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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法哲学》

内容概要

《环境法哲学》分为四篇：环境法学的认识论、环境法学的方法论、环境法的本体论和环境法的价值
论。首先，《环境法哲学》对传统法学的认识论在生态危机方面的缺陷进行历史性反思和追根溯源拷
问，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顺应生态文明时代的环境法认识论。其次，在对传统法学的方法论作出深
刻剖析的基础上，《环境法哲学》力图通过对后现代主义对环境法学方法论的影响、环境法学方法论
对传统法学方法论的突破、环境法学方法论的法哲学视野、环境法学方法论与“生态人”模式、环境
法学方法论与法律主体的扩张、环境法学方法论与法律制度的设计等基本问题的深入思考和逻辑整理
，提出环境法学方法论的创新性成果。再次，《环境法哲学》对环境法本体论展开了全面、系统的探
究，指出了环境法的理论基础、环境法的核心权利，并就环境权之保障与传统法之变革作出了深刻的
学理性思考和论述。最后，《环境法哲学》在揭示传统法价值论面对生态危机种种不足的基础上，对
环境法的基本理念、环境法的指导思想、环境法的法律本位、环境法的价值取向等展开详细深入的哲
学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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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法哲学》

作者简介

陈泉生，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州大学法学院环境法学科带头人，中国环境资源法学会副会长，1995
年入选“百千万人才工程”，1997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从事环境法学基本理论研究二十多
年，迄今已经公开发表学术成果四百多万字（学术专著、译著、教材十多部，论文近三百篇），其中
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新华文摘》等国家权威刊物发表高水平论文
三十多篇，主持过十多项国家和部级、省级科研项目，以上课题成果获部级、省级优秀成果奖十多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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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法哲学》

书籍目录

第一篇环境法学的认识论 第一章生态整体论 第一节 传统法学认识论——机械论 第二节 环境法学认识
论——生态整体论 第二章生态契约论 第一节 传统法学认识论——社会契约论 第二节 环境法学认识论
——生态契约论 第三章生态资本论 第一节 传统法学认识论一物质资本论 第二节 环境法学认识论一生
态资本论 第四章生态安全论 第一节 传统法学认识论一交易安全论与社会安全论 第二节 环境法学认识
论——生态安全论 第二篇环境法学的方法论 第五章环境法学方法论的界定 第一节 亟待拓展的法学方
法论 第二节 环境法学方法论的界定 第三节 环境法学方法论的特点 第四节 环境法学方法论对法学研究
的影响 第六章后现代主义对环境法学方法论的影响 第一节后现代主义与整体论 第二节 后现代主义与
环境法学方法论的形成 第三节后现代主义与环境法学方法论的关联 第七章环境法学方法论对传统法
学方法论的突破 第一节 法学方法论在内涵中的突破 第二节 法学方法论在外延上的突破 第三节 环境法
学方法论的独特性 第八章环境法学方法论的法哲学视野 第一节 法的“实然”与“应然”关系的重构 
第二节 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新解 第三节 法律主体与客体关系的新辩 第九章环境法学方法论与“生态人
”模式 第一节人的模式概念之解释 第二节 各种类型人的模式之探究 第三节 “生态人”模式的设计与
证成 第十章环境法学方法论与法律主体的扩张 第一节 法律主体扩张的必要性 第二节 法律主体扩张的
历史考察及启示 第三节 影响法律主体扩张的因素 第四节 法律主体扩张的途径 第十一章环境法学方法
论与法律制度的设计 第一节 野生动物准人格制度的创设 第二节政府环保责任的拓展 第三节 生态补偿
法律制度的建立 第三篇环境法的本体论 第十二章环境法的理论基础——可持续发展论 第一节 环境法
发展过程的考察 第二节 当代环境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第三节 当代环境法的理论基础——
“可持续发展论” 第四节 以“可持续发展论”重构我国环境法 第十三章环境法的核心权利——环境
权 第一节 公民环境权 第二节 法人及其他组织环境权 第三节 国家环境权 第四节人类环境权 第十四章
环境权之保障与宪法理论的发展 第一节确立可持续发展的宪法地位 第二节创设环境权 第三节确认环
境资源的公平享用 第十五章环境权之保障与行政法理论的改造 第一节环境行政作用的扩大 第二节行
政损失补偿理论的酌采 第三节环境侵害的行政救济 第十六章环境权之保障与民法理论的补充 第一节
所有权的多元化 第二节 契约自由的新型化 第三节 民事责任的多样化 第四节 共同危险责任的勃兴 第
五节 因果关系理论的调整 第六节诉讼时效理论的修正 第七节 环境侵害的民事救济 第十七章环境权之
保障与刑法理论的深化 第一节 环境侵害的刑事立法 第二节危害环境罪的构成要件 第三节刑事违法性
理论的开拓 第四节犯罪因果关系论的重构 第五节 环境侵害的刑事处罚 第十八章环境权之保障与诉讼
法理论的更新 第一节起诉资格的放宽 第二节被诉对象的扩大 第三节诉讼费用预付方式的改进 第四节 
集团诉讼的扩张 第四篇环境法的价值论 第十九章环境法的基本理念 第一节可持续发展理念 第二节环
境秩序理念 第三节环境安全理念 第四节环境正义理念 第二十章环境法的指导思想——生态主义 第一
节 传统法的指导思想——个人主义和团体主义 第二节 环境法的指导思想——生态主义 第二十一章环
境法的法律观念——生态本位 第一节 传统法律观念一权利本位和社会本位 第二节环境法律观念——
生态本位 第二十二章环境法的价值取向——当代人与后代人、人与自然 第一节 传统法的价值取向—
—当代人 第二节 环境法的价值取向——当代人与后代人、人与自然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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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法哲学》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如上所述，法学上的生态人模式是对普遍的人类外在特征的一般化，其具有理论上的抽象
性，这是作为理论预设的基础性作用所要求的。而为了使协调人与自然间关系的法学具备实践指导意
义，有必要在理论抽象的基础上对生态人模式的社会表现形态作更细致具体的分类和厘清。其中，对
生态人的不同表现形态和生态人环境意识的层次的深入全面理解则是重要的环节。一般来讲，作为普
遍的人的抽象，生态人必然表现为社会中不同群体、阶层中的自然人，而正是社会阶层的存在，导致
了生态人在社会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对生态人表现形态的考察，可进一步分解为对社会阶层的分析以
及对人的环境意识层次的分析。现结合有关资料进行考察如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成果《当代中
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指出，与建国初期相比，目前中国的阶级和阶层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当
今中国的群体可划分为如下十个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
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
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
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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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法哲学》

