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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
的法制继承与发展

常纪文

一、加强我国环境友好

型社会文化法制建

设的历史必要性

环 境 法 治 必 须 以 理 性 的

环境文化为基础。在靠 文化

精神立国和治国的中华民族

尤其如此 。目前 , 建设环 境

友好型社会已经成为我国的

一项共识。因此 , 必须 培 养

和建设体现环境友 好型价值

理念的社会文化。

建设环境 友 好 型 社 会 文

化是人类思想观念领 域的深

刻变革 , 是对传统工业文 明

和生活文 明的重新检讨 , 是

在更高层次上对自然法则 的

尊重与回归 , 它的提倡在 发

达国家由来已 久。发达国家

的实践已经证明 , 只有建 设

环境 友好型社会文化 , 才能

把被动的环境守法行 为转化

为主动的环境守法和护法行

为 , 在全 社会形成自觉遵守

环 境 法 律 的 风 尚 。 基 于 此 ,

一些国际法律文件也直接或

者间接地认可 了环境友好 型

社会文化的思想。如 1972 年

《 人 类 环 境 宣 言 》 要 求 :

“ 为 了 更 广 泛 地 扩 大 个 人 、

企业和基层社会在保护和改

善人类各种环境 方面提出开

明舆论和采取负责行为的基

础 , 必须对年轻一代和成人

进行环境问题的教 育 , 同时

应该考虑到对不能享受正当

权 益 的 人 进 行 这 方 面 的 教

育 。” 发 达 国 家 一 两 百 年 才

能 达 到 的 工 业 文 明 发 展 成

果 , 新中国只用了 二十余年

就实现了。工业的高速发 展

和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 的消费

水平对我国的生态环 境构成

了巨大的压力。可以说 , 我

国目前的生 态环境问题相当

严峻。在发展压力大、人 口

仍将继续增长的基本国情下 ,

建设环境友好型 社会就显得

非常迫切了。缺乏文化支 持

的政 治口号 , 不可能持续长

久 , 因此 , 在传统中

华 环 境 文 化 的 基 础

上, 加强我国当代环

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

建设刻不容缓。

二、我国环境友好

型社会文化法

制建设的历史

底蕴

中华民族几千年

来形成和发展了自己

独特的文化哲学 , 如

儒 家 提 倡 “ 天 人 合

一”的思想 , 要求将

天 之 法 则 转 化 为 人 之 准 则 ;

道家提出了 “道法 自然 ”的

思 想 , 要 求 人 道 顺 应 天 道 ,

按照自然法 则办事 ; 佛家 提

出了众生平等的 “佛 性 ”思

想。这 些思想 , 虽然有 不 同

的主张 , 但都有一个惊人 的

共同点 , 那就是均把人 与 自

然 的 和 谐 作 为 其 核 心 思 想 。

以这个思想为基础的其他 社

会 文化 , 如养生之道、风 水

学等 , 都无不展现着人 与 自

然的融合关系。体现在 立 法

上 , 历代统治 者都注重通 过

立法来或多或少地确认和发

展这种社会文化。据 《逸 周

书·大 聚 篇 》 记 载 : “ 禹 之

禁 , 春三月山林不登 斧 , 以

成草木之长 ; 入夏三 月川 泽

不 网 罟 , 以 成 鱼 鳖 之 长 。”

《荀子·王制》说 : “圣 王之

制 也 , 草 木 荣 华 滋 硕 之 时 ,

则斧斤不入山林, 不夭其生 ,

不 绝 其 长 也 ; 鼋 鼍 、 鱼 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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蝤鳝孕别之时 , 罔 罟 毒 药 不

入泽 , 不夭其生 , 不 绝 其 长

也 ; 春耕 、夏 耘 、秋 收 、冬

藏四者不失时 , 故 五 谷 不 绝

而 百 姓 有 余 食 也 。” 公 元 前

11 世纪西周的 《伐崇令》规

定 : “毋坏 屋 , 毋 填 井 , 毋

伐树木。有不 如 令 者 , 杀 无

赦。”秦朝的 《田律》规 定 :

