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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承继浙学优秀传统促进当代学术繁荣《中国地方社会科学院学术精品文库·浙江系列》序　　浙
江学术有很多优秀的传统。
　　首先一点，浙江学术富有批判精神。
汉代中期以后独尊儒学，当时的儒学有两个特点：一是墨守章句之学；二是盛行谶纬迷信。
浙江人王充“退孔孟而进黄老”，对传统儒学提出尖锐批评，提出“神灭无鬼”的新说。
他所开创的学术新风气对后来魏晋玄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唐宋以后，新儒学产生，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学术流派。
浙江产生了“浙学”，即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及以陈亮为代表
的永康学派。
他们倡言事功，充分强调“利”的正当性。
在南宋三大儒学流派中，他们于朱、陆两家之外独树一帜，不但成为宋学不可或缺的一支，也对此后
浙江文化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宋之后，程朱理学定于一尊，至明后期，余姚人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新说，突破朱熹“天理”
的绝对性，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
晚明文学艺术界有一股提倡人性解放、不拘一格抒发性灵的社会思潮，王氏之学，有以导之。
至清代，考据之学成为当时的学术主流。
浙江学者，不但为后人贡献了大量考据学上的成果，而且产生了章学诚这样的反潮流的学术大师，他
强调“六经皆史”，标榜“浙东学术”的独特个性，与吴、皖两家相颉颃。
至于清末，学风再变，程朱理学与经世思潮重新抬头，浙江不但产生了龚自珍这样的新思潮的代表人
物，还产生了孙诒让、黄以周、俞樾这样的朴学大师，号“清末三先生”。
综观中国学术发展史，浙江学人在其中的地位清晰可见：他们未必是某一时期学术发展的主导者，却
常常是某一时期主流学术的批判者；而他们所开创的学术新风，又常常引导着下一时期的学术新方向
。
浙江学人的这种批判精神，本质上就是一种创新精神。
　　浙江学术的另一优秀传统是对现实问题的高度关注。
南宋“浙学”思想家们主张重商富民，正是这一学术传统的体现。
到明清时期，浙江学人的现实主义精神得到进一步发展。
浙东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黄宗羲，不但在经济上主张“工商皆本”，在政治上更是对君主专制制度提
出前所未有的批评，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个不朽的标杆。
清代浙江学术的地域风格已经形成。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讲“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
浙东学派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历史研究上。
清代文禁极严，明史研究是一个在政治上非常敏感的学术领域。
浙江受文字狱之祸极深，著名的“明史案”便发生在浙江。
当时很多历史学家为了避祸，在研究中有意避开这一禁区，专攻古史考证。
而浙江学人，敢于逆流而上，浙东学派尤以明史研究见长。
黄宗羲撰《弘光实录钞》、《行朝录》、《明儒学案》，选编《明文海》；万斯同一生专治明史，独
力完成《明史稿》五百卷；邵廷采撰《东南纪事》、《西南纪事》、《明遗民所知录》；全祖望著《
鲒埼亭集》，撰集碑记，表彰浙东抗清不屈之士。
浙东学人的明史研究，表面上是研究历史，实际上反映的是现实政治问题，他们的学问，表面上是史
学，骨子里是政治学。
在这一点上，浙江学术的现实主义精神可理解成是一种革命精神。
至于近代，一代国学大师章太炎，他的学术成就固以朴学见长，但在他的学术理论中，“种族革命”
的特色表现得特别浓厚。
这与浙东学派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都体现了一种对现实不回避的态度与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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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们对行政程序功能的认识，常常聚焦于其对公权力的控制和相对人权利的保障，而往往忽视其在行
政过程中促进决策理性、调整多元价值方面的作为空间。
唐明良编著的《环评行政程序的法理与技术--风险社会中决策理性的形成过程》希望通过对环境影响
评价行政程序基本法理及其重要节点、制度装置的全方位审视，一方面对环评这一特殊行政程序进行
制度和原理面的检讨；另一方面则试图获得对现代社会语境下行政程序多元功能的认识，特别关注行
政程序如何设计以促成决策的理性；同时也希冀为部门行政法研究的展开路径提供一个可能的分析框
架。

《环评行政程序的法理与技术--风险社会中决策理性的形成过程》除绪论外共分五章，以环评程序的
基本法理一基本构造一核心装置(公众参与)一司法保障为逻辑脉络。

第一章探索环评制度作为一种特殊行政程序建制的基本法理。
立足于现代行政程序功能的演变和环境议题的特质，环评程序的功能设计应涵盖“权利保障与权力制
约”、“理性形成和效能提升”、“多元利益调整和整体公共利益保障”、“维护和尊重人性尊严”
等四大要素。
环评程序的法效力取决于环评法规范上是否设有否决权装置，后者的存废涉及法益之间的衡量等多种
因素。
否决权装置在我国当下的语境中具有现实合理性和法理正当性，但为避免使其沦为“政治的婢女”，
有必要增加环评中的正当程序内涵。

