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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家重点课题研究成果 

内容简介

本书首先通过对近10年我国发生的铅、镉两种重金属污染事件进行社会学调查分析，从
中发现我国重金属污染事件的发展态势及基本特性，并对重金属污染的社会危害性进行
论述。其次，通过问卷调研、深度访谈的方法对我国环境标准存在的问题及产生原因进
行分析总结，认为我国环境标准存在着不科学、不协调、不衔接的“三层断裂”问题。
再次，对比外国环境健康标准体系，提出可资我国环境标准建设借鉴的经验。*后，从环
境与健康标准体系的指导原则、体系内容和制定修订程序三个层面提出奉行健康本位、
强化科学合理、推进公众参与的“三重弥合”来完善我国环境与健康标准体系存在的“
三层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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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与经济高速发展、国力持
续增强相伴而生的，是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空气质量堪忧，三分之一城市人口
居住在空气污染严重的环境中；十大水域总体为轻度污染，3.6亿农民缺乏清洁饮用水；
三分之一国土面积受到酸雨污染，全国土壤总的污染超标率为16.1%。并且，由此带来的
突发性环境事件和群体性环境事件也呈迅速上升趋势，进入高发时期，如2013年四川彭
州石化事件、2012年浙江宁波PX事件、2011年广州增城大米镉超标事件、2010年云南鹤
庆儿童血铅事件⋯⋯这些环境事件的井喷现象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以环境风险为标志的“
风险社会”，正处于环境污染事故多发期和矛盾凸显期，国家环境安全受到挑战，环境
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承受之重。
  风险社会时期，政府应如何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成为全球各国政府共同面临的一个新
的课题。环境风险作为“新的环境问题”，其不断增大说明作为环境风险规制基石及行
使环境监督管理依据的环境标准制度还存在不少问题。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和不确定的
环境风险，现有单一封闭的环境标准体系已不足以有效预防风险、应对风险，即现行环
境标准体系不能有效解决经济发展带来的现实环境压力和潜在环境风险。因此，如何从
风险规制的角度来思考沟通语境下环境与健康标准体系的革新，以便为我国环境风险的
有效评价和管理提供些许微薄的智慧，消除法学与科学、社会理性与科学理性之间的隔
阂，这也正是本书的立意所在。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与经济高速发展、国力持
续增强相伴而生的，是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空气质量堪忧，三分之一城市人口
居住在空气污染严重的环境中；十大水域总体为轻度污染，3.6亿农民缺乏清洁饮用水；
三分之一国土面积受到酸雨污染，全国土壤总的污染超标率为16.1%。并且，由此带来的
突发性环境事件和群体性环境事件也呈迅速上升趋势，进入高发时期，如2013年四川彭
州石化事件、2012年浙江宁波PX事件、2011年广州增城大米镉超标事件、2010年云南鹤
庆儿童血铅事件⋯⋯这些环境事件的井喷现象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以环境风险为标志的“
风险社会”，正处于环境污染事故多发期和矛盾凸显期，国家环境安全受到挑战，环境
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承受之重。 风险社会时期，政府应如何有效应对各种
风险，成为全球各国政府共同面临的一个新的课题。环境风险作为“新的环境问题”，
其不断增大说明作为环境风险规制基石及行使环境监督管理依据的环境标准制度还存在
不少问题。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和不确定的环境风险，现有单一封闭的环境标准体系已
不足以有效预防风险、应对风险，即现行环境标准体系不能有效解决经济发展带来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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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环境压力和潜在环境风险。因此，如何从风险规制的角度来思考沟通语境下环境与健
康标准体系的革新，以便为我国环境风险的有效评价和管理提供些许微薄的智慧，消除
法学与科学、社会理性与科学理性之间的隔阂，这也正是本书的立意所在。 本书的研究
特点是以新的视角和方法对环境与健康风险下的环境标准制度进行全面、综合的研究，
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有创新之处。 从研究主题来看，在风险规制的研究中，环境风险规制
是一个较为典型的领域。国外的研究往往通过结合环境领域的实例来论证风险规制的一
般原理，而对于环境风险问题的特性描述及其规制需求一直缺乏深入讨论。在国内，风
险规制属于新兴领域，总体研究仍然偏于宏观层面的介绍和论证，在具体规制领域，现
有的成果多集中于食品安全、公共卫生领域，对环境风险的法律规制研究成果较少，既
有的理论不能很好地指导实践，尤其在环境标准规制风险方面的研究，更是微乎其微，
且多是从技术规范层面来评价，缺乏社会性分析，对于环境与健康风险法律规制研究，
尚无同主题的研究成果。因此，从本书的选题而言，本研究在探索风险环境法的一般理
论、拓展环境法学研究领域方面具有一定意义。 从研究方法来看，本书进行了跨学科“
整合式研究”的尝试，在研究路径上遵循多学科融合的研究方法。环境与健康风险的法
律规制研究是一个科学与法学结合研究的典型样本，不仅涉及环境法学、行政法学等法
学学科，还涉及环境管理学、环境毒理学、流行病学、风险社会学、风险管理学、风险
心理学等多学科，跨学科的语言转换和工具运用都是一种方法上的尝试。 从研究内容来
看，本书在对环境铅、镉污染现状及公众认知的社会学分析基础上，运用风险规制理论
的分析方法，提出了环境与健康标准体系框架，即从环境与健康标准体系的指导原则、
体系内容和制定修订程序三个层面提出奉行健康本位、强化科学合理、推进公众参与的
“三重弥合”。这对于系统科学地描述环境与健康标准未来发展的蓝图、明确环境与健
康标准在环境标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进一步明确环境与健康管理
工作的定位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该书观点可为“十三五”环境标准规划中环
境与健康标准体系的有关内容提供思路和依据，同时也可提出服务于环境与健康标准基
础科研方向的有关建议。 本书是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环保公益性专项“环境铅、镉污
染的人群健康危害法律监管研究”（项目编号：201109058）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
生创新教育计划”课题项目“‘十二五’我国环境与健康标准体系框架初探”（项目编
号：2013B0509）的研究成果，并受到这两个课题的经费资助。同时，非常感谢华中科技
大学出版社对本书出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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