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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社会的环境法保护对象研究》

内容概要

环境法保护对象的法律属性或地位，是指保护对象享有的特定法律待遇，是环境法对某种对象的性质
、重要性、价值、意义、作用等方面的确认，反映人们对它们的认识、态度以及对它们进行保护的力
度。本书选择环境法的保护对象这一基础理论问题进行探索，在该文中，作者主要就环境法保护对象
是什么?环境法保护对象的法律属性或地位是什么?环境法保护对象为什么要不断发展?环境法保护对象
今后如何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同时，该书对我国的环境保护立法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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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文同爱，男，1963年4月生，法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环境法研究所研究
人员、硕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理事，湖南汇辰律师事务所律师。主要从事环境
法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已在《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中国环境报》等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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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 言 第一章 环境法保护对象概论  第一节 环境法保护对象的概念    一、环境法保护对象的含义    二、
环境法保护对象的种类    三、环境法保护对象的特征    四、环境法设立保护对象的意义  第二节 环境法
保护对象与其他概念的关系    一、环境法保护对象与环境法调整对象    二、环境法保护对象与环境法
主体和客体    三、环境法保护对象与其他部门法保护对象  第三节 有关环境法保护对象的一些学说    一
、“调整论”的环境法保护对象学说    二、俄罗斯生态法保护对象学说第二章 环境法保护对象的法律
属性、地位  第一节 财产说    一、财产说的含义    二、对财产说的评论   第二节 客体说    一、客体说的
含义    二、对客体说的评论  第三节 主体说    一、主体说的含义    二、对主体说的评论  第四节 其他属
性、地位    一、公共物品说    二、环境资产说    三、关系说第三章 若干环境法的保护对象探析  第一节 
外国环境法的保护对象    一、美国环境法的保护对象    二、日本环境法的保护对象    三、俄罗斯生态
法的保护对象  第二节 中国环境法的保护对象    一、中国环境法保护对象的发展历程    二、《环境影响
评价法》的保护对象  第三节 国际环境法的保护对象    一、各时期国际环境法的保护对象概论    二、《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保护对象第四章 促使环境法保护对象发展的因素分析  第一节 第一层次
原因    一、环境问题的发展    二、生命的同构与互养    三、科学技术的发展    四、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
   五、人与人关系的发展  第二节 第二层次原因    一、环境意识的发展    二、人类为自然争取权利或主
体资格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第五章 合理设定环境法的保护对象  第一节 影响环境法保护对象设定的若
干问题    一、对人与自然及其关系存在一些模糊或片面认识    二、社会制度障碍  第二节 设定环境法保
护对象应遵循的原则    一、基本原则    二、具体原则  第三节 设定环境法保护对象的立法建议    一、对
我国拓展环境法保护对象的建议    二、理想生态社会构想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Page 4



《生态社会的环境法保护对象研究》

精彩书评

1、本书以环境法的保护对象为研究对象，因此，在翻阅之前，我自然而然产生以下问题：1.某一特定
环境法文本的保护对象多体现在立法目的条款（大多数情况下体现为该法律文本的第一条），那么保
护对象与立法目的的区别是什么？2.一部法律必定有其保护对象，例如1989年《环境保护法》，但关
键问题在于，如何在具体的法律条款中落实对保护对象的保护？3.环保法的发展过程与环境法保护对
象的扩大过程是否同步？4.设置环境法保护对象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与环境法的原则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带着这些问题，我开始了阅读。本书共五章，第一章介绍环境法保护对象的概念、与其他概念的关
系、有关环境法保护对象的一些学说；第二章介绍环境法保护对象的法律属性、地位，主要包括财产
说、客体说、主体说、公共物品说、环境资产说、关系说；第三章分别介绍外国环境法的保护对象、
中国环境法的保护对象、国际环境法的保护对象；第四章分析促使环境法保护对象发展的因素，包括
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原因；第五章提出合理设定环境法保护对象的建议。纵览全书，我提的第一个
问题在书中没有答案。立法目的是立法拟达到的目标，最终要落实在保护对象受保护的状况上。本书
第三章花大量笔墨介绍外国、国际环境法，援引的多是立法目的条款。如果立法目的条款中逐一规定
了保护对象，那么是否意味着该部法律的其他条款必然涉及对保护对象的保护？实际上不尽然。我国
环境法诸多条款在实践中执行不到位，就是该问题的集中体现。那么仅仅在立法中呼吁增加保护对象
的种类或内容，对于法律的贯彻实施有几分助益？作者在第四章中回答了我的第三个问题。在第五章
中，作者介绍了设置环境法保护对象应遵循的原则，分为基本原则和具体原则：基本原则包括环境公
平、环境效率；具体原则包括自然生产力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在开发利用环境资源中加强保护的原则
、对环境弱者加强保护的原则、整体保护和个体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其中，基本原则与环境法的基本
原则有交叉，但在具体原则方面，又有所创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本书的主要贡献在于回答了环
境法保护对象的法律属性或地位是什么，对财产说、客体说、主体说等学说进行评析，并提出设定环
境法保护对象要贯彻的原则。但对外国环境法和国际环境法的介绍，似乎篇幅过多，it makes sense，
但觉得对主题的论证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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