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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际环境法学的体系

李晓阳 韩 健

本文提 出了国际环境法学学科体 系的框架
,

并就该体 系主要构成部分之间的关

系进行了阐述
。

在考察法学界关于国际环境法的各种论说 的基础上
,

分析了国际环境

法的调整对象
、

主体
、

法律地位和法律规 范的构成等问题
,

阐述 了国际环境法的调整

方法和特点
。

如何建立国际环境法学的体系 ? 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

国际环境法学是一个新兴学科
,

它

的研究范围应根据它的研究对象确定
,

其理论体系应体现对国际环境法学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的要求
。

国际

环境法学的各个部分应该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
,

其体系的安排应体现其内在的逻辑性和规律性
,

还应注意

使其有较大的灵活性
,

以适应国际环境法迅速发展的需要
。

笔者认为
,

可以考虑将国际环境法学的体系划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

(一 )国际环境法的基础理论
。

主要研究国际环境法的概念
、

调整对象和调整范围
、

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

则
、

国际环境法的特征
、

国际环境法的渊源和体系
、

国际环境法律关系的主客体等问题
,

这一部分是建立整个

国际环境法学体系的基础
。

(二 )部门国际环境法学
。

主要包括国际水道污染防治法
、

国际海洋污染控制法
、

国际大气环境保护法
、

国

际外空环境保护法
、

国际野生生物资源保护法等
,

是国际环境法学体系的主干
。

(三 )国际环境组织法
。

这一部分主要研究国际环境保护组织的机构设置
、

职能权限
、

活动范围
,

国际环境

保护组织的形成和发展
,

国际环境保护组织的法律地位
,

国际环境保护组织与其他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等方

面的问题
。

它是国际环境法学体系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

(四 )国际环境争议的解决
。

这一部分主要研究国际环境损害的责任形式
、

责任主体
、

归责原则
、

责任的免

除
,

赔偿制度中的责任限制和基金组织
,

国际环境争议的解决方式
,

国际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的管辖权及法律

适用
,

国际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的判决的承认和执行等方面的间题
。

以上四个部分不是彼此孤立
、

互不联系的
,

相反
,

它们存在着固有的
、

内在的逻辑联系
。

它们相互配合
,

共

同构成了整个国际环境法学的理论体系
。

第一个部分
“

国际环境法的基础理论
”

研究的是国际环境法中一些基

本的
、

共同的
、

一般性的问题
,

它对国际环境法其他部分的研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

因此
,

我们认为
,

它是整

个国际环境法学理论体系的基础
。

对环境的保护
,

最终归结为对各种环境因素或者说 自然客体的保护
。

环境因

素各种各样
,

与其相对应
,

也就产生了保护各种环境因素的国际环境法
,

即各个部门国际环境法
,

诸如国际海

洋污染控制法
、

国际大气环境保护法
、

国际水道污染防治法等
。

这些部门国际环境法大量地以国际公约
、

条约
、

协定
、

议定书等形式表现出来
,

在国际环境法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

是国际环境法的主要部分
。

国际环境法对

环境的保护主要是凭藉这些部门国际环境法进行的
。

国际环境法学以国际环境法为研究对象
、

部门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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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则研究各个部门国际环境法
,

部门国际环境法是国际环境法的主要组成部分
,

由此也就决定了对各个部

门国际环境法的研究是整个国际环境法学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
。

因此
,

第二部分
“

部门国际环境法学
”