春天二月 , 禁 止到 山 林 中 砍

伐树木 , 禁止 堵 塞 河 道 , 不

到 夏 季 , 禁 止 烧 草 作 肥 料 ,

禁止采集刚发芽的 植 物 , 捕

捉 幼 兽 , 捡 拾 鸟 蛋 和 幼 鸟 ,

禁止毒杀鱼鳖 , 不 准 设 置 捕

捉鸟兽的陷阱和 网 罟 。这 些

法律规 范所反映朴素 但 非 常

科学的生态文化思 想 , 经 过

反复验证和发展 , 形 成 了 中

华环境文化 的法制 底 蕴 。对

封建社会中晚期和新 中 国 的

环境立法 , 均产 生 了 巨 大 的

影响。

三、国际环境友好型

社会文化法制建

设的现状与特点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以 后 ,

随着西方工业化的迅猛发展 ,

环境问题呈现区域 化 和 国 际

化的趋势。1962 年美国生物

学家 R·卡逊女士所著《寂静

的春天》一书 出 版 , 既 标 志

着人类关心生态环 境 问 题 的

大 开始 , 也标志着 当 代 环 境

文 化 在 世 界 的 兴 起 。 1971

年 , 勒内·杜博斯和芭芭拉·

沃德出版的《只有一个地球》

将环境污染问题 与 人 口 、资

源、工艺技 术影 响 、发 展 不

平衡等问题联系 起 来 , 从 而

使 环境文化由单一思 维 性 的

文化转化为社会 系统 中 的 文

化。1972 年罗马俱乐部发表

的 《增长的 极限 》再 次 使 人

们对传统工业的 高 增 长 、高

消 耗模式以及高消费 的 生 活

模式产生怀疑 , 西 方 学 者 开

始大力倡导能够为 环 境 承 载

能力 所接受的生产和 消 费 模

式。这些思想引发 了 国 际 社

会尤其是各国政府 对 如 何 处

理人与 自然环境关系 问 题 的

思考。在此基础 上 , 联 合 国

1972 年 召 开 了 人 类 环 境 会

议 , 1992 年召开了环境与发

展大会 , 2002 年召开了可持

续发展世界首脑会 议 , 这 些

会议以国际共识的 形 式 一 步

一步地把经济发展、社会进

步与环境保护相 协调的可持

续发展环境文化理念展现得

淋漓尽致。

为 了 顺 应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时 代 潮 流 , 近 年 来 , 日 本 、

美国、俄罗斯、欧盟等世 界

主要国家或者地 区在环境基

本法或者单行环境立法中对

环境文化的法制建设措施和

机制做出了系统 性 规 定 。总

的说来 , 这些国家 或 者 地 区

的环境文化法制建 设 具 有 以

下特点 : 一是以现 代 的 环 境

科学和生态学知识和 可 持 续

发展的思想为基 础 ; 二 是 突

出环境问题 的区域性 和 全 球

性 , 强调国际环境 合 作 的 新

文化思想 ; 三是 公 民 环 境 文

化 素 质 的 培 养 强 调 全 民 性 、

系统性和综合性 , 强 调 国 家

的职责 与公民的义务 及 主 动

参与相结合 , 注重 培 养 公 民

的节制、持续、公平、生命、

朴 质 、 和 谐 、 仁 爱 等 观 念 ;

四是为了保证科学 决 策 和 科

学地执行 环境法律 , 立 法 注

重对领导者和专家的 环 境 文

化素质的培训 ; 五 是 重 视 环

境教育体系的 建设 , 注 重 环

境文化培养的全 过 程 性 。环

境教 育从学前教育一 直 到 高

等 专 业 教 育 、 大 学 后 教 育 、

专门人才的专业再 培 训 和 业

务进修 , 大 众传 播 工 具 、博

物 馆 、 图 书 馆 、 文 化 机 构 、

自然保 护机构、体 育 和 旅 游

组织都参与进来了 , 形 式 多

样, 内容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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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国环境友好型