编辑推荐

《环境法哲学》乃我国环境法学领域的拓荒之作，作为当代法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有力推动
法学理论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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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法哲学》

精彩书评

1、这本书由十个作者共同写成。我知道法学类要写一本600页的个人专著是很难的，尤其是在环境法
这个新兴法学领域。但是十人合著的弊端在本书中也一览无余。有些章节，例如第二、六、七章，大
段大段地引用别人的论文和著述是几个意思呢？即使脚注里有列明出处，但是这样的引用让读者产生
逻辑不连贯之感，即使作者本人或许觉得逻辑很清晰。注意，所有的引用，脱离了上下文的语境，总
难以逃脱断章取义之嫌，除了让读者再按图索骥去翻被引用的原文，否则原著的意思总还是值得质疑
的。而且被引用过的段落在不同的章节重复出现，除了让读者觉得引文确实很重要之外，对该书正儿
八经要说的内容反而难以留下深刻印象。我不是不同意引用，而是反对大段大段地引用，以至于剔除
了引文内容，正文内容所剩无几。如今好的大学都坚持严肃的学位论文查重制度，杜绝抄袭和学术造
假。如果把这整本书丢到论文查重软件里，估计重复率爆表。由于科研项目经费的马太效应，学术大
牛们都以著作等身为荣，殊不知，有缺憾的学术成果也是白纸黑字载入其个人学术发展史，至于纠集
数人仓促出书更是不爱惜学术声誉的表现了。又如第八章，与蔡守秋的《调整论》的内容多有雷同。
从学生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有个文献综述这种东西，如果你拟撰写的东西超不出前人，或者没有创新
，无异于拾人牙慧。平心而论，第九章还是比较精彩，突破了前人关于“生态人”模式的窠臼，分析
地也较为客观中肯。而让我决定要坚决吐槽一下的问题出在第305页，文中说我国目前还没出台循环经
济促进法，节约能源促进法也正在酝酿。循环经济促进法早已于2009年颁布施行，节约能源法更早
，2008年就出台了。而这本书第一版是2012年底出版，我只能说，作者或者全书统稿人对于自己的学
术成果太漫不经心了，这么明显的错误就从眼皮底下溜走了，到底有没有逐字审阅呢。这是一种态度
，而不是一种知识储备上的欠缺。p433中提到的“一事不再罚”，理解有误。根据行政处罚法，所谓
的“一事不再罚”是指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第24条）
，而书中却说，对同一个环境违法行为，只能受到一次处罚，不能受到二次或多次处罚。明显和行政
处罚法的规定有出入。本书后半部分从主要作者曾经出版的《环境法学基本理论》中复制出来。其实
看一本书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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