对贫困者需求和利益的人文关怀，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反贫困理念，是法律有效应对贫
困问题的进路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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