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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于工作变动和在上海筹备、操办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学院成立典礼暨首届学术年会的等原
因，《评论》的第2卷拖至今日才得以问世，实是愧对期待着的读者和热心的投稿者。
　　同第1卷一样，第2卷收录了不少精彩的文章和有较大参考价值的文献资料。
鉴于环境法学的应用性较强的特点，第2卷增设了—个新的栏目“应用成果编”，专门用来发表环境
法学的应用性研究成果。
下面对本卷内容作一个简要介绍。
　　国际环境法编收录了8篇文章。
　　汉斯·布利克斯的“《斯德哥尔摩宣言》的历史”一文，被置于本卷之首。
个中原因，首推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其次在于我与作者在联合国总部的巧遇。
大家知道，《斯德哥尔摩宣言》是国际环境法的历史上第一座光辉的里程碑。
正如布利克斯先生所言，“《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的意图是给各国政府、组织和公众敲响警钟
，它可能是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留下的最引人瞩目的部分”。
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布利克斯先生担任《宣言》的起草协调人，亲身经历了这个历史性文件的诞生
的全过程。
他在文章中回忆了《斯德哥尔摩宣言》的形成过程，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谈判背景。
例如，发展中国家当时对于环境保护要求的疑虑；苏联和东盟国家的担心和抵制；《宣言》中如何写
入了毛泽东主席的几句名言；南方和北方所关心的侧重点的不同；以及核武器问题在当时如何妨碍了
中国的签署等。
这些回忆，无疑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布利克斯先生2003年4月16日有意将此文带到联合国总部第八会议室，借听取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代表的汇报时予以散发。
我有幸代表上海交通大学在汇报会上汇报了上海交大筹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学院成立典礼暨首
届学术年会的情况。
会议上我的座位，正好与布利克斯先生为邻。
他给我的感觉是和蔼可亲、没有架子。
席间，我们谈到对利用核能的看法，他认为和平利用核能应当受到鼓励。
他祝愿上海交大成功操办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学院的成立典礼和首届学术年会，并亲手交给我这
篇文章。
当时的布利克斯先生刚从伊拉克回来不久，刚刚完成了世人瞩目的艰难的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
查委员会主席的工作。
他是以联合国总部法律事务部高级法律官员的身份出席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汇报会的。
　　“世界贸易组织与海洋环境”一文，出自当代著名国际环境法学家阿兰·波尔先生。
我很早就接触到他的著作。
他的名著《国际法与环境》是我编写的教科书《国际环境法》的主要参考文献之一。
在2003年4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委员会在纽约举行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学院筹备会议上，
他是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学院的代表。
他当时是爱丁堡大学法学院负责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会议期间我们有多次交谈，我们很快成为好朋友。
我在会上邀请他给《评论》第2卷投稿。
他欣然答应。
有意思的是，他的“世界贸易组织与海洋环境”一文以《斯德哥尔摩宣言》的有关内容开头，正好同
前面布利克斯先生的文章衔接上。
他的这篇文章，务实、严谨、具有很强的法学辨析风格。
日益突出的国际环境问题对不同条约体系中的争端解决程序法提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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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文章中，波尔教授首先分析了WTO的法律规定尤其是GATT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间的关
系，然后结合海洋环境争端的解决，分析论述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同《WTO争端解决谅解》在争
端管辖权问题上的相互关系。
他指出两套平行的争端解决程序在实践中带来的问题，并建议在存在冲突的情况下，以协议的单一法
庭代之。
　　“可持续发展三角形：国际贸易、环境保护和发展”一文，出自美国休斯敦大学法学院的萨佛德
·盖尼斯教授。
盖尼斯教授曾在美国贸易代表署工作。
他也是出席2003年4月份在纽约举行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学院筹备会议的代表。
在会上，我们交谈甚欢，他送给我一些他近年来发表的论文。
我选择了这一篇。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当代国际环境法中的一个核心概念。
对这个概念的研究，方兴未艾。
在盖尼斯教授的文章中，他批评从“贸易——环境”、“环境——发展”两对矛盾的角度看待可持续
发展问题的片面性，提出以“贸易——环境”、“环境——发展”和“发展——贸易”为三条边的三
角形模型来看到可持续发展问题，颇有新意。
　　“在区域政府间治理中加强可持续发展：‘东盟方式’的经验和教训”一文，出自国立新加坡大
