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环境管理的公众参与-途径与机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环境管理的公众参与-途径与机制保障>>

13位ISBN编号：9787811251968

10位ISBN编号：7811251965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时间：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作者：马彩华，游奎　编著

页数：247

字数：2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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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管理的公众参与-途径与机制>>

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从五个方面对环境管理的公众参与进行了剖析、归纳，结合国内外事例对公众参与环境管理
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适用于中国环境管理特色的公众参与的建议与构想。
    第一部分，阐述了公众参与环境管理问题的引入。
主要从环境问题的由来与加剧、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背景、政府职能转变和环境管理理念、非营利机
构的发展以及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重要性和重要意义等方面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
另外，通过分析各因素之间的关系，给出了公众参与可以降低成本的计算模型，进一步说明了公众参
与的作用对中国环境管理是不可或缺的。
    第二部分，对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理论依据与机制进行了梳理与分析，从公众环境意识的形成与发
展、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方式、参与的依据、理论及实施机制，直到公众参与的法律价值及法律制度
保障，尤其对非政府组织（NGO）的作用等进行了剖析，并针对我国的具体国情，探讨了其实用性。
    第三部分，通过对中国和国（境）外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产生、发展、现状及主要机制的总结，发
现国内外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意识及参与水平存在诸多差异。
究其原因，除了与国情、文化等有关外，环境教育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为此笔者也较详细地阐述了环
境教育及其演变，同时也分析了国内外环境教育的交叉点和分散点，以供借鉴。
    第四部分，作为实践的检验，本章通过3个项目，即衡水湖湿地和鸟类自然保护示范项目、山东名流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园项目填海工程、东营黄河口文蛤海洋特别保护区项目，对公众参与环境管理
进行了详细剖析。
从前2个工程项目可以看出，公众并不缺乏参与的热情，只不过需要提供足够的机会和发布详尽的信
息。
亲身实践的第3个项目，深感不同群体的利益的强烈影响。
但应当承认，也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出现，才使完善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相关机制更显得必要。
    第五部分，作为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研究的落脚点，由中国与国（境）外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现状比较
而得出的结论，为完善我国公众参与环境管理机制，笔者提出了政府、企业及公众三位一体的公众参
与模式和全程周期式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模式，以及如何保证NGO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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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理论依据与机制　　公众参与是发达国家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是指在环境保护领域，公民有权平等地参与环境立法、决策、执法、司法等与其环境权益相关的一切
活动。
公众参与是环境民主、环境法治以及环境正义等环境法基本价值的保障和体现，对于监督政府守法、
保障环境法的良好实施及推动环境保护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公众参与不仅是发达国家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还是一项基本制度。
为了贯彻公众参与原则，发达国家的环境法均确立了全面、完善的公众参与法律制度，这些制度主要
是以环境权为根基而设立的。
与此相比，在我国，公众参与尚未确立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而且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也缺乏基本的制
度保障。
　　随着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要求也随之递升。
如何让公众通过有效合法的途径参与环境保护工作，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是当前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对此专家们纷纷从不同侧面给予了各自论述，如人民代表的环境管理和环境保护参与权研究（唐士梅
，2001），以第三部门公众参与为重点在《试论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机制》研究（汪亦红，2002）；
从环境权、参与权、民主行政及参与机制方面对环境保护与公众参与进行的研究（杨红，2003），以
及2004年路甬祥院士提出的坚持科学发展观、依靠科技进步、健全法制、加强监督政策、引导公众参
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进行了充分的阐述；也有学者在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理论及依据基础上
，用实例对公众参与管理提出了有意义的建议（宋海水，2004）；潘岳在PACE—环球中国环境专家协
会（2005）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强调动员全社会各界人士关注和参与环保
工作，强化民主法治的监督约束机制，建立公众了解环境信息和参与环保事务的渠道，明确了公众参
与的程序；钱月玲（2005）在《环境保护与公众参与》中阐述了中国现行环境立法关于公众参与规定
的阙如；毛如柏（2005）强调积极推进环境保护的制度和机制创新；曲格平（2005）论环境保护的公
众参与及社会调节；陶丽红（2005）提出注重社会力量的整合功能，重视政府管理与公众参与的合作
关系，制定激励性的法律条文，确实保护公众切身的环境权益；何燕宁（2005）在《创建绿色社会构
建和谐社会》中，提出了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有效途径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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