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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中国环境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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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三十余年来，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包括人

当年的试行法也在1989年经修改而成为正式法律。中国的环境法与中国整个法治的发展进程相一致，已经迈

到了而立之年。 

   尽管目前环境法还面临着许多挑战和问题，但这些问题也许是在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遇到的问题，而且也不是不可解

理性地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的环境法将向什么方向发展？这是人们所关心的，也是我们应当回答的。 

   科学发展观将促进生态文明的建立 

   中国在2003年提出要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树立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这种指导思想上的转变将对中国环

看也会进一步推动和促进生态文明的建立。 

   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强调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与自然生态的保护相协调，在社会经济的

谐，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平衡为代价，发展不仅要与现存的自然条件相适应，也要顾及子孙后代的利益，要走可持

   简言之，科学发展观不仅从理论上需要中国建立生态文明，而且将在客观上促进中国生态文明的建立。在

中国的环境立法也在悄悄地体现出这些理念。最近几年的环境立法更加重视源头治理与预防性立法理念的

境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如《环境影响评价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均体

   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将催生发展模式的转型 

   传统的发展观及其相应的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不可持续，根本原因在于其把经济发展建立在以牺牲环

到这种发展模式的不一可持续，开始认真探索和推行新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关于这种发展模式，目前

续发展区别于原来发展观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其追求目标的长期性和持续性，在于对发展和环境关系的和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自标，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观，摒弃以往在环境与发展问题上顾此失彼的传统决策，

合决策，是指将环境问题纳入政策、规划和管理各个决策之中，通过改进或改善决策，将经济、环境、社

进经济效益最大化，又能保障社会公平和环境安全，把经济发展建立在稳定的环境承载力和永续的资源支持的基

需求与环境承载、资源支撑动态平衡和良性循环。 

   国际环保合作促使更严格的环境立法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气候变化、跨界污染、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锐减、危险物

题在中国也陆续出现，有些领域的问题甚至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 



   可以说，中国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演变及其解决都有着重要的影响。长期以来，中

长，靠大量投放原材料和能源来实现。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经济全球化，中国成为世界自然资源消

气体排放量将很快超过美国而位居世界各国的首位。在此背景下，中国将面临着很大的环保压力。 

   另外，中国已参与并签署的有关环境与资源保护的国际条约与协定多达40多项，包括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生物多

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既然中国签署了这些国

诺。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树立和维护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就需要采取各种措施满足国际环境条约和公

要尽快采取措施将国际法的规定转化为国内法，或是制定新的立法，或是修订既有立法，提高国内的环境

环境违法行为加大处罚力度，使得中国环境法的规定更加严格，并进一步提高环境法的执法和司法水平。

   公民权利强化将增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 

   法的核心价值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在宪法中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并在具体部

调通过国家权力保护公民权利，以实现宪法保障人权的核心价值。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宪法几经修改，但

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民权利的保证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归属和实现的保证。

   随着越来越多的法律对公民权利的细化规定，公民权利皇现出强化趋势。2006年2月原国家环保总局公布了《

理办法》，这是中国环境保护领域第一部公众参与的规范性文件，对公民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具体权利和程序作出

施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了政府信息公开的条件、公开的主体、主动公开的范围、不予公开的情形、信息公

且原国家环保总局还发布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伴随这一趋势，公民的信息知情权、申诉权、举报权等具体权利越来越明晰，当这些权利落实之后，由公民

监督权，监督包括环境法在内的法律的实施。 

   司法将在环境保护中发挥更大作用 

   环境司法是环境保护各种手段中法律威慑力最高、执行力最强的措施。各国都将环境司法作为环境保

力支持。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起步晚，环境司法的应用也有一个由少至多的过程。 

   然而，从总体上看，中国对环境司法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是很重视的。从立法上看，无论是实体法与

定；从司法操作上看，最高人民法院就环境诉讼颁布了一些司法解释，为解决环境诉讼的具体司法问题提供了指

诉讼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展开。近年来环境诉讼案件以年25％的速率在递增。 

   2006年7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

一步发挥刑事司法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2008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关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

损害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也试图用鼓励支持诉讼制度来进一步发挥司法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而一些地方相

境法庭”则为环境司法的加强提供了组织基础。随着全民环境法律意识的提高和国家对环境司法的重视，

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除此之外，环境立法原则也将由协调发展向环境优先转变，环境立法的内容也由“重行政轻民事”向

责任的追究将由“两高一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向“罪罚相当”转变，环境法的

法向全社会公众参与监督转变。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