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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人"》

内容概要

生态人是处于生态系统之中的人，是日常人，是人的社会性和自然性的统一体现。生态人在人类生态
系统中既可以是主体也可能成为客体。理性生态人是追求人与人和谐相处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
构建生态人模式采用的是“主、客一体化的研究范式”及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论。生态
人模式和理念的确立，可以为公民环境权的正当化、可实施化提供理论根据，为建设“五型社会”的
法律夯实法理基础；有利于环境法与生态伦理接轨，增强环境资源法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引入生态系
统方法和综合生态系统管理，促进环境资源法的生态化；有利于扩大法律调整对象的范围，促进当代
法律和法学的进步和变革。

Page 2



《"生态人"》

作者简介

吴贤静：法学博士，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持国家级
和省部级课题四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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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目录
导论“生态人”研究的缘起
一、人的现象探究构成社会科学基础
二、“法律上的人”论题整合法律思维
三、“环境法上的人”研究承载环境法的历史使命
四、“生态人”义理融合法律之道与生存之道
第一章 法律上的人
第一节 法的社会场景
一、法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
二、法演进于人类社会之中
三、法调整人类社会秩序
四、法以人为本
第二节 法的人性因素
一、人性解说
二、法的人性表达
三、法的人性关怀
四、法的人性假设
第三节 法律上的人疏释
一、法律上的人之内涵
二、法律上的人之特质
第四节 法律人模式：法律上的人之形象
一、法律人模式：法律上的人之模式化
二、法律人模式：法律上的人之形象化
三、法律人模式研究的理论意义
第二章 法律上的人之历史演进
第一节 法律上的人演进历程
一、古代法律上的人
二、近代私法上的人
三、现代私法上的人
四、公法上的人
五、社会法上的人
第二节 历史的谶语：法律如何表达人
一、法律上的人如何塑造
二、法律上的人再发现
第三节 “生态人”的理论内涵
一、“生态人”内涵的学说
二、“生态人”内涵的要素
三、“生态人”的内涵界定
第四节 环境法上的人之证成
一、传统法中的法律人模式之不适应性
二、生态危机的现状要求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三、环境法学的兴起要求全新的法律人模式
第三章 “生态人”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生态学理论
一、生态学的法则
二、综合生态系统方法的运用
第二节 生态伦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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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伦理解说
二、生态伦理与“生态人”的塑造
第三节 社会发展理论
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
二、后现代主义理论和法律主体解构
三、风险社会理论与“生态人”建构
第四节 社会文明理论
一、可持续发展观对“生态人”观念的支持
二、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对“生态人”观念的启发
三、生态社会的逐步构建对形成“生态人”观念的作用
四、和谐社会彰显“生态人”的孜孜追求
五、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理论引导“生态人”的
行为模式
六、“生态人”与循环型社会法律实践
第五节 生态文明理论
一、生态文明的科学阐释
二、生态文明的全新要求
三、生态文明建设要求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第四章 “生态人”的理论构成
第一节 “生态人”方法论
一、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方法论解析
二、“生态人”的方法论选择
第二节“生态人”与理性生态人
一、“生态人”的平等法律人格
二、理性生态人之基础：生态理性
三、“生态人”与理性生态人的区别
第三节“生态人”面对两种基本关系
一、人同时存在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中
二、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每一个生态人面对的
基本关系
三、“生态人”理论如何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
第四节“生态人”的具体存在
一、有差异的主体：“生态人”的不同环境想象
二、对环境的不同控制力：强势与弱势的“生态人”
三、存在之辩：时间维度中的“生态人”
四、社会性别差异：“生态人”对环境的主宰分殊
第五节 理性生态人的价值追求
一、理性生态人的利益寻求：多重利益的协调
二、理性生态人的正义诉求：多面的正义
三、理性生态人的秩序追求：生态秩序
第五章“生态人”理论的意义
第一节“生态人”理论支撑环境法研究
一、“生态人”对于环境法研究的支点意义
二、“生态人”论证环境法的正当性
第二节“生态人”理论构成环境法学基本方法论
一、环境法学方法论界定
二、价值判断
三、行为导向
四、生存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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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生态人”理论证立环境权
一、“生态人”的理论逻辑
二、“生态人”理论对环境权的论证
三、基于“生态人”理论的环境权立法实践
第四节“生态人”理论引导环境法制度设置
一、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二、环境损害填补制度
三、部门间协作制度
四、生态功能区制度
五、生态风险管理制度
六、生态环境修复制度
第六章 法律文本中的“生态人”
第一节 法律文本中的“生态人”表现形式
一、政府：最有影响力的生态人
二、企业：最具环境危害风险的生态人
三、团体：最具潜质的生态人
四、自然人：最广泛存在的生态人
第二节 政府如何行为
一、国家环境资源管理法律性质
二、环境资源管理
三、政府自身节约资源
四、促进公众参与
五、促进环境公共治理
第三节 企业如何行为
一、企业环境责任
二、企业环境信息公开
三、先进的环境管理
四、积极治理环境问题
第四节 团体如何行为
一、普及环境知识
二、参与政府环境决策
三、作为自然物和公众的代言人参加环境公益诉讼
第五节 自然人如何行为
一、为环境友好行为
二、自然保护
三、参与环境事务
四、节约资源
结语“生态人”的期待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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