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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法之树文丛·侵害与救济：环境友好型社会中法治基础》主要内容包括：环境侵害的基本
概念辨析、环境侵权、环境损害与环境侵害、赔偿、补偿与救济、环境侵害的类型化、现行环境侵害
类型化研究的缺失、环境侵害类型化的思路、污染型环境侵害、破坏型环境侵害、环境侵害民事救济
机制、环境侵权的构成要件、环境侵权的责任承担、环境侵权的特殊责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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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
第一章 环境侵害的基本概念辨析
第一节 环境侵权、环境损害与环境侵害
第二节 赔偿、补偿与救济
第二章 环境侵害的类型化
第一节 现行环境侵害类型化研究的缺失
第二节 环境侵害类型化的思路
第三节 污染型环境侵害
第四节 破坏型环境侵害
第三章 环境侵害民事救济机制
第一节 环境侵权的构成要件
第二节 环境侵权的责任承担
第三节 环境侵权的特殊责任
第四章 环境侵害救济的社会化机制
第一节 环境侵害救济社会化的内涵和本质
第二节 环境侵害救济社会化理论分析
第三节 环境侵害救济社会化的路径选择
第四节 环境侵害救济社会化的主要方式
第五章 环境侵害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
第一节 多元化解决机制概述
第二节 专门环境诉讼机制研究
第三节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第四节 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
结论：环境侵害救济需要专门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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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盖然性因果证明法的障碍。
所谓盖然性程度，是指在侵权行为与损害之间只要有“如无该行为，即不会发生此结果”的某种程度
上的可能性，就应认定因果关系成立，否则，在举证责任上对受害者要求过严而显失公允。
但从受害人的证明内容看，（1）加害人有发生污染损害该地区的行为；（2）在该地区有众多同样损
害之发生。
对于以一个区域的部分环境要素或全部环境要素所构成的生态系统，它表现的损害为一个整体性的生
态系统损害，而不是多个同样生态损害之情形，因而它在生态污染侵害中并不太适用。
当然，如果从证据的优势证明来比较，它还是有使用价值的。
　　（3）事实自证法的失灵。
尽管原告运用事实自证法只须证明：“（1）如无过错则损害一般不会发生；（2）损害的发生由被告
控制的工具或媒介所引起；（3）损害的发生不涉及原告的参与或自愿行为。
”然而将三个证明内容置于生态污染侵害，可以看出，第一个证明内容不复存在，生态污染侵害实行
无过错责任原则，原告本身不需要证明被告行为的过错与否，或者说被告是因为过错还是无过错造成
损害在所不问。
由此，事实自证法在生态损害也有障碍。
　　（4）间接反证法的修正。
间接反证法是指当主要事实是否存在尚不明确时，由不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负反证其事实不存在的证
明责任理论。
因其并非直接对另一方当事人举证事实的反驳，而称为间接反证。
它首次被司法机关运用于日本新泻俣病诉讼案，法院认为：“要求原告对因果关系的环节一个一个地
加以科学性说明，结果无异于堵塞原告依民事裁判方式请求救济的途径⋯⋯如果企业不能证明自己的
工厂与污染无关，其结果即认为原告已尽了法律上因果关系的举证。
”对人的环境侵权，间接反证法的证明内容包括三个方面：（1）加害人具有排放污染物质的行为；
（2）受害人曾接触或暴露于污染物质；（3）受害人在接触或暴露于污染物质之后遭受损害。
在生态污染侵害中，由于没有受害者的接触或暴露式的主动行为情形，自然环境只能被动接受污染，
因而间接反证法也存在缺陷，如果仅存在（1）和（3）条件，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间接反证法，因此
应对其予以必要修正，修正为原告证明：（1）加害人具有排放污染物质的行为；（2）污染行为到达
被损害的区域；（3）该区域生态遭到污染。
这种修正基于以下因素：首先，间接反证法中的第二个证明内容的目的在于证明加害人的行为与受害
人有着直接的联系，修正后的第二个证明内容仍遵循这一原则。
其次，间接反证法中的第二个证明内容表征为受害人行为的主动性，但非违法性，修正后第二个证明
内容虽然表征为加害人行为的主动性，并不涉及行为的合法与否性质，也没有影响该条件的实质。
如此修正后的间接反证法，受害人仍只须证明因果关系锁链中的一部分事实，就推定其他事实存在，
如加害人不能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就推定因果关系存在，保持间接反证法的基本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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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个学科的发展、一种学术理论从产生到完善，绝非一个人或几个人、一年或几年就能完成的事
情。
尤其是像环境法这样充满着革命性、交叉性、互动性的新兴学科，有许多理论需要探索，有许多途径
需要开辟，有许多方法需要践行，更需要多人的努力、合作与传承。
　　——选自《小树慢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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