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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肇始于1978年的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
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变革也为环境法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客观要求，为此，环境法必须作出回应。
本书采用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以社会转型为视角，分别从社会转型的整体性与环境法理念的发展、
社会主体转型多元化与环境法本位的转换、政治转型民主化与环境法公众参与机制的建立、经济转型
市场化与环境法经济激励机制的确立等方面论述了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背景下环境法的发展。
本书力求在宏观层面，同时又在实证层面上提出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旨在提示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与
环境法发展的内在联系，考察环境法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时期发展的正当性。
    本书适用于研究环境法、经济法、社会法、社会学的学者及相关研究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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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颜士鹏，男，1976年1月出生，黑龙江省呼玛县人，法学博士。
现为东北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学和科研工作，研究方向
为中国环境法和俄罗斯环境法。
    
　　发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区一法”立法模式的理论分析》、《俄罗斯联邦检察院在俄罗斯生
态法实施机制中的监督功能》等学术论文十余篇。
参与国家级课题五项、省级课题四项、曾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的论
证和《放射性物质运输安全监督管锂条例》建议稿的论证等国家立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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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当代社会转型及其对环境法发展的客观要求　　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是当今
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的全面的社会变迁。
中国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也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之中。
透视中国已经进行的30年社会转型过程，不难发现，中国这种全面的社会转型既有与其他国家的共同
之处，也有其独特之处。
然而无论是在转型之中对他国经验的借鉴，还是另辟蹊径，这种转型带给中国社会的都是一次全面的
社会变革，其中首推的是社会制度变革，而作为社会制度重要组成元素的法律当然也不能排除在变革
之外。
环境法作为我国新兴起的法律，其起步和发展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在时间上有着历史性的巧合，因此
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要求下，环境法的发展自然面临着新的挑战。
　　第一节　社会转型与制度变革之界说　　一、社会转型概念的提出及其主要内容　　（一）社会
转型概念的提出　　“转型”本是一个生物学范畴，原意指“微生物细胞之间以‘祼露的’脱氧核糖
核酸的形式转移遗传物质的过程”。
后被用来指事物从一种运动形式向另一运动形式转变的过渡过程。
社会学借用“转型”这个概念来描述社会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变的过渡过程，而现代社会科学
领域中的“社会转型”在内容上具有特定的理论意义，它是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整体性历史跃
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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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与环境法的发展》是在作者的博士论文《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与环境法的发展
——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全书采用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以社会转型为视角，对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背景下环境法的发展进行
了论述，作者很好地抓住了社会转型的基本标志与环境法发展的内在联系这一主线，阐述了环境法在
当代发展的正当性。
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社会转型与环境法发展的专著，与其他环境法学研究成果比较而言，《中国
当代社会转型与环境法的发展》有着鲜明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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