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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实务 

 

一、课程编码：2300147  

课内学时： 32   学分：  2      

二、适用学科专业： 专硕 

三、先修课程： 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国际法、诉讼法 

四、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了解当前环境法律实务热点问题，掌握相关法律概念、基本原则、

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中国环境法治的现状，调动环境与资源保护

法和相关部门法知识分析典型案例，提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教学方式 

    课堂专题讲授、案例分析、课堂报告与讨论。 

六、主要内容及学时分配 

1. 导论                                                              3学时 

1.1 教学参考书等资料来源 

1.2课程说明与学习要求 

1.3 环境与环境问题 

1.4 环境法的定义与特征 

2. 环境法的理念：环境优先还是经济优先                                2学时 

2.1环境法的理念 

2.2 环境法的立法目的 

2.3 中国环境法理念的变化与发展 

3. 环境法的本质：技术、法律还是政策                                  3学时 

3.1 环境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3.2 环境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 

3.3 环境法学研究方法 

4. 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公众、政府和企业                              3学时 

4.1 环境利用关系 

4.2 公众及其环境权益 

4.3 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的监管职能 

4.4 企业环境社会责任 

5. 环境风险规制：政府规制、公众参与还是市场进路                      3学时 

5.1 风险预防原则 

5.2 命令控制型和经济诱导型 

5.3 公众参与和协商式民主 

5.4 典型案例分析与研讨 

6. “四个办法”：环境行政处罚制度创新                                3学时 

6.1按日计罚 

6.2 查封、扣押 

6.3 限制生产、停产整治 

6.4行政拘留 

7. 穹顶之下：如何破解雾霾围城                                        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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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大气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 

7.2 美国《清洁空气法》相关立法与实践 

7.3 典型案例分析与研讨 

8. 生态补偿：环境保护的新工具                                       3学时 

8.1 生态补偿和生态保护补偿 

8.2 政府主导和市场化机制 

8.3 国外经验和中国模式 

9. 动物保护：动物权利还是动物福利                                   3学时 

9.1 动物保护的相关法律和制度 

9.2 相关理论与争议 

9.3 典型案例分析与研讨 

10. 环境公益诉讼：基本原理与发展方向                                3学时 

10.1 概念、特征和基本原理 

10.2 相关立法与司法解释 

10.3 美国的公民诉讼 

10.4 典型案例分析与研讨 

11. 气候变化应对：国际经验与中国承诺                                3学时 

11.1 气候变化法律框架 

11.2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现状与问题 

11.3 典型案例分析与研讨 

七、考核与成绩评定 

课堂表现和报告与期末问题述评或论文相结合。具体分为：课堂表现和报告 40%，期末

问题述评或论文 60%。 

八、参考书及学生必读参考资料 

1. 罗丽.环境法[M].北京：法制出版社，2014． 

2. 汪劲.环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3. 汪劲.环保法治三十年：我们成功了吗——中国环保法治蓝皮书（1979—2010）[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 奚晓明.环境资源典型案例选编与评析[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 

5. 王灿发，常纪文.环境法案例教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8. 

6. 汪劲，严厚福，孙晓璞.环境正义：丧钟为谁而鸣——美国联邦法院环境诉讼经典判

例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九、大纲撰写人：张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