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联环境保护法概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苏联环境保护法概论》

13位ISBN编号：SH6209-45

10位ISBN编号：SH6209-45

出版时间：1985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苏彼得洛夫Петров,В.В. 编

页数：337

译者：黄之英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苏联环境保护法概论》

内容概要

由莫斯科大学民法学教授，根据苏联高等院校教学大纲编写的教科书。
第一部分为总论，论述苏联环境保护法的概念、产生和发展；苏联环境保护方面的管理以及违犯环境
保护立法的责任等。
第二部分为专论，主要论述环境诸要素（土地、水、大气、地下资源、森林、陆地动物、鱼类和其它
水生动物、自然保护区、自然禁区、自然公园、自然遗迹、城市环境、郊区和绿化区、疗养区等）的
保护以及国际保护法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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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翻译一般，原书是70/80年代的教材，大陆80年代的书了，翻译后供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环保局局
长曲格平同志审阅。 马列术语颇浓，但实在的东西也很多。环境是一个大问题，相关的法律之出现、
演变，可以解释很多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人对自然的认知，人对人的认知。何况，还是非西方的话
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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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苏联环境保护法概论》的笔记-第6页

        自然保护有三种形式：自然环境的保存和合理利用；组织自然资源你的再生产；人的生活与活动
的自然环境的改善。

P7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哲学学说，把人和自然的关系排除在历史进程之外。

P8劳动创造力了人，把他同地球上一般的东区区分开来，劳动成了它影响自然的基础。众多生物学上
的人，在自然界中所占的比重是很可怜的。人的力量在于他的理性，劳动使人的理性从观念力量变成
强大的物质力量。

P13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组成部分，“反映着人与其居住环境相互关系的生物因素和社会
因素之间发生的矛盾。”

自然界渐渐地变得不能保证生命所需的新陈代谢、能量转换过程、保持生态【平衡】。

2、《苏联环境保护法概论》的笔记-第37页

        在19世纪，自然保护运动只局限于保护一些稀有的濒于灭绝的动植物，和某些自然古迹。在这之
后，又增加了对自然资源保护的关心，防止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和乱砍滥伐。

现在，则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一般性的原则之上：地球的未来。

3、《苏联环境保护法概论》的笔记-第65页

        第三章 苏联自然保护立法的产生和发展

最初，把自然保护方面的法规看作是对利用有关自然资源作出详细规定的立法体系，在1957年至1963
年各加盟共和国通过专门的自然保护法时，苏联的自然保护立法发生了极为重要的质的变化。“自然
保护法”这种新的形式的出现，为它在苏联立法体系中形成独立的一个法律部门奠定了基础。

4、《苏联环境保护法概论》的笔记-第23页

        对于“人口危机”的说法不屑一顾。

认为人口“过剩”所引起的粮食危机，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模式，而非单纯的人口问题。世界上
有提高粮食生产取之不尽的潜力和各种开发途径：通过增加土地面积，提高土地生产率，开发世界各
大洋丰富的食物资源，寻找制造合成食品的可能性。
因此，通过不同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途径，有计划按比例地利用自然资源来解决。”

==================现代资产阶级生态学理论批判
乐观主义、悲观主义

1。 不干涉自然：零点运动（HYπd）等。盲目崇拜自然理性，否认人类任何改造环境的活动的合理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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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向自然进攻：对自然采取无政府主义的态度。

3。自然的自动调节和人的适应：如蚊子适应DDT等。但风险太大，牺牲太多。

4。 生态革命：制订管理全球性自然过程、稳定人口、对环境污染和工农业生产利用自然资源，实行
监督。——要注意国家主权、殖民（帝国主义）的问题。

5、《苏联环境保护法概论》的笔记-第28页

        第五节：苏联的自然保护理论

列宁的著述
1972年9月2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关于进一步改善自然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措施的决议》
1972年12月29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加强自然保护和改善利用自然资源
的决议》

1975年8月，赫尔辛基，全欧安全合作会议
=======

第六节：苏联的自然保护原则

1。 国家对土地、地下资源、水、森林的所有权————全民所有
2。 保护苏联自然界是全国的任务，是全体人民的事业
3。 保护和改善现在这一代人和将来世世代代生存的自然环境
4。 科学技术的进步同爱护自然与利用自然资源相结合
5。 有关部门、机关，在国家未来、现在经济计划中，有计划地安排自然保护措施。
6。 环境保护综合化，运用一切自然科学的、技术的、组织的、法律的环境保护。
7。 社会主义法制，遵守法律，有责任心。不分企业、机关、组织、每个公民。
8。 将国内的、国际的自然保护任务正确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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