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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立法研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体现国家“两型社会”建设的要求，借
鉴了人权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理论、公共物品理论以及外部性理论的研究成果
，注重规范分析、实证研究、应用研究。
采用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生态学、资源经济学以及公共管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力求健全
、完善与创新当前的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的立法，把握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立法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前
沿。
　　具体而言，对饮用水源污染防治立法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全面、深入探讨；对饮用水源污染防治制
度体系的管理体制、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进行了全面、科学、合理的构建；对饮用水源污染防治立法
涉及的保护区的环境管理、污染事故应急处理、污染专项资金、污染生态补偿、污染的法律责任以及
公众参与等问题作了深入论证。
　　本书的创新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运用多种理论成果论述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立法的理论
基础，并从多种角度系统论证了饮用水源污染防治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同时，注重研究、借鉴国外饮用水源立法的成功经验，对新《水污染防治法》进行了正反两个方面的
评价，并对我国饮用水源立法保护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与创新饮用水源保护的管理体制、基本原则
、基本制度、防治制度体系等具体建议。
此外，本书还专门对饮用水源污染防治立法涉及的主要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证。
　　《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立法研究》对饮用水源污染防治立法进行了全面性、开拓性、创新性的研
究，观点新颖，论证充分翔实，为完善我国饮用水源污染防治立法提供了有益参考，也为高校师生学
习、深入研究饮用水源污染防治立法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不失为高校法学院本科生、研究生、学者
、立法部门研究饮用水源污染防治立法问题的重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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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德林，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2年毕业于湖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获哲学学士学位。
1987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
2002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获工学博士学位。
1998-1999年在日本广岛大学法学部做高级访问学者。
主持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国土资源部公益性行业科研基金、中国博士后基金等省部级项目8项，主
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生态文明与环境法制建设》。
公开出版《自然遗产保护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制度研究》
（科学出版社，2009）等18部著作。
在《中国行政管理》、《法学评论》、《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等杂志发表论文80余篇。
论文《对公务员实施“负激励”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著作《公共关系与和谐社会构建》、系列
论文《自然遗产保护政策与体制创新研究》分获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湖北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
三等奖。
研究报告《长江三峡巴东库段地质灾害评价与防灾减灾决策支持系统》获湖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首届
湖北发展研究奖三等奖。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立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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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然和谐理论的饮用水保护——上升为法律的要求第四节 公共物品理论和外部性理论一 公共物品
理论二 外部性理论第二章 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研究第一节 饮用水水源污染防
治立法的必要性一 保护饮用水是保障基本人权的最基本要求二 通过立法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完善我国
水资源法律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三 保护饮用水是保护环境的需要四 
保护饮用水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人民幸福感的现实需要五 保护饮用水是缓解我国严峻的饮用水
保护形势的需要六 保护饮用水是树立良好国际形象的需要第二节 饮用水污染防治立法的可行性一 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为饮用水保护立法提供了契机二 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为饮用水保护立法提
供了物质基础第三章 新《水污染防治法》及其拓展第一节 新《水污染防治法》出台的背景⋯⋯第四
章 国外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立法借鉴第五章 完善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制度体系的构想第六章 饮用水
水源污染防治立法中若干具体问题的论证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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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健全我国饮用水水源应急制度　　饮用水水源事故应急制度是一项事后救济制度。
当饮用水水源出现污染事故后，就应当启动饮用水水源事故应急方案。
具体来讲，饮用水水源应急级别包括两级：一级，饮用水水源水质多项指标不符合《生活饮用水水质
卫生规范》，饮用水水质感官异常，有人群发病病例；二级，饮用水水源水质多项指标不符合《生活
饮用水水质卫生规范》，水质感官异常，发生水媒传染病病例。
企事业单位在发生一级饮用水水源污染事故时应立即采取应急措施，第一时间报告环保部门或流域管
理机构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同时通报相关单位和个人，避免或减少人身伤害和经济损失。
应急方案的内容应当包括：应急指挥机构的纵向设置、各级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应急方针
与应急原则、应急预案与应急准备、应急信息管理、事件的初步评估、应急开始与结束的宣告、区域
应急措施的衔接、应急保障、应急教育、疾病救治、事故调查处理程序等方面。
当饮用水水源水质降到预警一级，污染事故危机解除，应急方案实施宣告结束。
　　（三）构建我国饮用水水源保护的公益诉讼制度　　新《水污染防治法》虽对公众参与保护水资
源有制度保障，却没有放宽公众参与的权限，而公益诉讼制度也只是初露端倪。
为了加大饮用水资源保护的力度，与国际先进经验接轨，构建我国饮用水资源保护公益诉讼制度势在
必行。
　　1.引进“公民诉讼”条款　　所谓公民诉讼，是指原则上利害关系人乃至任何人，均可对违反法
律规定或主管机关核定的污染防治义务，包括私人企业或政府在内的污染源提起民事诉讼，以环境行
政机关的不作为为由提起行政诉讼。
引进这种借民众对环境保护的关切而参与法律执行的制度，足以减少许多因执行不力所造成的自力救
济事件，将公众引向制度内的参与，推进环保事业发展。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法律中，应当确立社会公众环境公益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主体地位。
为避免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缺失以及对行政机关环境决策失误、不当进行有效监督，环境公益的行政
诉讼也应当扩大到行政机关做出的抽象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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