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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冯嘉作为我指导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与我一起研究环境法整整六年。
在这六年中，冯嘉同学勤奋好学，善于思考，对每一个环境法的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因此其博士学位论文《环境法原则论》作为一篇比较抽象思辨的学术论文，深得论文答辩委员会专家
的好评，并被中国政法大学评为校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该论文即将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嘱托我为这本书写一篇序言，作为他的导师，我欣喜之情
自不言待，逐欣然命笔。
　　目前，中国生态保护形势异常严峻，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尖锐。
这种矛盾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关系没有协调好。
法律的天然使命是协调利益冲突，环境保护的严峻现实说明我国的环境法律、法规没有很好地完成协
调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使命。
在面对经济发展的强势需求时，环境法律法规的约束显得过于软弱。
造成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很多，既有立法的不严谨、不合理，也有执法和司法的松散与懈怠。
而对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方面，环境法理论研究的缺失也是造成问题的一个重要
原因。
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已经提出很多年了，但对如何通过制定和实施具体的环境法律制度促使可持续发
展的实现，还没有清晰、明确的答案；在遇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冲突与矛盾时，如何通过法律途
径摆正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立法、执法和司法也都还在彷徨之中。
环境法基础理论研究的缺失，不能对环境立法、执法和司法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撑，因而加强环境法基
础理论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环境法基本原则是环境法基本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法律基本原则体系的设计与构建是否
科学合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法律制度体系的构造和法律实施的严格程度。
对于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这是环境法基本原则研究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命题，
如果对这一问题不能形成清晰的认识，那意味着我们的环境法律制度在解决此类问题时也是稀里糊涂
的。
目前，学者们公认的我国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共有四项：协调发展原则、预防原则、公众参与原则和污
染者治理、损害者付费原则。
从我国环境法的实施现状中可以看出，环境法的这四项基本原则没能很好地从基本原则的层面为加强
生态环境的保护提出强有力的战略方针，《环境保护法》所提出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甚
至被很多人误读为“先污染、后治理”的立法依据。
在不完善的法律原则的指导下，可想而知，法律制度的内容必然存在完整性和科学性方面的瑕疵。
当被应用于具体案件而解决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矛盾时，经济发展优先、环境保护让步就变成了必
然的结果。
可以说，我国环境法在很多场合中所表现出的“软弱性”与法律原则体系不完善、内容设计不合理存
在很大的关系。
因而，冯嘉将环境法基本原则的探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富有时代
特征和学术前沿性。
如果研究成果富有新意，并且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则该项研究成果的出版，对环境法基本理论研
究和我国的环境立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可喜的是，这部专著在理论的创新性、研究成果的合理性和可应用性方面确实值得称道。
　　首先，作者阐明了构建环境法基本原则体系的理论基础，使环境法基本原则体系的构建有章可循
。
作者梳理了与环境法基本原则相关的一系列基础概念，包括法律规范、法律规则、法律原则、法的价
值和法的目的等，并采用历史分析方法和比较分析方法探究了法律原则这个概念的产生历史。
对这些基本概念的研究并非无病呻吟，而是从法律发展史的角度分析和概括法律原则的立法技术特征
，只有符合这些立法技术特征的法律规范才能被称之为“法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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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我们不能随便把一个宏观、抽象的环境法律规范当成环境法基本原则对待，还要看它在法理上是
否具备法律原则的一系列构成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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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生态保护形势异常严峻，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尖锐。
这种矛盾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关系没有协调好。
法律的天然使命是协调利益冲突，环境保护的严峻现实说明我国的环境法律、法规没有很好地完成协
调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使命。
在面对经济发展的强势需求时，环境法律法规的约束显得过于软弱。
造成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很多，既有立法的不严谨、不合理，也有执法和司法的松散与懈怠。
而对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方面，环境法理论研究的缺失也是造成问题的一个重要
原因。
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已经提出很多年了，但对如何通过制定和实施具体的环境法律制度促使可持续发
展的实现，还没有清晰、明确的答案；在遇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冲突与矛盾时，如何通过法律途
径摆正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立法、执法和司法也都还在彷徨之中。
环境法基础理论研究的缺失，不能对环境立法、执法和司法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撑，因而加强环境法基
础理论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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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对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关于法的效力来源之说法的批判 分析实证主义法学认为法的效
力来源于主权者的强制力，法因为具有国家强制力而得以被普遍遵守。
德沃金对此也展开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政治控制是多元化的，任何人和集团不可能
拥有如此巨大的控制权。
在此基础上，德沃金论述了法律原则的效力来源。
他说：“原则应该得到遵守，并不是它将促进或者保证被认为合乎需要的经济、政治或者社会形式，
而是因为它是公平正义的要求，或者是其他道德层次的要求。
在这里，德沃金指明法律原则与道德是相通的，这实际上指明了法律原则的实质内容是道德或价值观
念。
正是因为法律原则具有价值和道德上的正当性与正义性，其才会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尊重。
德沃金意图说明：法之所以具有效力，并不是因为主权者的强制力，而是因为法律具有道德性，是某
种正当价值的代表；而法具有这种特性是因为法律原则的作用。
 三、对德沃金法律原则理论的评价 德沃金是在对哈特分析实证主义法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自己
的法律原则理论的。
该理论得到了当今绝大多数法学理论家的接受，究其原因，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该理论主
张法官裁判案件依据的不是社会目标之类的法外原则，而是立法者所设计的法律原则，而法律原则是
一种法律规范，凶此适用法律原则裁判案件会大大杜绝法官法外施刑的可能性，增强法律的确定性和
可预测性，这符合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其次，该理论确保了法官的司法者地位，避免了法官造法，
符合美国三权分立的国家政权体制；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该理论揭示出隐藏在法律原则背后
的实质内容——价值观念和道德评判，为法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合理性和正当性基础，这极大地增强
了法律决定的可接受性；同时，这个结论还为各部门法学发展有关自己法律基本原则的理论提供了前
提基础，促使各部门法学在探讨本部门法基本价值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着自己的部门法基本原则理论。
而这正是本文立论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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