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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软科学作为一门立足实践、面向决策的新兴学科，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
今天，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已经成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一个
极为重要且富有活力的部分。
当前，面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和复杂局面，我国各级政府将面临诸多改革与发展的种种问
题，需要分析研究、需要正确决策，这就需要软科学研究的有力支撑。
　　陕西科教实力位居全国前列，拥有丰富的知识和科技资源。
利用好这一知识资源优势发展陕西经济，构建和谐社会，并将一个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建设成西部强省
，一直是历届陕西省委、省政府关注的重要工作。
在全省上下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之际，面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如何更好地集成科技资源，提升创新
能力，通过建立产、学、研、用合作互动机制，促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是全
省科技工作者需要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
软科学研究者更是要发挥科学决策的参谋助手作用，为实现科技强省献计献策。
　　陕西省的软科学研究工作始于1990年，在国内第一批建立了软科学研究计划管理体系，成立了陕
西省软科学研究机构。
多年来，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政府决策和专家学者咨询的融合，陕西省软科学研究以加快陕西改
革与发展为导向，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出发，组织、引导专家学者综合运用自然科学、社
会科学和工程技术等多门类、多学科知识，开展战略研究、规划研究、政策研究、科学决策研究、重
大项目可行性论证等，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为各级政府和管理部门提供了决策支撑和参考
。
　　为了更好地展示这些研究成果，近年来，陕西省科技厅先后编辑出版了《陕西软科学研究2006》
、《陕西软科学研究2008》，受到了省内广大软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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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态环境安全法制建设是当前研究的重要学术问题。
本书立足于西部的生态环境安全风险防范法律制度建设，意义在于为保障西部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协
调有序进行、防止生态环境破坏提供理论依据。
本书首先在分析生态环境安全及其问题的基础上，探讨生态环境安全风险及其防范的主要途径；其次
，进一步探讨西部生态环境安全及其对国家安全和区域安全产生的重大影响，并分析我国现行生态环
境安全风险防范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再次，探讨构建西部生态环境安全风险防范法律制度的理论依
据及具体建议。
最后，论证中国与wT0环境保护规则之间的内在关系。
    本书可作为高校法学专业本科生、环境法学硕士研究生和其他环境法学研究者的参考书，也可供管
理部门、环保部门相关从业人员在实践中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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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91年美国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将环境视为其国家利益组成部分，认为全球生态环
境问题已在政治冲突中起作用了。
为消除来自环境的压力和保护美国国家利益，美国有义务督促世界各国来共同承担保护生态环境的责
任。
美国国防部自1995年起，每年向总统和国会提交关于环境安全的年度报告。
美国白宫与国务院官员称“世界范围内的环境退化已威胁到美国的繁荣”，进而认为：在某些对美国
利益至关重要的地区，环境资源问题可能导致冲突，将促使美国介入其中并实施干预。
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特别是与自然灾害相关的第一环境问题特别严峻，因而国家生态环境安全历来为
统治者所高度重视。
①　　随着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生态环境安全与国家安全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始参与讨论。
例如，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积极参与讨论，同时参与的还有研究机构和国际组织，
如欧盟、北约、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以及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等。
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批代表性研究报告和论述，如《国际背景下的环境与安全》（北约），《环境
、短缺和暴力》（加拿大），《环境与安全：通过合作预防危机》（德国）。
　　我国的生态环境安全问题主要体现在：从生态环境破坏程度看，天然林面积减少，森林质量明显
降低，天然草地面积减少，土地退化严重。
此外，自然的降解功能也在逐年衰退。
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旱灾、沙尘暴频繁发生，地质灾害不断加重，森林病虫害加
剧。
从生态环境污染状况来看，我国面临着十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不仅空气污染、水污染、海洋污染
、危险废物污染等存在，而且出现了酸雨污染、气候变异等问题。
随着高新技术的应用，饲料添加剂、农药、化肥对食品的污染，以及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尚
属未知，它们都有可能影响食品安全乃至生态安全；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来看，虽然我国的资源
和能源在总量上居世界前列，但人均占有量很少，并随中国人口基数的扩大而进一步减少。
另外，在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下，资源与能源不能合理使用，导致巨大的浪费。
供不应求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从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看，生物多样性维持功能
正呈现出衰退的趋势，生物物种尤其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的数目不断减少。
而且，外来物种的大规模入侵严重影响了生态系统的平衡，对我国生物多样性造成了巨大威胁。
　　中国在国家规范性文件中正式提出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的概念始见于2000年底国务院发布的《全国
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如果）生态环境继续恶化，将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
生态环境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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