学法学院的许庆玲教授和美国纽约佩斯大学的尼古拉·罗宾逊教授。
罗、许二教授分别担任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委员会的主席和东南亚区域副主席。
我同他们在环境法的国际交流方面共事多年。
他们曾应我的邀请访问武汉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
2003年在上海举行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学院成立典礼暨首届学术年会标志着我们之间的合作达
到一个新的高度。
我国高度重视同东盟国家的友好关系。
新加坡在东盟国家的环境与发展合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此文将东盟国家的合作方式总结为“东盟方式”，其特点是：一、不干涉国内事务；二、在协商一致
的前提下进行规划和协作；三、更注重通过非司法途径如协商来解决争端。
文章评述了基于“东盟方式”的东盟国家区域环境治理的国际框架的运作情况，对我们认识东盟国家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合作机制颇有帮助。
　　菲利普·桑兹教授是另一位当代著名的国际环境法学家。
对他，我在《评论》第一卷的前言中有些介绍。
他的名著《国际环境法原理》是我编著的《国际环境法》教科书的另一个重要参考文献。
他欣然将(国际环境法原理》(第2版)的第21章(外国投资)奉献给《评论》第2卷，我感到十分高兴。
随着各国对环境问题越来越重视和国内环境政策与环境法的发展，“环境征收”的问题已经提上了国
际法的议程。
在“外国投资”这一章里，菲利普·桑兹总结了迄今为止国际法和国际司法判例在这个问题上的发展
，为人们探讨“环境征收”问题提供了一份新的重要的文献。
　　"WTO框架下的‘环境例外’措施及其运用规则”出自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政策法规司别涛博士。
别涛博士长期工作在国家环保总局的法律部门，是一位环境执法和环境行政复议方面的专家。
正确的理解和解释WTO规则中的“环境例外”条款，无疑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别涛博士的文章对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与“环境例外”措施的关系、环境例外措施基本内容、环境例
外措施的运用规则和中国有关环境例外措施的实践做了精辟的分析和论述。
文章对于人们正确理解和运用WTO框架下的“环境例外”颇具指导意义。
　　“生物安全与环境法的新课题”一文，出自复旦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韩国国际法商大学国际法
研究生吕炳斌。
文章对《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做了全面的评述。
　　“全球环境法学界的盛事——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学院成立典礼暨首届学术年会综述”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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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上海交大姬兆亮老师。
文章对2003年11月在上海隆重举行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学院成立典礼暨首届学术年会做了全面
的介绍。
此文曾发表于《现代法学》2004年第2期。
　　比较环境法编共收录14篇文章。
　　其中“环境立法的若干问题”、“从法律实施看立法方法——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立
法方法的探讨”、“论环境资源法在中国新型工业化中的作用”三篇文章构成一组，都是关于环境立
法的文章。
本卷收录这组文章的目的是配合国家有关部门当前正在进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修订
工作，提供一些中外学术见解和参考资料。
　　“环境立法中的若干问题”一文，出自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先生。
王玉庆先生多年来分管我国的环境法制建设工作，为我国的环境立法和环境法的实施倾注了大量心血
。
他对我国环境法学的研究工作十分关心，一贯给予大力支持，并提出过很多重要的指导意见。
“环境立法中的若干问题”一文，从法的执行的角度考察和总结了我国环境立法中存在的几个重要问
题，对于完善我国的环境立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法律实施看立法方法——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立法方法的探讨”一文，出自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的翟勇先生。
翟勇先生多年来一直从事国家的环境立法工作，亲自参与了多部环境法律的起草，具有环境立法工作
的丰富经验。
文章基于作者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执法检查实践，从该法的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出发
对我国环境法律的立法方法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从实践上升到理论，作者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提出
并论述了“法律规范统一性问题”等一系列有关环境立法的立法方法问题，为完善我国的环境立法贡
献了一份重要的文献。
　　　“论环境资源法在中国新型工业化中的作用”一文，出自武汉大学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法
学院青年教师赵绘宇。