是国际
, 环境法学的主干

。

另外
,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以及新的环境问题的不断出现
,

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部

门国际环境法
,

诸如核污染控制法
、

有毒物质控制法等
。

这些新产生的部门国际环境法也是部门国际环境学须

加以研究的
。

目前
,

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国际环境保护组织还不多
,

有关国际环境保护组织的立法尚不发达
。

然而不能据

此就认为国际环境保护组织法在国际环境法学的整个体系中没有它的一席之地
。

随着全球性和区域性环境问

题的日益严重和国际环境保护活动的频繁开展
,

必然还会产生许多新的全球性或区域性国际环境保护组织
,

并相应出现许多新的有关国际环境保护组织的立法
,

使国际环境组织法得到丰富和发展
,

在整个国际环境法

中的比重不断增大
,

从而更显示出对国际环境组织法的
;
哩论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

因此
,

国际环境组织法在

国际环境法学的理论体系中不是可有可无的
,

而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

离开了这一部分
,

国际环境法学

的体系便是不完整的`

在各国从事经济发展和国际交往的活动中
,

因环境问题引起国际争议是不可避免的
。

公正合理和迅速地

解决这些争议
,

也是国际环境法的任务之一
。

它直接关系到有关主权国家
、

公民
、

法人及社会团体的经济利益

和环境权益
,

也直接关系到人类能否切实有效地保护其赖以生存的环境
,

保证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
。

因此在国

际环境法学中
,

有必要对解决国际环境争议的理论问题作专门的研究
,

将其纳入整个国际环境法学的体系
。

加

之
,

这一部分有它自身的一些特点
。

因此
,

把它单独作为其中的一个部分似较为适宜
。

怎样界定国际环境法 ? 在国内有关著述中大体上有以下各种论说
:

( 1) 国际环境法是调整国际自然环境保护中的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

是当代国际法的一个

新领域
。

国际环境法的渊源包括国际条约
、

国际惯例
、

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会议及国际组织的宣言
,

决议
、

国际

环境法的原则
。①

(2 )国际环境法是调整国际间环境保护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称
。

这些行为规范主要来源于国际公约和双

边协定
,

以及有关的国际宣言
、

决议
、

行动纲领等
。

国际环境法调整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关系
,

它的主体是国

家和国际组织
。 ②

( 3) 国际环境法是调整国家之间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分歧与合作关系
,

旨在保护人类共同生存环境
,

对各国

具有约束力的行为规范
。

它具有一般国际法的属性
。 ⑧

(4 )国际环境法是调整国家间在全球性
、

区域性
、

双边及多边性环境保护领域中的行为关系的各种法律规

范的总称
,

包括公约
、

条约
、

协定及议定书等
。

它是国际法新近发展起来的一个分支学科
。 ④

(5 )国际环境法是现代国际法的组成部分
。

所谓国际环境保护法
,

是调整国家之间在开发利用
、

保护改善

环境中所产生的种种关系的有约束力的原则
、

规则和规章
、

制度的总称
。

国际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国家 (有

时也包括国际组织 )
,

个人不是国际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
。

国际环境保护法的制定者是国家
,

不存在一个如一

国的立法机构一样的特别的立法机构
。

国际环境法的渊源包括公约
、

习惯
、

文明国家所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
、

司法判例
、

学者学说等
。 ⑥

( 6) 国际环境法是国际法的一个新的分支
,

它是调整国家间在全球性或区域性环境保护领域中行为关系

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

它包括各种有关保护环境及改善环境的国际公约
、

协定
、

规章
、

制度
、

宣言及原则等
。

它的

渊源既有传统的条约式的法案
,

又包括许多具有社会
、

政治
、

道义或组织意义的协定
、

决议
、

宣言
、

宪章以及其

他规则等等
。 ⑥

以上各种关于国际环境法的论说
,

容易使人们认为
: ( l) 国际环境法的调整对象仅限于国家

、

国际组织之

间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中所形成的各种关系 ,国际环境法是国际公法的一个分支
,

不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

门 ;国际环境法的主体仅限于国家和国际组织
,

不包括个人
、

法人和社会团体
。

( 2) 国际环境法的规范仅限于国

际法规范
,

不包括国内法规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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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观点是与现代国际社会中客观存在的国际环境保护关系的现实不相符合的
,

