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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的独立性与协同统一化

常纪文
(湖南师范大学 法学院环境法研究所 ,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 从环境与自然资源的价值对比分析入手对环境与自然资源、环境权与自然资源权两组概念

进行了区分 ,在此基础上论证了环境法和自然资源法的调整对象、基本内容与中心问题的不同 ,从

而证明了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体系的独立性。由于环境与自然资源、环境权与自然资源权的区分

是相对的 ,因此 ,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体系的独立性也是相对的。进而对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协同

统一的理论与现实基础、合并后的部门法名称、概念和体系的重整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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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的体系关系如何 ?两者能否合并 ?如能合并 ,合并后的部门法名称及其概念如何界

定 ? 其体系又如何建立 ? 这一系列基础性的理论问题事关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立法目的与体系的重新调整

问题 , 事关环境法学与自然资源法学研究方向与研究内容的重新确定问题。因此非常重要 , 有必要加以解

决。笔者从以下两个方面对这些问题加以探讨。

1 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体系的独立性

调整对象、法权与中心问题的独特性是评判法律部门能否独立的两个标准 [1 ] 。为了论证环境法与自然

资源法体系的独立性 ,有必要对环境法和自然资源法的调整对象与法权作一下对比分析。

111 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的调整对象不同
环境法的调整对象是人与人关于环境的社会关系和人与环境的关系 (以下简称人环关系) [2 ] ,自然资源

法的调整对象是人与人关于自然资源的经济关系和人与自然资源的关系 (以下简称人资关系) [3 ] 。

11111 环境与自然资源的区别

自然资源是指在一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 , 自然界中对人类有用的一切自然要素 [3 ] 。在一定的时空范围

和缺乏生态联系的条件下 , 自然资源表现为各种相互独立的静态物质和能量 [4 ] 。环境是指所有支持人类生

存的自然形成的物质、能量的总体[5 ] 。环境是自然要素静与动的统一体。从静的角度来看 ,环境是一定时空

范围内自然界形成的一切能为人类所利用的物质和能量 (即自然资源或自然要素) 的总体 ; 从动的角度来

看 , 环境是指由一定数量、结构、层次并能相似相容的物质和能量所构成的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的统一体 ,

它具有生态功能 , 具有满足人类生产和发展的生态功能价值。环境法中环境的概念应反映环境的这种静态

与动态特征 , 以示与自然资源的区别。笔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 2 条规定的“本法所称环

境 ,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 ,包括大气、水 ⋯⋯城市和乡

村等 ,”就不能体现这两个特征 ,因为环境的动态特征不是“包括”与“总体”两个静态关系表示词所能概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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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的。

资源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含义。在环境科学中它是指自然资源 ;在经济学与社会学中 ,它指的是有一

定存量或可以持续利用且对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用的东西 ,如人力、智力与经济资源等。一些政治家和从

事经济与社会工作的领导人在讲话中经常提到“环境也是一种资源”,比如 1985 年 6 月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环境委员会部长级会议上 ,各成员国政府通过了《环境 :未来的资源》的宣言 ,与会者的本意是强调环境

对人类的生态功能价值 (如旅游与疗养价值) 和建立在生态功能价值基础之上的经济价值 (如旅游区良好的

自然环境有助于招徕更多的游客 ,从而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与社会价值 (如良好的生活环境可以对社会的

稳定起一定的促进作用) ,而不是把环境理解成自然资源 ,对此我们要作正确的理解。

环境与自然资源的区分在一些国际法文件和一些国家的国内立法中得到了体现 : 有的把两者在同一条

文中并列 , 如 1987 年 4 月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就写道 :“⋯⋯承认人们了解和取得关于环境和自然

资源现状的资料的权利 ⋯⋯”。有的则把两者分开 ,在不同的条文中加以规范或阐释 ,如我国宪法在第 9 条

规定了“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 ,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破

坏自然资源。”之后 ,又在第 26 条规定了“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有

的在章节的名称上把两者并列 , 然后再分开加以规范 , 如我国刑法第六章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实际

上就是破坏环境保护罪与破坏自然资源保护罪两类罪名的总称 , 其中刑法第 338 条到第 339 条的规定列举

的就是关于破坏环境保护罪的定罪与处罚问题 , 第 340 条到第 346 条就是关于破坏自然资源保护罪的定罪

与处罚问题。

11112 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的调整对象不同

由于环境与自然资源是两个有着实质差别的概念 , 所以人环关系与人资关系 , 即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

的调整对象也应有本质的区别。人环关系与人资关系的区别在于两者强调的侧重点不同。人资关系重视自

然资源权益的保护 , 自然资源权益的保护客观上也起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 , 但人资关系强调的侧重点

