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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侵权法疑难问题研究》是在从理论上厘清学界对环境侵权法诸多相关概念和原理的模糊认
识，构建我国环境侵权法理论体系，并对我国环境侵权法的立法提出思路和具体建议。
　　环境侵权是伴随现代社会发展而广泛出现的一种极其特殊的侵权，既然它属于侵权，则侵权法理
论对其就有解析力。
然而，由于环境侵权往往具有科技性、间接性、潜伏性、侵害严重性和广泛性等特征，又使得传统侵
权法理论的解析力不足。
所以，发展传统侵权法理论以应对环境侵权法律救济的需要则成为必然。
传统侵权法理论研究涉及环境侵权的概念界定及其与环境权、环境权益的关系，环境侵权的归责原则
，环境侵权的责任构成，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方式，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抗辩事由，环境侵权因果关
系的认定，共同环境侵权的认定及责任承担等疑难问题。
除了发展传统侵权法理论外，还应当建立社会化救济制度、发挥有关环保行政机关在环境侵权法律救
济中的相对优势、防治行政性环境侵权等。
因此，本项目研究又涉及环境侵权损害的基金填补、环境侵权损害的责任保险、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行
政解决的基本理论和机制、行政性环境侵权的救济等疑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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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雄，男，1963年12月生，福建福州人。
现任福州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债权法、环境法、证据法的教学和研究。
兼任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法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研究会常务理事，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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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主持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社科项目5项，厅级社科项目2项；出版专著2部，参
编著作2部，《中国法学》、《现代法学》等权威期刊、大学学报发表论文近40篇，其中获福建省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等3项。
曾入选“福建省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被授予“福建省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福建省优秀
青年法学人才”等称号，并获“全国优秀环境科技工作者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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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前文对不正当性与过错的关系论述来看，我们也不完全认同“只有客观上对行为进行评断以后
方能适当地考虑主观因素”的观点。
不正当性与过错均是对行为的评价，一个是对客观行为因素的评价，另一个是对主观意识因素的评价
，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无先后次序之分。
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下，司法者只要对行为的主观意识凶素进行评价为已足。
换言之，在仅仅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下，过错责任构成要件中没有客观否定性评价（即学者眼中的违法
性，实质为不正当性）存在的必要。
相反，在适用危险责任原则的情形下，如果同时存在过错凶素，就有了对同一行为同时进行过错和不
正当性评价的可能。
对于这一具体情形，既然适用危险责任原则为根本，存在过错是例外，自然首先应该考虑对客观行为
因素进行评价，而后才考虑对主观意识因素进行评价。
　　不可否认，“不正当性”评价必然给人一种不确定的感受，但不正当性和过错一样都是对行为进
行价值判断的结果。
既然是价值判断，那么它必然依赖于以价值观念为基础的判断工作，而这一工作中不可能存在确定不
移的“价值图表”作为判断标准。
换言之，作为价值判断结果的不正当性不可能界限十分分明。
当然，随着法制的发展，对行为不正当性表现形式应当尽可能地在法律上加以明确，这是法制发展的
要求也是法制发展的体现。
正如有学者提出，“将应当由立法解决的问题之职能交给法院，既不符合草案的本意，而且从德国人
民对法官的职能之一般观点来看，也是不能接受的。
”　　概括以上论述，主观否定性评价表现为行为意识上的过错，而客观否定性评价则表现为行为本
身的不正当性，而不能是所谓的违法性。
耶林的“违法包括过错（主观违法）与违法（客观违法）”的观点应当理解为“违法包括过错与不正
当”。
行为具有过错或者不正当性都是违法的表现形式，所谓的客观违法性应该退出历史舞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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