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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山东省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会议的学术论文30余篇，内容围绕会议的彰题“山东省
可持续发展未来十年展望”、“海岸带管理中的法律问题”以及环境保护的其他热点问题展开了讨论
和交流。
 　　山东大学法学院张式军副教授等在《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研究》一文中，通过对生态补偿的发展过
程的考察，对建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现实必要性和实施可行性的分析，提出了构建我国生态补偿法
律机制的建议。
联系与会者讨论的荣成天鹅湖生态环境保护，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谁是天鹅湖保护的受益人？
谁应为这个地区为保护天鹅付出代价的人提供补偿？
事实上很难找到一个补偿主体和被补偿的主体。
如果说受益者是整个人类，那么整个人类如何对荣成补偿?实施这种补偿的理论依据又是什么?这样的
疑问引出的答案可能是：民事意义上的补偿理论不足以支持生态补偿制度。
我们应该提出这样两个相关联的问题：（1）生态补偿法的立法目的是什么，是不是生态保护；（2）
一般来说补偿性活动是私益性的，那么生态保护的出发点是公益还是私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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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海洋环境问题研究〕　关于怎样禁止或限制填海造地的思考　沿海国在邻近海域内民事管辖权初探
　对海洋生态法与陆地生态法协调的思考　论我国海岸带综合管理的法律化　海岸带管理的区域性特
征与地方立法建设　海岸带综合管理与海域环境保护　论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生态文明理念
下的长三角近海 　海洋环境管理立法研究〔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　多措并举抓关键攻坚破难
促发展——环境保护形势及目标任务分析　应对资源环境挑战全力构建和谐山东　面对“中国环境威
胁论”，再谈企业环保责任　循环型社会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环境法基本理论研究〕　以
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完善我国的环境立法　环境教育是提高公众环境法律意识的有效途径　环境法之
“环境损害”探析　中国环境犯罪立法司法沿革评析〔环境法基本制度与原则研究〕　论污染者负担
原则的内涵及功能　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立法完善　发展循环经济语境下的政府职能转变与公众
参与　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研究　自然权利的“代理人”：环保非政府组织——我国环保非政府组织的
现状及其完善构想　浅析环境行政诉讼的集团诉讼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海域使用论证制度的比较　
论我国涉海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国际环境法研究〕　韩国的海岸管理制度　环境改良主
义评判　CBD对生物多样性危机的应对〔科学技术与环境保护研究〕　油指纹分析及溢油鉴别技术在
海洋行政管理方面的应用　海洋溢油生态损害取证技术指南与基本要求　黄河口生态监控区的环境变
化及对策浅谈　突发性海洋油污染事故溢油应急对策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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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海洋环境问题研究〕　　沿海国在邻近海域内民事管辖权初探　　三、海难救助案件的管辖权
　　英美两国的法院认为，即使双方船舶都属外国籍，如被救助的一方或所救货物是在法院管辖范围
之内，该法院就可以行使管辖权。
《日本民事诉讼法典》第16条规定，关于海难救助的诉讼，可以向救助地或救助后船舶最初到达地的
法院提起。
《荷兰海商法》第569条规定，海难救助诉讼可以在被告住所地法院，救助地或船的客货卸载地法院或
船舶扣押地法院提起。
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对船舶没有做任何限制：“船舶系指任何船只、船筏或任何能够航行的构造
物。
”这一船舶的概念既包括海船，又包括河船，甚至搁浅船、弃船、沉船都在此范畴内，因此管辖的范
围势必产生变化。
　　另外，传统上自愿原则虽然是海滩救助的构成要件之一，然而，随着海上风险的变化，特别是自
海洋环境污染为世界各国普遍重视之后，传统的海难救助自愿原则发生了变化。
沿海国为保护其海岸线或有关利益方免受污染或污染威胁，在发生海难时，有权米取必要的强制措施
（如《1969年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件公约》中赋予沿海国的公海干预权）。
这一权利包括了沿海国就救助作出指不、进行干预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的救助不能再适用传统的自
愿原则。
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扩大了适用永域的规定：“可航水域或任何其他水域”。
同时扩大了救助标的物的范围，因此，海难救助的管辖权范围也将扩大，立法也将向保护海洋环境的
趋势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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