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环境资源法教程(第2版)>>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环境资源法教程(第2版)>>

13位ISBN编号：9787040293630

10位ISBN编号：7040293633

出版时间：2010-8

出版时间：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蔡守秋

页数：46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环境资源法教程(第2版)>>

内容概要

　　《环境资源法教程（第2版）》结构合理、内容丰富、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吸收了近十几年来我
国环境资源法治建设的丰富经验和国内外环境资源法学研究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涉及我国环境资源
法治建设的发展方向和环境资源法学研究的前沿领域。
主要内容包括环境资源法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原则、环境权理论、监督管理体制、基本法律
制度、环境污染防治法、自然资源法、生态保护建设法、环境资源行政责任、环境资源民事责任、环
境资源刑事责任和国际环境资源法等，在全面介绍环境资源法学基础知识的同时突出了对环境法治意
识和环境法学基本理念的介绍，注重运用环境法基本理论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
　　《环境资源法教程（第2版）》可以作为普通高等学校法学专业的教科书，也可供其他专业选用
和社会读者阅读。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环境资源法教程(第2版)>>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第一节 环境资源一、环境的概念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二、环境资源及其相关概念三、环境
与生态、生态系统的关系第二节 环境资源问题一、环境资源问题的概念二、当代环境资源问题的性质
三、中国的环境资源问题第三节 环境资源保护一、环境资源保护及其相关概念二、环境资源保护的内
容、特点和意义第二章 环境资源法概述第一节 环境资源法的概念一、环境资源法概念的发展二、环
境资源法的概念及其含义第二节 环境资源法的发展概况一、国外环境资源法的发展概况二、中国环境
资源法的发展概况第三节 环境资源法体系一、环境资源法体系的概念和分类二、环境资源法律规范体
系三、环境资源法规体系第四节 环境资源法的性质和特征一、环境资源法的性质二、环境资源法的特
征第五节 环境资源法的目的和作用一、环境资源法的目的二、环境资源法的作用第六节 环境资源法
的适用范围一、适地范围二、适时范围三、适事范围四、适人范围第七节 环境资源法是一个独立的法
律部门一、环境资源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含义二、环境资源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理由第
三章 环境资源法学概述第一节 环境资源法学的特征和意义一、环境资源法学的特征二、环境资源法
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第二节 环境资源法学关于调整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理论一、调整论的
主要内容二、调整论的法学理论渊源三、调整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第三节 环境资源法律关系理论
一、环境资源法律关系的概念及其含义二、环境资源法律关系的特征三、法律关系的历史发展及对法
律关系理解的争论第四节 环境资源法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一、环境资源法学的研究范式二、环境
资源法学的研究方法第四章 环境资源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权利第一节 环境资源法的基本原则一、概
述二、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原则三、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改善相结合的原则四、预
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五、环境责任原则六、环境民主原则第二节 环境资源法的基本权
利——环境权一、环境权的提出与发展二、环境权的种类及意义三、环境权的概念与特征第五章 环境
资源的监督管理第一节 环境资源监督管理概述一、环境资源国家监督管理的产生与发展二、环境资源
监督管理的概念和类型三、环境资源监督管理体制第二节 环境资源行政监督管理体制一、环境资源行
政监督管理体制构建的原则二、国外环境资源行政监督管理体制三、中国环境资源行政监督管理体制
第三节 环境资源监督管理的技术支持和保证一、环境资源标准制度二、环境资源监测调查制度三、环
境资源信息制度第六章 环境资源基本法律制度第一节 环境资源基本法律制度概述一、环境资源基本
法律制度的概念和特征二、环境资源基本法律制度的分类三、环境资源基本法律制度的发展第二节 环
境资源规划制度一、环境资源规划制度的概念与分类二、几种重要的环境资源规划第三节 环境影响评
价制度一、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概述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内容第四节 “三同时”制度一、“三同时
”制度概述二、“三同时”制度的内容第五节 环境资源许可制度一、环境资源许可制度概述二、环境
资源许可制度的内容第六节 环境资源税费制度一、环境资源税费制度概述二、征收环境资源税制度三
、征收环境资源费制度第七节 清洁生产制度一、清洁生产制度概述二、清洁生产制度的内容第七章 
环境污染防治法第一节 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概述一、关于环境污染防治对象的法律规定二、关于防治
污染制度和措施的法律规定第二节 水污染防治法一、概述二、水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第三节 大气污
染防治法一、概述二、防治大气污染的法律规定第四节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一、概述二、防治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的法律规定第五节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一、概述二、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第
六节 海洋环境保护法一、概述二、海洋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第七节 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一、概述二、
放射性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第八节 其他污染防治法一、化学品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二、电磁辐射污染
防治的法律规定三、食品污染防治法四、循环经济促进法⋯⋯第八章 自然资源法第九章 生态保护建
设法第十章 环境资源行政责任第十一章 环境资源民事责任第十二章 环境资源刑事责任第十三章 国际
环境法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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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环境资源法中规定的各种“环境”概念，大都肯定了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表明了人与自然
的关系。
澳大利亚1979年的《环境规划与评估法》将环境定义为“影响人类、个人或人的社会群体之周围事物
的所有方面”。
斯洛伐克1993年《环境保护法》将环境解释为“已经或可能被人类影响的那一部分自然界。
⋯⋯生活环境是直接影响人类的那一部分环境”。
上述环境定义都清楚明确地说明了环境与人的密切关系，包括人对环境的影响（含直接影响和间接影
响）和环境对人的影响。
所谓人与自然的关系（或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与环境资源的关系，又称人与环境的关系、人环关
系、人与物关系），是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联系、影响和作用；由于人与自然的某种状态，包括运
动状态和相对静止状态，必然反映人与自然的某种关系，因而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指人与自然或“人与
环境”这一综合体所呈现的各种状态。
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人，包括个人、单位（包括企业事业单位、法人单位和非法人单位）、政府组织（
包括国家中央政府组织、地方政府组织和国际政府间组织）、非政府非营利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全
人类（包括当代人类和未来世代的人类）。
人与自然关系中的自然，是指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过的自然因素的总称。
一些法学家对人与人的关系非常熟悉，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却研究不深、了解不多。
其实，人与自然的关系如同人与人的关系一样复杂多样，有的人之所以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错
觉，其根源就在于没有认识到人与自然关系的丰富多样性。
从不同角度可以将现实生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分为：时间关系、空间关系、生态关系、物质交流关系
和利用关系、利益关系、因果关系、带感情色彩的身份关系（如朋友关系、伙伴关系等）以及其他关
系。
不能将人与自然关系单纯地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平等主体关系，更不能从“本质上”将人与自然的关系
视为人与人的关系。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环境资源法教程(第2版)>>

编辑推荐

《环境资源法教程(第2版)》：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16门核心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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