在于林木、风、地热等物质实体或能量的天然性和对人的可持续的有用性 ,有用性强调的则是自然资源对人

的财产价值 ,即经济价值和使用价值。人环关系重视生态环境功能的保护和改善 ,生态环境的保护客观上也

要求保护自然资源 , 但人环关系强调的侧重点则在于一定时空范围内的一定类型生态系统所表现出来的对

人的整体生态功能价值 (如环境污染与破坏容量、环境的舒适性、景观优美性、可欣赏性等) ,这种生态功能

不是通过实物形态为人类服务 , 而是以脱离其实物载体的一种相对独立的功能形式存在 [6 ] 。人环关系的这

一属性在一些国家的立法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 比如美国麻萨诸塞州宪法第 44 条第 791 款规定 :“人民享

有对清洁空气和水、对免受过量和不必要的噪声侵害以及对他们的环境的自然的、风景的、历史的和美学的

质量的权利”。

112 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的基本内容与中心问题不同
法权理论是部门法的理论基础 ,法权是部门法的基本内容 ,因此 ,自然资源权和环境权分别是自然资源

法和环境法的基本内容。自然资源权是自然资源法律关系的主体就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与经过

人工改造过的资源享有的基本经济权利和义务 [3 ] 。环境权是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依照环境法对其赖以生存

和发展的环境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和承担的基本义务 [6 ] 。那么根据环境与自然资源的以上对比分析 , 我们可

以认为 :自然资源权的实质是强调自然资源物质实体与能量的财产权保护 ,是一种有体权 ;环境权的实质是

一种基本生态功能权 , 包括生态功能权及与生态功能权相关的其它权利 (如有偿开放景点权、排污权、排污

权转让收益权等经济权利) ,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无体权。因此 ,环境权与自然资源权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法权
[7 ] 。自然资源权与环境权的另外一个实质性区别是 : 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人并非拥有该自然资源产生的全部

生态功能 (即全部环境权) 。比如农民要大量采伐自己自留山上的树木 ,首先要申请采伐许可证。法律之所以

这样要求 ,是因为木材的所有权人实现其所有权的行为可能会触犯国家的环境权益 (如会带来水土流失 ,使

树林防风固沙、涵养水土的功能丧失或下降) ,故应征得有关环境权管理机关的批准。

自然资源权和环境权的运行与保障分别是自然资源法和环境法的中心问题 , 由于自然资源权和环境权

不同 ,那么自然资源法和环境法的中心问题 ,即两者自然资源权和环境权的运行与保障机制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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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体系的独立性
综上所述 ,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具有不同的调整对象、法权和中心问题 ,故它们是两个独立的部门法。

部门法权与部门法的划分应求异不求同 , 故在谈环境权的同时 , 应把自然资源法中仅体现为财产权的自然

资源权分出去。在谈环境法时 , 应把自然资源法中仅具有财产权保护而不具有生态功能权保护作用的法律

规范分离出去 ; 在谈自然资源法时 , 应把环境法中仅具有生态功能权保护而不具有财产权保护作用的法律

规范分离出去。

把握了自然资源法与环境法的调整对象和环境权与自然资源权的实质 , 我们可以把自然资源法与环境

法定义为 :自然资源法是调整人们在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运输、储存、保护和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

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环境法是指为了可持续地协调人与环境的生态关系 ,保证国家、单位和公

民环境权的实现 ,由国家制定或认可旨在调整开发、利用、保护、治理、恢复和改善环境的生态功能所发生社

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114 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体系的相对独立性
由于环境以自然资源为其实物载体 , 保护了自然资源实际上就是保护了环境因素 , 保护自然资源权的

行为客观上也会起到保护环境权的作用。因此 ,自然资源权和环境权的关系紧密 ,要想真正把两个交叉性很

强的法权完全分开也是很困难的。比如一农民盗伐了国有森林中的一棵树木 , 则这个农民的行为侵犯了两

种权益 ,即他不仅侵犯了国家的财产所有权 ,还给生态环境多多少少地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侵犯了国家及

