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下补不若簿犷…
一

砰舜二梢鞘辈二万下不 {
一

膺理矍共参井扮矛 ,
一

共介鑫 爵
一

嘴

环境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 论环境法的特
,

点

蔡 守 秋

目前
,

环境法及环境法学的应有地位还没有得到公认和确立
。

有的人把环境法当作经济

法或行政法中的一个部分 ;有的人视环境法为旁门小溪
,

把它摆到可缓可急
、

可大可小的轻微

地位
。
这样不仅妨碍环境祛及环境法学体系的建立和进一步发展

,

而且也妨碍整个环境保护

工作的顺利开展
。

我认为环境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

提出以下意见进行商榷
。

从环境法发展的过程看
,

它已走上与其它法律部门牢行的独立发展道路

如同任何其它法律部门一样
,

环境法也有它自己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

在十八世纪第一次工业大革命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
,

人类的生产力水平低下
,

人撕舌动对

环境的影响即对环境自净能力的冲击不大
,

这时的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 自然资源利用或某些

对人们生活有显著影响的方面
,

在法律上则出现了一些零散的具有保护局部环境作用的条文
。

例如我国古书《韩非子
·

内储说上》记载
: “

殷之法
,

弃东于公道者断其手
。 ”
这大概是最早的不

准乱抛垃圾的法令
。

另外
,

我国秦律中也有春天不准到山林里砍伐木材
,

不准堵塞水道
,

不到夏

季不准烧草作肥料
,

不准采集发芽的植物
,

不准捕捉幼兽
、

鸟卵和幼鸟
,

不准毒杀鱼鳖等规定
。

这些规定
,

有些与现在的自然保护条文相似
。

世界上有些手工业发达的国家
,

为了防止废气
、

废水
、

废渣污染环境
,

也先后制定过一些法令
。

如古代巴比伦王国制定了汉穆拉比法典
,

命令

鞋匠住在城外
,

以免污染水源和空气
。

一三O 六年英国国会发布文告
,

禁止伦敦工匠和制造商

在国会开会期间用煤
。

这些古代的具有保护环境作用的条文一般都夹杂在其它法规里
,

如同

奴隶社会
、

封建社会中
,

刑法
、

民法和诉讼法等
,

往往规定在同一法律文件中一样
。

而且这些条

文只包含着保护局部环境
、

特别是统治者所在或所属环境的意思
,

谈不上我们现代这样的环境

保护概念及环境科学思想
。

这是环境问愈及环境法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

第一次工业大革命以后
,

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出现
,

生产力水平
、

科学技术不断发展
,

人

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
,

这时的环境问题主要是工业三废的点源污染
、
区域污染

,

反映

在法律上
,

则出现了一些单项的环境保护法规或地方性的环境保护法规
。

如十九世纪后半叶
,

,

英国路布制碱法排 出的盐酸及硫化氢所产生的非常讨厌的废气
,

迫使英国当局于一八六三年

颁布了第一个防止污染的《碱业法》
。
日本大阪府一八七七年颁布的《工厂管理条例》

,

有些内

容现在还可以说是很先进的
,

如工厂的选址可以减少环境的污染程度
,

这个选址问题当时就受

到重视
。

美国一八九九年的河流和港 口的法令
,

规定非经许可
,

禁止将除城市街道和污水管的

液体之外的废物排进美国通航的水域
。

这个法律虽然当初制定时是为了推动航运管理
,

但却

被解释为用于防止污染物质
,

而且直到目前仍被政府广为应用
。
这期间

,

许多国家还制定了森

林保护
、

城市卫生
、

名胜古迹及文物保护等法令
。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
,

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不

久
,

就在一九一八年
、

一九一九年颁布过环境保护的法令
。

以上所述这类单项法规
,

被分散在
一

冷
- -



簇聋挤莽释牛带笋界碧等等平势薄挤李答事

行政法
、

民商法
、

劳动法
、

刑法等各个部门法里面
,

既没有从理论上
、

也没有从实践上加以统一
,

上升为环境法这样一个部门
。

这是环境问题及环境法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

比第一个阶段进步

的是
,

环境法不再仅仅是夹杂在其它法规里面的零星条文
,

而是形成 了许多单项法规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

特别是在本世纪五十
、

六十
、

七十年代
,

现代工农业生产突飞猛进
,

生产力
、

科学技术事业急速发展
,

人 口膨胀
,

大城市增多
,

人类大量的生产
、
生活废弃物排向天

空
、

水域和大地
,

人类大规模开发
、

消耗资源
、

能源
,

形成了大区域的甚至全球性的污染
,

严 玉地

威胁到人类生态系统的平衡及人类自身的健康 与安全
。

环境问题成 了二十世纪一个最严重的

社会问题
,

环境科学及环境保护事业应运而生 反映到法律上
,

不但各种保护环境的单项法规

的出现如雨后春笋
,

而且出现了能够代表或综合这些法规的所谓
“
环境保护基本法

”

