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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酸雨污染既是一个国家领土主权范围内的大气污染问题，同时又具有跨国性大气污染的特点，其
原因在于它可随大气环流而污染邻国甚至更远的国家或地区。
酸雨污染是我国现阶段面临的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我国的酸雨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40%，成为继欧
洲和北美之后的第3大酸雨区。
同时，我国及亚洲邻国由于面临跨境酸雨污染问题的长期困扰，使之已然成为严重影响亚洲各国环境
安全并亟待解决的地区性难题之一，而亚洲地区的跨境酸雨污染问题的有效解决，将最终取决于我国
与亚洲邻国之间双边或多边环境合作机制的建立。
酸雨问题兼具国内性大气污染及国际性大气污染的双重特点，决定了本文所进行的我国酸雨污染治理
法律制度研究，必须从两个向度同时展开：一是国内法律制度的积极变革与制度创新，二是我国与亚
洲邻国之间就解决跨境酸雨污染问题的区域合作机制的建构。
1972年举行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首次提出、探讨了跨境酸雨污染问题，与会各国代表在共同
签署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中确立了保护人类环境的有关原则，这些原则具体包括：其一，
各国应确保在其所辖版图范围内的各项活动不会给其他国家的环境安全带来损害；其二，造成其他国
家环境损害的国家有义务承担跨境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其三，建立预防跨境大气污染的
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
应该承认，《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所确立的相关原则，为本文研究我国与亚洲邻国在预防及治
理跨境酸雨污染问题，积极开展双边或多边地区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为了有效规制我国境内及跨境酸雨污染问题，本文尝试对我国现有生态法律制度及相关法律制度
进行法律变革研究，即依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要求，在我国现有法律制度层面做出积极的回应，对其
所涉及的宪法、生态法、经济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刑法以及国际法等诸多部门法律，进行审
慎地反思和积极地整合、诠释，以期对现有的法律进行一场“绿化革命”，推进现行法律、法规向可
持续法律制度的积极变迁与制度创新，实现从生态环境法的立法体例、公民环境权利、环境刑事责任
的依法完善，到生态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以及与相邻部门法律之间关系处理与配合等诸多层面的
法律变革与完善。
而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为中国普遍存在的严重酸雨污染问题及跨境酸雨污染问题，找寻一条切实可行
的法律解决路径，包括国内法律制度的完善及国际层面的国家之间合作机制的建构与完善，使我国的
环境法律制度与其他部门法律制度及宪政制度更加和谐统一，以期对我国境内的酸雨污染问题以及我
国与亚洲邻国之间的跨境酸雨污染问题进行卓有成效的法律规制，最终实现我国生态环境与经济、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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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法经济学定量研究的理论解读 定量分析已成为当今法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定
量研究的成果可以成为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的重要事实依据，同时又是检验法律实施效果的较优的验
证方法，可以为相关法律的及时修订提供有力的佐证。
正如应飞虎所言：“成本和收益的量化问题⋯⋯是法经济学在国内研究中的难点。
不解决量化问题，法经济学对立法就没有实质上的指导作用。
也就是说，不解决量化问题的法经济学虽然也有助于正确理解法律，但不能指导实践，其作用不大，
因此急需解决。
”此外，定量研究作为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可以通过对其的研究更好的理解生态法律制度对
规制酸雨污染的重要意义，这对酸雨污染治理法律制度的建构和实施，以及企业、公民守法意识的普
遍增强、违法行为的减少均将产生积极的效果。
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经济法学的研究史表明，以法律研究法律，只能是死路一条。
而只有用交易成本理论、信息不足及信息不对称理论、经济周期理论、不完全竞争理论、外部性等经
济周期理论，才能使经济法的本源、功能、价值等得到很好的阐释。
”下文将从边际成本理论和成本一效益理论人手解读定量分析问题，以期为我国酸雨污染治理法律制
度的构建与修缮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边际成本理论的合理运用 市场经济通常不能为酸雨污染问题的有效治理提供一种科学、合理
的制度安排。
污染排放企业由于缺乏外界给与的减少酸沉降物质的排放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其污染行为将会继续，
因为这对于污染排放企业而言是最“经济”的企业行为。
而那些遭受酸雨污染问题影响的受害者，没有能力或者不情愿（还有“搭便车”等原因）向酸雨污染
排放企业的减排行为支付一定数额的相应对价，以致最终由于企业酸雨污染排放产生的社会成本明显
高于企业污染减排的成本，作为公共产品的环境资源没有得到有效配置。
 针对上述市场失灵的问题，我们可以找到相应的救济措施。
从经济理论的视角考量，首要目标是消除酸雨污染排放的社会成本与污染减排成本之间的不平衡，重
新确立二者的平衡点。
平衡点可以通过两种边际成本的协调配合而确立。
首先以酸雨污染为例，它本身便包含酸雨污染的边际社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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