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学所导航 | 出版刊物 | 法学教育 | 法治时空 

 文章检索：     

最新作品 | 阅读欣赏 | 环球法苑 | 科研项目 

法学数据库 | 法律服务 | 网站导航 | 投稿热线 | 联系我们 

  

  

 更多▲ 

 特聘专家 

法学所导航 

  

 您的位置：首页 >> 阅读文章  

    

作者授权  本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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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环境问题和人们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因此应当按照《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原则8规定

的"为了实现持续发展和提高所有人的生活质量，各国应减少和消除不能持续的……消费模式"对人们的生

活方式进行科学的引导，使之适应环境友好性的要求。引导的方式除了进行科普、环境、国情的宣传教育

外，在法治的社会，还应该适度发挥环境资源法制的培育作用。 

    一、我国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培育立法的规定 

    我国很早就有提倡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生活方式的朴素宗教教义、诸家学说和立法规定。经过几千年的

调整、丰富和发展，这些教义、学说和立法对我国环境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科学技术

相对发达的现代法治中国，培育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的法律文化已经得到了很多环境资源立法的确认和体

现。 

    在综合性的立法和政策层面上，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

的义务……。"该条规定的"环境"显然包括"生活环境"。2002年的《清洁生产促进法》第16条规定："各级

人民政府应当通过宣传、教育等措施，鼓励公众购买和使用节能、节水、废物再生利用等有利于环境与资

源保护的产品。"2005年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要求："消费环节要大力倡导有利

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消费方式，鼓励使用能效标识产品、节能节水认证产品和环境标志产品、绿色标

志食品和有机标志食品，减少过度包装和一次性用品的使用"，"提高全社会对发展循环经济重大意义的认

识，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变成全体公民的自觉行为……编写消费行为导则和资源节约公约，引导合理消

费，规范消费行为，开展多种形式的实践活动，逐步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消费方式"。"十一五"规

划提出要"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

系"，"强化节约意识，鼓励生产和使用节能节水产品、节能环保型汽车，发展节能省地型建筑，形成健康

文明、节约资源的消费模式"。 

    在污染防治的立法和政策层面上，1996年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45条至第47条规定了城市市区

生活环境的保护和家庭娱乐生活环境的保护问题；2000年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第29条规定了民用炉

灶的清洁能源使用问题，第31条和第41条规定了人口集中地区和其他依法需要特殊保护区域的防尘、防烟

问题，如第29条规定："对未划定为禁止使用高污染燃料区域的大、中城市市区内的其他民用炉灶，限期

改用固硫型煤或者使用其他清洁能源。"2005年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3章第3节规定了生

活垃圾污染的防治问题，如"对城市生活垃圾应当按照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在指定的地点放

置，不得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改进燃料结构，发展城市煤气、天然

气、液化气和其他清洁能源。城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净菜进城，减少城市生活垃圾"等。 

    在资源节约和合理利用的立法和政策层面上，1998年的《节约能源法》第7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

都应当履行节能义务……。"2002年修订的《水法》第8条规定："国家厉行节约用水，大力推行节约用水

措施，推广节约用水新技术、新工艺，……建立节水型社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对节约用

水的管理，建立节约用水技术开发推广体系，……单位和个人有节约用水的义务。"2004年的《国务院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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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厅关于开展资源节约活动的通知》要求："要在确保基本生活用水的同时，适当拉大各级水量间的差

价，促进节约用水。"2005年的《可再生能源法》第17条规定："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安装和使用太阳能热

水系统、太阳能供热采暖和制冷系统、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等太阳能利用系统。"此外，我国还颁布了建

筑材料节能标准、汽车等特种家用机器的报废标准等规范性文件。 

    此外，上述立法都规定有环境教育和培训的内容，如2005年的《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

保护的决定》和2006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一五"规划都明确规定了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宣传

教育和培训要求，规定了有公众的日常参与要求，这对促进公众形成环境友好型的生活方式会起到积极的

作用。 

    二、我国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培育立法的不足 

    在立法与政策体系方面，从综合性立法和政策的层面来看，作为对环境保护具有指导作用的《环境保

护法》，既没有明确提出对公众进行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培育，也没有提出对公众进行与环境保护相适

应的生活方式的培养，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虽然《清洁生产促进法》提出了鼓励公众进行绿色采购的自

愿性规定，《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和"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提出了消费环节资源节约

