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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环境法专家在中国社会法论坛上建言 
 

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纳入法治化轨道 
 

 常纪文  
 

  在环境容量有限、发展压力大和人口总量仍将继续增长的基本国情下，走建设环境友好型的

社会发展道路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如今，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已成为我国的基本发展方略，环境

友好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广泛认可和遵守的行为准则。在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中国社会

法论坛”上，与会的环境法学者围绕社会法治与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主题，提出许多有益的建

议。  
  建立环境友好型的法律体系  
  武汉大学蔡守秋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骧聪教授等学者认为，现行的环境立法体系离环境

友好型社会的建设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建议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
会作为贯穿整个环境资源立法的指导思想和立法目标，用环境友好的基本理念指导制定、修改、

补充和完善有关法律。建议在制定《民法典》或《物权法》时，体现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本

理念，体现保护环境、珍惜资源、人与自然和谐等环境友好观念。二是加强环境教育立法，倡导

环境文化和生态文明，培育环境友好的文化氛围。建议国家尽快制定《全民环境教育法》，将环

境教育活动制度化、法律化，引导公众从社会主义新文明的角度认识环境友好型社会，培养公众

的环境意识，形成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主流社会舆论、良好道德风气和强大的精神力量。三是

加强循环经济和环境友好市场立法，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环境友好市场，建立以循环经济和绿色

消费为重要特征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消费模式。四是加强环境友好技术立法，大力发展和应用环境

友好的技术和产品。五是加强环境友好生态区立法，规范对环境友好的生态省、生态城市、生态

乡村、生态社区、生态企业、生态工业园区、生态农业园区的建设。  
  建设环境友好型的民族环境文化和生活方式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关注环境友好型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常纪文教

授认为，环境友好型民族文化的法治工作，应当按照《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

的决定》的要求展开，体现如下特点:一是公民环境文化的培养要强调全民性和综合性，强调国家
的职责、公民的义务参与和公民的主动参与相结合，注重环境信息的披露。二是参与培养环境文

化的主体要多元化，形式要多样，内容要丰富多彩。三是注重领导者和专家环境文化素质的培训，

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环境法律的严格实施。四是重视环境教育体系的建设，注重环境文化培养的

全过程性，总结和发挥本地人保护环境的经验。  
  常纪文教授还提出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法治工作:一是修订《环境保护法》，在其中规定引
导国民形成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本要求和行为准则。二是在水污染物排放、废弃物处理、食品资

源的循环、特种家用机器的循环、容器包装物的分类收集与循环、资源的有效利用等国民生活的

主要方面制定专门的法律。三是注重环境责任公平的理念，强调政府责任、市场机制和国民行为

的衔接和协调。四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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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采取综合性的调整机制合理地引导国民的日常行为，发挥他们在

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完善环境风险防范机制，健全环境法律制度  
  布局性的环境隐患和结构性的环境风险，已取代个体的污染，成为我国环境安全的头号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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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必须完善环境风险防范机制，做好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和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具体为:一是要加强各区域和流域的动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确保各项
老规划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二是把环境风险评价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并定期进

行再评价。三是把环境风险应急预案与事故防范措施的验收纳入“三同时”制度之内。如有可能，

把“三同时”制度扩展至工业规划区域的验收层次上。  
  除了应对突发性事件之外，还应解决生态逐步恶化的问题。蔡守秋教授和中国政法大学的王

灿发教授针对目前的环境法律实施现状，提出要尽快建立或者完善以下法律制度:环境友好型社会
的政绩考核制度；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制度；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循环经济制度；生态补偿

制度；公众参与制度，包括国家和企业的环境信息报告制度、企业环境信息申报登记制度、环境

标志和标识制度、公众环境信息的查询和获取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同时，还应注意建立或

者健全各种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执法监督管理制度。  
  促进公众参与，建立良好的纠纷解决机制  
  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成功与否，与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方式、范围和程度密切相关。山东

科技大学的李光禄教授指出，我国的环境保护是自上而下、政府主导型的，公众参与往往是作为

一项义务，而不是一项权利来对待的。学者们提出，今后应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在有序的引导下，
鼓励环保社会团体的设立，充分发挥其环境监督和保护的功能。二是改革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制

度，加大公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三是用公众参与来优化政府运行模式，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机

制，通过行政或者司法等程序对政府的环境管理行为进行监督。  
  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方面建立良好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必然选择。湖

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吕忠梅教授认为，应尽快改变我国立法重实体轻程序、重建章立制轻执

行落实、重国家监管轻社会参与、重行政机制轻市场手段等现象。为此，应当做好以下工作:一是
明确公民环境权的法律属性，从根本上解决环境纠纷的权利基础与判断依据问题。二是赋予政府、

社会团体、公民相应的环境监督管理权与环境监督管理参与权，解决环境纠纷的个体私益性与社

会公益性权利的判断与协调问题。三是建立完善的环境程序法制度，根据环境权以及环境纠纷的

特点，构建诉讼程序与非诉讼程序相互衔接，司法、行政、社会自律相互协调，公力救济与自力

救济相互补充的环境纠纷解决程序法制。  
  王灿发教授希望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尽快纠正环境群体性上访机制和诉讼机制不畅通等问

题，解决污染受害者打官司难、执行更难的现象。  
  关注新农村建设中的环境问题  
  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对于稳定我国的整体生态环境质量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北京大学的汪

劲教授指出，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农村的污染问题亟待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学者们提出，在

加强农村工业污染管制的基础上，要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倡导应用循环经济理念实现现代化农业

生产的清洁生产和产业间协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