这是一篇命题作文。
赵绘宇很好地完成了这篇作文。
党的十六大提出中国要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
什么是新型工业化?它同环境法有什么关系?环境法如何适应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要求?这篇文章比较好的
回答了这些问题。
　　“影响评价法的变革和创新”、“中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制定与意义”、“以环境法确保环境增
益：澳大利亚可持续合同与绿色抵消”三篇文章构成另一组，都是关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文章。
它们的发表，有助于我们研究和完善中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及其实施。
　　“环境影响评价法的变革和创新”一文，出自武汉大学法学硕士、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博士生徐
正祥，是他硕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分。
徐正样读硕士学位期间，曾同我一起参加了国家环保总局组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的起草工作，对环境影响评价法做过很多研究。
作者就环境影响评价法的几个基本问题如：法律的性质和立法目的、评价程序、公众参与、战略环境
影响评价等做了比较深入的论述。
　　“中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制定和意义”一文，出自日本京都龙谷大学法律系北川秀树副教授。
北川教授是龙谷大学法律系的“中国西部开发与环境保护”课题组成员。
为研究中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曾多次来我国做调查研究。
在这篇文章中，他以大量的事实和数据为依据，对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新颁布的《环境影响评
价法》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评价。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环境影响评价法》。
　　“以环境法确保环境增益：澳大利亚可持续合同与绿色抵消”一文，出自澳大利亚国国际自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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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孟哲思。
这篇文章介绍澳大利亚新近出现的两种发展和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措施——可持续合同和绿色抵
消，颇有新意。
　　“法官在裁判环境与发展案件时面对的主要问题”一文，出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的高等法院资
深法官鲍尔·斯特恩。
斯特恩法官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法官，也是一位著名的环境法学者。
记得在1997年至2000年间，当我和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法学院本·布尔教授负责执行中澳机构合作项目
“可持续发展法：教育、研究与培训”时，我们曾带领中澳学生多次造访他的法院并听取他关于环境
与土地专门法庭的讲课。
2002年8月，当我在南非德班举行的可持续发展与法官国际研讨会上见到他时向他约稿，他欣然应允并
随后寄来此稿。
斯特恩法官出席了2003年11月在上海举行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学院成立典礼暨首届学术年会。
澳大利亚的法律在世界上首次规定了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特恩法官从法官的角度，阐述了对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概念的认识和生态可持续发展原则对司法部
门的挑战等问题。
　　“对自然的态度：一个变化中的全球伦理?一位南非环境法学者的思考”一文，出自南非开普敦大
学法学院彦·格拉扎斯基教授。
2003年11月他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学院成立典礼暨首届学术年会。
南非是一个政治上刚摆脱种族隔离的国家，一个经济上的发展中国家。
他的这篇文章以南非的国情和法律为依据，阐述了这样的观点：人类对自然的态度，通过特定时期制
定的、作为对全球环境状况和特定国家的社会经济价值形态的反应的法律和规范而得到反映。
他对法律制度能否接受生态中心主义的观点表示怀疑。
　　“自然不必做主体”一文，出自山东师范大学刘国涛副教授。
刘国涛副教授对“自然”能否成为环境资源法律关系的主体问题有过缜密的思考。
他的结论是：“在应然法的层面上讨论‘自然’的法律地位，例如将‘自然’作为环境法的主体是可
以的，也有重要的启发、促进意义；但是，将‘自然’作为法律主体落实到实然法中，却是不必要的
”。
　　“环境保护VS、私人产权：冲突与争斗——以美国北方斑点猫头鹰争端为例”一文，由郑州大学
法学院陈冬博士投稿。
公共保护地的公益同保护地所在地的业主的私益之间的矛盾，是各国的保护地制度中普遍存在的一个
问题。
陈冬博士的文章通过对“甜蜜家庭案”的介绍，揭示美国的《濒危物种法》关于保护物种栖息地的规
定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与伐木业主的私人产权之间的冲突及其解决办法。
　　“融合民权和环境保护主义：在环境规制中寻找环境正义的空间”一文，出自美国沃蒙特法学院
环境中心杨泽明教授。
杨教授与2003年11月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学院成立典礼暨首届学术年会，他