第二章聚焦于环评程序的基本构造。
环评程序是典型的多阶段构造，其中较为特殊的是三大程序节点：其一，在程序启动时点设计上，“
尽早介入
”的思想有助于理性形成和权利保障，但我国环评法上存在的“补办条款”
却使得体现上述思想的条款在实践中被虚置和弱化。
其二，过滤装置旨在确保大型开发项目环评决策接受高密度程序管控的同时，大量小型项目走向程序
“迷你化”，但该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在制度上阻止“程序游戏”。
其三，在环评报告的编制与审查程序中，应注意审查的决定结构，审查组织的适法性和审议程序规则
设计。

公众参与是环评行政程序中的核心装置，第三章论证了这一核心装置的概念、法理基础和功能设计。
从民主角度看，公众参与是环评决策中“代表性强化”的制度保障；从法治角度看，公众参与是基本
权程序保障功能或者以参与为本位的环境权的自然演绎；从效能角度看。
公众参与又是提升环境决策理性的必然通道。
上述三大法理基础的并存和聚焦使得环评公众参与的功能应设计为“风险沟通”，通过风险沟通凝聚
社会共识、控制行政恣意、促进理性决策。
而要实现该功能定位，在内部条件上，环评公众参与程序的设计应具备双向沟通、价值中立、承认差
异、促进协商等特征和要素；在外部条件上，资讯公开是重要基础。

第四章则在第三章基础上对环评公众参与的程序结构进行“精细化”研究。
环评公众参与的程序结构是参与主体、时机、方式等多种元素的设计及其动态组合。
环评程序的参与者与环评拟议项目之间的关联不应限于“主观公权利”，而应拓展至“利益”。
在参与方式上，可界分为从公开说明会到公众投票的九种形态，其在效力格局上依次呈现出一种“阶
梯”或者“光谱
”，但参与效力并非越高越好，应酌情选择合适的参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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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主体和参与方式、参与时机需在立法上和个案中实施动态组合，才能实现理想效应。

第五章探讨环评程序与司法审查的关联及其局限性。
司法审查作为权利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在理论上对环评程序施加两大面向的作用：在消极的面向，
是保障立法上所确立的环评程序建制得到践行，从而实现权利保障、促进理性决策。
在积极的面向，是调和环评程序中的各方价值，进一步建构风险沟通的场域。
事实上，司法在上述两个维度上的功能发挥同时又面临很大的困难和局限，因此，在环评这一类充满
政治性、科技性、利益性的行政决策议题中，行政行为的正当性、科学性更多地依赖于上游的立法和
行政过程，这也正是本书展开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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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就笔者的立论而言，绕不开去的一个质疑是：目前并没有足够的实证数据直接表明制度化
公众参与与事后抗争之间的相关关系，我们也不能天真地断定，如果有前期制度性参与，就一定能够
避免事后的抗争，甚至我们在实践中往往看到的是另外一种可能，即民众抗争的真实背景是基于其利
益或者“邻避”心态，“缺乏公众参与”只是其抗争正当性说理的一个借口而已，换言之，即使事前
给予其实质性的参与，抗争也将无可避免，只是换一个借口罢了。
这是一个能够被生活经验所佐证的质疑，因此，笔者并没有打算去证伪这种疑问，而是认为，即使撇
开前述规范和实证层面有关制度化公众参与与消弭事后抗争式参与之间的相关关系不论，也不能忽略
制度化公众参与在事后化解抗争式参与中的功能。
其原因在于，事前实质性公众参与可以积累起各种博弈力量的意见、资讯和态度，同时，也使得环评
决策本身得以自我正当化，在这种情境下，事后抗争的处理将会因为资讯的“有备无患”和程序的“
正当合法”而获得更为顺利和缓和的推进。
　　不过，因环评中制度化公众参与不足而引发事后抗争事件的概率毕竟具有“或然性”，故在其他
利益的诱导之下，行政程序的设计者和实施者往往具有“博傻”的心态和侥幸心理，即为了节省成本
和避免项目启动前的“不必要”的反对，不如事先不引入公众参与或者只引进所谓“防卫式”的参与
（只要消极地谋求不违法即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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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唐明良编著的《环评行政程序的法理与技术--风险社会中决策理性的形成过程》系国内行政法学界首
部系统研究环评行政程序的一部专著，也是部门行政法领域一次崭新的研究尝试。
根据程序法理和现代行政程序的前沿理论，作者提出：现代行政程序的功能发挥，不应限于公权力的
控制和相对人权利的保障，而应进一步关注程序在促进决策理性、调整多元价值方面的作为空间及其
制度设计方向。
以此为指导思想，作者主要从是否有利于促成理性决策的角度，对环评的多阶段程序构造进行了全方
位检视；通过这一检视过程，为我国环评程序中的启动时点设计、过滤装置、编制审查程序、公众参
与功能和方式选择等方面提出了颇有新意的对策性建议。
全书观点鲜明，内容丰富，为我国正在起步的部门行政法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研究进路，也将为环
评立法和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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