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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无论是法典化还是单行法都离不开由环境到人的法律价值观。2021年全人常积极推进环境法典立法工作，

证明规范实现法典编纂工作成为重中之是实现法律系统化的基本途径。学者对于法典的理论研究经立法

迈入实践领域，旧单行法中不成熟的部分即将得到改变。其中对法典逻辑主线以及污染控制规范内容提

出新标准新要求。核心目的很明显，根本来说是营造更健康的人类生存空间，共同朝向美好生活迈进。

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污染控制作为其中重要的手段，能够直观快速的达到资源与经济双重可持续的目

标。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是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而且也是人民健康幸福的基础，还是我们留给后人最

好的财富。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就是为了保发展、保健康、保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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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oth codification and separate law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legal values of the environment 
to people. In 2021, the entire population will actively promote the legislative work of environ-
mental codes, proving that standardiz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de compilation work is a fun-
damental way to achieve legal systematization. Scholars’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code has en-
tered the field of practice through legislation, and the immature parts of the old separate law are 
about to be changed. Among them, new standards and requirements are proposed for the logical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6707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6707
https://www.hanspub.org/


陈馨然 
 

 

DOI: 10.12677/ojls.2023.116707 4943 法学 
 

main line of the code and the content of pollution control regulations. The core goal is obvious, 
fundamentally speaking, to create a healthier human living space and move towards a better life 
together. Under the people-oriented concept, pollution control, as an important means, can intui-
tively and quickly achieve the dual sustainable goals of resources and economy. A goo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not only the foundation of sustainable social development, but also the foundation 
of people’s health and happiness, and the best wealth we leave for future generations. To fight the 
battle against pollution is to ensure development, health, and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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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相较于世界立法环境之下对于环境法典的出台以达成基本共识，即以制定成文法并社会面颁布实施

数量可观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已经取得良好反响。但我国缺少体系下的规范统一的法典编纂。目前

的环境立法呈现出分布散落，相互交叉的特征。2021 年全人常最新提出的关于行政立法的工作计划，其

内容涉及到启动环境法典编纂工作。体现了对于环境法典真正从理论到实践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同时国

内环境法领域研究学者开始将重点转移到立法领域，更值得关注的是未来环境法典颁布时的体系构成和

规则内容。现如今大量的立法数量散落在宪法、环境保护系列法、污染防治系列法等。无法与环境治理

的现代化要求相匹配 [1]。将其排列组合成为法典多有不合理的地方，在编纂的方式选择上可以结合我国

环境现况，将生态资源保护、污染防治全面系统的进行编纂。虽然在立法体系上，学界存在不同观点，

但是在污染控制编涵盖在环境法典编纂内容上并没有太多反对意见。 

2. 环境法法典化之路径选择 

2.1. 法典化的分歧 

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立法计划，增强六部单行法之间的内部协调统一，在环境原则中预防为主的

引导下进行立法。学者为了编纂法典将章节分成总则和污染控制编等分则，共 5 章组成的专家建议稿 [2]。
环境法典编纂是否迫切需要存在两种声音，统一承认目前存在法律规范缺少统一体系，散落分布的问题，

质疑主要存在于是否法典化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认为通过法典化解决前述问题抱有不赞同看法，提

出汇编式法典化是环境法法典化的最佳途径。显而易见，面对着既有法律规范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通

过整理汇编法律条文的方式改变环境法编排顺序，难以根本解决制度问题。另一种观点则支持法典化路

径，并从逻辑结构、制度设计、解决路径等多角度阐述法典化必要性及合理性。二者讨论的实质在于针

对环境法法典化解决环境实际问题的技术路径产生分歧，是否环境法法典化为最优选择而不是制度僵化。

我国自最早 1990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止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单行条例，延

伸至各省各市发出的条例。已经做到因地制宜，难题各个攻破的程度。但是缺乏一个统一的系统，导致

法律条文数量众多，出现交叉重叠，承担环境责任的主体之间相互推诿，难以定责到单位或组织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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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何编纂环境法典的各国经验来看，以美国为首，日本效仿立法模式于 1993 颁布环境基本法，在基本

