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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河流是人类及众多生物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哺育人类历史文明的摇篮。
然而，由于长期以来人类对河流无节制地开发利用，加之自然因素的影响，致使当今全世界范围内许
多河流都面临生存危机。
作为世界上最为复杂难治的河流，黄河的生存危机尤为突出。
流域经济社会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一再突破黄河生命的底线，人与河争水、与水争地的局面越来越严
峻，由此带来的水资源紧缺、河槽萎缩、河道断流、生态恶化、水污染加剧等一系列问题，又反过来
严重制约着流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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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河流伦理的定义与基本概念，内容涉及伦理与法、河流伦理与河流法、国内外河流立法的
实践、中国河流立法的实践等方面。
是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系列研究课题之一。
既可作为理论工作者的参考读物，也可作为水务T作者的一般读物，还可作为高校相关专业的教学参
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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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法律道德化法律道德化包括立法者、执法者、守法者三方将自身的道德意识和道德修养反映到法制
建设中去的各种活动，表示法律系统的最佳结构及法律各要素之间的协调配合状态。
法治社会形成的最基本条件是亚里士多德早就提倡的“良法+普遍守法”的框架。
良法在某种意义上即善法、符合人类良知与正义道德的法律；普遍守法即法律道德化后的守法精神。
称之为良法的法，至少包含维护基本人权、公平分配利益、对不当损害的救济等内容，在某种意义上
即是法律道德化后的法律。
法要实现其所希望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必须取得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道德认同，必须和主流社会认
同的道德价值吻合或一致。
对法律的评判，只有以大多数社会共同体成员所认同的正当性为价值标准。
因此，在法的制定、认可及解释过程中，法的创制主体必须以现实社会的伦理价值为基础，并且和社
会的价值取向相一致或大体一致，符合善、恶判断的起码标准，体现社会基本的道德要求。
在此基础上，法才会获得自己存在的、带有根本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基础；也只有如此，法才
会得到有效承认和“普遍的遵循”。
“法律的道德化”侧重于守法过程，主要指法律主体把守法和履行法律义务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和自
觉守法行为。
只有让法律精神深入到人们的心灵，成为人们的信念，才能使法律获得普遍性和权威性，建立法治才
有可能。
法律道德化具有促进和保障法律实施、提高法律效益等作用。
“一项要求服从法律的法律将是没有意义的，它必须以它竭力创设的那种东西的存在为先决条件，这
种东西就是服从法律的一般义务。
这种义务必须，也有必要是道德性的”1。
道德理念的法律必须完成从强制到自觉的转变，才能实现由应然的法治理想向实然的法治理想的转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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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河流伦理与河流立法》是河流伦理体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论证河流伦理与河流立法的
关系，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站在法学理论方面，面对河流保护、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发展，探讨河流立法精神和法学理论的创新。
阐述河流伦理原则在河流立法中的体现，河流立法对河流伦理的提升和维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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