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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这种分合并进的学科发展趋势日趋明显和成熟，任何单一科的主题探究都将因其单一学科视
域的局限而变得不够充分。
或者反过来，在此知识发展的情景下，任何有意义的--更甭说有重大意义的--思想题或学术课题的探
究，都将因此而不得不寻求友邻学科或相关学科的知识援，非如此不足以充分展示其意义。
其二，作为当代社会的两大现实热点和论热点，无论是经济伦理问题还是环境伦理问题，不仅占据了
当今伦理学人思维中枢，而且实际上也是两个相互交织、密不可分的时代性理论课题。
无任何特别解释便可明白，当今社会实践中的生态环境问题首先且主要根源近代以来的现代经济发展
，对自然世界的掠夺性开发，以及由此导致的自然源的日益枯竭和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看似生态环
境保护问题，但实际上首先是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方式问题，不解决现代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生态环
境问题的解决就根本无从谈起。
当然，现代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并不具有终极性，它与现代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密切相关，根本上属于现
代性问题的范畴。
同样，现代经济发展及其伦理问题的关键看似在于技术方式或经济体制变革--这一点在当今中国社会
的经济发展中尤为凸显，也尤其具有相当程度的迷惑性和虚幻感，但从根本和长远两个方面来看，环
境问题--尤其是自然资源紧张--已然构成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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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权利冲突的发生条件　　权利冲突是当代社会生活中常见的法律现象，但权利冲突的发生需
要具备三个条件，即权利的相互性、资源的有限性和法律规定的模糊性。
排污权和环境权之间的冲突当然也不外如此。
　　首先，权利的相互性是排污权和环境权冲突的基本前提.权利冲突的实质是合法利益之间的矛盾状
态，也就是说，两种或多种合法利益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否定性关系。
这种否定性关系是权利冲突发生的基本前提。
显见，侵权不是权利冲突，侵权是通过损害合法利益来获得某种不正当的利益，这里存在着利益冲突
，但由于相互冲突的某一方的利益是不正当的或是不合法的，因此这种冲突不会表现为权利冲突。
事实上，在排污权制度出现之前，人们通常把企业排污所导致的损害视为对环境权的侵犯，这里不存
在排污者的正当利益或权利，有的只是排污者保护公民环境权的义务，两者的关系是义务和权利的相
对关系，而不是权利和权利的相互性关系。
庇古的修正税理论主张采用修正税的办法消除负的外部性，其隐含的道德前提便是企业排污行为的不
正当性，可以说，排污权和环境权的冲突不在传统经济学和法学的视阈之内。
科斯以来的法律经济学与庇古传统的最大区别就是相互性的考虑，科斯认为税收的解决办法没有考虑
排污者是否具有污染的权利，而是单方面认定受污染者拥有不受污染的权利。
其实，企业排污行为并非天然不合理，制造污染的一方受处罚也非天经地义，因为损害的后果是由双
方共同的决定造成的。
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指出：人们一般将该问题视为甲给乙造成损害，因而所要决定的是：如何
制止甲？
但这是错误的。
我们正在分析的问题具有相互性，即避免对乙的损害将使甲遭受损害，必须真正决定的问题是：是允
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
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
①弗里德曼也有类似的说法：“外部成本不仅仅是一个人产生而另一个人承受的成本。
几乎在所有的案例中，外部成本的产生与大小都是视双方的情况而定的.如果你的钢铁厂不排放二氧化
硫我就不会咳嗽；但是如果不是我恰好处于你工厂的下风口，你就不会给我造成任何损害。
是你排污和我选择在你排污的处所居住的共同决定导致了成本的产生。
如果你不对你的排污行为向我负责，那你排污的决定是将一种成本强加于我。
如果你承担责任，那么我居住于下风口的决定就向你施加了一种损害赔偿或控制污染的成本。
”应该说，正是科斯等人对于环境污染中的损害相互性的揭示，才使得排污权和环境权的冲突被纳入
视野，并试图通过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建立来化解现实的权利冲突。
　　其次，环境容量的有限性是排污权和环境权冲突发生的客观条件：排污权的实质是环境容量的使
用权。
环境容量是指自然界“吐故纳新”的最大自净能力。
环境容量资源是有限的，，其有限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人们所拥有的环境容量的总量是有
限的。
按照经济学的说法，“环境容量”是所谓的可拥挤物品，即当使用者的数目从零增加到某一个可能相
当大的正数时，它的表现很像纯粹的公共物品，不存在消费的可分性和排他性。
当使用者达到尸定的拥挤程度后，增加更多的使用者，将减少所有使用者的效用，甚至会产生负效用
。
，因此，在环境容量的使用上存在此消彼长的反比例关系。
就某一地区而言，其环境容量的总量是确定不变的.，每一个排污权代表着一定数量的环境容量，在总
量不变的前提下，各主体之间。
的排污权在分配上存在此消彼长的反比例关系。
可见，环境容量资源的有限性必然使得不同主体的排污权之间产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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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环境容量的有限性还指其功能的不可兼容性.事物的功能是多元的，但一种功能的实现往往会排
斥另一种功能的实现。
.譬如森林就同时具有两种功能：一种是净化空气、保持水土、包容情趣等生态功能；另厂种是提供生
活和生产资料，可用来做家具、造纸等经济功能。
但两种功能却不能同时实现，砍掉树木做家具实现了其经济功能，却破坏了其生态功能；保护树木的
原生态，可以实现其生态功能，却又不熊实现经济功能。
环境容量正是人们对诸如水、大气、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的生态功能的一种观念产物。
当我们将环境资源的自净能力从其物质载体中予以抽象化，并使之成为一种权利客体的同时，使用环
境容量的经济功能的企业排污权和维护环境容量的生态功能的公民环境权，就会因为环境容量在生态
功能和绎济功能上的不可兼容性而引发冲突.正如朱迪.丽丝所言：“具有多种用途的资源表现出一种
更为不同的公共财产性质。
⋯⋯一片森林下的土地不仅为其他人提供潜在的木材产品，而且对其他人也很有价值，可作为一种视
觉审美、一种娱乐资源、一块野生生物的栖息地、一种土地侵蚀障碍或水流调节器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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