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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基本法比较研究》共分为十章，具体内容包括：环境基本法的发展脉络、环境基本法体系结构
的比较分析、环境基本法中“环境”的定义考究、环境法基本原则的比较研究、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
度的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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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挚萍，女，广东省茂名市人。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1989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获环境法学硕士学位。
2003年在中山大学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法分会副主任委员。
自1989年起一直在中山大学法学院任教，主要从事环境资源法的研究。
在《中山大学学报》、《法学评论》、《现代法学》、《学术研究》、《法商研究》等杂志上发表学
术论文七十多篇，参加和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代表作有《经济法的生态化——经济与
环境协调发展的法律机制探讨》（法律出版社2003年出版）；《环境法的新发展——管制与民主的互
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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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可持续发展战略为世界各国接受及推崇，应当归功于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
的“环境与发展”大会。
该次大会将可持续发展战略定为大会的主题，并被具体贯彻到会议通过或签署的《里约宣言》、《21
世纪议程》等5个重要文件中。
这次会议，加深了人类对可持续发展的共识。
会后，各国纷纷制定了本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使其成为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普遍接受的发展战略
。
在国际层面上，它已为众多的国际组织所普遍接受并成为国际立法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在国
家层面上，它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的总体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一词的定义，至今为止被引用最多的仍是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一
书中所下的定义：“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
展。
它包括两个重要的概念：‘需要’的概念，尤其是世界上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应将此放在特别优先
的地位来考虑；‘限制’的概念，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
。
”[—]虽然这个概念被普遍视为含糊不清，但是目前尚未有一个概念能取代它。
尽管概念抽象，然而不可否认，《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中对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勾勒是清晰的。
结合这一重要文件和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通过的一系列重要文件的精神，国际社会将可持续
发展战略的基本内涵主要归纳为三个方面：（1）人类有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权利。
可持续发展要求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需要和给全体人民机会以满足他们追求较好生活的愿望。
社会从两方面满足人民需要：即提高生产潜力与确保每人都有平等的机会。
但这些权利必须通过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争取，可持续发展要求促进这样的观念，即鼓励人们在生态
可以承受的范围内确定消费标准和其它合理向往的标准；（2）当代人在创造与追求自己的发展时，
应承认并努力做到使自己的机会和后代人的机会平等；（3）为了今世和后代的利益，环境必须成为
发展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持续的发展不应当危害支持地球生命的自然系统，环境与发展同等重要。
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是在不损害生命支持系统的基础上谋求生活质量的持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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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环境基本法比较研究》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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