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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直面欲将毁灭整个人类的环境危机，我们有了深刻的认识：与“和平、发展”一样，“环境保护”已
经成为当今世界的新主题。
 这一世界新主题对传统国际学科提出了新挑战，在法学领域，她突破了国际法原有框架，显现出新的
发展趋势和新发展空间。
在新的形势下，新的客观事实前，如何采用以及采用什么样的新观念、新规则以有效规范人们的环境
行为，乃是我们亟待解决的一个新课题。
本书就此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对作为国际法新领域的国际环境法的产生、发展及其主体、性质、
渊源、原则等基本理论以及国际环境保护的国际组织在国际环境保护中的重要职能和重大作用进行了
探讨，并结合国际环境法的发展趋势就其具体领域如土地、大气、水资源、森林、海洋、外空以及环
境与贸易、环境与军事等进行了论述。
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总论对前述国际环境法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系统论述；下篇分论对前述国际环
境保护的各个具体领域按部门进行深入探讨。
上下篇的有机结合构筑了国际法新领域——国际环境法的有机整体，进一步完善了国际环境法独具特
色的学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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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世界自然宪章》宣示了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没有这个自然界，人类就不能生存。
人类是环境的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看，环境的每个组成部分不仅具有直接关系到人类的价值，而且
，还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必须保护这个系统以确保人类的生存。
尽管人类生存这个最高目标仍然是以人为中心，人类却不再被视为自然界之外或之上。
而是与自然界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一部分。
由于自然界各个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的，每一部分都应受到保护，因此，国际环境法的规范是既保护人
类又保护环境。
　　在此，我们所说的“环境”的总体乃是“生物圈”，是指以各种生命形式为中心的宇宙的一部分
，人类通过保护生物圈来保护自己。
国际环境保护是通过对生物圈的组成部分（如岩石圈、水圈、气圈）采取保护措施来进行的。
因此，环境的要素将由于它们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为人类服务而受到保护。
当然，环境要素在具有“对于人类的重要性并为人类服务”之特性的同时还具有其内在价值。
1982年的《世界自然宪章》在前言中指出：每种生命形式都是独特的，无论对人类的价值如何，都应
得到尊重，为了承认其他有机体的内在价值，人类必须受行为道德准则的约束。
同样，1992年6月5曰的《生物多样性公约》也承认：“缔约国清楚地知道生物多样性的内在价值。
”越来越多的国际法律文件承认了环境要素的内在价值。
这些都表达了正所谓“不惟独是人类，生物的物种、生态系、景观等等，与人类一样也具有生存的权
利，人类不可随意地加以否定。
”这就是“自然的生存权”，它揭示了“环境”的伦理基础。
　　虽然，国际环境法对环境的保护是通过法律规则而不是通过道德规范来实现的，但上述这些发展
却具有重大意义。
它们指出了国际环境法的性质，使人们认识到保护生物圈乃是人类的共同利益。
正如《环境伦理学》所阐述的：“环境伦理关注的对象虽然直接地是其他生物的生存和生态系统的完
整，它直接强调的也是人对其他生物和生态系统完整的态度和责任，但从根本上说，它所关注的实际
上是人类持久生存下去的生态要求，或者说是人类持久生存所必须的且存在于生态系统中的‘公共利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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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环境法（修订版）》环境问题的说法乃是逆说，其实质是这（人类存续本身）的问题而不
是那（环境）的问题，非彼而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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