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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法治：现状与任务 
 

 常纪文  
 

  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已经十周年了。在这十年里，环境立法速度居各部门法之首。从 1997
年起，我国先后制定了《环境影响评价法》、《清洁生产促进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防沙治

沙法》、《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风景名胜区条例》等立法，修订了《固体废物污染防

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法》、《森林法》、《草原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土地管理法》

等立法，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资源节约

活动的通知》、《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等政策性文件。这些立法、文件与我国 1997 年之前制定的《环
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噪声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立法一

起，在人口总量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升的背景下，为防治环境污染，

保护生态安全，促进资源节约和合理开采、利用，构建了一道道法制防线。这能否说明，我国环

境法治的架构初步形成了呢？ 
  通过近两三年来的环境保护的实践，可以发现，虽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故事件时有发生，

但总的来说，通过环境事件的预防和治理，我国已经开始重视法律对环境保护的权威作用；环境

执法的能力和力量正在不断加强，环境执法的效率正在不断提高，公众参与的作用不断得到重视，

环境保护的监督制度正在不断完善；环境立法的合法性审查机制已基本形成，环境民事、行政和

刑事司法的实体性规定和程序性规定正在完善。一些原则和制度，如无过错责任原则、因果关系

间接反证原则，无论是基本理念，还是适用范围，在世界上都独树一帜。通过立法规制和刺激，

良好的环境守法信用制度正在建设之中，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利益保护主义正得到有效的遏制。

所有这些，从实效上说明，我国环境法治的架构已经初步形成，为依法保护环境走上良性循环的

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环境法治的架构已经基本形成，并不等于说我国的环境法治已经相当完善。相反地，还

有一些相当艰巨的法治任务等待我们去完成，主要是： 
  在立法方面，《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重要的环境立法急需修订，《生态安全法》、

《基因安全法》、《化学品环境管理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等重要的立法急需制定。在执

法方面，科学发展观在具体的贯彻落实时往往会遇到现实与长远利益的较量，遇到地方利益与全

局利益的较量；行政首长负责制和环境保护的一票否决制的可操作性有待进一步增强；由于市以

下的垂直管理体制具有“上级部门管帽子、同级财政管吃饭”的特点，不可避免地使县级环境保

护部门处于执法难、不执法更难的境地，有待优化；部门利益保护主义势力强大，在执法中时有

抬头，协调执法的体制和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和具体监管相结合的环境保护监管机

制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在司法方面，环境民事和公益诉讼制度没有建立，对于那些侵犯社会环境

公益而政府不予监管的行为，公众还缺乏法律上的对抗手段；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庇护，一些企

业长期违法排污而得不到法律的应有制裁。在公众参与方面，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之外的环境

决策和环境监督活动，还缺乏程序性和保障性的法律规定。在监督方面，人大和政协的环境监督

缺乏经常性的机制，立法的合法性审查缺乏应然性的审查受理机制，上级部门的环境督查或者挂

排督办活动往往会遇到地方保护主义势力强有力的阻挠。所有的这些问题，特别是环境司法审查

和公众参与的机制问题，如得不到彻底的解决，我国的环境法治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会继

续呈现结构性的缺陷。为了克服这个缺陷，需要在党的领导下，通过统一的协调和部署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