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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中文)： 
環境法 

 
開課單位： 法律系 

課程名稱(英文)： 
Environmental law 

 
課程代碼：  

授課教師： 王韻茹 
分機： 35114 

E-Mail： lawyjw@ccu.edu.tw 

學分數： 2 必/選修： 選修 開課級別： 3 

課程概述： 

本課程以環境法基礎架構為主軸，以認識全球與台灣的環境問題為主題

課程。透過不同課程主題的設計，從基礎概念解說、實際案例、專家演

講或紀錄片觀賞，認識與研究環境問題，透過法律觀點提昇思考環境問

題之解決。 

教學目標： 

本課程目標在於培養學生以法律專業關懷環境問題之思考與解決。環境

問題橫跨環境、科技、政治、社會與法律等領域，十分複雜。學習環境

法必須是跨域學習，才可能理解環境問題的產生與背景。促進學生進一

步思考法律面對環境問題的著力與侷限。本課程透過研析國內環境問

題，培養學生跨領域思考問題，提昇解決問題之能力。 

教學方式： 
本授課除由教師講授外，並將邀請專家學者至課堂演講座談。強調學生

之課堂參與。 

課程與系所發展

目標及學生基本

能力指標相符程

度說明： 

一、 本課程目的在於增進學生對環境法之基本概念的理解，並培養

未來對於環境法案例分析之能力。 

二、 藉由本課程，修課學生得理解我國環境法學理與實務之基礎內

容。 

授課教師專長及研

究成果與任教科目

一致性說明： 

 

一、教師專長： 

 

憲法、行政法 

二、學術專長及研究成

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

說明： 

 

 

環境法為探討國家實踐環境保護的任務，以及

透過相關環境法規範加以實踐。本科目教師專

研憲法、行政法與環境法，亦曾先後發表相關

領域論文，擔任本科教職應甚允當。 

成績計算方式： 平時作業成績 30 %、課程參與 30 %、期末考 40 % 

參考書目： 
1.陳慈陽，環境法總論，2003 

2.葉俊榮，全球環境議題—台灣觀點，2001 

備註  

 



課程周次規劃 

週次 主題 內容 延伸閱讀/影片觀賞 

1 課程介紹 課程內容與上課方式 

環境法領域作為法律學科 

 

2 單元一 環境法的體系與內容 葉俊榮，憲法位階的環境權：

從擁有環境到參與環境決

策，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

第 19 期，頁 129-153 

王毓正，環境權於學理上之發

展及其於司法實務上之適

用，臺灣環境與土地法學雜

誌，1：6，2013.07，頁 120-132 

3 單元二 憲法作為環境法的法源、環

境權、兼籌並顧條款 

黃錦堂，環境憲法，《部門憲

法》 2006 年 1 月，頁 709-748/

國光石化 

3 單元三 環境基本法：預防原則 李建良，環境基本法的理念與

規範取向，台灣本土法學，第

14 期，2000 年 9 月，頁 1-21。 

4 單元三 環境基本法：肇因者負責原

則、合作原則等 

王韻茹，環境影響評估制度中

的公私協力，台灣法學雜誌

281 期，頁 45-60 

5 單元四 環境法的工具 傅玲靜，環境法上之管制工具

與保護規範－以環境標準為

例，收錄於台北市政府訴願審

議委員會出版，2011 

6 單元四 環境法的工具 王韻茹，環境公課的憲法基礎

與限制，月旦法學雜誌 283

期，2018，頁 112-125 

7 單元五 環評法 

 

李建良，環境影響評估與正當

法律程序─環評法二十週年的

回顧與展望，月旦法學雜誌

239 期，頁 18-51/紀錄片：黑 

8 單元五 環評訴訟、公民訴訟 傅玲靜，環境法上權利之保障

與訴訟類型之適用--以公民訴

訟為中心，東吳公法論叢，7 

2014.07，頁 631-667 

辛年豐，對環境影響評估程序

提起訴訟之法理分析－以開



發行為之評估程序為核心，東

海法學研究 34 期，2011，頁

205-259。 

9 單元六  蔡慧君，國際環境法發展過程

之簡介，月旦法學教室 5 期，

2003，頁 125-137 

張文貞，環境影響評估作為國

際法上的義務：國際法院判決

評析，台灣國際法季刊 9 卷 2

期，2012，頁 7-48 

10 討論課 複習總論課程 劉宗德，中華民國環境保護之

法制與手法，政大法學評論 57

期，1997，頁 37-67 

11 單元七  污染防制法（空氣、水、海

洋） 

宮文祥，空氣污染防制法最新

修法評析，月旦法學雜誌 281

期，2018，頁 163-178 

楊海寧，海洋污染防治法淺

析，律師雜誌 306 期，2006 年，

頁 42-58 

12 單元七 污染防制法（空氣、水、海

洋） 

李建良，二論水汙染防治法有

關按日連續處罰規定之適用

問題--最高行政法院八十九年

判字第二五七三號判決及八

十九年判字第三四一五號判

決評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 23

期，2001 年，頁 17-32 

陳玉萍，刑法第 190 條之 1 修

正條文之前世今生，月旦法學

教室 191 期，2018，頁 47-58 

13 單元八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李建良，污染行為、整治義務

與責任繼受的法律關聯與憲

法思辨--釋字第 714 號解

釋 ，臺灣法學雜誌 238 

2013.12.15，頁 59-81 

葉俊榮，「水土不服」的土壤

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中石化

安順廠相關行政訴訟的檢

討，法令月刊 66:3 2015.03，



頁 23-53 

14 單元九 廢棄物清理法 林春元，荒謬法院或失靈政

府？從日月光後勁溪污染二

審判決談起，月旦法學雜誌

253 期，2016，頁 20-30 

廖欽福，廢棄物清理法第 71

條第 1 項關於處分性質、時效

適用及代履行費用分配基準

之研析，法治與公共治理學報

2 期，2014，頁 93-128 

15 單元十 自然保育法 陳仲嶙，為環境信託開啟新視

野：論私部門從事土地保育的

法律工具類型，科技法學評論

9 卷 2 期，2012，頁 49-56 

吳行浩，古道巡禮．一國兩

制，月旦法學教室 119 期，

2012，頁 76-83 

16 單元十一 能源法與氣候變遷法 湯德宗，因應氣候變遷的法律

對策--新世代環境法展望，臺

灣法學雜誌 213 期，2012 年，

頁 43-68。 

葉俊榮，氣候變遷的全球治

理：行政法的新圖像，台灣國

際法季刊 10：2，2013，頁 7-34 

施文真，排放權交易制度於臺

灣之推動現況以及可能引發

之法律爭議，月旦法學雜誌

239 期，2015，頁 52-79 

17  期末考  

18  期末檢討與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