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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法学》

内容概要

《环境法学(第2版)》作者一身二任，既是学者又是法官，故赋予了《环境法学(第2版)》独一无二的
特质：一方面，保持著作性特征，回顾和反思原有观念和理论，引入前沿性研究成果和概念，强调法
律语境下的环境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凸显实践性特征，从不同角度透视环境法学，拓宽对环境法
从理论到实践的视野，全面总结中国的环境司法实践，梳理环境法律制度实施过程中的利害得失。
本次新版，作者因应研究进路和教学需求，对全书结构进行调整，并进行资料更新、理论重述、法律
制度表述修改等。更重要的是，作者从环境法角度，对可持续发展战略进行了准确全面的定位，折射
出作者对该部门法如何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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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法学》

作者简介

　　吕忠梅，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8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获法
学硕士学位；2001年获武汉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现为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环境资源法士生导师，全国普通高等院校人文社科基地——武汉大学环境法
研究所学科带头人、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中国青年联合会委员、农工党
湖北省委副主委、湖北省青联副主席、湖北省政协第八届常委、湖北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湖北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
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行为法学会理事、中国科技法学会理事、湖北省经济法研究会理事、湖北省经
团联理事。1993年被评为湖北省重点学科带头人，1995年被评为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青年专家，1998
年被评为湖北省跨世纪学术带头人，l999年获得“司法部教书育人奖”。　　1997年l2月，赴美国旧金
山大学进行学术交流；2000年7月，访问德国萨尔大学、比利时安特卫浦大学、荷兰莱顿大学；2000年
与南澳大利亚大学联合进行流域水资源保护立法问题研究；2001年与日本经济大学联合进行环境法律
责任制度及其实施研究。　　长期从事环境法、经济法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承担了国家级、部省级科
研项目近二十项。主要著作有：《环境法》、《国际环境法》、《环境行政法与环境行政诉讼》、《
经济法的法学与法经济学分析》、《环境法的新视野》等二十部；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
《中国环境科学》、《中外法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五十余篇，主要有：《论环境物权》、《环境权
力与权利的重构》、《论公民环境权》、《论环境法的性质》、《论经济法的边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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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第一节 环境问题与环境保护第二节 环境伦理与可持续发展观上篇 环境法基本范畴第二章 
环境法的涵义第一节 环境法的概念第二节 环境法的本质第三节 环境法的基本原则第四节 环境法的立
法体系第五节 环境法律关系第三章 环境权理论第一节 环境权理论的变迁第二节 环境权的涵义第三节 
环境权的法律属性第四章 公民环境权的民法保护第一节 环境权的民法保护概念第二节 环境权民法保
护方法第五章 国家环境管理权第一节 国家环境管理权的涵义第二节 国家环境管理权的行使——环境
行政行为第三节 国家环境管理权的行使——环境行政合同与环境行政指导第六章 环境法律责任第一
节 环境法律责任的涵义第二节 环境行政责任第三节 环境民事责任第四节 环境刑事责任第五节 专门环
境法律责任第七章环境权利的司法救济第七章 环境权利的司法救济第一节 环境权利是司法救济概述
第二节 中国的环境司法现状第三节 完善中国环境诉讼机制下篇 环境法各论第八章 中国环境保护基本
法第一节 环境保护基本法的涵义第二节 中国的环境保护基本法第三节 环境监督管理体制第四节 环境
监督管理制度第五节 保护和改善环境的法律制度第六节 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的法律制度第九章 
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性法律第一节 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法律内涵第二节 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节 清
洁生产促进法第四节 节约能源法第十章 环境要素保护法第一节 环境要素保护法概述第二节 土地保护
法第三节 森林保护法第四节 草原保护法第五节 水土保持及防沙治沙法第六节 渔业资源保护法第七节 
水资源的法律保护第八节 海域保护法第九节 矿产资源保护法第十节 野生动物和植物的法律保护第十
一章 特殊区域环境保护法第一节 特殊区域环境保护法概述第二节 自然保护区法第三节 风景名胜区保
护法第四节 国家公园保护法第十二章 环境要素污染防治法第一节 环境要素污染防治法概述第二节 大
气污染防治法第三节 水污染防治法第四节 海洋污染防治法第五节 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十三章 有毒有害
物质污染控制法第一节 有毒有害物质污染控制法概述第二节 固体废物控制法第三节 放射性污染控制
法第四节 农药污染控制法

Page 4



《环境法学》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环境问题与环境保护　　一、环境　　环境总是相对于一定的中心存
在物而言的，一般是指环绕着中心存在物的客观存在的总和。而中心存在物和客观存在，可以是物质
的，也可以是非物质的。如我们通常所指的学习环境，其中心存在物是“学习”，而“学习环境”本
身则既包括了物质条件，也包含了非物质条件。当中心存在物为人时，环境同样也包含了物质和非物
质的两个方面。但环境法上所讲的环境，是指物质的客观存在，即环绕着人类而存在的由自然要素所
构成的物质环境。对于环境，我们应理解如下问题。　　（一）环境的概念　　本书所使用的“环境
”一词，具有特定涵义，是指环境科学和环境法上的环境。在环境科学中，环境一般是指围绕着人群
的空间，及其中可以直接、间接影响人类生活和发展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体。这一环境能为人类提供
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其中有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自然因素，能为人类提供基本
的物质生活条件，也会产生环境污染和破坏。　　在环境法上，各国均以环境科学对环境的定义为基
础，根据立法的要求和可能作了界定，如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第二篇规定，环境是指“⋯⋯国家
各种主要的自然环境、人为环境或改造过的环境的状态和情况，其中包括但不限于：空气和水——包
括海域、港湾河口和淡水，陆地环境——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森林、干地、湿地、山脉、城市、郊区和
农村环境”。各国立法一般都是采取列举的方法对环境的范围作出规定。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
环境是以人类为中心的物质环境。虽然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为满足自己的需要，按照人类的认识与
能力对自然因素进行了改造、组合和重构，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也是一种特殊的自然环境。如城
市一般被认为是典型的人造环境，但城市里的空气、土地、河流、阳光等因素却更多是属于自然要素
的。即使是一些人文景观、历史遗迹，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或文化的因素，但它们的构成仍是物
质的，是人类历史、文化的物质体现。因此，环境的中心是人类，而环绕人类这一中心的客观存在则
是物质，这才是环境法上人类环境的真正涵义。　　（二）环境的分类　　环境是由各种物质所组成
的综合体，为研究方便，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分类。不同的分类标准和分类方法常在立法和研究中被
采用。　　1．依据组成环境的物质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可以将环境分为天然环境和人为环境两类。
天然环境又称自然环境，是指地球在发展演化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未受人类干预或只受人类轻微干预
，尚能保持自然风貌的环境，如野生动植物、原始森林等。人为环境又称人工环境，是指在自然环境
的基础上经过人类改造或人类创造的、体现了人类文明的环境，如水库、道路、公园、城市等。这种
分类法由《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最先采用，后为各国立法所接受，我国《环境保护法》就采用
了这一分类法。　　2．依据组成人类环境的各种自然要素的不同，可以将环境分为大气环境、水环
境、土壤环境、生物环境等。大气环境是指随地心引力而旋转的大气层；水环境是指地球表面的各种
水体，包括海洋、河流、湖泊、沼泽以及地表以下埋藏在土壤和岩石孔隙中的地下水等；土壤环境是
指地球表面能够为绿色植物提供肥力的表层；生物环境是指地球表面除人类以外的其他所有生物。这
种按环境要素所进行的分类，在解决环境问题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各环境保护单行法主要采用这种分
类法，以便于针对各环境要素的不同特点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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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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