社会文化法制建

设的进一步发展

中 华 文 化 是 兼 容 并 蓄 的

民族文化 , 国际环 境 运 动 的

以上文化启示和国 际 法 律 文

件的环境 文化建设 要 求 , 均

对我国的环境文化法 制 建 设

产生巨大的影响。1972 年联

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以 来 , 我

国政府在民族环境 文 化 哲 学

的基础 上借鉴吸收国 际 经 验

并对照国际法

律文件的有关

要求 , 在我国

新型环境文化

的法制建设方

面做了大量的

工 作 。 目 前 ,

我国在环境基

本法、专门性

法律、行政法

规、政府规划

和行动计划等

层 次 , 都 有 关 于 环 境 宣 传 、

教育和培训的规定。如 1989

年 《环境 保 护 法 》第 5 条 规

定 : “国家鼓励环 境 保 护 科

学教育事业的发 展 , 加 强 环

境保护科学 技术的研 究 和 开

发 , 提高环境保护 科 学 技 术

水平 , 普及环境 保 护 的 科 学

知 识 。” 《 全 国 环 境 宣 传 教

育 行 动 纲 要 (1996—2010) 》

对环境教育、环 境 宣 传 、环

境宣传教育的能 力 建 设 、对

外宣传 等 方 面 也 做 了一些规

定。

近 年 来 , 环 境 资 源 已 经

成为制约我国乃至全 球 经 济

和 社 会 进 一 步 发 展 的 瓶 颈 ,

保护环境 、节约资 源 已 经 成

为全世界的共 识 。为 此 , 十

六 届五中全会审时 度 势 , 明

确提出了建设环境 友 好 型 社

会的目标。该目 标 把 环 境 友

好性作 为经济和社会 是 否 科

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判断标准 ,

可以说是我国政府 立 足 本 土

文化并 借鉴国外先进 发 展 理

念的又一创举。在此基础上 ,

2005 年颁布的 《国务院关于

落实科学 发 展 观 加 强 环 境 保

护的决定》把建 设 环 境 友 好

型社会的任务落实 到 了 环 境

文 化培养的层次 上 , 在 “深

入 开 展 环 境 保 护 宣 传 教 育 ”

部分明确指出 : “要 加 大 环

境保护基本国 策和环 境 法 制

的 宣 传 力 度 , 弘 扬 环 境 文

化 , 倡 导生态文 明 , 以 环 境

补偿促进社会公平 , 以 生 态

平衡推进社会和 谐 , 以 环 境

文化丰富精神 文明 。新 闻 媒

体要大力宣传科学 发 展 观 对

环 境保护的内在要 求 , 把 环

保 公 益 宣 传 作 为 重 要 任 务 ,

及时报道党和国家 环 保 政 策

措施 , 宣传环保 工 作 中 的 新

进展新 经验 , 努力 营 造 节 约

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舆论氛围。

各级干部培训机构 要 加 强 对

领导干部 、重点企 业 负 责 人

的环保培训。加强 环 保 人 才

培养, 强化青少年环境教育 ,

开展全民环保科 普 活 动 , 提

高全民保护环境的自觉性。”

《决定》的这些要求 , 不仅继

承了我国传统的环境 文 化 哲

学 , 还体现了国 际 环 境 文 化

发 展 的 最 新

特 点 , 充 分

地 借 鉴 了 国

外 环 境 法 制

建 设 的 成 熟

经 验 , 为 加

快 完 善 我 国

环 境 友 好 型

社 会 文 化 的

法 制 建 设 指

明了方向。

世 界 环

境 友 好 型 社 会 文 明 的 兴 起 ,

为中华文化的伟 大复 兴 带 来

了重大机遇。我 们 必 须 抓 住

人类 文明转型的契 机 , 在 科

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发 展 新 型

环 境 文 化 , 倡 导 生 态 文 明 ,

进一步加强 环境文化 法 制 建

设 , 为全面建设和 谐 社 会 作

出应有的贡献。

( 作 者 :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法 学 研 究 所 教 授 、 农 工 党 中 央

法 律 工 作 委 员 会 委 员 )

(责 任 编 辑 常 云 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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