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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来自九家单位三十多位作者在2011年第一季度撰写的新作。
本卷专设的“我的环境法学研究”
栏目，通过五个年龄段的学者回顾自己的环境法学研究，给过去十年的环境法学研究成就提供了一个
“缩影”。
本书策划“中国环境法治进程”，对2001～2010年各年度的中国环境法治大事予以述评。
特色栏目“博士论坛”继续推介致力于环境法学研究的青年博士。
本书作为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的会刊，一如既往地做好上一年度全国年会的综述，推出中
国环境法学研究年度报告。

　　本书不仅适合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研究生阅读，也适合所有关心环境法学研究、环境法制建
设的智士贤达阅读、评论。

 本书由徐祥民担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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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祥民，又名徐进(1958—
)男，历史学博士，法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法政学院院长，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
法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985”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中国海洋大学海
洋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中澳海岸带管理研究中心中方主任，山东省新成环境法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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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环境问题的整体性、全局性是自然的，而非社会的整体性和全局性。
具有自然的整体性和全局性的环境问题，从利益衡量的角度看，还具有超越个体利益的特点。
如果说环境是一种利益，环境问题是一种负利益，那么，环境问题的真实意义不是个体利益的损害。
不管环境问题是否真的造成具体的公民、法人的利益损害，个体的利益损害或个体的可能的利益损害
以及所有个体的利益损害的和都不等于环境利益损害。
在明确了环境问题超越个体利益范畴这一点之后，我们会发现，靠个体权利的发动或调动个体积极性
是无法解决环境问题的。
如果我们假定个体权利的行使有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那么，即使个体权利得到充分运用也无法解决
环境问题。
　　在民主时代，权利是国家、社会和私人生活的发动机，是无往而不胜的法宝。
然而，在环境问题面前，这个法宝是不灵的。
我们要解决环境问题，必须寻求别的武器。
而这个武器只能是站在权利对面的国家权力。
也就是说，我们要解决环境问题必须依靠国家权力的运行。
为了解决环境问题，我们需要一种更加有能的政府，①需要加给政府更多的责任。
　　具有自然的整体性和全局性的环境问题又是个体没有能力解决的问题。
如果说每个社会个体都在不断地克服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也常常有能力克服生活中遇到的问题，那么
，所有社会个体都没有能力解决环境问题。
尽管人类已经创造了非常先进的科学技术，那些科学技术使人类个体可以大大突破肢体条件的限制，
使社会个体的影响力大大提高，在与周围世界的交往中常能居于强者的地位，但环境问题却对人类个
体的影响力提出挑战，使人类个体的强者自尊扫地以尽。
没有哪个个体可以弥补臭氧层空洞，也没有哪个个体可以承包延缓沙漠化的工程。
不管是长江、黄河，还是密西西比河、尼罗河，其水的清浊都不是哪个社会个体所能够解决的。
　　人类要解决环境问题，必须从政治上而不是从技术上寻求对个体能力的扩展，而国家这种政治组
合具有弥补个体能力不足的优势。
环境问题被称为环境危机，说明它是人类必须解决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让政府--国家
的代表发挥作用，承担责任。
　　环境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政府承担责任，而且还需要对原有的政府形式做必要的修正，即按照环
境问题的自然特点修正政府的机构设置、组织结构、运行机制等。
例如，按流域组织的政府比按以人的社会联系为依据划分的行政区组建的政府更便于解决流域污染、
生态系统管理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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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环境法学评论》是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研究会的会刊，创刊于2005年，每年出版一卷，并在
当年举办的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研究会学术年会上发行、宣传，已在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界和相关立
法、执法、司法部门形成持续影响。
    本书为《中国环境法学评论》(2011年卷总第7卷)，收录了来自九家单位三十多位作者在2011年第一
季度撰写的新作。
本书不仅适合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研究生阅读，也适合所有关心环境法学研究、环境法制建设的
智士贤达阅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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