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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法的生态实践理性原理》

内容概要

当今社会，环境与资源保护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等各个领域，以及涉及到全球、区
域、国家和地方等各个层面。环境法对于环境与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调整、控制和引导的法律规
范的正当性、合理性的来源如何？社会关于环境与资源保护集体行动的内在法律逻辑如何？如何利用
法治手段合理、有效地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如何实现环境与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
的代内、代际公平？回答诸如此类的法律问题，都需要深入到环境法的法理与法哲学层面，进行理论
和实践的剖析和透视。本书以生态实践理性为核心内容，旨在通过环境法基本原则的话语表达，分析
和揭示环境法的生态实践理性，及其对于环境法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和作用的外在机制和内在规律。在
总体论述部分，本书首先从生态实践理性的基本内容入手，对生态实践理性的缘起、性质与理路进行
了较为详尽的分析；接下来，本书从实践理性与法的角度，分析了生态实践理性的环境法进路；本书
还专章探讨了生态实践理性与环境法基本原则话语的内在关联性。在展开论述部分，本书分别从环境
法之环境与资源可持续利用原则、环境与资源的公平原则、预防原则和公众参与原则对于生态实践理
性的秩序价值、公平价值、效益价值及其公众参与的社会实现机制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同时，在本部
分还分别对以上四项环境法基本原则进行了法律实证分析以及法律规范性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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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尽管生态实践理性与环境法具有社会同构性和一些相似的应然性特征，但是，两者之间还
是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区别。生态实践理性属于观念、意志层面的应然性的实践范畴，它不仅具有规范
性、目的性的实践理性要求，而且还包含着伦理性的实践理性的核心性要求。环境法则属于兼具法律
目的性、规范性以及法律实然性的法律实践范畴。就两者之间的总体关系而言，生态实践理性位于环
境法的上位，对于环境法具有指导、论证、评价和批判的功能；环境法处于生态实践理性的下位，它
试图通过法律目的的设定、法律规范的创制与实施将生态实践理性的观念化、意志化的理想愿景转变
为一种社会现实与法律现实，即环境法是对生态实践理性的社会实践与法律践行。 环境危机具有强烈
的时代性特征，环境与资源问题与当代人的生活样法互为其根并相互强化。现如今，人们被钳制于经
济表象之中而不能自拔，非但不能自拔，而且不能觉悟——这是经济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之后的必然结
果。环境与资源问题的产生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从关系上说，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和人类
对这种变化的知觉不足是环境问题产生的动因；从本质上说，人类对于自我生活的追求和安排所形成
的生活样法是环境与资。源问题产生的肇因。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和提出解决之道，正是环境法的
时代课题和紧迫任务。生态实践理性呼唤着时代精神的变革以及人类社会生活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准
则的变迁，而环境法为这种时代精神的变革和人类社会生活准则的变迁提供了法律的利器。在环境法
中积极、有效地贯彻与践行生态实践理性，不仅有利于公平、合理、有效地应对和解决当代社会的环
境与资源问题，而且还有利于实现当代人类社会时代精神的变革和生活准则的变迁。 生态实践理性不
仅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而且还具有指向建构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的“生态
善”目标的时代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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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环境法的生态实践理性原理》以生态实践理性为核心内容，旨在通过环境法基本原则的话语表达，
分析和揭示环境法的生态实践理性，及其对于环境法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和作用的外在机制和内在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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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感觉这本书是经过静静思考的产出，在这个喧嚣的年代尤为难得。
2、本书是作者十年磨一剑的力作，代表了中国法律人在人与生态环境（自然法则）、人与法律规范
（社会法则）问题上最具有法哲学深度的思考
3、武汉大学环境法考研很值得参考的一本书，写的比较有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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