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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环境法系列专题研究的第三辑，共有12篇文章，涉及可持续发展下环境资源法理论研究的热点
问题以及新问题，包括了对环境参与权的研究、公司环境保护责任的研究、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的研
究、我国环境行政执法难的障碍与对策分析、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问题的研究、ADR在中国环境纠
纷解决中的适用性研究、环境弄法资格弄研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法律机制研究、循环经济法之合作
机制研究、中国海域权属法律制度研究、环境道德法律化的研究以及我国环境法移植问题研究等主面
的内容。
本书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富有较强的学术性、前瞻生和创新型。
    本书可供环境保护、资源管理相关领域的决策者、立法机关工作人员、行政执法人员、大专院校环
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以及相关资源管理专业等方面的师生和研究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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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树义，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国家环境保护
总局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主任、所长，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法学会常
务理事，湖北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武汉大学发展研究院院务委员，武汉大学法学院学术委员会
委员。
198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
1987-1991年在武汉大学法学院环境法研究所任教，担任本科生和环境法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工作，
其间，1988-1991年任国家环境保护局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副所长。
1991年至1993年先后在前苏联的基辅大学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学院和莫斯科大学法律系进修（访问学者
），此间担任乌克兰中国留学生会主席，1993-1996年被借调至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工作，任一等秘书
，1996-1997年7月在武汉大学法学院环境法研究所任教，担任环境法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工作，指
导环境法硕士研究生，同时兼任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和武汉大学区域发展研究院副院长，1997年7月
至1999年7月在北京大学法学院脱产攻读法学博士学位，提前毕业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其间曾获得安
泰奖学金，1999年9月至今在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任教，指导环境法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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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主编绪语论环境参与权公司的环境保护责任研究论生产者延伸责任我国环境行政执法难的障碍与对策
分析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问题研究ADR在中国环境纠纷解决中的适用性研究环境刑法资格刑研究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法律机制研究循环经济法之合作机制研究中国海域权属法律制度研究论环境道德的法
律化我国环境法移植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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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论环境参与权　　引言　　早在19世纪，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就深刻地揭示了因人类对自
然的破坏而招致的惩罚：“⋯⋯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
乎意料的结果，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
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地方的居民，为了想得 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
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支了森林也失去了积
聚和储存水分的中心。
”马克思也曾不无忧虑地写到：“自然成了纯粹为人类而设的物品，她不再被认为是一种伟大的力量
，所有自然法则的发现也都成了人类征服她的诡计。
自然，或者成了人类的消费品，或者成了人类的一种生产途径。
”回顾人类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人类破坏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历史可能同人类文明史一样古老
，苏美尔文明、地中海文明以及玛雅文明的消失便是最好的例证。
环顾我们今天的世界从亚马孙热带雨林的消亡、撒哈拉沙漠的扩张，到臭氧层的破坏、两极冰山的消
融、人口的激增，无一不在威胁人类的生存。
回首国内，中国正处在从农业化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群
众得到了从未有过的丰富的物质享受和精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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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是环境保护部和武汉大学合作建立的一个专门从事环境法学教学和研究工
作的机构，受环境保护部和武汉大学的双重领导。
1992年12月该所通过教育部评审，被确定为首批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2年，
该所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是中国最早获得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单位，1998年又获
得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博士学位授予权。
该所还设有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博士后流动站。
　　现任所长王树义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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