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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法前沿问题:历史梳理与发展探究》是环境保护部课题“环境行政立法与政策研究”（所属专项
“法律、法规和规章草案的修改论证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和谐社会与社会法的体系
”的部分成果，得到了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鲍林春前进英才基金的出版资助。
对环境保护部和中国农工民主党的支持与培养，表示衷心的感谢。

《环境法前沿问题:历史梳理与发展探究》收尾时，适逢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马骧聪教授从事法学研
究50周年，我的博士生指导教师蔡守秋教授从事法学教育30周年，对这两位环境法学泰斗对我多年一
贯的关心和指导，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环境法前沿问题:历史梳理与发展探究》的写作中，于文轩副教授、杨朝霞博士和我的硕士生蒋岩
桦、龚峋提出了有益的建议；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领导支持《环境法前沿问题:历史梳理与发展探究》
的出版，丁春晖编辑为《环境法前沿问题:历史梳理与发展探究》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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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常纪文，新中国首位环境法学专业博士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研究室主任、研究
员，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讲座教授，现任北京市安全监管局副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系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兼职教授，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法分会副会长。
北京市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北京市公益法学研究会和北京市立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农工民主党
中央社会与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曾参与《物权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立法工作，参与《中国的法治建设》
白皮书起草工作。
出版《动物福利法》、《环境法原论》等著作6部，主编《环境法学》、《国际环境法学》、《动物
保护法学》等著作10余部。
发表论文170余篇。
学术观点于2010年被美国《时代周刊》两次刊登。

 2010年当选“十大感动社区人物”和首届“首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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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目前，我国的环境保护部门在人事任命、财政拨款方面归属于同级党委和政府。
因此，如果国家环境保护部及其区域督查中心的督查机制对基层无广泛的威慑力，并且《环境保护违
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建立的监察和追责机制在地方得不到全面、有效的落实，那么环境保护部
门盲目听命于同级党委和政府的现象将得不到有效的克服。
近期，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整天忙于招商引资、恢复生产，确保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
否则，政府的财政收入就会减少，投资者的收益就会缩水，群众的劳动收入就得不到保障，社会公共
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就难以维系，各方面的怨言也就随之而来。
各种经济利益关系处理得不好，不利于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就可能发生。
因此，促进发展已成为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目前事实上的第一要务。
一旦某个地方的党委和政府缺乏大局意识，牺牲环境保护换取经济增长的历史现象将在金融危机期间
重演，几代人努力建立和维护的环境保护成果将在短期内遭到严重的破坏。
因此，严格环境执法，目前仍然非常必要！
　　目前，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率总体不是很高，有的县市的执行率不到50％。
大多数地方由于缺乏卫星图片对照监察手段，对违法建设还不能发现或者不能及时发现，环境污染和
生态破坏的预防原则还不能有效落实。
这说明，地方党委和政府在经济正常运转的状态下，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总体理解
力不是很强，总体实施力也不是很高。
在金融危机的特殊关头，这种总体理解力和总体实施力还将降低。
如果不配以严密的督查、监察体系建设，不配以严厉的追责机制，环境保护部开辟的&ldquo;对中央政
策支持、符合国家拉动内需重点投资方向、满足环保准入条件的项目，缩短受理时间，加快审
批&rdquo;绿色通道，在一些经济落后且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地方，将不可避免地被曲解为环保部门应
当对所有的工业项目开绿灯。
在这种情况下，难以保证一些地方对于国家明令淘汰、禁止建设、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一律不
批；难以保证一些地方对于环境污染严重，产品质量低劣，高能耗、高物耗、高水耗，污染物不能达
标排放的项目一律不批；难以保证一些地方对于环境质量不能满足环境功能区要求、没有总量指标的
项目一律不批；也难以保证对于位于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内的项目一律不批。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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