(或母法 )
。

如在国际环境法领域
,

产生了一九七二年的《人类环境宣言》和一九八O 年的《世界 自然资源保

护大纲》 。

在国内环境法领域
,

美国一九六九年制定了《国家环境政策基本法》
,

日
一

术一九六七

年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法》 ,

我国一九七九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试行 ) 》
。

这

就是环境问题和环境法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

在这个阶段
,

环境法不仅内容 日趋丰富 `形式 日趋

完备
,

而旦从国内环境法扩大到国际环境法
。

据粗略统计
,

目前西德有关环境保护的立法已有

一百六十三种
,

美国有一百二十一种
,

日本有七十余种
,

其它如瑞士
、

英国
、

苏联等也制定了数

量繁多的环境法规
,

并且每年都有新的环境法规出现
。

这许许多多的法规的总和
,

构成了一个

具有共同目标
、

互相补充
、

互相联系的环境法网系
,

并在古老的法学领域内形成 了一个生机勃

勃
、

长势旺盛的新枝
一

一环境法学
。

从这个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出
,

环境法有其独特的内在的发展动因
,

这就是人类自然环境

质量的变化或人类的环境问题
。

与人类环境问题的三个历史时期相适应
,

形成了环境法的三

个发展阶段
。

随着人类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
,

环境法也逐渐完善而进入成熟期
,

从而走上了与

其它法律部门平行的独立发展道路
。

从环境法与其它法律都门的比较看
,

它具有特定的调整关系及保护对象

目前
,

国内外一些法学者在讨论中指出
,

环境法这个综合体
,

包含公法
、

私法
、

刑法和民法

各种成分
,

但又有别于这些法律部门
。

首先从公法与私法看
,

环境法与作为私法的民商法不同
,

它是基于公共福利或社会公益等

公法原理的法律
。

环境法首先象公法
,

例如国家把环境保护纳人国民经济计划
,

进行合理的工

业布局
,

征收专门的公法款项如排污费等
。

弓一方面
,

环境法与作为公法的行政法等不同
,

它是既保护全国的公共的利益
、

也保护私

人利益的法律
。

许多环境法经常涉及典型的三角利益
: 国家保护的社会利益

,

企业通过采取

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的措施而取得的利益
,

企业活动可能对公民造成不便或危险的公民利益
。

在违反环境法时
,

如牵涉到国家各管理机构或国家机构与企事业单位时
,

一般通过行政办法解

决
,

如损害公民权益时
,

大多通过民法程序解决
。

由于环境法最初产生于民商法和关于劳动保护的文件里
,

所以有人主张把环境法纳人民

商法
。

传统的民法是指调整一定范围财产关系和人身非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

社会主义

民法是调整社会主义组织间
、

组织与公民间
、

公民相互间的财产关系
,

以及与其有密切联系的

人身非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

而环境法调整的并不完全是财产关系
,

即使引人环境价值

的新概念
,

把自然环境
、

自然资源 当作财产
,

这种财产关系也大不同于传统民法上的财产关系
。

在国外
,

还有的学者把环境法归人经济法这个部门
,

因为环境法与一 些经济法特别是经济



统制法搅到一起
,

如 日本一九四九年的《土地改良法》
、

一九五六年的《首都圈整理法》
、

一九六

一年的《水利资源开发促进法》
、

一九六四年的《林业基本法》等
。

我国新编的 《法学词典》及一

些通俗的法学读物甚至某些高等院校的法律教材中
,

也大都把环境法列人经济法的范畴
。

如

果作为一种暂时的处置办法
,

这样作是可以理解的
,

但是作为一种科学的分类
,

却值得商榷
。

经

济法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规总称
,

是从民商法里分出来的
。

在我国
,

经济法主要是调整国民经

济管理和社会主义组织之间在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
。

把这种经济关系移到环境法里

面
,

显然是很勉强的
。

况且
,

对于经济法是否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

目前争论仍很激烈
。
把

一个具有鲜明的特定调整关系及保护对象的环境法塞到一个自前尚未定论的经济法这个新部

门之中
,

一方面使得经济法这个部门背上一个大包袱而显得更加杂乱无章
,

另一方面也妨碍了

环境法这个部门的进一步发展
。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有关科学分类的论述中指出
, “

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的

运动形式或一系列相互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的… … ” 。

显然
,

对于某一现象领域所特有

的矛盾的研究
,

就构成某门科学的研究对象
。

我们通常说的法律部门
,

是指调整同一种类的社
`

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

如国家法
、

劳动法
、

民法
、

刑法
、

行政法等
。

一些法律规范是杏能独

立门户
,

主要取决于它是否具有特定的调整对象
。

当前
,

一般认为
,

环境法是调整因保护环境

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和
。
这一定义清楚地指出了环境法所调整的特定的社

会关系
。
正如上面比较时所指 出的一样

,

这种关系既不等于民法中的财产关系(如所有权关

系
、

债权关系等 )
,

也不等于行政法那里的社会关系 (如上下级间的隶属关系)
,

当然也就不等于
-

由
“

来 自行政法中的竖的关系和来自民法中的横的关系
”
所组成的经济法中的经济关系

。

环境

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
,

只有在涉及自然环境的保护或破坏时
,

才发生互相作用和影响
,

离开了
,

自然环境这个对立面或媒介便没有环境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 `

另外
,

有的法学者干脆从法律保护的对象来给环境法下定义
。
如西德有的学者认为

,

环境
法是旨在为了保证公民的重要生活需要而保护人的自然环境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
目前

