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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的许多实践活动，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导下，过分强调人类克服自然与超越自然的能力，其
结果往往是不可持续的。
如今，这种不可持续性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征象，诸如土壤退化、水质下降、森林被砍伐、空气受污染
、臭氧层遭破坏、全球气候变暖，等等。
人类社会的发展，正面临着环境恶化、能源短缺、资源枯竭等诸多不可持续性因素的阻滞。
如何探寻一条既能满足人类需求又尽可能不破坏自然系统的发展道路，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极为紧迫的
问题和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
正是基于历史的教训、发展的现实与未来的考量，1980年联合国南北委员会所提的报告（Brundfland
—report）正式提出了一个可持续的人类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这种发展新理念在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之后迅速传播至世界各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成为了各国政治家们脱口而出且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时髦词。
即使不解其中真味，他们也会人云亦云地表示支持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符合时代潮流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发展理念，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无疑需要人们付
出行动和努力。
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就可能意味着停滞甚至毁灭，但是发展并不是竭泽而渔，我们不能以发展的
名义只追求当代人的利益与眼前生活的舒适而忽视未来人的利益。
发展，必须是一种以代际间公平正义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简单地说就是：它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他们需求的能力。
那种将自然资源消耗殆尽，或者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超出了可承受范围的发展，绝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发
展。
花再多的钱也不可能让灭绝了的物种复活，指望花钱就能够修复恶化了的环境，是一种不切实际甚至
不负责任的乐观理想。
因而，可持续发展还必须是一种和谐发展，是一种生态友好型与资源节约型的发展，它应追求一种人
与自然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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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可持续发展与行政法的关系探寻，从一种全方位的视角展开。
先总体述及可持续发展与一般行政法的关系，后具体探讨可持续发展与各特别行政法之关系。
在上篇，全面述及可持续发展及其法律诉求、可持续发展与依法行政的观念及原则、可持续发展与行
政行为方式之应用及行政法制监督等内容；在下篇，则具体探讨了与可持续发展联系较为密切的几个
特别领域的行政法制建设：经济行政法制、环境行政法制、科技行政法制、能源（行政）法制、涉外
行政法制。
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客观原因，未能涉及可持续发展与规范人口问题（人力资源或社会保障）的行政
法制之间的关系，对此领域的问题，期待着能在未来有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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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可持续发展与一般行政法　　第一章 可持续发展及其法律诉求　　第一节 可持续发展概论
　　一、可持续发展的溯源与阐释　　（一）中国与西方早期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有关可持续发展
的理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可持续发展理念就
已初显，著名的思想家孔子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孟子也曾批评过“竭泽而渔”的做法，提出了“苟得其养，无物不长”的观点，《孟子·见梁惠王五
章句上》有这样一句话：“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
斧斤以时人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
”《周逸书·文传解》中写道，“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
之长”等，这些记载都清晰地体现了古代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古人从社会实践中已经悟出了关于
自然资源需要休养生息方能永续利用的道理。
　　在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如李嘉图（Micardo，1817年）、马尔萨斯（Malthus，1820年）、穆勒
（Mill，1900年）等在其著作中已认识到人类消费的物质限制，人类的经济活动存在着生态边界。
大卫·李嘉图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的理论核心为“
资源相对稀缺论”，认为自然资源不存在均质性，即资源的品质有优劣之分，优质的资源不存在绝对
稀缺，只存在相对稀缺，只要合理地利用这种相对稀缺的资源并不构成对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制约
。
马尔萨斯也是英国早期著名的经济学家，与大卫·李嘉图同时代，但在对自然资源利用的分析和结论
上与其有较大的差别，认为“资源绝对稀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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