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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生生态态态态法法法法学学学学方法方法方法方法论论论论的涵的涵的涵的涵义义义义  

  法学方法是指人们在认识和探寻法律、法律现象及其规律时所遵循的
原则、程序以及所采用的方法和技巧。法学方法论就是由各种法学研究方
法所组成的方法体系以及对这一方法体系的理论说明；它既反映人们认识
和研究法律现象的规律，也反映法学家的智慧和艺术。 法学是随着研究
方法的改进而发展的，研究方法每前进一步，法学研究就提高一步。  

  环境资源法学或生态法学所倡导的法学研究方法是以生态方法为基础
和标志的研究方法。生态法学方法论就是各种生态法学研究方法及其理论
说明的总称。生态方法，又称生态学方法、生态学分析方法、生态学思
维，是一种用生态学观点思考问题、研究现实事物的方法。目前生态方法
已经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它应用到法学领域
促进了生态法（即环境资源法）和生态法学（即环境资源法学）的发展，
形成了以生态方法为基础的生态法学研究方法（即环境资源法学研究方
法）和生态法学方法论。生态方法在法学领域的主要表现是生态系统方
法，又称综合生态系统方法、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方法等。  

  “生态法”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前苏联和俄罗斯法学界广泛奉行
的一个概念，实际上是环境资源法的变种或改进，目前不少国家已经采用
生态法和生态法学的说法。生态法由环境资源法发展演变而成，它与早期
环境资源法在指导思想方面的最大区别是贯彻生态本位观、生态整体主义
观、综合生态系统观、生态基础制约或环境承载力有限观、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观，承认动植物、江河湖海等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坚持经济、社会
和生态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原则。生态法学方法论不仅是一种法学理论，
也是环境资源法律所认可的环境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与原则，目前已有不
少环境资源法律确认生态系统方法的作用和地位。我国从21世纪初开始引
入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念，探索创立一种跨越部门、行业和区域的可持续
的自然资源综合管理框架。  

生生生生态态态态法法法法学学学学方法方法方法方法论坚论坚论坚论坚持生持生持生持生态态态态文明文明文明文明观观观观  

  生态法学方法论主张以生态文明观来指导我国的环境法治建设，使环
境资源法律成为建设“五型社会”（即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社会、环境友
好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和循环经济型社会的统称）的法律保障。  

  生态法学方法论认为，生态是指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
关系与存在状态，生态系统包括人，人是人类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环境是指围绕人的周围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和，自然资源是指能够被人
类所利用的各种自然因素，环境与资源都不包括人，都是外在于人的物质
世界。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为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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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及以环境为中介的人与人和谐相处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
成果的总和，它是“五型社会”的文明形态和文化形式，是人与自然、人
与人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
态。生态文明是一种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高度发展、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
和谐统一的文化即生态文化，它倡导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
共处，倡导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和科学、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倡导
人们实践生态文明的道德观，维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生态法学方法论贯彻生态文明观的基本方式是：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
时，强调法治即强调依法治国、依法待人、人与人和谐相处；在处理人与
自然的关系时，同样强调法治即强调依法治国、依法待物、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生态法学方法论坚持生态文明观的主要表现是重视和贯彻生态系统
方法和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按照生态法学方法论的要求，环境资源法应以
维护生态系统结构的合理性、功能的良好性和生态过程的完整性为目标，
对生态系统的诸要素采用系统的观点、进行统筹管理，从单要素管理向多
要素综合管理转变，从行政区域向流域的系统管理转变，从对自然生态的
统治和“善政”向“治理”和“良治”转变；应该实现对生命系统与非生
命系统的统一管理，将人类活动纳入生态系统的协调管理，综合管理土
地、水、大气和生物资源，公平促进其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在环境监督管
理体制和“五型社会”建设方面，应以生态系统方法为指导，采取协调
的、科学的、参与式的、适用的方法来管理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公平衡
量、协调和分配各种利益主体的不同利益，理顺区域内的环境管理体制，
科学配置各政府管理部门的职责，以调动各利益主体和广大公众保护环境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和促进环境管理机构职能和环境监管的综合性、
协调性和整体性。  

生生生生态态态态法法法法学学学学方法方法方法方法论运论运论运论运用用用用综综综综合性的法律合性的法律合性的法律合性的法律调调调调整机制整机制整机制整机制  

  生态法学方法论将“方法”置于优先地位，在环境资源法治建设中积
极推行综合性的法律调整方法，努力健全综合性的法律调整机制。生态法
学方法论不仅阐明了法律如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也从实践方面逐
步健全了法律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方法、机制和制度。  

  环境资源法的调整机制，是指由环境资源法律调整主体、调整对象、
调整行为（包括调整方法和调整过程）结合起来的整个系统的内部结构、
内在联系和运作方式的统一，主要指环境资源法律对其调整对象（包括人
与自然的关系及与环境资源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实施影响、实现其调整
功能的运作原理和运作方式。它包括其他法律部门的相关调整机制和环境
资源专门法所特有的调整机制即生态化调整机制。生态化调整机制，是指
区别于传统法律调整机制的、具有特色的、环境资源法所特有的调整机
制，它是法律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专门机制、主要机制和核心机制。生态
化调整机制的主要特点是，在基本理念上主要强调环境正义、环境公平、
环境安全、环境秩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环境效率（生态效益、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在方法上主要采用生态法学的分析方法，在内
容上主要由大量禁止性环境资源行为规范和系统性的环境资源法律制度组
成。  

  生态化调整机制的一个重要表现和典型代表是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综
合生态系统管理是指管理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一种综合管理战略和方
法，它要求综合对待生态系统的各组成部分，综合考虑社会、经济、自然
（包括环境、资源和生物等）的需要和价值，综合采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
法，综合运用行政的、市场的和社会的调整机制，来解决资源利用、生态
保护和生态系统退化的问题，以达到创造和实现经济的、社会的和环境的
多元惠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运用生态化方法，目前环境资源法已经形成一整套调整人与自然关系
的法律调整机制，主要包括：环境资源调查（监测、监视、勘查、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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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等）机制；环境资源信息显示（报告、统计、公告、牌示等）机制；
环境资源问题预防机制（包括环境影响评价、规划、功能分区和预警）；
环境资源行为机制（对环境资源行为的禁止、允许、行政要求、行为规范
等）；环境资源整治机制（治理、恢复等）；环境资源补偿（赔偿）机
制；环境资源行为奖惩机制；环境资源法律责任机制；环境资源行为监督
（包括议会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和其他社会监督）、管理机制；环
境资源公众参与机制等。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单单单单位位位位：：：：武武武武汉汉汉汉大大大大学学学学法法法法学学学学院院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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