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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学精品课程系列教材：环境法导论（环境与资源法学系列）》立足于将剧生在我们身边的环
境法现象进行法学原理解释，紧密结合社会上发生的环境事件、国家的环境保护政策与法律，指导学
习者用环境法的眼光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同时，通过案例分析，帮助学习者从实体法、
程序法两个方面学习应用环境法律。
《法学精品课程系列教材：环境法导论（环境与资源法学系列）》一改环境法教材越写越厚、内容越
来越庞杂之风，按照国家教学大纲要求的课时，摈弃就法论法和简单地罗列环境法律的做法，对环境
法进行了知识理性的梳理。
语言简洁明快、深入浅出，在基本原理方面注重环境法思维的养成，在法律制度的解释方面突出环境
法应用能力的训练，高度重视启发学习者的独立思考，交给学习者具体应用环境法解决环境问题的钥
匙；也为教师提供了极大的备课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以促进教学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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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忠梅，女，湖北人，法学博士。
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普通高等院校人文社科基地&mdash;&mdash;武
汉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学科带头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mdash;&mdash;环境资源法学术委员会委
员。
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经济法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经济法研究会理事
、湖北省行政法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经团联副主席。
长期从事环境法、经济法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级、部省级科研项目
二十余项，发表科研成果600余万字。
主要著作有：《环境法新视野》、《沟通与协调之途&mdash;&mdash;论公民环境权的民法保护》等。
1993年被评为湖北省重点学科带头人，1995年被评为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青年专家，1998年被评为湖
北省跨世纪学术带头人、1999年获得&ldquo;司法部教书育人奖&rdquo;，1999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2002年被中国法学会评选为中国第三届&ldquo;杰出中青年法学家&rdquo;，2004年被选为&ldquo;2003
年度海内外有影响力的《中国妇女》时代人物&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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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论　　2006年9月7日，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向媒体联合发布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
研究报告2004》。
这是中国第一份经环境污染调整的GDP核算研究报告，标志着中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取得了阶
段性成果。
研究结果表明，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
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0％。
据发布者说，已计算出的损失成本只是实际资源环境成本的一部分。
即便如此，所反映的问题也是惊人的。
　　与之相应的是，2006年2月28日，中国科学院发布的《2006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该报告对
世界59个主要国家的资源绩效水平进行了排序，我国位于资源绩效最差的国家之列，丹麦是资源绩效
最好的国家，中国为第54位。
我国五种资源的单位GDP消耗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9倍。
　　这些并不完整的数字证明：环境危机正在越来越严重地制约经济社会发展。
我们现在的发展，依然是传统的非持续的模式，不断增长的GDP数字，是建立在资源环境和公众健康
不断被透支的基础之上的。
这种高消耗、高污染、高风险的发展方式虽然起到过应有的历史作用，但在今天，我国经济已经进入
资源能源的瓶颈时期，不能承受资源衰竭造成的风险；社会又进入了人均GDP 1000-3000美元的矛盾多
发期，不能承受环境污染引发的社会问题。
　　既然环境污染和破坏带来的是经济发展问题和社会问题，法律作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则和人们的
行为规范，就应该而且可以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贡献。
这些以解决因环境污染和破坏而引发的经济社会问题为目标的法律，就是环境法。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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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其他版本请见：《环境法导论（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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