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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六十周年，六十部作品。
2010年是西南政法大学六十华诞。
为总结办学经验，醇化学术氛围，凝聚西政情缘，学校定于2010年9月19日至20日举行六十周年校庆活
动。
经过认真筹备和严格筛选，我们谨向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呈上自己的作业——西南政法大学六十周年校
庆系列文库。
这六十部作品，集中体现了西政学术的传承和创新。
全套文库共分为四个系列和两个单品，简称为“4+2模式”：即西南政法大学学术文库（此次共收
录15部）、西南政法大学博士文库（此次共收录15部）、西南政法大学学子文库（此次共收录15部）
和西南学术大讲堂（此次共收录13部）四个系列，共计58部作品；另有《西南政法大学校史（1950
—2010）》和《当代中国转型期的法学教育发展之路》各1部。
各个品牌项目在持续性出版中通过六十周年校庆活动得到整合和提升。
其中，“学术文库”涉及法学、经济学、管理学和哲学等多个领域；“博士文库”则集中展示我校近
年来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水准，此次入选的15部作品皆为各自学科和领域中具有问题性、前瞻性、深刻
性和现实性的研究成果；“学子文库”的作者主要来自1980级西政校友，意在同时纪念他们入学三十
周年；“学术大讲堂”则汇集了西南法学论坛、金开名家讲坛、名人论坛及我校教师的精彩讲座，将
声音固化为文字，将瞬间凝结成历史。
《西南政法大学校史（1950-2010）》和《当代中国转型期的法学教育发展之路》两书，是西政对于自
己及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历史的一次认真整理和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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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五章。
第一章首先将环境权的概念纳入宪法学范畴内进行界定，有意地区分了宪法意义上的环境权与部门法
意义上的环境权的不同，凸显出本题研究的宪法学意义；第二章对环境权的基本权利属性进行论证，
能进入宪法视阈研究的权利必然属于基本权利；第三、四、五章论证在环境权具备基本权利属性的基
础上，其权利的功能、规范效力以及救济制度，展现了作为基本权利的环境权的完整的规范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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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谈到环境，首先是自然环境，环境必须以某种自然因素作为其载体，凡是
以自然物质作为载体的人类外部世界都有可能成为法律上所讲的环境。
但是马克思说过：“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
育）——立即表现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而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关系。
”这深刻地揭示了人的性质，即自然性和文化性。
人不可能生活在纯粹的自然环境中，而且一些自然环境也在受到人为的影响，人们可以对之改造，以
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所以环境不可能仅仅指自然环境，还有人文环境。
我们可以从亚利山大·尼基丁案件中看出，环境不仅包括实实在在的自然环境，还应当包括无形的人
文环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
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动物、
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
”显然，该法也认为，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
所谓自然环境是指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发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各种天然形成的物质和能量的总体，如
大气、水、土壤、日光辐射、生物等，按其组成部分可细分为大气环境、水域环境（淡水和海洋）、
土壤环境、地质环境、生物环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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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几易其稿，终于得以出版。
本书的出版首先要感谢西南政法大学校庆60周年出版60本著作的学术计划！
感谢西南政法大学科研处、行政法学院的相关领导及同志！
感谢法律出版社专业、敬业的编辑！
本书以我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因此，从选题到写作到成书，均离不开我的博士生导师韩大元教授的悉
心指导与帮助！
韩老师对学术、对宪法的热爱与认真，为人的宽容与谦和，已经也将会继续深深地影响着我的学术人
生！
韩老师经常提到的“自信、宽容、健康、责任”是我们“韩门学生”为学及做人的座右铭！
我在“人大”愉快且颇有收获的学习时光也与许崇德教授、胡锦光教授、莫于川教授、杨建顺教授等
师长的教诲与帮助是分不开的！
张翔博士后、王贵松博士是我国宪法学界、行政法学界卓有影响的青年才俊，我在人大法学院学习期
间多蒙其帮助！
我们是很好的学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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