,

许多

环境法都是根据保护客体 (如土地
、

水
、

大气
、

森林
、

草原
、

野生动植物
、

风景名胜等 )和防治对象

(如噪声
、

振动
、

恶臭
、

放射性物质
、

废油
、

垃圾
、

地面沉降
、

农药化肥等 )制定的
。

这些环境法所

保护的对象是独特的
,

是其它法律部门所没有包括的
。

环境法所调整的特定的社会关系及其独特的保护
、

防治对象
,

决定了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法

律部门的无可争议的资格
。

这就是我们从比较中得出的结论
。

从环境法的许乡特点 .
,

应该给予它以独立的法律娜门的地位

目前
,

国内外许多法学者根据人类环境间题的特性及发展趋势指出
,

环境法具有许多新特

点
,

对这些特点的研究
,

不仅能丰富原有的法学理论
,

而且也给法的基本理论的研究开辟了一

些新的领域
。

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

第一
,

环境法主要是由国家环境保护机构监督执行
、

为环境保护事业服务的一个新兴的部

门法
。
目前世界上不少国家成立了专门的环境保护机构 (如环境保护委员么环境部

、

环境厅
、

环境纠纷仲裁委员会等)
,

把保护环境作为国家的一项职能活动
。

如西德联邦政府在一九七一

年的环境保护规划中强调
, “ 立法把保护自然和自然本身的发展

,

看作是国家首先要关心的切

身重大问题
” 。

在环境法的监督执行方面
,

环境保护机构较之专门的国象司法机构及其它部

门
,

担负着更为重要而经常的职贵
。

这种形势的出现
,

不仅加强了环境法的独立地位
,

而且也

带来了一系列影响
。



第三
,

环境法是一个科学技术性很强的法律部门
。

从环境法的发展历史我们知道
,

没有现

代化的环境科学
,

就没有现代的环境法
。

环境科学是环境法的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
,

环境科学

的成果往往用环境法条文的形式反应出来
。

马克思曾经说过 : “ : 反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

自然科学家
,

他不是在制造法律
,

不是在发明法律
,

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
。 ”
马克 巴所强调的立

法者的这种唯物主义态度在许多法律部门曾被忽视
,

但在环境法方面却体现得很鲜明
、

突出
。

目前 , 各国环境法的发展趋势是
,

除了一个具有政策性
、

理论性的全面的基太法之外
,

其它单行

环境法规特别是有关环境标准的法规
,

越来越具体
,

越来越接近技术性
、

工艺性的规范或准贝d
_

大多数国家还都声明
,

环境立法要随肴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完善
。

与此相适应
,

在环境法部

门集中了越来越多的受过环境科学技术教育和训练的法律专家和学者

第三二
,

.

环境法主要是以保护人类自然环境及人类健康为目标的社会公益性的部门法
。

关
一

井环境法的 目的任务
,

在各国环境法条文中曾有不同的反映
,

在
二
一些法学家中也有过争

论
。

七 纽代以来
,

各国环境立法
,

都倾向
一

少以保护环境
、