也是与国际经济交往和

国际环境法律调整的实践不相符合的
。

它们使国际环境法的调整对象和国际环境法学的研究范围受到不适当

的局限
,

不能正确反映现代国际环境保护领域所产生的各种复杂的法律关系
。

因此
,

上述观点是值得商椎的
。

与上述观点不同
,

笔者认为
: ( l) 国际环境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

、

国际组织
、

个人
、

法人和社会团体在国际

环境保护领域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 ;尽管国际环境法从国际公法脱胎而来
,

与国际公法有着密切的联系
,

但

它不是国际公法的一个分支
,

而是一个新兴的
、

独立的法律部门 ; 国际环境法的主体不仅包括国家和国际组

织
,

而且包括个人
、

法人和社会团体
。

(2 )国际环境法的规范不仅包括国际法规范
,

而且包括国内法规范
。

(一 )国际环境法的调整对象
、

法律地位
、

主体
。

诚然
,

国际环境保护关系中包括国家
、

国际组织之间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
。

这部分

社会关系应由国际环境法予以调整
,

对此人们已经形成共识
。

但是
,

须注意的是
,

在国际环境保护关系中还包

括另一部分社会关系
,

即国家
、

国际组织与公民
、

法人
、

社会团体之间
,

公民
、

法人
、

社会团体相互之间在国际环

境保护领域所形成的社会关系
。

这部分社会有以下儿个特点
: l

、

从这部分社会关系的参加者即主体来看
,

它们

不仅包括国家和国际组织
,

而且包括公民
、

法人和社会团体 ; 2
、

从这部分关系的内容来看
,

它们都是在环境保

护领域中形成的 ; 3
、

从这部分关系所涉及的范围看
,

它们都含有国际因素
,

具有跨国性
。

如果不由某一法律部

门对这部分社会关系进行调整
,

就会使国际环境保护活动处于无秩序状态
,

使正常的国际交往出现障碍
,

形成

法律对社会关系调整的空白地带
。

我们知道
,

国际公法的主体只包括国家
、

国际组织或类似于国家的政治实

体
,

个人
、

法人一般说来不是国际公法的主体
。

由此决定了对这部分关系的法律调整是国际公法所无法胜任

的
。

如果硬性将调整这部分国际环境保护关系的法律纳入国际公法
,

显然是与国际公法的基本理论相悖的
。

就

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私法而言
,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经济交往中关于商品生产
、