法典推出的基本上进行单行法辅助，实现全面灵活的立法模式 [3]。也有国家选择法典化立法模式，瑞典、

菲律宾、哥伦比亚等国家先后推出环境法典。将所有涉及到的环境法律法规归纳整合成一部规范法典，

结构完整严谨，内容涵盖单行法或者根据环境保护需求保留一些不适合归纳在环境法典中的单行法 [4]。
当然两种模式并不是全盘吸纳，存在明显的缺点。分散的单行法结构上无法保持规则的同一性，各个单

行法颁布的背景时机或针对阶段环境治理的目标不同，所对应的治理手段、责任主体也不尽相同。颁布

时间在前的单行法与后单行法难免出现规则内容交叉相悖的部分。甚至出现基本法与单行法规则矛盾，

没有统一适用标准的尴尬情况。支离破碎的法律规范看起来与其他法律体系格格不入。瑞典环境法典将

法典改革朝向形式合理化发展，在国家总则–分则的法律框架下，将实用主义与实质正义相结合，使之

成为第一部实质编纂意义的法典。环境法实质编纂既需要内在价值体系统一，又要求外部规范体系之间

协调。综上对我国而言，在法典化编纂体系结构基础上，法典规范性内容统领下，需要有完备的法学理

论和经验丰富的环境法学者进行科学编纂。因此不仅要对现行六部单行法进行整合删减或增添，而且要

花费时间进行逻辑推理以确保顺利颁布实施。尽量避免法典化僵硬滞后性，还要贴近目前社会经济发展

现状和环境防治新需求。作为一部具有政治引领作用的环境法典，调整合理化是有难度的。因此应全面

整合既有法律规范，契合时代发展在原有法典化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法典化对于当前中国国情来讲，

是最为适宜的选择。 

2.2. 法典化的可持续发展主线 

可持续发展理念已经成为环境法典的核心立法价值。自 1992 年联合国和发展大会通过《21 世纪议

程》和《里约宣言》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1995 年中国第一次将可持续发展战略写入九五计划书中，

自此可持续发展战略正式通过单行法确立为法律规范。世界各国已经颁布或正在议案通过进程中，不约

而同将该价值理念融入立法工作中，正如瑞典法典开篇规定宗旨与基本原则，在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理念

下构建完整法治体系、确定罚则范围、建立救济机制。尽管采取形式编纂的法国法典，依然有值得借鉴

之处，即同样确立可持续发展的发展主线，确立目的导向、原则建构与制度保障的法律体系。习总书记

同样发表言论，强调认识走生态可持续发展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根本道路。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生态可持续发展放在更加明显的位置，持续发展“以人为本”理念下

的污染控制。国际环境法中奉行环境与发展一体已经在大量成文法国家中得到运用，并影响国内环境法

的编纂内容。尽管采取法典编纂方法有差异，但各国环境法典的发展主线的选择存在共性。“防治污染

和其他公害”只是手段，防治污染导致的人类健康损害才应是法律追求的核心价值目标 [5]。综上所述，

应尽量避免刻板编纂法典化模式，要在我国基本国情下，与保护环境国策相呼应，在兼顾经济发展和环

境保护的同时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

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形象的展示出党中央对加大生态文明建设，走可持

续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生态可持续发展，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要认识到走生态可持续发展是实现

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根本道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生态可持续发展

放在更加明显的位置，全面展示蓝天、绿地、清水的美丽形象，助推经济走生态可持续发展道路。1994
年联合国与中国同一年确立可持续发展是以人为本的重要地位。有学者提出，本质在于对经济增长转向

为促进个人发展，只有个人需求被满足，生存空间完善才是一切发展的基石。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

理念下的污染控制，“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只是手段，防治污染导致的人类健康损害才应是法律追求

的核心价值目标 [5]。可持续发展体系是复杂的上层建筑，均应体现在环境法典的法条规定中，将抽象法

治理念融入司法判决中，借鉴到生活化保护环境中。因此在原法律体系基础上，可持续发展观在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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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进行制度更新，符合人口快速增长的当下以人为本的中心思想。 