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为立法的最高宗

旨
。

如哭国修且 后的《国家环境政策法》
,

对其立法 目的
,

即就保护环境
、

保障人民健康
、

维护历

史文化遗产
、

合理使用资源等方面
,

作了详尽规定
。

又如 日本一九七O 年修改的《公害对策基

本法》
,

专项详细规定了国家
、

地方政府
、

企业
、

公民个人的职责
,

井把一九六七年制定的《公害

对策基本法》中的这一见解
“
生活环境的保全

,

要设法使它和发展经济相协调
” ,

修改为
“

达到保

护国民健康和维护其生活环境的 目的
” 。

加拿大政府则直截了当地宣布 : “

政府的意图是宁愿

重视环境保护而不是经济发展
。 ”

从环境法的目的任务可以看出
,

环境法与其他部门法比较
, `

己在性质上
,

还具有如下三个

不 !司之点 :

其一
,

时间
_

匕的持久性
。

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理论的一个重要原理是
,

自然环境

保护活动具有永久长存的性质
。

环境保护不是临时性的运动
,

而是社会现在和将来幸福的条

件
。

这种客观性质反映到环境法方面
,

则表现为环境法具有时间上的持久性和明显的继承性
、

其二
,

范围上的广泛性
。

由于造成人类环境问题的条件及因素的复杂性
、

多样性
,

便决定

了环境法适用范围的广泛性
。

虽然如上所述
,

环境法主要是由国家环境保护机构监督执行
、

为

环境保护事业服务的一个新兴的部门法
,

但是它所调整的范围
、

对象
,

却涉及十分广泛的领域

和儿乎所有的社会部门
,

它的某些法律规范仍不可避免地分布在刑法
、

民法
、

经济法等其它法

律部门
。

从保护客体及防治对象看
,

环境法的适用范围包括大气
、

水域
、

土地
、

矿藏
、

森林
、

乡
-

原
、

动植物
、

太平洋
、

南极洲直至星星和月亮等等
。

对一国而言
,

可以说包括了全部领土
`

、

领水

及领空 ;对整个人类而言
,

已遍及地球及其临近的宇宙空间
。

从环境法所限制
、

调节的社会关

系看
,

它包括工农业生产
、

交通运输
、

旅游服务业等众多的生产管理部门
,

涉及到经济计划
、

体

制
、

科学技术等很多问题
。

其三
,

性质上的公益性
。

由于环境污染的流动性 (如大气污染
、

水域污染都没有国界 )
,

所

有人类的行动都具有全球性的相互关系及全球为之承担责任的结果
,

这使得保护环境和消除

生态危机威胁的问题
,

成了世界性问题
。

这一问题使得不同社会制度的各国产生了一个新的

合作领域
。

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国际环境法领域
。

在许多国际性的决议及文件中反映 J一这样

一种观点 : 为了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
、

幸福
,

保护和改善环境
,

保护和合理开发自然资源
,

是一个对于各国人民的幸福和一切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任务
。

这一特点也使得不

同国家的环境法学者之间有了 一个广阔的具有远大前途的合作领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