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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环境友好型的生活方式 
 

 常纪文  
 

  众所周知，环境问题和人们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如喜吃野生动物可能带来生态失衡问题，

不节约用水可能带来地区性的水荒问题，更换电器过于频繁会带来电子垃圾污染的问题，乱丢废

电池可能带来汞等重金属污染的问题。因此必须对人们的生活习惯进行科学的引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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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比较发达，比较注重全面和

全过程地预防和治理环境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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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些国家环境保护的一个重点工作。在我国，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和资源紧缺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国民生活导致的环境资源

问题是产生这个瓶颈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必须加强国民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的法制培育。  
  在法律和政策体系的构架方面，应该着手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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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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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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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讲究机制体系的全面性和相关性，突出重点，又要讲究

可操作性，能够解决问题。基于此，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应该做好以下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工作：  
  一是观念的培育机制。国家制定和颁布环境资源立法，其目的不应只是加强部门的职权和管

制，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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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培育公众的

民族环境资源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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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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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循环型产品，采购具有环境标准、节水标志的产品。这些引导机制的设立往往和经济刺激机制

的设立是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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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私人生活而言，每个人又处在市场之中，受市场规律的支配。因此，必须

发挥市场机制在公众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培育中的作用。这些机制主要包括废品价格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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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对公众的司

法救济权作出妥善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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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