3. 以人为本融入环境法典 

在城市化进展的加速度下，城市人口的增多随之带来资源消耗加剧。人们对于美好生活质量的向往，

生存环境高标准致使一线城市加快设施完善。最新一线城市名单的公布，有些城市上榜也证明着城市环

境与绿化面积达到规定标准。个别城市达不到“健康城市”的标准与其经济建设和良好环境光脱不开关

系。想要保持经济建设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将可持续发展观念加入到环境立法工作中，贯彻法典编纂始

终。资源–环境–人口三大问题是我国当下制度下面临的重要问题 [6]。以小见大也同样是全球经济环境

下共同关注的待解决的问题。污染防治相对于环境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利用是相互促进关系。只有解决污

染防治问题，才保障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换言之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加入立法工作中，就是利

用法典编纂引领循环经济，环境自我修补和资源再利用，辅助经济活动循环再生产 [7]。发挥上层建筑的

作用，使得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中国政府在 1994 年通过的《中国 21 世纪议程》中提出的中国可持续发

展战略也明确声明“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任何法典编纂都离不开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无论是指明公

民享有什么样的环境权利，还是提醒排污主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共同目标都是向着更健康美好的生

存空间奋斗。目前传染病和新冠的肆意传播已经严重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健康，何尝不是对于人们捕杀加

工野生动物的循环结果。所以，编辑污染防治编只是手段，一切法典编纂的核心价值观都是为了在满足

基本需求的基础上，以人为本价值体系下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可持续发展道路，迎来循环经济。 
以人为本的基础上，污染控制编要更有利于实施，合理设置处罚机制。五位一体已经清楚理论纲领，

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提到进程上，为了实现污染防治进而环境、资源、经济可持续。必须科学立法，严格

打击无视环境立法的污染破坏行为，明确违法主题企业。划分总则分则体系，并且细分污染监管行政主

体的监督职责。对于当前六部单行法中行政主体存在法律责任内容重叠，指向不明确的缺点进行统一标

准的划分，并且涉及污染防治方面与行政法相似的部分进行分离，专门设计独立的编来纂写行政责任。

真正实现环境立法是一门区别于行政法的独立的部门法。同时还要考虑污染控制编与刑民法律衔接的必

要性，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相结合，使得在完整法律体系中协调统一。再者其他相关部门也要协助行政

部门进行监督工作，避免法典化带来的僵硬与滞后性，开展执法活动时要合法灵活。并且相关部分配合

定期检查其执法活动，相互配合共同进步。民众也可以在污染防治方面进行举报监督，挖掘社交网络平

台的功能，有些污染问题媒体曝光会比行政部门发现问题更及时。针对合法自由裁量部分，可以设计兜

底条款，适当为行政执法部门提供自由裁量空间。更有利于提高污染防治的效率，及时高效的精准打击

违法主体。同样兜底条款也可以设计在新型污染如光污染或等上面，加之颁布单行条例，有效的弥补法

律漏洞。最后也是非同小可的一点，发挥教育的力量。引导民众重视环保，建立健全环保监督举报机制，

并使其真正发挥良好的监督作用。加大对相关环保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使得人民群众和生产经营者对

法律法规都有充足的认识，引导人民群众和生产经营者树立法律意识，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能够遵守法

律，不知法犯法和抱有侥幸心理。 

4. 结语 

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宏大目标，从根本上体现了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之间的总协调。我们注意到，

有效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保障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而保障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是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有序组织和理性的体现。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配合下，中国才能够成功地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因此环境法典的编纂应该融入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观。针对污染控制编与行政法的界限不明确，内容

重叠问题进行改善。全民进行污染防治，就是在解决民生问题。治理污染不仅仅是政府工作，要让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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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众广泛参与进来，强化企业防治污染的主体责任，让其主动承担防治责任；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保

障他们的话语权，群策群力，共治共享，只有形成环境共治模式，才能更有效地进行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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