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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于利益分析的野环境优先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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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从可计量尧可对比角度而言袁野环境优先冶常被人们模糊地界定为环境利益优先于经济利益遥 环境

利益和经济利益均应野分别兼具冶人身与财产两方面的价值属性袁即人身性环境利益与财产性环境利益袁人
身性经济利益与财产性经济利益遥 人身性环境利益与人身性经济利益同等重要袁财产性环境利益与财产性

经济利益之间也无所谓谁优先或者谁不优先遥 基于此袁利益视角下的野环境优先冶实质上是应指人身性环境

利益优先于财产性经济利益遥
关键词院环境优先曰 环境利益曰 经济利益曰 双重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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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一尧野环境优先冶原则的模糊利益解读

利益是法学领域的核心词汇袁利益关系则是法学研究的关注焦点遥 法律对利益关系的协调袁对利益冲

突的平衡袁一般是通过某些基本原则规定和制度体现的咱员暂 遥 在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中袁能直接调整尧协调以及

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利益关系的袁当属 圆园员源 年新叶环境保护法曳渊以下简称新叶环保法曳冤确立的野保
护优先冶原则遥 野保护优先冶原则袁亦称野环境优先冶原则尧野生态优先冶原则尧野生态保护优先冶原则尧野生态环境

保护优先冶原则以及野现状保护冶原则遥 笔者在此将其称为野环境优先冶原则袁乃是认为保护优先尧生态优先尧
现状保护等概念袁均不能完整与精准地表达这一原则所应包含的意涵遥 本文认为的野环境优先冶袁是指当经

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渊简称野超载冶冤且在特定区域或特殊领域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

护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渊简称野死冲突冶冤时袁应当优先选择环境保护袁放弃可导致不可逆转环境损害的经

济发展遥 申言之袁野环境优先冶仅存在于野超载冶加野死冲突冶这一基本前提之下袁无此前提袁环境保护与经济

发展则无所谓谁优先或者谁不优先遥
野环境优先冶原则作为环境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必然涉及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冲突的调整与平衡遥 在理

论界袁野环境优先冶被习惯性地解读为野当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发生不可避免的矛盾与冲突时袁环境保护优先

于经济发展冶袁抑或是被刻板地理解为野当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相冲突时应优先考虑环境利益冶 咱圆暂 遥 然而袁经
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不必然对立袁也并不必然存在紧张与冲突袁若将野环境优先冶简单解读为环境保护优先

于经济发展或环境利益优先于经济利益袁则环境保护难免会陷入理论上的窠臼以及实践中的困顿遥 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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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袁笔者认为学界对野环境优先冶原则的理解并不精准尧不甚周延甚至存在一定的谬误袁特别是对野环境优先冶
原则下的利益解读过于绝对和刻板袁以至于不能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紧张与冲突遥

诚然袁无论是从利益的可计量角度还是可对比角度而言袁野环境优先冶均容易被模糊地界定为环境利益

优先于经济利益遥 以计量学的视角看袁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均可以通过计量技术尧计量管理乃至数理统计

的方法进行科学测定袁从而实现对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量化遥 在野环境优先冶原则的计量模型下袁环境利

益无论是其价值位序还是重要程度均优于经济利益袁故容易形成或固化环境利益优先于经济利益的思维认

知袁直接将野环境优先冶等同于野环境利益优先冶遥 另外袁从利益的可对比角度来说袁野环境优先冶也意味着环

境利益在与经济利益的博弈中处于优势地位袁应给予优待遥 当前袁环境法上所调整的利益被模块化地界分

为环境利益尧经济利益尧社会利益等三大利益种群袁其中袁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冲突则是环境法所关注的

核心遥 在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的二元界分语境下袁野环境优先冶原则的提出无疑强化了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

的可对比度袁特别是在环保形势日益严峻尧环保呼声急剧高涨的当下袁野环境优先冶往往被误认为环境利益比

经济利益更为重要遥
事实上袁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均为人类的基本利益袁对两种利益的追求袁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生存尧健

康尧宜居尧精神尧审美等多种需求遥 其中袁生存与健康是人类的根本需求袁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袁而宜居尧精
神尧审美等需求则属于发展性需求袁这些需求的人身性属性相对较弱袁且建立在物质文化财富相对充裕的基

础之上遥 可见袁人类的基本需求也是可以由低到高作出划分的遥
基于人类需求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袁以服务于人类需求为目标的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因而也当然存在

多样性与多层次性袁若将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作简单化的孰优孰劣比较或者判断袁势必忽略这两种利益对

人类需求的多样性与多层次性袁也背离了野环境优先冶原则的立法初衷遥 新叶环保法曳确立野环境优先冶原则袁
本是为回应野超载冶加野死冲突冶环境困局下的利益抉择问题袁但简单地将野环境优先冶等同于野环境利益优

