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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3_95_E8_80_83_E8_c36_513850.htm 环境问题、可持续发

展是当今世界必须面临的重大课题, 《物权法》如何应对, 中

国立法者无可回避。我们高兴的看到, 2007 年3 月16 日由十届

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以下简

称《物权法》) 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 按照

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方法, 将环境保护的考虑纳入《物权法

》的价值目标与制度选择。《物权法》透出的点点“绿色”

是向世界展示的一道亮丽风景, 也是值得我们深刻领会的一种

立法精神。 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被认为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一种重要方法, 其核心思想是: “环境目标应成为发展概念中

的一个新的维度, 需要一种方法, 把环境与发展综合起来。”

特别强调“在中央政治决策中, 环境并非注定总是要作为次要

问题来对待。”百考试题,把环境与经济因素结合起来的关键

是在决策层。贯穿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主线是在决策中将经济

和生态结合起来。实现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 需要多个学科、

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 其中, 法律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基本保障

。正如《21 世纪议程》所指出的:“在使环境与发展的政策转

化为行动的过程中, 国家的法律和规章是最重要的工具, 它不

仅通过‘命令与控制’的手段予以执行, 而且它还是经济计划

和市场工具的一个框架。”事实上, 法律的制定与实施本身也

是一种决策, 按照《中国21 世纪议程》中“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与重大行动”的首项行动的要求, “开展对现行政策和法规的

全面评价, 制定可持续发展法律、政策体系。”是在立法层面



运用发展与环境综合决策方法,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行动。

我们承认, 《物权法》必须走入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首先源于

在应对环境问题方面单纯的公法手段的失败. 另一个原因是环

境问题的综合性, 它的形成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息息相关, 

《物权法》也难脱其咎。成型于近代农业社会的《物权法》

对环境问题的形成及恶化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推动作用, 主要

体现为: 将自然资源“物化”，只注重其经济性价值, 忽视其

生态价值以及文化价值. 将人抽象为只有社会属性的人, 忽视

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与信息传递关系. 所有权绝

对化理念使污染环境和破坏资源的行为成为行使所有权的合

法行为, 《物权法》成为了污染环境和破坏资源的避风港。 

当然, 我们也清楚的知道, 《物权法》是最为典型的私法, 它所

担负的使命是保障私的安全。《物权法》自进入现代社会以

来也呈现了社会化的趋势, 但无论社会化的趋势多么的明显, 

也不管社会问题何等严重,《物权法》“权利之法”、“自由

之法”的本质依然不会改变, 保障私的安全仍然是《物权法》

不变的信念。百考试题 可是, 我们也应该看到, 虽然《物权法

》在变迁的过程中应该始终保持自己的秉性, 却并不意味着《

物权法》参与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失去了可能, 《物权法》可

以在其特有的弹性限度内和不改变《物权法》秉性的前提下

对某些制度内容作出革新, 提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解释。 

因此, 在应对环境问题方面,《物权法》只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绝不是决定性的力量。《物权法》对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

参与不可能走得太远, 只能在《物权法》能够承受的改造幅度

和不违反《物权法》精神的前提下进行, 只能是点点滴滴的参

与。百考试题 正因如此, 中国的立法者慎重考虑了《物权法



》对现实严峻的环境问题作出应对的方法与途径, 在将环境保

护纳入《物权法》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实践, 使得《物权法》透

出了点点“绿色”。 1.确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立法原则 

《物权法》制定的指导思想和总原则直接关系到该法的价值

取向与制度选择, 科学发展观与促进社会和谐都被明确纳入制

定《物权法》总的原则, 表明了《物权法》制定过程中对于环

境保护问题、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充分考虑。这在《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草案) 〉的说明》得到了明确宣示:“

制定物权法总的原则是: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从

我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 全面准确的体现和坚持社会主义基本

制度.针对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规范的问题, 统筹协调各种利

益关系, 促进社会和谐。”正是因为在立法的总原则中将环境

与发展问题进行了统筹考虑, 综合决策, 才会有《物权法》的

“绿色”条款出现。 2.确定物权概念和调整范围 《物权法》

第2 条第2 款规定: “本法所称物, 包括不动产和动产。法律规

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 依照其规定。”并在所有权编中, 确

定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将空间权确立为物权类型. 在用益物

权编中, 除了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

用权、确定为用益物权外, 还将国家专有资源的使用权确定为

物权, 《物权法》第122条规定: “依法取得的海域使用权受法

律保护。”第123 条规定: “依法取得的探矿权、采矿权、取

水权和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受法律保护。

”物权法调整范围以及物权类型的确定, 是立法者对于物权法

利益调整核心的最直接体现。百考试题《物权法》没有采用

传统的“物”的概念, 突破了“有体物”的范畴, 将空间权、



资源利用权规定为物权类型, 将其纳入物权法的调整范围, 既

体现了物权立法“以所有为中心”向“以利用为中心”的历

史趋势, 也为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实现物权法与相关资源管

理法律法规的沟通与协调提供了权利基础。在确定资源使用

权的性质以后, 资源使用权人享有了物权法上的权利, 从而划

定了资源管理者的公共权力行使的范围, 管理机关非经法定职

责和程序不得侵犯资源权人的权利. 同时, 资源使用权人也承

担了物权法上的义务, 必须接受公共权力机关以维护环境保护

公德、实现环境公共利益为目的的管理要求, 合理开发利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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