其他法律主体的环境权 , 故不仅应追究该农民的故意侵犯财产权的责任 (如赔偿树木的经济价值) , 还应追

究其侵犯环境权的责任 (如责令补种一定数目的树木) [8 ] 。

自然资源权和环境权较强的交叉性决定了自然资源法与环境法是两个相对独立而不是绝对独立的部

门法。自然资源法中许多调整自然资源财产权方面的法律规范客观上也起到保护或改善环境生态功能的作

用。笔者认为 ,这类法律规范既应纳入自然资源法的范畴 ,也应纳入环境法的范畴。现在理论界有一种把自

然资源法与环境保护法、区域开发整治法、防震减灾法合并为环境法的倾向 , 笔者认为 , 由于自然资源法与

环境保护法、区域开发整治法、防震减灾法之间的交叉性较强 ,我们在研究环境法的体系时只能合并自然资

源法中有关生态功能权及其责任方面的法律规范 , 而不应合并几个部门法 , 正如刑法中有环境刑事责任方

面的法律规范我们而不能把刑法合并到环境法中来一样。

2 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体系的协同统一化

211 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体系协同统一的理论与现实基础
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体系协同统一的理论与现实基础主要体现为 :首先 ,由于环境由环境因素组成 ,而

环境因素是具有生态功能联系的自然资源 ,因此 ,环境的保护与自然资源的保护息息相关。这种息息相关性

不仅要求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存储、运输和保护满足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物质和能量需求 , 还要充分考虑

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生态需求 ;不仅要求环境保护的整体化 ,还要求环境保护的具体化 ,即要把环境保护的整

体化要求整合到各自然资源的保护中去。而目前的环保与自然资源立法由于协调性不强 ,因此 ,很难全面地

体现这两方面的要求 ,不利于环境与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治理、恢复与改善的可持续性目标的实现。

如果把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合并 , 那么合并后的部门法会对目前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法律法规的修订提出上

述要求。因此 ,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的合并是环境与自然资源得到可持续开发、利用、保护、治理、恢复与改

善的客观要求。

其次 ,由于环境权与自然资源权、人环关系与人资关系的关系非常紧密 ,要想真正把交叉性很强的环境

法与自然资源法两个部门法完全分开是不可能的。如能把它们加以合并 ,使之统一于一个大的部门法 ,则可

以避开这个难题。因此 ,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的合并是协调这两个部门法关系的最好办法 ,也是解决这两个

部门法学研究领域争端的最好办法。

再次 ,国内外的法学研究证明 ,部门法学的划分不宜过宽 ,也不要过窄、过细 ,数目一般以十来个为宜。

如果不把关联性极强的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加以合并 , 而把它们单独列为一个国家的两个大的部门法 , 会

常纪文 :论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的独立性与协同统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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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两个学科藕断丝连的效果 ,不利于整体法学与各部门法学的研究。因此 ,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的合并是

法学研究整体性的现实要求[1 ] 。

另外 , 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协同统一的趋势已被大多数国家环境与自然资源的立法实践所证明。如越

来越多的国家正在起草或已颁布了环境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治理、恢复、改善方面的综合性法

律 ,实施效果较好。

212 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体系协同统一后的部门法名称及其概念
21211 名称

既然把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合并为一个大部门法的作法是科学的 , 那么这个部门法的名称怎么界定才

科学呢 ? 目前环境法学与自然资源法学界的观点很不一致。代表性的称谓有 5 种 ,笔者将逐一评析。

(1) 大环境法或环境法。主张的理由是 :我国过去一直把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合称为大环境法或环境法
[6 ] , 这个习惯性的称谓人们比较容易记住和接受 ; 另外国外也一直未使用 Enviro nment a nd nat ural re2
so urces law (译成中文为 :环境与自然资源法) 。笔者认为 ,由于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是两个有着实质差别的

两个子法律部门 ,把它们合称为大环境法或环境法而省去“自然资源”的字样 ,势必会使部门法的名称与其内

容不完全相符。另外 ,习惯性的称谓未必科学 ,不科学的习惯性称谓应该纠正 ,不应纳入部门法的科学研究。

(2) 大国土法或国土资源法。现在主张这种观点的人不多 ,其理由是 :大国土法或国土资源法的客体是

土地、土地下和土地上附着的自然资源及由这些自然资源所构成的具有一定生态功能的物流与能流统一体
[9 ] ,而这则恰恰又是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客体的总和。笔者认为 ,环境问题是无界的 (如全球温室效应和跨

界空气污染问题) , 自然资源问题有些是有界的 (如植被与矿藏的破坏) , 有些是无界的 (如滥捕公海渔业资

源和显著改变跨界水流的流量) 是无界的 , 而国土及附着在国土上的自然资源又是有界的 , 因此 , 这种称谓

无法涵盖公海、南极、外层空间环境与空气、迁徙动物等自然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与改善问题。

(3)环境资源法。这种称谓为官方采用 ,它是针对以上两种称谓的不足而提出来的。比如 ,《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六章第六节就叫“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再如经国家教育部审批 ,武汉大学设立了有硕士和博