和综合利用的观念和原则，不过它们仅属于政策性法律或者政策性文件，太抽象，需要专门立法的进一步

细化。在污染防治的立法和政策层面上，尽管噪声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等方面的防治立法在居

民生活方式方面有较为具体的约束性规定，但现行立法缺乏公众在振动污染、有毒化学品污染、放射性污

染、光污染控制方面的义务性规定。从资源立法和政策的层面来看，现行立法体系缺乏资源的节约和有效

利用、清洁资源的使用、不可再生能源的节约使用、食品资源的循环利用、家用特种机器的循环利用等方

面的立法；虽然个别的立法提出了合理的目标和可行的措施，如《水法》既提出了建设节水社会的目标，

又拿出了生活节水的主要举措，但是总的来看，现行的资源立法和政策对公众的义务性规定是不足的，缺

乏可实施性。 

    在基本理念方面，从小的方面看，培育环境友好型的生活方式不应只是个人美德培养的问题；从大的

方面和长远的角度看，由于生活需求决定生产和经营，因此培育环境友好型的生活方式还有利于国家与民

族的环境资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因而我国的环境宣传教育应围绕这两点。但是，现有立法有的仅是简单

性地要求政府加强宣传教育，至于加强什么宣传教育，则没有提及；有的宣传教育立法规定虽然和具体事

项结合起来了，但是没有讲究说理性，如《清洁生产促进法》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通过宣传、教育等

措施，鼓励公众购买和使用节能、节水、废物再生利用等有利于环境与资源保护的产品"，但说理性不

够，既难以使公众的认识上升到环境资源保护理念和民族责任感的层次上，也难以使国家政策得到公众的

真心理解和支持。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政策性文件，如2005年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

见》，虽然在对公众环境资源保护理念和责任感的培养方面，做了全面、系统的规定。但由于这些政策性

的文件需要立法来落实，缺乏自动可实施性，因此其影响是有限的。 

    在义务主体和义务结构方面，偏重于对公众和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行为规制，忽视政府和公众之间作用

的衔接和平衡。培育公众的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既要发挥法律的强制作用、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和政府

的导向作用，还要发挥公众自己的主动参与和监督作用。但我国现有的环境资源立法管制色彩特别浓厚，

公众往往只是法律规定的服从者和法律命令的遵守者，鼓励他们主动参与、主动监督的具体规定也不足。

虽然所有的立法都强调了国家或政府在宣传、教育、科研促进、技术推广等方面的职责，但是这些职责性

规定太笼统，没有延伸到政府如何促进公众培养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方面。也就是说，责任公平观还没有

为我国现有的环境资源立法所全面体现。由于存在这些缺陷，政府责任、市场机制和公众行为难以真正得

到衔接和协调。 

    在公众生活方式的规制和引导方面，现有的立法在以下几个方面还存在欠缺：一是公众在包装和容器

的回收方面的义务规定不足，在食品资源的充分利用、循环利用方面的义务缺乏相关的规定。二是公众在

家庭垃圾的分类收集方面的义务缺乏相关的规定。三是缺乏鼓励公众采购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产品的规

定。四是缺乏鼓励公众长时间地使用耐用品的激励性规定。目前，我国制定了建筑材料节能标准，汽车的

报废标准，但没有建立废旧家电回收与再利用的标准体系。也就是说，在环境友好型社会生活方式的培养

方面，我国公众的参与范围狭窄，参与层次较浅。 

    在法律与政策机制方面，我国采取了一些机制来促进公众保护生活环境，防止资源浪费，如卖啤酒收

瓶子押金、在确保基本生活用水的同时适当拉大各级水量间的差价等鼓励节约、合理利用与循环利用资源

的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这些机制具有单一性的特点。由于很多环境资源问题具有复合性、相关

性的特点，因此又必须采取综合性的调整机制来加以解决。如家用电器的回收标准的确定应综合考虑家用

电器的尽量使用、不造成安全隐患、不过度消耗电能、经济与技术可行等方面的因素。综合性机制的形成

需要把宣传教育措施、经济刺激措施、自愿措施和强制措施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研究。 

    此外，一些非环境友好型的行为，如食用法律禁止捕猎的野生动物、随意丢弃电子垃圾等行为，需要

加强法律责任立法来加以克服。 

    三、国外可资借鉴的经验 

    目前，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都非常重视环境问题的全面和全过程地预防

和治理。通过立法来培育公众的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最大限度地减少因生活带来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