流通
、

资本和技术移动
、

信贷
、

结算
、

税收等法律关系与国际经济组织的法规与法制的总称
。

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则是涉外民事关系
。

由于国
·

际经济法和国际私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与这部分国际环境保护关系的内容不同
,

这便决定了对这部分国际环

境保护关系的法律调整也是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私法所无法胜任的
。

至于国内环境法
,

它所调整的国内环境保

护关系不含有国际因素
,

这就决定了对这部分国际环境保护关系的调整也是国内环境法所无法胜任的
。

为适

应对这部分国际环境保护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客观需要
,

一个新兴的
、

独立的
、

不同于国际公法
、

国际经济法
、

国际私法和国内环境法的法律部门— 国际环境法产生了
。

这部分国际环境保护关系的客观存在以及对其进

行法律调整的客观需要正是国际环境法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基础
,

也是国际环境法不同于国际公法
、

国际

经济法
、

国际私法而国内环境法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根本原因
。

在现代国际交往中
,

个人
、

法人特别是跨国公司对外投资
、
技术转让等活动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之中

,

伴随

这种经济活动的跨国污染现象不断发生且日益为国际社会所关注
。

当代一个显著的特点是
,

私人和公司愈来

愈多地从事可能引起重大意外跨国环境污染损害的活动
,

个人
、

法人
、

特别是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环

境保护关系
。

从国际环境立法的实践看
,

大量的国际环境立法都规定了个人
、

法人或社会团体参与国际环境保护关系
,

并赋予个人
、

法人和社会团体以国际环境法的主体资格
。

《内罗毕宣言 }} ( 1 9 8 2年 5 月 18 日通过 )规定
: “

在促进

环境工作中
,

必须每个人负起责任并参与工作
。

非政府组织在这方面可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
,

并往往可以起到

促进作用
。

所有企业
,

包括跨国公司在内
,

在采用工业生产方法或技术以及在将此种方法和技术出口到别的国

家时
,

都应考虑到其对环境的责任
。

在这方面
,

及时而充分的立法行动也很重要
。

,’( 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公

约 》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二部分 )第 2 35 条第 2款规定
: “

各国对于在其管辖下的自然人或法人污染海洋环

境所造成的损害
,

应确保按照其法律制度
,

可以提起申诉以获得迅速和适当的补尝或其他救济
。 ”

总之
,

无论是国际环境保护关系本身的特点
,

还是国际经济交往和国际环境法律调整的实践
,

都从不同角

度证明了个人
、

法人和社会团体参与国际环境保护关系
,

进而成为国际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
。

(二 )国际环境法的法律规范
。

国际环境法包括有大量的公约
、

条约
、

协定
、

议定书等国际法规范
,

国际法规范是国际环境法的重要组成

部分
,

这是勿庸置疑的
。

有些学者甚至称其为
“

条约法
”

或
“

协定法
” 。

但如果据此认为
,

国际环境法只包括国际

法规范
,

不包括国内法规范
,

则未免失之偏颇
。

事实上
,

国际环境法既包括国际法规范
,

又包括国内法规范
。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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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环境法的法律规范构成的复杂性是由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
,

即调整对象的复杂性决定的
。

国际环境法所调

整的社会关系既有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形成的国际环境保护关系
,

也有国家或国际组织与个人
、

法人
、

社会团

体形成的国际环境保护关系和个人
、

法人
、

社会团体之间形成的国际环境保护关系
。

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形成

的国际环境保护关系往往通过国际公约
、

条约
、

协定
、

议定书等规范性文件予以调整 ;后一部分国际环境保护

关系则常常通过国内环境法中关于涉外环境保护的规范
,

涉外经济法中的环境保护的规范
,

以及国际私法中

的环境保护的规范予以调整
。

调整国际环境保护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不是彼此孤立的
,

而是密切

联系的
,

它们通过国际环境保护关系固有的逻辑被联系在一起
,

服务子保护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这一目的
。

一

个国家以其国内法为根据的对外环境保护政策
,

会直接影响到国际环境保护关系
,

必然会对调整国际环境保

护关系的国际法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
,

为了与调整国际环境保护关系的国际法相协调
,

各国调整国际环境保护

关系的国内法也必然会考虑有关国际法的要求
。

事实上
,

在现代社会中
,

各国越来越重视国内环境立法与国际

环境立法的协调
`

在法律适用上
,

由于国际环境保护关系的主体不同
,

其法律关系的性质不同
,

有时适用国际

法规范
,

有时适用国内法规范
,

有时两者兼而用之
。

在国际交往中
,

各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

为了维护本国的环境权益
,

必然会在其国内立法中
,

对在诸如

国际货物运输
、

引进外资
、

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等国际经济活动中引起的损害本国环境的跨国环境污染进行控

制
,

以达到既促进国际交往
,

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
,

发展本国经济
,

又对该国的环境权益进行有效保护的 目

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第 3 条第 3 款规定
: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以外
,

排放有害物质
,

倾倒废弃物
,

造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污染损害的
,

也适用本法
。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实施条例 》第 5 条
、

《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 》第 2条中
,

分别就外国公司
、

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

或个人申请在中国举办合营企业不得造成环境污染
,

我国公司
、

企业
、

团体或个人从外国的公司
、

企业
、

团体或

个人获得技术应该有利于环境保护作了规定
。

通过对国际环境法的调整对象
、

法律地位
、

主体和规范构成的分析之后
,

可以考虑这样来界定国际环境

法
:

