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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行政管理学》

内容概要

这本书虽然称不上宏篇巨著，但内容很丰富，娓娓道来，通俗易懂 。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称道。一是
，内容全面，涉及环境行政管理的方方面面。从行政管理有度分析，写了环境行政管理的概念、理论
基础、行政管理的环境、依据、执行机构以及行政行为和行政目的等，是比较成体系的。从环境保护
角度分析，写了环境和环境问题、中国的环保历程、环境法律、环境行政复议的诉讼、环境标准、环
境机构职能、环境管理制度和政策，包括环评审批、环境监察、环境监测等，甚至也谈到环境信访工
作。可以说各级环保局工作涉及到的方方面面书中几乎都有反映。
二是，细致但不施泥带水。就以写环境法这一部分为例，作者从新中国成立初有关环境的立法写起，
一直写到最近颂布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介绍了环境法组成、体系、分类，还简要介绍了与环境相关的
法及国际环境法。
三是，有一定的深度和新意。以环境标准这部门为例，书中介绍了环境标准的产生、发展及体系和环
境标准制定的原则和方法，分类介绍几大标准并把一些主要的标准值列出，还介绍了污染当量的概念
，列出水、大气中常见的上百种污染物的当量值。
四是，很实用，资料性较强，一定意义上可作为环保工作者的一本工具书，也可以做为其他人了解环
保工作的重要参考书。它比较全在但又不冗重，比较具体但又不浅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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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蓝文艺，男，1962年生，辽宁省鞍山市人，高级工程师，鞍山市千山区环境保护监测站站长。1984年
毕业于沈阳化工学院化学系，获学士学位。1984年7月至1990年6月，先后在化工部辽河化肥厂(盘锦)、
鞍山自行车总厂工作，任职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兼职教师、工艺技术统计管理员、车间技术负责人
等。1990年7月至今，从事环境监测及环境监测管理工作，并参与或兼职基层环保局环境规划，环境审
批、环境调查(统计)、环境宣教、生态保护、环境信访处理等工作。1995年2月至1997年2月在中国人民
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系行政管理学专业学习(师从毛寿龙教授)。2000年始，先后有数篇论文发表在《中
国环境管理》等学术刊物，2001年5月，主持完成《电熔镁生产粉尘污染治理技术评价与筛选》科研课
题(达到国内领先水平)，2001年7月，升降式集尘装置获得国家实用新型技术专利(与人合作)。2003年
，被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聘为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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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本书内容全面、实用、资料性强，涉及环境行政管理的方方面面。从行政管理角度分析，写了环
境行政管理的概念、理论基础、行政管理的环境、依据、执行机构以及行政行为和行政目的等，是比
较成体系的。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写了环境和环境问题、中国的环保历程、环境法律、环境行政复
议和诉讼、环境标准、环保机构职能、环境管理制度和政策，包括环评审批、环境监察、环境监测等
，甚至也谈到环境信访工作。可以说各级环保局工作涉及到的方方面面书中几乎都有反映。本书在一
定意义上可作为环保工作者的一本工具书，也可做为其他人了解环保工作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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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本书虽然称不上宏篇巨著，但内容很丰富，娓娓道来，通俗易懂 。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称道。一是
，内容全面，涉及环境行政管理的方方面面。从行政管理有度分析，写了环境行政管理的概念、理论
基础、行政管理的环境、依据、执行机构以及行政行为和行政目的等，是比较成体系的。从环境保护
角度分析，写了环境和环境问题、中国的环保历程、环境法律、环境行政复议的诉讼、环境标准、环
境机构职能、环境管理制度和政策，包括环评审批、环境监察、环境监测等，甚至也谈到环境信访工
作。可以说各级环保局工作涉及到的方方面面书中几乎都有反映。二是，细致但不施泥带水。就以写
环境法这一部分为例，作者从新中国成立初有关环境的立法写起，一直写到最近颂布的环境影响评价
法，介绍了环境法组成、体系、分类，还简要介绍了与环境相关的法及国际环境法。三是，有一定的
深度和新意。以环境标准这部门为例，书中介绍了环境标准的产生、发展及体系和环境标准制定的原
则和方法，分类介绍几大标准并把一些主要的标准值列出，还介绍了污染当量的概念，列出水、大气
中常见的上百种污染物的当量值。四是，很实用，资料性较强，一定意义上可作为环保工作者的一本
工具书，也可以做为其他人了解环保工作的重要参考书。它比较全在但又不冗重，比较具体但又不浅
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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