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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光阴荏苒，岁月流金，薪火相传，法学永继。
自1915年9月东吴大学法学院创办以来，时光近一世纪，然东吴之辉煌、法学之昌盛，至今仍为世人津
津乐道；东吴大学法学院于中国法治建设与法学教育史上之地位，亦可谓震古铄今，叹为观止。
国内近现代法学大师中，王宠惠、吴经熊、盛振为、丘汉平、董康、王伯琦、孙晓楼、杨兆龙、李浩
培、倪征噢、潘汉典等诸位先生，或执教于东吴以哺育莘莘学子，或出身子东吴而终成法学名宿。
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
合璧中西，形成“比较法”之特色；戮力同心，铸就“南东吴”之美誉。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系承继东吴大学法学院而来。
前辈业绩，自然荫庇今人，但全院师生，在以先贤为荣之余，更感使命重大，无一日或敢懈怠。
自1982年恢复法学教育以来，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在教学、科研上取得了一系列优异成绩，业已成
为当代中国法学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
学院拥有齐全的法学教育体系，优质的法学师资队伍，丰厚的法学研究成果，一流的法学教育设施，
法学专业、法学学科被评为江苏省品牌专业和一级重点学科，并设有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
动站。

　　“东吴法学文丛”是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着力打造的具有学术品味和学术特色的大型学术丛书。
“文丛”分“东吴法学先贤文丛”、“东吴法学教育史料”、“理论法学文丛”、“公法文丛”、“
私法文丛”、“社会法文丛”等系列，并根据相关专题拟定其他文丛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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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焦艳鹏，男，1979年6月生，法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职于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
获澳门特别行政区颁发的首个公立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澳门大学校史上首位提前毕业的文科博士。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Mc
Master）大学访问学者。
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法学分会理事、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创会会员，
苏州大学法学院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研究中心主任。
曾受邀到联合国、美国、加拿大、韩国、中国香港等地的研究机构进行学术访问与项目交流，对上述
国家或地区的法治运行及法学教育具备较为深刻的认知。

　　研究方向与学术兴趣主要有：法益理论及其改造、生态法益及其配置、加拿大环境资源法、生态
刑事法学、区际刑法问题等。
主持或参与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招标项目子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国家社科
基金青年项目等各类科研项目6项，出版学术专著1部，在国内外重要刊物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30余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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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从法益理论到生态刑法
序一　部生态刑法研究的拓荒与创新之作
序一　部环境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创新之作
绪论
　　一、研究背景概述
　　二、文献研究概述
第一章　法益理论的考察
　第一节　利益略论
　　一、关于利益的基本观点
　　二、利益的法律表达机制
　第二节　法益的界定
　　一、法益的范畴
　　二、笔者对法益的界定
　　三、法益的层次
　第三节　法益的实现
　　一、法益与立法
　　二、法益与权利
　　三、法益与司法
　　本章小结
第二章　生态法益的理论构造
　第一节　环境、生态及其相互关系
　　一、“环境”的概念分析
　　二、“生态”的概念分析
　　三、“环境”与“生态”之关系
　第二节　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及其相互关系
　　一、环境问题
　　二、生态问题
　　三、环境问题与生态问题的相互关系
　第三节　生态法益的界定
　　一、生态法益的概念
　　二、生态法益的主体及内容
　　三、生态法益的冲突
　　本章小结
第三章　刑法生态法益的理论来源
　第一节　刑法法益学说
　　一、刑法法益学说基本理论
　　二、刑法法益学说与环境法学研究
　　三、法益学说与生态刑事法发展
　第二节　生态主义与法律生态化
　　一、生态主义概述
　　二、法律生态化概述
　　三、法律生态化的走向
　第三节　生态主义下刑事法的发展
　　一、刑事手段介入生态环境领域的必要性
　　二、生态刑事法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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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生态刑事法学的理论难点
　　本章小结
第四章　刑法生态法益的范畴
　第一节　刑法生态法益的概念
　　⋯⋯
第五章　刑法生态法益的结构
第六章　刑法生态法益的功能
第七章　刑法生态法益的实现
第八章　典型生态犯罪的法益分析
结论：刑法的生态化及生态法益的实现路径与保障机制
参考文献
后记（一）
后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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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生态犯罪概念的定义方法　　对于研究者来说，之所以要确定一个概念之后来开展研究，主
要有两个意义所在：一、为了不使自己在未来的研究中发生概念偏差而使自己的研究对象处于变动之
中，自己有必要稳定的使用同一概念来表征同一事物和行为。
　　二、为了和同行甚至大众进行沟通，使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被同行乃至公众所知悉。
　　（一）概念界定的认识论规则　　笔者一向认为，学术研究不是单纯的职业化行为，也不仅是一
个学者谋生的手段，它是一个思考着的人对自己的不断表达，它是一个人演绎生命的一种方式，思考
学问在本质上是一个人的本能。
在以上两个意义中，第一个意义反映了学术研究的第一个价值，也就是学者对自己的表达，反映了学
术的私人性。
如果学者把自己的研究完全作为自娱自乐、自话自说的话，他完全可以建立一套只有自己能够理解的
概念体系，然后在自己的自在世界中演绎自己的真理。
这就好像世界上的一些人口极少的民族创设了只有自己能够听说读写的语言，又好像一些速记师自创
一些只有自己能知其含义的符号从而达到速记的目的一样。
　　根据逻辑学相关规律，下一个定义，应该按照“属加种差”的方法进行界定。
“属”指的是这个定义的范围，表明事物的一般性，“种差”指的所要定义的事物与同类其它事物的
差别，表明事物的特殊性。
“生态犯罪”从“属”的角度来说，从属于犯罪，所以在这个定义中，可以用“某类犯罪”来表明该
事物的归属性；“生态犯罪”从“犯罪属”中找种差的话，最具有区别意义的差别应该与“生态”直
接相关联的独有性特征，这个独有性特征表明了和其它类别犯罪的本质差别。
给生态犯罪下定义的过程就是寻找生态犯罪独有性特征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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