国际环境法是调整国家
、

国际组织之间
,

国家
、

国际组织与公民
、

法人
、

社会团体之间
,

公民
、

法人
、

社会团体

之间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中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各种法律体制和法律规范的总称
,

是一个新兴的
、

独立

的法律部门
。

这个概念比较清楚地概括了国际环境法在调整对象
、

主体
、

规范构成方面的特性以及它在整个法

律体系中的地位
。

法律调整的方法是由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决定的
,

并服务于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
。

同样
,

国际

环境法的调整方法是由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即国际环境保护关系的性质决定的
。

国际环境保护关系的复杂性

决定了国际环境法调整方法的多样性
。

在国际环境保护关系中
,

由于存在着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所产生的环

境保护关系
,

这类关系的参加者为国家或国际组织
,

除具有环境保护的内容
,

与环境保护活动密切相关外
,

还

具有国家或国际组织间一般国际关系的属性
。

由此决定了国际环境法必然采用国际公法所采用的调整方法
。

这在解决国际环境争议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
。

不论是在国际环境保护实践中
,

还是在国际环境立法中
,

国际公

法用以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
,

诸如谈判与协商
、

斡旋与调停
、

和解
、

仲裁和诉诸国际法院等
,

被广泛用于解决国

际环境保护领域中所发生的争议
。

例如
,
1 9 7 8 年 1月 23 日

,

苏联核动力卫星
“

宇宙一 95遵号
”

在加拿大境内坠

落
,

使加拿大的一大片地区受到了放射性污染
,

加拿大和苏联经过近三年的谈判最后达成协议
。

在国
’

际环境法

的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美国诉加拿大特雷尔冶炼厂污染案
、

法国诉西班牙的兰诺克斯湖污染案等案例都

是通过仲裁予以解决的
。

《维也纳保护臭氧层公约 》第 11 条第 3款规定
:

缔约国如采用协商
、

斡旋或调停仍不能

解决争议时
,

既可将争议提交仲裁
,

也可以将争议提交给国际法院
。

.

如前所述
,

国际环境保护关系中包括公民
、

法人
、

社会团体之间产生的国际环境保护关系
,

如因一国的公

民
、

法人给另一国的公民
、

法人造成污染损害而产生的跨国界污染损害赔偿关系便属此类
。

这种关系多是因为

跨国界环境污染或破坏而形成
,

当事人往往为 自然人或法人
,

而且分属不同的国家
,

所发生的争议多涉及到人

身或财产损害的求偿
。

由此决定了国际环境法不可避免地要采用国际私法中的一些调整方法
,

如根据国际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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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则来确定国际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的管辖权和法律适用等
。

在国际环境保护实践和国际环境立法中采用国际私法规则来解决环境争议不乏其例
。

例如 1 97 5年的比尔

诉钾矿矿井 (B ier Mie :
de Po n t

e SS )一案即为一例
。

该案的原告在荷兰从事园艺工作
,

被告在法国国内开采钾矿
。

因被告把大量的残留盐物质排入莱茵河
,

导致河水碱度增高
,

损害了原告的苗床
,

原告因此向法院提起诉讼
。

这一跨国污染案即是根据《关于民商事案的管辖权及执行法院判决的公约 》及欧洲共同体法院对这一公约的

有关条款的解释来确定其管辖权的
。

1 9 6 9 年《国际油污民事责任公约》第 9 条第 1款规定
,

当在一个或若干缔

约国领土 (包括领海 )内发生了油污损害事件
,

或在上述领土 (包括领海 )内采取了防止或减轻油污染损害的预

防措施的情况下
,

赔偿诉讼只能向上述的一个或若干缔约国的法院提出
。

’

总之
,

国际环境法的调整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

既包括国际公法的调整方法
,

又包括国际私法的调整方法
,

这是由国际环境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即国际环境保护关系的复杂性决定的
。

四

与国际公法
、

国际私法
、

国际经济法等国际法部门相比
,

国际环境法具有它自身的一些待点
,

主要有
:

( 1) 国际环境法具有综合性
。

这种综合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
,

调整对象的综合性
。

国际环境法

所调整的国际环境保护关系
,

既包括国家或国家组织之间的国际环境保护关系
.

