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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若以中国法学界公开发表的首项环境法研究成果“环境保护法浅论”①的发表时间为基准计算，
到2005年初环境法学研究在中国已经历了25个年头。
25年来，中国的环境法学从无到有，从当初隶属于法学的经济法学科到1997年跃居为法学二级学科（
学科名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②），老一辈和新生代环境法学者们继往开来，为中国环境法学的
茁壮成长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目前，国内大多数法学院系开设了环境法学课程，而在有法学教育研究传统的高校院所，还经教
育部批准设立了环境法专业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点，真可谓“星火燎原”。
1999年，教育部批准设立了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环境法学基地，到2000年，中国法学
会还批准设立了环境资源法研究会。
　　在学科队伍发展壮大的同时，环境法研究的学术成果和著述也如雨后春笋。
仅以我和研究生们于2001年底对20世纪中国环境法学研究成果所作的统计，1979-2000年我国已发表环
境法学类论文近三千篇，各类教材、论（译、编）著二百余部，内容涉及环境法的各分支领域。
尽管与其他传统部门法学的研究成果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不能相比，但它们依旧促进了环境法学
这一新兴法学学科在中国的繁荣和进步。
　　20世纪末，中国环境法学研究较为关注环境法律制度的建立。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环境法学研究一个显著的改变，就是随着研究队伍的年轻化和专业化，环境法
研究者的学历背景已从过去主要由非法学专业者占主导地位回归为以法学专业者占主导地位的“正统
法学研究”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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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排污权及其交易制度是西方国家在探索环境问题市场化解决机制的过程中确立一项法律制度。
该项制度设计的核心思想表现为允许排污许可证具有有限的流通性，以实现环境要素供给与环境排放
需求之间的动态平衡。
由于我国目前的环境要素主要以行政法律关系为基础进行配置，在大陆法系现有的行政法律框架下，
私法主体间的行政许可证交易又被严格禁止，这使得在美国、欧洲等地盛行已久的这项环保利器在我
国无法施行。
为弥补法律体系中的这一缺陷，本书提出应适时转换排污权制度的国内法依据逻辑思维，通过半环境
要素物权化的制度设计与传统民法的移转规则相连接，实现环境要素的法化配置，以置换原有行政法
在资源配置问题上的僵化规范，消除采行排污权交易的法律障碍。
　　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环境法基地重点招标项目《中国自然资源特权创新研究》
（2007JJD820166）和清华大学法学院科研创新基金项目《环境使用法律问题研究》的研究成果，适合
高等院校法学专业与环境科学专业师生、科研人员、管理人员、环境执法人员以及热心环境公益事业
的人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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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邓海峰，男，1975年10月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祖籍山东莱州。
自1994年起至2004年，先后在黑龙江大学法学院和清华大学法学院学习，获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
位。
2004年至2006年，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
现为清华大学法学院讲师、清华大学环境资源与能源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兼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清洁发展机制研发中心研究员、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市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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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资源法、能源法、民法资源物权制度。
自1999年起，在《中国法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主持或参加各类研究课题二十余项，
参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等法学论著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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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排污权制度生成机理的宏观检视　　一、制约排污权生成的现实羁绊——对环境问题产
生原因的多视域分析　　（一）环境问题的经济成因　　环境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学者
们一般都承认近现代市民社会理论中“经济人”假设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具有说服力的诠释。
“经济人”假设是近现代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假设之一。
古典经济学从个人功利主义的哲学观点出发提出了单一经济人假设，亚当·斯密（Adam．Smith）和
西尼尔（Senior）以完全竞争的市场为背景对人类的经济行为进行了系统的描述，认为人类经济行为
在市场价格的引导下表现为趋利避害，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每个人都能对所面临的可资利用的一
切机会本着小中取大、劣中选优的原则进行优化选择，从而在既定的条件下，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Mill．John．Stueart）根据上述认识抽象出了“经济人”的概念，并将经济人
描述为会计算、有创造性、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
至此，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经济人假设”初具其形。
尽管20世纪以来，许多经济学家对经济人假设提出了许多质疑，如管理科学便从管理者或决策者追求
利益的方式和侧重点的不同人手，提出了“社会人”、“复杂人”等概念以取代经济人假设，但无论
如何他们都无法否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一经济人假设的本质特征，更无法动摇经济人假设在西方
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特殊地位。
　　经济人假设向我们揭示出：在经济活动中自身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最大化是个人行为的唯一追求
目标，满足个人利益成为一切经济活动的基本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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