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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理念先进公众参与广泛执法手段严格 
 

——析蒙古国《自然环境保护法》主要特色 
 

 常纪文  毛岩 
 

  蒙古国《自然环境保护法》具有立法理念先进、公众参与主体广泛、执法手段严格等特色，

充分借鉴了日本、欧美环境法的成熟经验，并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目前我国《环境保护法》面临

修订，蒙古国环境基本法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研究。  
  蒙古国于 1995年世界环境日开始实施《自然环境保护法》，并于 2002年 4月、2002年 7月、
2003年 1月、2005年 1月、2005年 11月做了 5次修订。目前，此法设“总则”、“自然环境评估、
信息库、研究、科研”、“环境保护方面国家机构职权”、“环境保护、开发自然资源、进行再生的

总体措施”、“自然环境监督”、“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方面企业、机构的义务”及“其他”7
章共计 39条，涵盖自然生态和自然资源保护两个方面，篇幅大约为我国 1989年施行的《环境保
护法》的两倍。  
  综观全文，可以发现此法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一是立法理念先进，体现了权利优先的思想。此法在第 1 条(立法宗旨)明确宣告“保障人生
活于健康、安全环境的权利”，从而确立了公民的环境权。这一条款规定的公民基本环境权利包

括:民事救济权利、同违法行为斗争的权利、结社的权利、设立基金的权利、互助经营的权利、获
悉环境信息的权利、要求权力机构阻止违法行为的权利、要求权力机构不发放违法环境许可的权

利以及同国家合作开发或经营自然资源的权利；规定的基本环境义务包括:守法义务，掌握使用保
护自然环境的国家传统、习俗并对后代进行生态教育的义务，自我补救的义务，对环境违法行为

进行告发的义务。这些基本环境权利和义务的大部分内容是我国《环境保护法》所没有明确认可

或设置的。  
  二是借鉴了发达国家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建设经验。此法在第 1条提出要“协调社会、经济发
展和自然环境平衡”，在第 5 条要求国家在施行环境保护政策时应当遵循保护生态环境的经济发
展模式，体现了用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的理念。在第 1条阐述“从当前和未来利益
出发保护自然环境、合理开发自然资源；进行合理再生”的宗旨后，在具体法律制度的建设上，

如自然资源年开发总额的确定等，都提出了可持续开发、利用的要求，体现了国际环境法代际公

平原则的精神。  
  三是促进自然资源私有化，并对国有和私有两种并存的环境资源产权予以平等保护。此法在

第 6条规定，自然资源分私有和国有两种所有制，国家采取措施促进自然资源的私有化。为了保
护私有环境资源产权，此法第 15条规定，保障公民、企业和机构获得有关环境信息，支持平等、
公正开发自然资源所得到的成果。为了保护国家的环境资源权益，此法第 37 条规定，县区行政
长官应当代表国家向法院起诉，要求责任人进行赔偿。  
  四是环境问题的预防措施和事后补救机制比较完善。在预防措施方面，此法不仅设立了自然

资源储备评估制度和类似于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影响自然环境因素评估制度，还设置了外来

物种引进的审批制度。引人注目的是，此法要求自然资源储备的评估，要充分考虑自然资源的生

态和经济价值以及因开发给自然环境带来的有害影响。在事后补救机制方面，此法不仅发挥公民

的举报、投诉作用和执法人员的监管作用，还专门针对自然灾害和突发环境危险事件规定了应急

制度，如此法第 22条和第 23条规定了应急区域的划定、各级机关的职责、应急经费的支付和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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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等内容。  
  五是重视私法主体环境信息权的保障。此法第 10条和第 12条规定，国家自然环境情况监督
研究网要向公众及感兴趣的企业提供自然环境及其资源方面的信息，公民、机构和企业可以免费

享有由国家和地方投资所获得的环境信息；国家行政中心机构应在首都和各省、县自然环境信息

库的基础上，统一组建自然环境国家统一信息库；国家在必要时，可以购买公民、非国有财产企

业机构使用自身资金完成的科研报告、图纸和其他信息。  
  六是建立了各层级的环境资源保护状况汇报制度。此法第 12条、第 15条等规定，国家行政
中心机构每年向政府汇报自然环境成果，政府每两年一次向国家大呼拉尔春季例会报告自然环境

情况；第 17条、第 18条规定，首都和各省、县、区、队、小区的公民代表会议应当听取并讨论
行政长官的环保工作报告；第 32 条规定，环保团体每年向县、区公民代表会议报告履行环保活
动纲要情况。这些规定确立了各级公民代表会议的监督作用，对各级政府和环保团体的环保工作

产生一定的监督和促进作用。  
  七是生态教育具有全民性和全过程性，注重传统生态知识的继承和发扬。此法第 14条规定，
政府应当组织对公民进行生态教育。第 19 条规定，国家、国家机构和公务人员应当对人民进行
生态教育。第 32 条规定，非政府组织可以单独或者与其他组织联合举办生态培训和教育活动。
第 36 条规定，政府应当组织实施有关计划，在官方和非官方教育体系内，通过媒体宣传、教学
等手段，对学龄前儿童、基础学校学生、学院与大学学生以及其他公民，分别进行不同层次的生

态教育。  
  八是公众参与的主体广泛、形式多样，作用得到充分认可。除了第 4条规定的公民结社权以
外，此法第 31条规定了环保团体的参与环保权、开发资源权，第 32条规定了非政府组织的环境
保护参与权。为了尽量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监督作用，此法第 32 条不仅授予其检查权、要求清除
违规情况权、提交权力机构解决问题权以及向各级公民会议、行政首长和国家行政中心机构转达

环保意见权等权利，还规定国家可以基于协议对非政府组织予以财政上的支持。  
  九是执法手段严格，奖惩分明，并为执法者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此法第 27条、第 29条规
定，国家监察员有权在必要时使用枪支和橡胶棒、烟雾弹、催泪弹等自卫工具，有权检查公民和

运输工具，有权没收证明及非法狩猎、采摘、购买、采掘自然资源所使用的技术设备、工具和运

输设备。为了鼓励公民履行举报违法者的义务，鼓励执法者严格执法，此法第 34 条规定，对于
举报属实、揭发属实、协助揭发违法行为的公民以及查获有关违规现象的国家监察员、环保人员

和专业监督机构，政府予以奖励，奖励额分别为罚款和追偿额的 15%；此法第 38 条规定，国家
监察员、环保人员和专业监督机构如果不依法查处违规现象，予以 3 万～6 万图格里克的罚款。
为了解决国家监察员和环保人员的后顾之忧，此法第 29条针对退休、暂时丧失劳动能力、残疾、
遇难等情形规定了相应的社会福利待遇。  
  不过，值得指出的是，蒙古国《自然环境保护法》对于预防和治理现代工业环境污染和生态

破坏所需要的制度，如“三同时”制度、环境标准制度、排污收费制度、排污申报登记及许可制

度等，要么缺乏，要么很不健全。对于此法不健全之处及与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和环境执法实际不

相符合的制度，我们应在借鉴和吸收时予以甄别。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