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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尘灾害的法律防治 
 

 常纪文  
 

  近年来，我国西北部春季沙尘天气的发生越来越频繁，一些地方沙进人退的速度加快，部分

地区甚至产生了灾害性的影响，如 2006年 4月 9日，特 70次列车在行进中遭遇沙尘暴，所有迎
风向的玻璃被全部打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把我国目前沙尘灾害危害的特点归纳为：首发时间提

前；沙尘天气增加；影响范围增大 300多万平方公里；单次沙尘天气对环境空气质量影响程度明
显加大；近 50%的重点城市环境空气污染加重。日本、韩国的一些媒体也多多少少地把本国沙尘
天气的出现怪罪于我国。尽管我国的一些城市采取了沙尘暴应急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大多治标不

治本，长期效果不明显。这说明，我国西北部地区干旱生态系统的土地已经退化到了非常严重的

地步，必须下大力气从源头上加以预防和治理。从法学上看，也说明我国干旱生态系统的管理立

法存在严重的不足，需要跨越性的创新和完善。 
  从目前来看，应建立或完善的法律机制除了进一步控制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的排放，防止气

候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外，主要还包括： 
  其一，反省现行“行政管制+拨款”的沙尘治理模式的不足，按照温家宝总理在第六次全国
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的要求，从“主要运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

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问题”的思路，探讨“综合性与协调性行政管制+拨款+居民参与+社会监
督+国际协调”模式的可行性。 
  其二，分析如何克服中央和地方监管不到位和不协调的现象，研究如何加强中央与地方的监

管能力和合作。 
  其三，完善由多方参与保护干旱生态系统的法律程序和激励机制，完善生态恢复优先和生态

移民的机制，完善由政府主导的农民技术培训与有组织的劳务输出机制。 
  其四，分析现有立法在西北部地区干旱生态系统土地退化防治方面的制度缺陷，建立保护地

与收益地之间的生态补偿机制，建立退耕还林还草和实行保护性耕作方式的经济补贴机制，建立

牲畜种类和数量的核定和补贴机制，完善对土地退化防治资金的使用监督。 
  其五，探讨如何通过区域国际合作来共同防治我国干旱生态系统土地退化的机制，包括我国

如何进一步限制和禁止一次性筷子的生产和消费，日本如何限制甚至禁止从我国进口一次性的木

筷；我国、日本和韩国如何通过协商建立沙尘观测信息、沙尘防治信息、沙尘防治立法与政策信

息的共享机制，建立灾害协助防治的机制；日本鼓励民间组织和个人在我国西北部地区造林或者

植草，我国政府则采取产权确认和收益保障等激励机制保护他们改善我国西北部生态环境的积极

性等。 
  其六，完善目标责任制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这种责任不仅应体现在各级政府的分管领导和

环保局身上，还要落到各级政府的一把手身上。目标的实现程度应该以年度考核的形式加以确认。

为了明确责任追究的程序和后果，国务院应当颁布相关的行政法规。此外，还要培育民间监督力

量，拓宽民间监督渠道，完善环境保护的区域督察和公众监督相结合的机制。由于《国务院关于

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所规定的区域督察模式仍然属于环保系统内的行政监督，

故还应发挥公众的外部监督作用。现有的环保立法大都授予了公众的检举权和控告权，但是这种

规定太原则，缺乏可实施性，需要立法对公益诉讼等新型控告权的行使予以进一步的承认和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