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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环境政策的基本原则和特征

环境政策的定义：各国政府为保护环境和自然生
 态系统而制定的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和技术上的
 规定。

基本原则：

其他原则

环境民主原则
预防为主、防治
结合、 综合整治

环境责任原则

环境与经济、社会
协调、持续发展

基本原则



基本特征

强调和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环境保护工

作的领导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实事求是

其他原则



环境政策的发展

1972年 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起点

1973年 全国环境保护会议
确定环境保护的

“32”字方针

发展 环境保护工作展开

“三同时制度”

排污收费制度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走上法制轨道
1978年《宪法》：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

1979年颁布《环境保护法（试行）》
从法律上肯定“32”字

方针和“谁污染、谁治理”
政策



环境政策的发展
1982年 建立国家环境保护局

1983年 国务院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

走向成熟

规定
环境
保护
为基本
国策

“三建设

三同步
三统一”
战略
方针

《水
污
染
防

治法》

《大气
污
染
防

治法》

1992年 批准我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



环境政策体系

环境政策体系

环境经济政策

环境技术政策

环境管理政策

环境产业政策

环境贸易政策

环境社会政策

国际环境政策



16.2   环境法

定义：是关于利用、保护、改善环境以及防治
 污染和其他公害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使国家法律
 体系中的一个独立的部门法。

调整范围：

自然环境：大气、水、土地、森林、草原等；

人工环境：运河、水库、人造林木、明胜古迹、
城市和乡村等。



环境法的产生和发展

阶段 环境法规 防治对象和范围 特点

产业革命

 后

19世纪中

 叶

英：《河流污染防治法》

美：《煤烟法》《石油污染控

 制法》

日：《矿业法》《河川法》

大气、水 限制性的规定和采用

 治理技术，较少涉及

 国家对环境的管理

20世纪初

 到60年
 代，环境

 公害泛滥

美：《水污染控制法》《清洁

 空气法》《固体废物处置法》

英：《清洁大气法》《清洁河

 流法》《噪声控制法》《生活

 环境舒适法》

联邦德国等法规

大气、水、噪声、

 固体废物、放射

 性物质、农药、

 有毒化学物质

各国加快环境立法的

 步伐，把环境保护扩

 大到工业、交通、城

 建、水域管理等部门

20世纪70 
年代以后

除大量颁布单行法规，不少国

 家制定了环境保护基本法
从污染防治扩大

 到对整个自然环

 境和自然资源的

 保护

环境立法趋向完备

 化，形成独立的部门

 法；立法指导思想转

 变；法律”生态保护

 化“的观点



绿色卡片：环境法学的不同模式

欧洲大陆法系：污染防治立法和城市规划立法

方面

美国模式：典型普通法系国家；从判例着手，注

重对环境保护思想和自然保护运动的归纳和分析。

日本模式：比较重视对公害和环境判例的研究



16.3   环境标准

内涵：是指为保护环境质量，维持生态平
 衡，保障人群健康和社会财富，有公认的权威

 机关批准并以特定形式发布的各种技术规范和
 技术要求的总称。

基本性质：

规范性

权威性

技术性



我国环境标准体系

国家环境
标准体系

国家环境
保护标准

地方环境
保护标准

国家环境
保护行业标准

国家环境质量标准

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

国家环境检测方法标准

国家环境标准样品标准

国家环境基础标准

地方环境质量标准

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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