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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法不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法律部门，它的年龄只有大约半个世纪。
这个判断既适用于我国，也适用于世界。
然而，在环境法这仅历的半个世纪的旅程中，它却每每都是先把足迹留在西方世界，然后才光顾我国
和世界的其他角落。
这种状况要求急于让我国不完备的环境法趋于完备、迫切希望不成熟的环境法学理论走向成熟的我国
立法者和环境法学者向西方学习，学习人家先进的环境立法和相对发达的环境法学理论。
　　作者本人和《中国环境资源法学评论》（以下简称《评论》）编辑部的同仁都十分重视对先进国
家的学习和研究。
在第一卷发表陈冬的《美国联邦环境法律层面的公民诉讼——一种静态的考察》、柯坚的《日本循环
型社会立法的历史源流与理性架构》、徐伟敏的《德国废物管理法律制度研究》等几篇研究外国环境
法律制度的论文的基础上，本卷又收录了罗丽的《日本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因果关系论的创新》、李挚
萍的《欧洲国家环境法典化运动评述》、杨兴和张式军的《欧盟气候变化政策和立法及其对我国的启
示》、于铭的《美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的替代方案研究》等几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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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祥民，2009年6月25日中国海洋大学毕业。
1958年生，山东汶上人，历史学、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现任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院长、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
究院研究员。
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理事兼法律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
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山东省法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法学会环境资源
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海洋法学会常务理事等学术职务。
曾任山东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中国海洋大学校长助理、法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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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卷首语环境法学基础理论研究自然资本投资及其在中国的法律实现环境与环境法的重构环境伦理学“
真理化”批判及其对环境法学的启示论环境法的价值环境立法与环境政策研究新农村建设：环保立法
与执法模式的合理选择中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及其立法设想我国生态综合管理的政策与实践我国沙尘灾
害的法律防治问题及其对策海洋生态与海洋环境法制研究海洋生态保护中环境经济手段初探海洋生态
退化与恢复的法律的问题研究赤潮预警、监控的立法进程关于制定渤海环境保护单行法必要性的思考
海域国家所有权的生成及其合理性国外环境法研究日本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因果关系论的创新欧洲国家
环境法典化运动评述欧盟气候变化政策和立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美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的替代方案
研究徐祥民起草《无居民海岛管理条例》环境资源法学研究年度综述积极推进环境法治，全面开展学
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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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环境基本法修改专题研究关于修改环境法的八点看法——人与自然和谐的视角对环境法的修改问题学
界仁智之见多有。
本文不想对各种观点一一加以评述，因为那既超出一篇短文的容纳能力，也不是本文所欲达到的目标
。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保法》）颁布于20世纪80年代。
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环境和社会变迁之后，在经历了法律规范与社会实践之间的相互适应和检验之后
，对其进行某种形式的修改是必要的。
如果考虑到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步加深的过程，而在《环保法》颁布的年代人们的认识显
然不及今天这样深刻，那么，修改《环保法》则是对就环境问题及其应对取得了更多认识成果的人们
所必然提出的要求。
如果说《环保法》颁布以来的近二十年中发生了一些足以使修改这部法律的理由成立的变化，那么，
最富有说服力的变化是人们对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认识上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环境法
功能的理解的变化。
环境问题的加剧使人们意识到妥善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必须置于重要地位的时代主题
。
如果说最早的环境法多表现为公害对策法，那么，现在人们希望环境法担当的是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
谐相处的角色。
《十一五规划纲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调整推动发展的思路，转变推动发展的方式”等要
求，这些要求既需要贯彻在政策中，也需要落实为法律。
《纲要》所说的“调整”、“转变”表达了人们对以往制定的环境法的态度。
尽管环境法并不具有“推动”发展的功能，对“推动发展”的“思路”、“方式”的“调整”和“转
变”也会带来对环境法的新要求。
不管“推动发展”的“思路”、“方式”的“调整”和“转变”是否有利于环境保护，都会对环境法
提出新的要求。
事实上，“推动发展”的“思路”、“方式”的“调整”和“转变”是朝着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方向发
展的。
《纲要》提出的“立足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推动发展，把促进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作为着力点，促使
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带动转变”，明显地更加重视环
境保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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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环境资源法学评论(2007卷)》是2007年中国环境资源法学评论文集，书中具体包括了：《中国
环境法法典化若干问题研究》、《环境污染侵害中“不可抗力”的认定》、《国际环境教育立法及其
对我国的启示》、《环境资源的刑法保护论纲》、《对我国环境诉讼制度的界定》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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