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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主要内容：
[特稿]
《中国现阶段的突出环境问题必须立足“两治”即环境治理和环境法治才能有效解决》
《坚持我国法律制度 开展能动司法》
《中国环境法治“十一五”回顾、评价与“十二五”展望》
[调查研究与案件判解]
《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地位及作用调研报告》
《如何理解和适用环境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倒置”》
[域外环境法撷英]
《环境法庭的运作：新南威尔士土地与环境法院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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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中国现阶段的突出环境问题必须立足“两治”即环境治理和环境 法治才能有效解决 坚持我
国法律制度开展能动司法 中国环境法治“十一五”回顾、评价与“十二五”展望 【环境法前沿问题
研究】 论加强环境法庭的建设 裁判解释与环境司法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法理、历史及其法
律保障建议 中国核能政策与立法若干问题思考 环境律师与环境资源保护 【调查研究与案件判解】 检
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及作用调研报告 如何理解和适用环境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倒置
” 【域外环境法撷英】 环境法庭的运作：新南威尔士土地与环境法院的经验 《核损害民事责任维也
纳公约》体系评述 【环境法学术动态】 第二届环境司法论坛学术荟萃 中国环境法治引证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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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制定强化生物安全和遗传资源保护的行政法规。
为了维护国家生物安全，强化遗传资源保护，解决生物安全领域多头管理、重复管理和缺乏统一领导
或指导的问题，国家需要加快制定生物安全法规、生物物种资源保护条例、有机产品管理条例、转基
因生物环境安全条例等行政法规。
 （3）制定强化荒漠化和石漠化治理的行政法规。
要依法及时制定现行环保法律需要配套的行政法规，保障环保法律的有效实施。
比如，为了加强荒漠化和石漠化的治理，控制土地退化和草原沙化，国家应当及时制定或修改与《水
土保持法》、《防沙治沙法》、《草原法》和《森林法》相配套的法规、规章。
 （4）对环保法律明确授权制定排污许可、总量控制等方面的法规，抓紧完成授权立法，增强环保法
律的可操作性。
 （5）对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等
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国际条约，抓紧研究制定相关配套法规，切实履行国际条约规定的义务。
 “十二五”期间，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依据法律和行政法规，及时制定相应的环境保护规章和相关的
经济技术政策和标准；各地应当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加快制定地方性环境法规与规章。
 3.创新环境立法机制 一是注重保护公众环境权。
在环境立法项目的选择上，要以直接危害群众健康的环境问题为重点，从保护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人手，注重保障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二是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不断扩大公民对环境立法的有序参与，通过公布法律法规草案和举行
立法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尤其是基层群众的意见，认真采纳国
务院各部门、地方各级政府和管理相对人的意见。
三是密切跟踪国外环境立法新动向，科学借鉴国外环境立法经验。
 （二）执法方面 “十二五”期间的环境执法工作，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完善环境执法监督网络 
一是做强、做大国家级环境执法监督机构，建立和完善国家环境执法监督网络，调整充实区域派出机
构，增强“国家监察”能力；二是规范设置地方环境执法监督机构，到2015年基本实现环境监察机构
全覆盖，逐步实现污染源网格化管理，增强“地方监管”能力；三是全面推行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和
企业环保信用等级评价制度，引导和促进企业环境守法自律，增强“单位负责”能力。
通过完善执法网络，健全执法机构，推行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等活动，增进环境执法的深度。
 2.拓展环境执法监督领域 一是明确职能职责，突出事前和事中执法监督。
要促进执法监督关口前移，变被动的末端执法为主动的全过程执法监督。
同时，从侧重于工业污染源的执法监督向整个生态系统拓展，积极探索非污染型建设项目、自然资源
开发与利用、生态功能区保护等领域环境监管的机制；二是把加强农村环境执法作为强化农村环境保
护的硬抓手。
要深入研究“十二五”农村农业污染减排主攻方向，执法重点要逐步向农村倾斜，抓住畜禽养殖业和
乡镇污水处理厂监管这两项重点，逐步探索建立城乡一体化环境执法体系；三是要拓展环境违法行为
监督渠道。
要建立环保义务监督员、环境信息公开、有奖举报等一系列制度，充分发挥公众参与和媒体曝光的作
用，对环境违法行为实施更加有效的监督。
通过执法领域的拓展，推进环保社会监督，扩大环境执法的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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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环境法治(2012年卷上)》通过对中国环境立法、政策制定、规划、司法、执法、守法、法律监
督、国际合作等方面的环境法学分析，探讨相应的创新和完善对策，进一步促进我国环境法治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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