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环境保护法概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环境保护法概论>>

13位ISBN编号：9787112116447

10位ISBN编号：7112116449

出版时间：2009-12

出版时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作者：李峻

页数：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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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保护法概论>>

内容概要

《环境保护法概论》一书，在以环境保护法为框架前提下，写了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原则和环境保护法
的制度，写了公民的环境权是基本人权及环境权的内容，环境权的发展历史，中国参加国际人权组织
的情况，宪法对人权的保护等法律制度。
    《环境保护法概论》一书还介绍了环境影响评价与环境、规划与环境、建筑与环境、人居环境与人
居环境建设的五大系统及原则、国外城市环境与人居环境。
这些内容与每个人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了解这些知识，会拓宽新的视野。
另外，本书还介绍了环境影响评价、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建筑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噪声环境影响评
价等，以上这些内容也是本书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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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环境及环境的种类 “环境”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的一个词汇，但是在不同的语境中，其
含义是不同的。
就通常意义上来说，环境是指围绕某一中心事物的外部空间、条件或状况。
由此可见，环境是一个相对的、可变的概念。
另外，一般意义上所称之环境，既可反映某一中心事物的物质性条件和状况，也可反映该中心事物的
某些非物质性条件和状况。
环境科学中的环境，主要是以人类为中心事物，所以通常也被称为“人类环境”。
在生态学中，环境是指以整个生物界（包括人类，其他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为中心、为主体的环境
，围绕生物界并构成生存必要条件的外部空间和无生命物质（如大气、水、土壤、阳光及其他无生命
物质等），是生物的生存环境，也称为“生境”。
环境在《辞海》中的解释为“围绕着人类的外部世界。
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和物质条件的综合体。
可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中，按其组成要素，又可分为大气环境、水环境、土壤环境和
生物环境等。
”《宪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其中的“生活环境”是指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
“生态环境”是指影响生态系统发展的各种生态因素，即环境条件，是包括气候条件（如光、热、降
水）、土壤条件（如土壤的酸碱度、营养元素、水分）、生物条件（如土壤中的动植物和微生物）、
地理条件（如地势高低、地形起伏、地质历史条件）和人为条件（如开垦、采伐、引种、栽培）的综
合体。
1989年12月26日发布实施的《环境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
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
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
”它既包括生活环境，也包括生态环境，体现了“大环境”的概念。
与1979年9月13日发布试行的《环境保护法（试行）》所称的环境相比较，现行《环境保护法》对环境
的定义做了较科学的规定，揭示了法律意义上环境的本质属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自然
因素的总体。
二、环境法环境法作为人类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是随着环境问题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环境问题的
日趋严重和人类对环境问题认识的逐步提高而不断发展的。
环境法得以产生和迅速发展的直接原因，就是为了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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