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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欣闻北京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我的《污染与财产权：环境保护的所有权制度比较研究》的中文版
，我深感荣幸！
在我看来，在21世纪，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比中国更为重要，因此中国的法律制度、政策的改革和发
展将会给世界大多数甚至所有国家带来重要的影响和启示。
　　在本书中，我试图告诉政策的制定者们，财产权体制，包括私人财产权、公共／国家财产权，以
及各种各样的共有财产权，如何影响保护自然环境免受废物、污染以及其他形式的环境退化威胁的努
力。
财产权体制的选择经常会被表述为如下非此即彼的情形：要么是绝对的私人财产权，要么是绝对的公
共／国家财产权。
这种表述实际上是一种误导，因为根本就不存在我们通常所说的纯粹的私人财产权或者纯粹的公共财
产权。
事实上，所有的财产权体制都是由私人权利、公共权利以及／或者共有权利组成的混合体，只不过它
们在天平上的轻重程度不同而已。
此外，没有任何一种单独的财产权体制在所有的情形下都能够达到最佳的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保护水
平。
哪种财产权体制才是“最佳”的所有权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千变万化的条件，包括经济、生态
、文化和历史情形等。
公共财产权、私人财产权以及共有财产权（即当地使用者群体的所有权和管理）都有实质的但却有限
的效用。
没有哪一个经济发达同时环境优美的国家会完全依赖于单一的财产权体制来保护资源或者抵抗污染。
　　对于像中国这样一边发展经济、一边试图减少环境破坏的国家来说，这个结论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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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指出，所有适用于环境保护的方法最终都建立在财产权的基础上。
如果缺乏某种财产权制度，资源退化和环境污染将不可避免。
因此，环境保护中的选择并非是否要适用基于财产权的方法，而是在各种各样不同的情形下适用哪种
基于财产权的方法。
    本书评估了基于公共财产权的方法、基于共有财产权的方法以及基于私人财产权的方法在环境保护
中的效用，发现它们都是有用的，同时也都存在着局限。
每一种方法都有它的优势和缺陷，在不同的生态、制度、技术以及文化条件下，这些优势或缺陷可能
会最大化或者最小化。
没有任何一种财产权体制可以被证实在所有的情况下，考虑到政策的各个层面时都优于其他所有的财
产权体制。
通过案例分析和经验研究，本书认为，污染与财产权之间的关联，最终取决于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地
点起支配作用的经济、制度、技术以及生态条件。
因此，在一个依赖于多种（经常是混合）财产权体制的社会，环境保护很可能会更加有效。
　　本书适合于高等法学院校和经济院校师生、政府官员以及热心于环境保护事业的人士阅读，也可
作为高等法学院校和经济院校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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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节现实、次优世界中的污染与财产权　　如果我们生活在上一节所描述的理想世界里，那么
本书到此为止就可以打住了。
环境保护将成为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浪费更多的笔墨没有任何意义。
然而，因为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存在着天壤之别，所以论述环境保护及其与财产权制度的关联还是很
有价值的。
在这个现实的世界——本书剩下的部分将关注这个世界，上一节所描述的达致最优环境保护水平的充
分和必要条件从来就没有实现过。
市场运行并5不完美；交易成本非常高昂；社会福利函数很不确定；财产权界定得也并不完美。
现实世界是如此不完美，以致在理论上讨论“最优”毫无意义，更别说实现“最优”了。
就像罗纳德·科斯（1964，p．195）已经观察到的那样，现实世界中所有组织经济活动的机制——市
场、企业以及政府，或多或少都存在失灵之处。
我们最多只能脚踏实地地期望尽可能地减少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而不能寄希望于假定的社会福利函
数能够达到最大值。
　　自由获取悲剧模型　　在20世纪，经济学家们开始系统地研究现实世界中财产权缺位与资源损耗
之间的关联，具体而言，就是亚里士多德观察到的“属于最大多数的人共有的物所获照料也就最少”
。
珍斯·沃明（Jens warming 1911）、斯科特·戈登（Scott Gordon 1954）以及安东尼·斯科特（Anthony
Scott1955）分别通过对不为任何人拥有、受到过度捕捞的渔场的描述，详细阐述了亚里士多德的观察
。
1968年，生物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为包括许多环境物品在内的自由获取的资源的损耗
提供了一个经典的绎济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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