和生态破坏问题，是这些国家环保工作的重点。如日本1993年颁布了《环境基本法》，1998年修订了《水

污染防治法》，2000年实施了《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和《可循环性食品资源循环法》，2000年修订了



《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和《容器包装物的分类收集与循环法》，2001年修订了《废弃物处理法》。这些

立法相互配合，系统地对如何培育国民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作出了规定。这些国家关于培育环境友好型生

活方式的立法具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立法体系完备，效力层次分明，环境友好性的法律要求涉及国民

生活的主要方面。其二，注重责任公平的理念，强调政府责任、市场机制和国民行为的衔接和协调。其

三，重视对国民进行教育和说服，培养国民的环境资源保护民族责任感，注意发挥国民的理解和配合作

用。其四，由于生活消费既是产生环境和资源问题的生产和经营行为的最终动因，也是产生消费环境资源

问题的原因，因此立法注意合理引导消费者也就是公众的日常行为，以发挥他们在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中

的作用。其五，采取综合性的调整机制来促进国民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的培育。这些不具有意识形态的经

验，可以供我国参考借鉴。 

    四、我国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培育立法的发展对策 

    在法律和政策体系的构架方面，应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修改现行宪法关于环境保护的规

定，确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树立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培养符合节约发展、清洁发展

和循环发展要求的生活和生产方式。第二，在修订《环境保护法》时，既要在导言或者第一条的立法目的

中对公众进行详尽的环境资源国情教育，还要设立专条，从国民生活的几个主要方面对公众提出培育环境

友好型生活方式的主要要求，又要在环境宣传教育和环境日、地球日的纪念等条款中设置公众环境友好型

生活方式的培育参与和接受等内容。第三，修改现行的《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大气污染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森林法》、《水法》等法律法规，在其中设置促进

公众培育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的目标和具体措施规定，或者完善已有的目标和具体措施规定。在制定目前

缺乏的振动污染、有毒化学品污染、放射性污染、光污染控制等立法时，设置类似的目标和符合我国经

济、技术发展状况的举措。第四，制定《循环经济促进法》和《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在其中对公众进

行相应的国情教育，对公众的生活提出基本的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性要求，设置有针对性的环境宣传教育

规定。在此基础上，针对容器包装物的分类收集与循环、清洁资源的使用、不可再生能源的节约使用、食

品资源的循环利用、家用特种机器的安全使用年限和再利用、电子垃圾的回收与处理等方面制定专门的法

律或者条例。此外，国务院和有关机关颁布政策性文件时，也要结合我国的环境资源状况提出符合实际需

要的举措。 

    在法律与政策机制的构建方面，应进行以下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工作：一是观念的培育机制。环境资源

立法在制定或者修订时，应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和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角度，培育

公众的民族环境资源文化，使他们形成科学的环境资源国情观、环境资源消费水平观、环境资源消费方式

观和国家环境政策支持观。这就要求立法要建立和完善环境资源国情教育机制、具体事项的国家说服机

制、信息保障机制和寻求公众理解、配合和参与的机制。二是促进和激励机制。主要包括公民环境信用的

记录和奖励机制，环境友好型行为的税费、信贷、价格、国家补贴等优惠机制。三是引导和自愿机制。公

众的生活方式多样，对环境的影响也不同，而法律能够强制的范围则有限，因此必须对公众的环境行为进

行科学的引导，如鼓励公众采购绿色食品，采购资源节约和循环型产品。四是限制和禁止机制，如通过梯

级差额收费来限制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滥用，通过设定禁止性的行为规范和对违反者的适度行政处罚手段

来促进危险生活废弃物和高污染的生活废弃物得到合理的处置。五是市场机制。包括废品价格机制、市政

污水的处理价格机制、企业的废旧物质和产品的特约回收机制、包装物和容器的押金和产品回收金的预缴

机制等通过费用--效益分析方法确定的机制。六是责任的公平与平衡机制。立法既要规定公众环境友好型

生活的义务，又要保护他们环境友好型生活的权利和主动参与热情；既要对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权力作出

全面的规定，又要对其在维护和促进公众形成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的义务和法律责任作出详尽的规定。七

是综合性机制，即按照环境保护的综合性需要，整合和协调各部门的政策，以避免单一机制的适用缺陷和

机制间的冲突。 

    （本人发表于《红旗文稿》200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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