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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基于生态时代的社会需求孕育着生态法学的诞生的基本理念，不仅从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
态经济学和人类发展观的角度，来审视和剖析生态法学的理论基础及其发展态势，而且从对传统的人
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批判入手，着眼于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模式，既论述了变革人们价值观念、发展
观、消费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意义，又进而展开对生态法的基本概况、基本原则、基本制度以
及生态法律关系、生态法律责任等的阐发，特别是还对生态部门法如环境污染防治法、自然资源法、
特殊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法等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诠释，从而试图建构生态法的基本框架体系。
本书是一部集学术性。
与原则性、知识性与条理性为一体的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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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明德，男，1965年11月生，安徽庐江人。
现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法学》副主编，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环境
法学院专家，西南政法大学中美环境法研究中心主任、西部生态法治研究中心主任，西南政法大学环
境法学科负责人，中国法学会青少年法制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重庆市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2003年重庆市优秀教师，2004年“第四届全国十大中青年法学家”提名奖获得者，2005年教育部“新
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者，2006年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优秀环境科技工作者奖”获得者，2006
年重庆市“首届十大优秀中青年法学、法律专家”之一，2007年“第五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之一，2007年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
曾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美国留学1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青年项目）“生态补偿制度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资源法学、经济法学。
代表作有《环境侵权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生态法原理》（人民出版社2002年），译著有《
能源法与可持续发展》（合作，法律出版社2005年）、《亚太地区第二代环境法展望》（合作，法律
出版社2006年），主编司法部高等院校法学教材《环境资源法》（中信出版社2004年）。
在Social Sciences in China、Pace in ternational Law Review、《法学研究》、《中国法学》、《哲学研究》
、《政法论坛》、《法律科学》等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50余篇，其中有10余篇论文被《新华文摘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刊物转载或摘录，并荣获省部级社会科学
优秀科研成果奖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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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章  从人类中心主义化理观到生态伦理观的转变        ——生态法学的伦理基础  第一节 人类中
心主义化理观是环境危机的价值根源  第二节 从人类中心论到生态中心论（道德共同体范围从人扩展
至自然）  第三节 从非人类中心主义到可持续发展伦理观飞跃第二章  从传统发展观到可持续发展观的
转变  第一节 关于传统发展观的几种不同观点  第二节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发展观上的变革第三章  走向
绿色消费        ——从传统消费方式到可持续消费的转变  第一节 对传统消费方式的检视  第二节 由消费
的困惑走向“绿色消费“第四章  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        ——从生化经济到阳光经济（生态经济）
的转变  第一节 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二节 从生化经济到阳光经济的转变  第三节 生态经济
的理论和原则第五章  法律生态化趋势  第一节 宪法在法律生态化方面的作用  第二节 关于环境组成部
发的内在价值及法律主体资格问题  第三节 生态本闰的立法目的  第四节 民法生态化趋势第六章  生态
保护与法  第一节 人类面对的生态问题  第二节 生态运动及生态保护的国际努力  第三节 生态保护法  第
四节 中国的生态法第七章  生态法概述  第一节 生态法的概念  第二节 生态法的调整对象和保护对象  第
三节 生态法的特征  第四节 生态法的地位及其法律体系的构成第八章  生态法的基本原则  第一节 生态
规律  第二节 生态法的基本原则第九章  生态法的基本制度第十章  生态法律关系第十一章  生态法律责
任第十二章  环境污染防治法第十三章  自然资源法第十四章  物殊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法主要参考书目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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