,

也包括国家
、

国际组织与公

民
、

法人
、

社会团体之间的国际环境保护关系
,

还包括公民
、

法人
、

社会团体之间的国际环境保护关系
。

国际环

境法的调整对象
,

是由这种种关系交织在一起而综合构成的
。

第二
,

规范构成的综合性
。

国际环境法所包含的

法律规范
,

既有国际公法
、

国际私法等国际法规范
,

又有国内环境法
、

涉外经济法中有关国际环境保护的国内

法规范 ;既有实体法规范
,

又有一部分解决环境纠纷的程序法规范
。

国际环境法的规范是不同法律部门的法律

规范的有机结合
。

第三
,

调整方法的综合性
。

国际环境法所采用的调整方法
,

既有国际公法所采用的调整方法
,

又有国际私法所采用的调整方法
。

可见它的调整方法也是综合的
。

国际环境法的综合性
,

归根到底是由它所调

整的社会关系即国际环境保护关系的复杂性决定的
。

(2 )国际环境法具有科技性
。

国际环境法以环境科学作为它的自然科学基础
,

是环境科学与法律科学相对

合的产物
,

它必须反映生态规律的要求
。

由于人类在防治污染
、

开发利用环境资源时必须采取各种技术措施
,

因此不得不将大量的技术规范
、

操作规程
,

各种各样的环境标准列入国际环境法之中
。

它的许多法律规范都是

由技术规范上升而来的
。

由此决定了国际环境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相比具有极强的科学技术性
。

(3 )国际环境法具有公益性
。

国际环境法的公益性是由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以及环境问题
、

环境保

护领域国际合作本身的特点决定的
。

国际环境法的 目的是保护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
,

这符合不同国家
、

不同阶

级的共同愿望
。

环境破坏的受害者是不分国籍
、

不分阶级的
。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

由此决定

了以国际环境保护关系作为自己的调整对象的国际环境法具有明显的公益性
。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

不同社

会制度的各个国家在国际环境法领域能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

在探索解决国际环境问题的措施
、

手段
、

以及制

定有关对策等问题上也较容易达成一致
。

(幻 国际环境法具有超前性
。

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立法的指导思想与国际公法有许多不同之处
。

国际公法

注重对现存国际习惯法和国际实践的编纂
,

国际公法的编纂工作往往落后于国际实践的发展
。

而国际环境法

则带有所谓
“

超前立法
”

的性质
,

建立在预防原则的基础上
。

在环境保护问题上
,

国际社会不能
,

也不可能等到

资源消耗竭尽
,

环境受到难以挽回的破坏之后
,

再去制定有关法律文件
,

只要国际社会一认识到问题的严重

性
,

就应根据预防为主的原则
,

立即着手制定有关国际法律文件
。

(5 )国际环境法具有区域性
。

国际环境法的这一特点
,

是由环境问题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决定的
。

环境问题

既有全球的共性
,

又有区域的个性
。

即使在同一国家内
,

由于 自然条件的不同
,

所引起的环境问题也是不同的
。

由于世界各地区的各个环境因素的特点并不完全一样
,

人类活动对其产生的影响又有轻重之别
,

则各地区环

境保护的主要目标
、

要求和措施 自然不同
。

分布在同一地区的各国既然面临大致相同的环境问题
,

则对该地区

的环境保护措施
,

自然更容易求得共同的主张
,

协调彼此的意志
。

实践表明
,

区域性协定往往较全球性协定更

易于有效执行
。

.

