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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环境、生态和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
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基本矛盾和永恒主题。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危机等环境资源问题已经成为当
代举世瞩目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环境资源保护作为一项新兴的伟大事业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和民
众的重视。
环境资源法（简称环境法）作为合理利用、保护环境资源，保障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
续发展，促进人与人和谐共处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法律规范体系和法律保障系统，已经发展成为一
个新兴的、独立的、具有重要地位的法律部门。
与此相适应，以环境资源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环境资源法学（简称环境法学）正在发展成为一门新兴
的、边缘性的独立学科。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环境法和环境法学一直是法律界和法学界最为活跃的
一个领域，目前已经初步形成具有特色的规范体系、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1997年6月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
、专业目录》（1997年），法学专业即法学一级学科共分为如下十大二级学科：法学理论；法律史；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国际法学（含
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军事法学。
2007年3月，教育部高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将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增列为法学学科核
心课程之一。
这说明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即环境法学专业（学科）已经得到国家主管部门的正式认可，将环境法学
作为法学本科教学主干必修课已成为环境法学教育发展的必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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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法案例教程》是复旦大学博学法学系列中的一种，定位为本科生教材。
本教材吸收了近十几年来我国环境资源法制建设的丰富经验与国内外环境资源法学研究的最新理论研
究成果和最新案例，不少章节涉及我国环境资源法制建设的发展方向和环境资源法学研究的前沿领域
。
全书共有十二章、三个附录、近100个环境法案例，其主要内容包括：环境的概念与特点，环境资源问
题与环境资源保护，环境法的发展概况，环境法的特点、目的与基本理念，环境法的基本原则，环境
监督管理体制与监督管理制度，环境污染防治法，自然资源法，生态保护与建设法，公众参与环境保
护管理的法律制度，环境行政责任，环境民事责任与环境民事纠纷的解决，环境刑事责任和国际环境
法。
本教材较好地体现了案例教学的特点，在全面介绍我国现行环境资源法律法规、环境资源法学基础知
识的同时，结合现实需要突出了环境资源法实用知识的介绍，注重运用环境资源法学的基本理论解决
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注重培养适用法律的能力。
本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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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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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环境公益诉讼第9章 环境行政责任第10章 环境民事责任与环境民事纠纷的解决第11章 环境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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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环境的概念（一）环境的概念一般认为，环境总是相对于某个中心而言的，人们把这个中心称为
主体，把围绕着中心的周围世界称为环境。
中心不同，环境的内容也有所不同。
如果以整个人类为中心，那么围绕整个人类的周围世界就是人类环境。
通常所说的人类环境就是指以整个人类为中心、除人类以外的非人类世界即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是一个复杂庞大、多层次、多单元的系统。
我们把组成自然环境的各个成分叫做环境因素或环境介质。
由于环境因素很多，我们将重要的环境因素叫做环境要素。
自然环境是由各种环境因素或环境要素组成的统一体。
根据需要，有时将某种环境要素或某些环境因素的组合称为某种环境，如由水、水生物和水底组成的
水环境，由城市、乡村、社区和不同生活功能区组成的生活环境，包括城市环境和农村环境。
法律对环境的定义主要有概括式和列举式两种，有时也将概括式与列举式结合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年）①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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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环境与资源的关系资源是指对人有用或有使用价值的某种东西。
广义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经济资源、人力资源等各种资源；狭义的资源则仅指自然资源。
环境资源法（简称环境法）领域的资源主要指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是自然形成的可供人类利用的一切
物质和能量的总称。
从资源分布空间的角度可以将资源分为地下资源和地表资源；从资源是否可再生的角度可将资源分为
可再生资源、不可再生资源和恒定资源。
环境法主要涉及大气（气候）、土地、水、海洋、森林、草原、湿地、矿产、生物、风景名胜（旅游
）等自然资源。
环境和资源是从不同角度、有不同侧重点并相互交叉的概念。
人类环境是指在人周围且对人有影响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称，自然资源是指对人有用且能为人所利用
的自然因素。
人类环境由环境因素组成，而各种环境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均可成为对人有用和能用的物质和能量（即
自然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环境由不同种类的自然资源构成，各种自然资源均存在于环境之
中。
环境概念强调整体性、生态联系性，人类环境无国界；资源概念强调使用价值、可开发利用性，自然
资源是财源。
环境法律和环境法学中的环境和资源概念，其实际和具体的内容都是指自然因素（包括各种自然物质
、自然力和自然条件）。
环境法学中的“环境资源”概念包括环境与自然资源两个方面，是环境与自然资源的总称，不仅仅是
指“环境容量、环境净化能力或环境美也是一种资源”这种狭义的环境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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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环境法案例教程》：“博学”是复旦大学出版社重点推出的精品教材的品牌标志。
“博学·法学系列”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武汉大学法学院、复旦大学法学院
、清华大学法学院、浙江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中国人
民公安大学等高校的著名法学家和学科带头人领衔主编，由上述高校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政法
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辽宁大学、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安徽大学、山东大学、南昌大学、湘
潭大学、兰州大学等政法院校和综合性大学法学院选派的资深教授、副教授联袂参编，作者权威，阵
容强大。
在内容和体例上，既注重保留传统教材的精华，又力求有所突破和创新，是—套面向21世纪、反映我
国当今法学教育最新状况的高品质法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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