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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吸收了本学科最新研究成果、教学改革成果和环境管理与司法实践新经验，结合我国和国际环境
资源立法新动态，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环境法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基本制度、法律责任、法律救济
等基本内容，注重培养学生运用环境资源法基本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书在体例安排、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及法律救济等部分有自己的特色。
突出特点表现为：一是确立了政府、市场、社会综合调整原则和环境资源利益平衡原则；二是在注重
污染防治法、自然资源法的同时，强化了灾害防治法的内容；三是对环境法律现象进行抽象与概括，
系统归纳了环境资源基本法律制度、污染防治法律制度、自然资源法律制度、灾害防治法律制度等主
要制度，为学生学习提供了极大便利。
    本书适合普通高等学校法学专业、环境科学专业学生及环境保护工作相关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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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在传统的发展模式中，环境保护的决策通常游离于经济和社会的决策之外，经济和社会发
展决策与环境保护决策是两套决策，环境污染甚至被当成是经济发展的必要代价，以致大部分经济部
门不愿意或者不能考虑经济发展过程可能导致的环境污染或破坏，加大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成本的支
出。
这一点成为我国环境问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主要原因之一。
①因此，必须实行环境与经济、社会综合决策的机制，把环境保护的要求纳入各级政策、规划和管理
进程之中。
　　第二，环境的整体性决定了环境保护是一项跨地区、跨部门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全局的高度采取
措施，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综合性规划之中，实现综合决策。
多年来，由于在经济和社会决策之外采取保护环境的措施，没有做到统一规划、统筹安排，往往导致
缺乏统筹规划、综合平衡的保障，不能从源头上预防生态成本的产生，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的局面。
　　第三，建立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决策，这也是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前面指出过，良好的环境不仅是人类生存的条件，更是人类发展的基础，环境保护应成为发展的一部
分。
如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人类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里约宣言》原则4提出：“为了实现可
持续的发展，环境保护工作应是发展进程的一个整体组成部分，不能脱离这一进程来考虑”。
　　因此，协调发展原则的实现，有赖于环境与经济、社会的综合决策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这种环境与经济、社会综合决策的机制要求：　　各种社会、经济等规划考虑环境保护，将环境保护
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当中，避免宏观决策失误导致战略环境问题的发生，改变目前环境
保护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两张皮的现象，从根本上预防环境危害的发生。
　　通过在各种社会、经济综合性规划中全面考虑环境保护的要求，改变目前大部分经济部门不愿意
考虑控制环境保护的局面，从战略上预防环境问题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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