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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现代环境法在这个世界上才走过了40多年的生命历程。
在当代中国，则显得更加年轻，也才不过30年的历史。
即便我们自信地宣布，环境法是朝阳法律部门，我们仍底气不足地、奋发努力地向外界论证环境法存
在的合法性、正当性、必然性。
也正是因为现代学术要求学科的分门别类，我们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喋喋不休地向外界论证环境法
作为一门学科、一个部门法的独立性、自主性、特色性。
正是这种对专业的执着与热爱，推动着环境法研究的日益深入、品格的日益提升、影响的日益扩大。
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对专业的执着与热爱，一些研究者在本该秉持学术理性、客观立场的研究领域
，掺杂了些许感性与情结，过度强调环境法的特殊性而有自外于法学的某些迹象，乃至形成一定程度
学术研讨的虚假繁荣。
但繁荣终归是好事，其中自然难以避免些许虚假，恰如经济向前发展，总有泡沫泛起。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环境法的正当性与制度选择>>

内容概要

本书以人对环境的需求作为逻辑起点，以正义论为理论工具，运用逻辑演绎的方法将法律解决利益冲
突的作用机理运用于环境资源领域来论证环境法的正当性。
其论证思路大体是：环境资源被划分为可以被支配的环境资源和不可以被支配的环境资源，环境法将
可以被支配的环境资源转化为自然资源权和排污权等权利形式并为权利人施加义务来对其加以保护，
不可以被支配的环境资源的保护则主要以国家为中介通过对环境使用者课以义务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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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环境法正当性与制度选择的缘起　　第二节 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技术论　　近
代工业革命之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改变世界面貌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不过，作为“双刃剑”的技术，其负面影响也十分严重。
由于科学技术水平反映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科学技术可能改变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关系
，而表征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程度的环境状况也会受到影响。
事实上，现代环境问题的出现和泛滥早已证实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技术是如何导致环境问题出现的呢？
对科学技术的本质进行认识是十分必要的。
　　长期以来，科学技术被认为是人类的创造物，是人类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
技术中性论认为，科技是人类借以改造与控制自然的包括物质装置、技艺与知识在内的操作体系，所
以，科技显然具有作为达到人类目的的手段的作用，因而，科技是中性的，只是那些创造和使用科技
的人使得科技成为一种善的或恶的力量。
按照该理论，人是科技所带来恶果的原因，科技依附于人，人始终是技术的主宰，不仅能发明技术，
而且可以彻底认识技术并完全控制技术的使用。
果真如此，人类岂非是人间的上帝？
许多科学技术被创造出来后，犹如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潜在影响和后果既没有充分
的认识，也没有能力对其后果加以控制。
人类创造了科技，科技异化使人反过来被科学技术所支配。
按照技术决定论，科技具有自身发展的规律逻辑，并不简单服务于人类，而且反过来可以成为塑造人
类和支配人类命运的自主性力量。
膨胀的技术理性渗透到人类的思维之中。
哈贝马斯更直接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具有双重功能，它们不仅是生产力，而且也是意识形态。
作为生产力，它们实现了对自然的统治，而作为意识形态，它们实现了对人的统治。
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是可以承载价值的，既然如此，技术就可以分为对环境友好的技术和与环境为敌
的技术。
按照技术中心论，环境问题是人类不当使用技术的后果，规范技术的使用方式可以解决或者缓解环境
问题，而在技术决定论看来，与环境为敌的技术是罪魁祸首，解决环节只能是技术的发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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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环境法的正当性与制度选择》一书运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逻辑演绎，在人对环境的需求和环境
法的制度之间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清晰的逻辑理路，建议读者自始至终完整阅读《环境法的正当性
与制度选择》，相信会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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