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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环境法应明确规定相称原则 
 

 常纪文  
 

  所谓相称原则，在环境法之中，是指环境监管的体制和环境保护的需要及环境监管的效率最

大化一致，环境监管的措施应当和实际的环境保护需要及现实国情相一致，处罚结果应当与违法

行为的性质和程度相一致。为了促进市场调节、宏观调控和行政管理措施的协调，平衡和衔接各

种环境公权，平衡和衔接各种环境私权，平衡和协调环境私权和其他私权，用环境公权合理地限

制或制约环境私权和其他公权，用环境私权合理地制约环境公权，使环境保护的措施最终达到环

境有效、实施可行和成本可接受的目的，近 10 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立法都规定或认可了
相称原则。更有甚者，在宪法中对这一原则作出了规定，如 2005 年 2 月，法国议会通过一项宪
法修正案，要求环境监管机关的监管行为符合相称原则。由于欧盟环境法律对相称原则的规定最

为完善，本文以之为例作一阐述。 
  关于环境管理体制与环保任务的相称性问题，欧洲法院 2005 年 9 月作出裁决，授予欧盟委
员会和欧洲议会以惩处环境犯罪的建议权和立法权。按照惯例，除非欧盟机关在欧洲法院赢得了

对成员国提起的诉讼才能享有罚款权外，其余的处罚立法权均属各成员国行使。而欧洲法院的解

释是，该项授权性判决有利于欧盟实体机构更好地行使环保职权，以符合欧盟环保的实际需要。 
  关于环境保护措施与环保现状的相称性问题，以《化学物评估、登记、许可和限制条例》为

例，该条例第 61条规定：“对现行授权作出评价决定时，如果环境发生变化⋯⋯使授权不再合适，
欧盟委员会在考虑相称原则的基础上可以修正或者撤回授权。如果有可以利用的替代技术，而授

权的对象人在评价报告中没有准备替代计划，欧盟委员会应当要求授权的对象人提交该计划。在

产生严重和立即的人体健康和环境风险的情况下，欧盟委员会应当根据相称原则，在评价结论出

来之前中止授权。” 
  关于惩罚措施与违法行为的相称性问题，2003年的《关于出口和进口危险化学物质和化学品
的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条例》、2004 年的《关于清洁剂的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条例》等都要求成员国
按照“有效、与违法行为相称和劝戒性的”要求确定违反条例的惩罚措施。 
  我国的环境立法明确地规定或者认可了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原则，环境保护

的公众参与原则，预防为主与防治结合的原则，谨慎与节制原则，环境责任原则，但是需要指出

的是，环境保护的相称原则至今还没有得到明确的规定或认可。不过，环境立法和一些与环境保

护有关的立法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一原则。如在环境管理体制方面，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规
定了统一监督管理和有关部门分工管理相结合的机制，规定了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的机制，这显

然考虑了我国单一制的体制，考虑了我国环保的需要、管理措施的优化和管理职权之间的衔接问

题。在环境管理的措施方面，我国新近设置的“区域限批”措施，显然是考虑了我国地方保护主

义势力庞大的实际；最近几年全面实行的环境行政许可制度，显然考虑了审批管理和审批后环境

管理的一体化需要，考虑了环境保护管理措施的法治化需要。在环境责任方面，我国 1997 年刑
法规定的刑事制裁措施和犯罪行为相适应的原则也考虑了打击环境犯罪的现实需要。 
  但是，我国环境问题继续呈总体恶化的态势说明，我国的环境管理体制目前还不顺畅、环境

保护措施还不完全符合实际的需要；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最近几年连续启动的“环境风暴”说明，

我国地方各级政府的环境管理行为，特别是环境影响评价书的审批和污染排放许可证的管理还存

在执法不严和监管不力的问题；松花江污染等重大环境污染事件一再发生的事实说明，我国的环

境法缺乏威慑力，“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现象有待纠正，环境民事责任机制还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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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的幅度有待大幅度提高。所有的这些问题，均说明环境保护的相称原则在我国还没有被环境

立法系统地体现，需要立法加以解决。 
  我国现在正修订环境保护的基本法——《环境保护法》，可取的办法是在该法中明确规定相

称原则，用该原则来指导环境机构的设置与分工、环境职责的赋予与协调、环境权利的授予与制

约、环境义务的履行与协调、环境法律责任的构成与实现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工作。只有这样，才

能系统地解决环境法实施中存在的一些久拖未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