曾任中山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同该校环境法学者李挚萍副教授有良好合作，本文的原文载于《哈佛
环境法评论》第26卷，2002年第1期。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分析美国民权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所依据的不同理论范式，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冲
突，提出应将其协调起来。
　　“在水分配和管理决策中综合考虑环境和其他公共价值”一文，出自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法学院环
境与自然资源法中心的戴维·盖奇斯教授和萨拉·冯·魏特玲教授。
盖奇斯教授是美国关于水资源法的著名教授。
文章的第一部分介绍了美国的水法；第二部分简要介绍了澳大利亚、南非和中国(参考我提交会议的论
文)的水法及实践；第三部分对美、澳、南非和中国的水法实践做了比较研究。
这是一篇很好的关于水法的比较环境法文献。
　　“公害防止协定与环境行政合同的比较研究”一文，出自武汉大学环境法硕士生张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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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针对一些国内学者对日本公害防止协定的做法的推崇，对日本公害防止协定和我国的环境行政合
同做了仔细地辨析，发现两者在性质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
作者阐述了催生日本公害防止协定制度的内在动力，提出了它对加强我国的环境行政制度的启示。
　　“中国古代环境法律史论要”一文，出自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国家法官学院王立副教授。
对中国古代环境法律史的研究是我国环境法学研究的薄弱之处。
王立副教授的这篇文章唤起我国环境法学界对这个领域的重视，很有意义。
读过我的《美国环境法概论》一书的人可能记得，当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人兴起声势浩大的环保运
动，推动政府加强环境法制的时候，他们不由自主地努力从本国历史中寻找现代环境法的思想渊源。
美国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尚且如此，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博大精深而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难道不是更
应该对中国古代环境法律史予以重视吗?感谢王立副教授的这项研究成果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
　　　环境法与相关学科编收录了1篇论文。
　　　“全球伦理规范、地球宪章与环境法”一文，出自英国爱丁堡大学哲学系奈杰尔·达沃尔教授
。
达沃尔教授虽是哲学教授却兼任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委员会环境伦理工作组负责人。
他参与了《地球宪章》的起草。
伦理学同环境法学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篇文章中他论述了伦理规范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伦理与环境法的关系、全球环境伦理等问题。
　　应用成果编收录了一组向武汉市政府提出的关于保护湖泊的政策法律建议。
它们是国家863计划重大科技专项“武汉市汉阳地区水环境质量改善技术与综合示范项目”(项目编号
：2002AA601020)的政策法律研究子课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这组成果的意义在于其实践性和现实价值。
这四项建议是研究组将环境法学理论应用于地方环境保护实践的结果，是“珞珈山斋”同“汉阳水泊
”相结合的产物。
这个结合是一个从困惑到明了，从混沌到清晰的过程，是一个充满对意志、素质、能力和合作精神的
挑战的过程。
通过这个结合，课题组的综合研究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和提高。
这组成果还很粗糙，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正。
　　文献资料编收录了5篇文献。
　　　“禁止向非洲进口危险废物并在非洲内管理和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的巴马科公约”、“美国
与墨西哥关于危险废物和危险物质越境运输的合作协定”两份资料，系为了配合国家有关部门的《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工作而翻译的资料。
　　“哥斯达黎加共和国《生物多样法》”是一份研究生物多样性保护法的有用资料。
　　“哈德逊风景保存联合会等诉联邦电力委员会案”是美国环境法历史上经典案例之一，它最先提
出民间组织基于环境公益的诉讼资格问题。
　　“菲律宾奥波萨诉法克兰案”是世界上第一个以“代际公平”理论为依据提起的环境诉讼。
奥波萨是该案原告，一个活跃的环境法律师。
2003年11月他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学院成立典礼暨首届学术年会。
　　以上介绍挂一漏万。
读者通过阅读全文定有大的收获。
　　最后，向本书的各位学术顾问对本项工作的一贯支持表示感谢并致以崇高敬意，向本卷所录各篇
文章的作者、译者和校对者和编委会全体成员致以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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