士学位授予权的环境资源法专业 ;又如 1999 年 11 月经中国法学会、国家环保总局、国土资源部批准成立了

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笔者以为 ,这种称谓也会产生误导 ,会使人们想到环境资源法可能仅仅是

把环境作为一种有用的东西 (即资源)进行保障和规范的法 ,而不是保障自然资源权益的法。

(4) 环境与资源法。为了避免第三种称谓的误解 ,有些学者提出了“环境与资源法”的称谓 ,比如中国人

民大学设立了一个环境与资源法教研室。这种称谓也有现实的立法与机构名称方面的支持。比如全国人大

的“环境保护委员会”已改称为“环境与资源委员会”。不过 ,笔者认为 ,在“资源”含义不断拓展的今天 (如把

人才叫“人才资源”或“智力资源”,把劳动力叫“劳动力资源”) ,人们难以把“资源”与“自然资源”等同起来。

(5)环境与自然资源法。这种称谓把“环境”与“自然资源”两个相关联的词用“与”字并列起来 ,不仅念起

来顺口 ,易记 ,而且直观 ,能使人准确地推测到它的调整对象与所规范的内容 ,不会产生歧义与误导。因此 ,

这种称谓完全可以克服以上 4 种称谓的全部缺点。笔者认为 ,它最为科学、合理。

21212 概念

既然环境与自然资源法的称谓最为科学、合理 ,那么有必要给它下一个定义。笔者认为 ,环境与自然资

源法是指为了促进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人与环境的可持续和谐共处与发展 , 由国家制定或认可 , 并由

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旨在调整环境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213 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体系协同统一后的体系重整问题
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协同统一成环境与自然资源法后 ,它不仅调整人环关系 ,也调整人资的关系。环境

与自然资源部门法的调整对象确定了 ,因此 ,它的体系也就基本上明确了。环境与自然资源法的体系是一个

由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制约旨在调整自然环境的生态功能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所发

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其他法律渊源所组成的层次鲜明、内容丰富的系统。要建立起完善的环境与自

然资源法体系 ,首先必须要在环境法 (包括环境保护法、区域开发整治法和防震减灾法等 [10 ]) 和自然资源法

之上制定一部综合性的环境与自然资源基本法 ,使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统一于这部基本法。其次 ,还要协调

环境保护法、自然资源法、区域开发整治法、防震减灾法等同层次或不同层次的子法律部门的关系。要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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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 , 有必要把环境的保护和改善要求整合到自然资源法、区域开发整治法与防震减灾法的立法目的与

具体内容之中 (比如《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第一条规定 :“为了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植物资源 ,保护生物

多样性 ,维护生态平衡 ,制定本条例”) ,把区域开发与整治的区域化要求和防震减灾法的防震减灾要求整合

到环境保护法与自然资源法的具体内容之中 , 把具体的自然资源保护即环境因素的保护的要求整合到环境

保护法、区域开发整治法与防震减灾法的具体内容之中。

3 小 结

综上所述 ,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是相对独立的两个部门法 ,两者可以合并。合并后的部门法虽然不影响

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的相对独立存在 , 但对环境法、自然资源法的立法目的与具体内容的重新调整会产生

一些影响。作为以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为研究对象的环境法学与自然资源法学 , 其合并已成为法学界的既

成事实。合并后的部门法学虽然不会对环境法学与自然资源法学两个子学科的相对独立存在产生影响 , 但

对环境法学、自然资源法学的研究方向与研究内容的重新确定却会产生一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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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independence and oneness of environ ment la w and

natural resources la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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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Based o n t he co nt rast ing analysis of enviro nment and nat ural reso urces’
value , t he aut ho r dist inguishes t wo set s of co ncep t s , i . e . enviro nment and nat ural re2
so urces , and enviro nment ri ght s and nat ural reso urces right s . Then t he aut ho r
demo nst rates t hat regulat ing o bject , basic co ntent and cent ral i ssues of enviro nment
law and nat ural reso urces law are no t t he same . So t he system of enviro nment law and
t hat of nat ural reso urces law are independent . Because enviro nment and nat ural re2
so urces are nearl y inter related , enviro nment ri ght s and nat ural reso urces right s are
relat ively independent ,so t he system of enviro nment law and t hat of nat ural reso urces
law are no t absolutely indep endent . The aut ho r makes a f ur t her st udy o n t heo ry and
realist ic basis of o neness of enviro nment law and nat ural reso urces law , t he name ,
co ncep tio n and system’ s readjust ment of co mbined dep ar t ment law .
Key words : enviro nment law ; nat ural reso urces law ; independence ; o neness ; enviro n2
ment and nat ural reso urces law

常纪文 :论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的独立性与协同统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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