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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经济发展迅速，国力大大增强，然而
，经济增长也付出了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资源环境问题也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点与焦点。
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的关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为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树
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
会。
鉴于我国总体环境形势仍然相当严峻，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列举我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时，把资源与环
境问题列在第一位，这是前所未有的。
而且，报告中还首次提到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并把资源与环境问题作为报告所描绘的2020年中国
小康社会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三十年也是我国环境资源立法与理论研究得到大力发展的时期，虽然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成绩，是
党和政府关切并重视资源环境问题的结果，但也是严峻的资源与环境形势催生与促进使然，这多少有
些讽刺意味，却实属无奈。
我国高校的环境资源法教育教学活动是伴随环境资源立法与理论研究的启动而建立起来的，并在近年
进入了快速发展轨道。
20世纪80年代初，环境法课程开始在部分高校法学本科生中开设，后来根据“经济法专业教学计划”
的规定，又把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这两门课程列为必修课。
1997年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对我国法学学科进行重新分类和调整时，将既存的环境法学和自然资
源法学学科合并，新命名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同时将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列为法学的二级学
科，这标志着该学科在法学教育领域独立地位的形成。
2007年3月，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在已经确立的法学14门核心课程的基础上，
又将“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课程增列为法学核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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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21世纪高等学校民商经济法规划教材”之一，全书共分12个章节，主要根据环境资源法学最
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环境资源立法的最新进展，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环境资源法学的基础知
识与基本理论。
具体内容包括有毒有害物质污染防治法、非生物资源保护法、人文生态保护建设法、国际环境法、国
际环境与资源的法律保护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环境资源法>>

作者简介

谭柏平，男，法学博士，湖南省耒阳市人。
北京市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市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法、经济法。
在《法学杂志》、《联合国自然资源论坛》等刊物上发表10余篇论文，已出版专著《海洋资源保护法
律制度研究》，参编多部教材。

张淑玲，女，法学博士，北京市人。
主要研究方向为：刑法、经济法、国际法。
先后发表论文30余篇，主编、参编法学教材6部。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环境资源法>>

书籍目录

第一编  环境资源法总论
第一章  环境资源法概述
  第一节  绪论
  第二节  环境资源法的内涵
  第三节  环境权
  第四节  环境资源法的体系
第二章  环境资源法的基本原则
  第一节  环境保护同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相协调原则
  第二节  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
  第三节  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原则
  第四节  环境责任原则
  第五节  公众参与原则
第三章  环境资源法的基本制度
  第一节  环境资源权属制度
  第二节  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第三节  环境资源规划制度
  第四节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第五节  环境标准和环境监测制度
  第六节  “三同时”制度
  第七节  环境资源许可证制度
  第八节  循环经济制度
第四章  环境资源法律责任
  第一节  环境资源法律责任概述
  第二节  环境资源民事法律责任
  第三节  环境资源行政法律责任
  第四节  环境资源刑事法律责任
第二编  污染防治法
第五章  环境污染防治法概述
  第一节  环境污染概述
  第二节  环境污染防治的基本法律制度
  第三节  我国环境污染防治立法概况
第六章  环境要素污染防治法
  第一节  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二节  水污染防治法
  第三节  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
  第四节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第七章  有毒有害物质污染防治法
  第一节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二节  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第三节  有毒有害化学品污染防治法
  第四节  农药污染防治法
  第五节  电磁辐射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三编  资源保护法
第八章  非生物资源保护法
  第一节  非生物资源保护法概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环境资源法>>

  第二节  水资源法
  第三节  土地资源法
  第四节  水土保持法
  第五节  防沙治沙法
  第六节  矿产资源法
第九章  生物资源保护法
  第一节  森林资源保护法
  第二节  草原资源法
  第三节  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法
  第四节  渔业资源法
  第五节  海洋资源法
第十章  人文生态保护建设法
  第一节  人文生态保护建设法概述
  第二节  自然保护区法
  第三节  风景名胜区法
  第四节  人文遗迹保护法
  第五节  国家公园法
  第六节  自然灾害防治法
  第七节  气象法
第四编  国际环境法
第十一章  国际环境法概述
  第一节  国际环境法的概念和特征
  第二节  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
  第三节  国际环境法的渊源和主要国际组织
  第四节  国际环境法律责任
  第五节  国际环境争端的解决
第十二章  国际环境与资源的法律保护
  第一节  大气层和外层空间的环境保护
  第二节  海洋环境与淡水资源保护
  第三节  土壤、森林、生物资源的法律保护
  第四节  危险物质及其活动的国际控制
参考文献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环境资源法>>

章节摘录

二、环境污染的产生原因人类的排污行为和自然灾害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两大主因。
污染物是人类生产与生活的一种副产品，人类在生产建设和其他活动中，一方面创造大量的物质和文
化财富，为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做好了准备；另一方面，也产生出大量的污染物，如废气、废水、
废渣、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以及噪声、振动、电磁波辐射、光污染、废热等，排入周围环境
并给环境带来污染，甚至造成了公害。
排污行为伴随着生产、生活等对社会的有益活动而出现，它们对人体健康、经济发展非常有害，然而
要完全避免这些污染物，实行“零排放”是不可能的。
自然界中发生的地震、火山爆发、自然火灾等也会释放出大量的污染物，如尘埃、各种有毒有害化学
物质、放射性物质、电磁波辐射等，这也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和危害。
在产生环境污染和危害的上述两种原因中，自然灾害是暂时性、局部性的，是难以调节与控制的，而
人类的排污行为则是经常性的、可调节与控制的。
因此，环境污染防治主要针对的是由于人类活动所造成的对环境的污染行为。
三、环境污染的分类根据不同的标准可对环境污染进行不同的分类。
例如，根据造成环境污染的污染物不同，大体上可以把环境污染分为两大类型：环境要素污染和有毒
有害物质污染；根据环境要素的不同，可将环境污染分为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环境噪声污
染等；根据污染物的形态不同，可将环境污染分为废气污染、废水污染、废渣及其他同体废物污染、
噪声污染、放射性污染、电磁波辐射污染等；根据环境污染产生的原因不同，可以分为生产污染和生
活污染；根据污染物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生物污染、化学污染和物理污染等。
而环境要素污染和有毒有害物质污染是对环境污染的基本分类。
当然，环境要素污染和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的划分标准也是相对的。
有毒有害物质进入不同的环境介质便形成不同的环境要素污染，如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大气则为大气污
染，进入水体则为水污染，进入土壤则为土壤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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