(下转第 2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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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的反映
,

是维护传统文化最强大的无形力量
。

社会变革对传统文化的冲击
,

开始往往只

能冲击其结构的表层
,

尽管看起来似乎已经给予重创
。

其表层原因在于
,

传统文化的深厚基础

已经积淀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
,

深化和浸透在整个社会生活之中
。

其深层原因
,

在于传

统文化心理具有强大的渗透力和改造力
,

能在旷日持久的文化冲突中
,

日渐溶入新文化之中
,

使之失去本来的面 目而成为一种新的传统
,

从而成为真正的新文化的对立物
。

这是传统文化心

理的巨大惯力
。

惰性和惯力是传统文化心理所固有的
,

但这 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

另一方面
,

传统的文化

心理不可能永远保持它的稳态
。

现代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

传统心理向时代心理的转化是不可避

免的
。

社会心理本来就是一个动态的平衡系统
,

旧的平衡打破了
,

经由一种困惑
、

迷惘甚至失

落
,

又会达到新的平衡
。

这种新的平衡
,

一般是在更高的层次上产生的积极向上的平衡
,

是在现

代化过程中必然产生的主导性的心理效应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上述转化中
,

有少数人在原有心

理平衡被打破后
,

总想回到原来的平衡状态中去
。

这种转化可能产生一些消极效应
,

需要积极

地加以科学地控制和调适
。

控制和调适的办法很多
,

最根本的是加速现代化进程
,

改变传统文

化心理赖以生存的现实土壤
。

一旦现实生活实现 了对传统的改造和超越
,

依附于传统的文化心

理也就被抛弃了
。

注 释
:

狱 参见刘崇顺著
: 《社会变革中的心理学》

,

香港中华科技出版社出版
户 夕

口曰 . 叫

(本文资任编辑 涂赞唬 )

(上接第 16 页 )

著名的控制海洋倾倒的国际公约除了《奥斯陆倾倒公约》外
,

还有 1 9 7 2年 12 月签订于伦敦的《防止倾废及倾倒

其他物质污染海洋公约 ))( 简称《伦敦倾倒公约 》 )
。

虽然《伦敦倾倒公约 》的签订在《奥斯陆倾倒公约 》之后
,

但其

中的某些规定反不如先签的《奥斯陆倾倒公约》那么严格
、

具体和明确
。

原因之一就在于 《伦敦倾倒公约 》是全

球性的
,

而《奥斯陆倾倒公约》是区域性的 (仅适用于大西洋东北部的海洋倾倒 )
。

正因如此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成立以后
,

大力倡导建立区域性环境保护国际组织
,

签订区域性环境保护协定
,

并取得了显著成就
。

自 1 9 7 6 年

以来的十几年里
,

地中海
、

波罗的海
、

波斯湾
、

几内亚湾等一些曾遭受严重污染的区域
,

都陆续签署了区域性环

境保护的国际协定
。

现在
,

区域性环境保护的国际协定已构成国际环境法的重要内容
。

注 释
: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 》 (法学卷 )
,

第 20 6一 20 7 页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 9 8 4 年版
。

② 韩德培主编
: 《环境保护法教程 })( 第二版 )

,

第 23 9一 2钧 页
,

法律出版社 〕 991 年版
。

③ 罗典荣主编
: 《环境法导论 》

,

第 3 1 0
、

322 页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 9 8 8年版
。

④ 韩德培
,

肖隆安主编
: 《环境法知识大全 》

,

第 22 。一 2 21 页
,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 9 90 年版
。

⑤ 程正康著
: 《环境法》

,

第 447 一 45 1 页
,

高等教育出版社 1 9 8 9 年版
。

⑥ 张箭青编著
: 《国际环境法概论 》

,

第 1
、

19 页
,

武汉大学出版社 1 9 90 年版
。

(本文资任编辑 车 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