先冶不仅难以有效化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紧张与冲突袁而且还可能将二者陷入无休止的利益交锋之中遥
因此袁在解读野环境优先冶原则的本质利益之前袁有必要结合人类的基本需求袁将该原则所涉及的环境利益与

经济利益作深入剖析与同类利益定位袁藉此判断何种利益优先或者不优先遥
二尧野环境优先冶原则的关涉利益剖析

渊一冤环境利益的人身尧财产价值属性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特定的天然环境袁人不能游离于自然之外袁也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遥 人类作

自然环境的产物袁在 耕火种尧茹毛饮血的环境中谋生存袁亦在投资兴业尧资源开发的过程中求发展遥 而环

境资源作为人类赖以存续的载体袁始终为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各种需求遥 所以袁环境利益自始就是财产利

益与人身利益的浑然一体咱猿暂 遥
员郾 人身性环境利益

人身性环境利益渊亦称环境人格利益尧环境精神利益冤袁是指自然人在宜居的环境中生存尧生活尧健康乃

至更高层次的精神享受的利益袁譬如采光尧通风尧眺望尧清洁空气尧宁静环境尧干净水源尧优美风景尧充足日照

以及满足人类审美需要的利益遥 人身性环境利益以自然环境为载体袁反映的是人类对宜居环境或环境品质

的客观需求遥 事实上袁人身性环境利益与自然人的生命健康紧密相关袁且野不具有通常的财产利益的内容袁
而是体现为一定的精神利益袁是行为与精神活动的自由和完整的利益袁以人的精神活动为核心冶 咱源暂 遥 可见袁
人身性环境利益是无价或者是难以用物质财富进行衡量的袁它不但维系着人类的生命尧健康以及永续繁衍袁
还承载着人类对人性尊严与精神价值的普遍关怀遥 假如生活在被严重污染尧有害身心健康尧不具审美价值

等不宜居的生态环境中袁那么人类的生命健康将遭受极大威胁遥 鉴于人身性环境利益的异常重要性袁有学

者主张将人身性环境利益纳入人格权保护范畴袁并明确指出袁野只要影响了环境的适宜性袁就可以认为是对

环境人格权的侵害冶 咱缘暂 遥 故此袁人身性环境利益当属环境利益的重要内容袁人们对生存环境尧宜居环境以及

美学环境的价值追求应当得到环境法的确认尧保障与增进遥
圆郾 财产性环境利益

相较于人身性环境利益袁财产性环境利益渊亦称环境物质利益尧环境经济利益尧环境财产利益或资源利

益冤则具有明显的财产属性袁是主要以满足经济发展需要为特征的一种物质性利益遥 财产性环境利益可藉

由物质财富予以衡量袁 典型的莫过于对石油天然气资源尧动植物资源尧土地资源尧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遥
在经济学领域袁环境利益即专指自然资源财富袁以至于有学者感叹野经济学界的耶环境利益爷似乎是一种不证

自明的利益类型袁就像耶经济利益爷一样袁无需赘言袁人人自明冶 咱远暂 遥 亦诚如学者刘会齐所言院野环境利益的主

要内涵是基于经济利益而存在袁虽然有非经济利益的环境利益内涵袁但不是环境利益的主要内容遥冶 咱苑暂诚然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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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类发展进步而言袁环境资源为经济活动提供着不可或缺的土地尧水源尧林木尧石油尧天然气尧煤炭等物

质条件保障袁是驱动人类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要推助力遥 由此看来袁财产属性同样是环境利益的重要内容遥
渊二冤经济利益的人身尧财产价值属性

环境利益具有人身财产双重属性袁这一点毋庸置喙袁但经济利益是否同样具有人身尧财产双重属性袁则
有待进一步证成遥 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利益袁无非是指物质利益尧财产利益或经济效益遥 但无论是何种经济

利益样态袁其目的均是为了满足人们生命健康与发展进步的客观需求遥 基于人类需求的多样性与多层次

性袁故而经济利益也并非单纯的物质利益袁而是一种兼具人身尧财产双重价值属性的利益形态遥
员郾 人身性经济利益

所谓人身性经济利益袁即指以维系人类生命健康尧永续繁衍与宜居生活所必需的财产利益袁譬如充饥保

命所需的食品尧解渴润喉所需的水源尧御寒保暖所需的衣物尧健康呼吸所需的空气尧安全居住所需的住房遥
若这些与个人生命健康息息相关的人身性利益得不到保障袁那么经济发展所追求的高科技电子产品尧高性

能交通工具尧高分辨率卫星等所有物质财富都将失去意义遥 换言之袁人类可以离开一部高性能手机而存活袁
但却离不开一杯干净清洁的水遥 可见袁食品尧衣物尧水源尧住房等均是维持基本生命体所必需的物质性财富袁
尽管其本质上属于经济利益的范畴袁但在内容上却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遥 事实上袁强调经济利益的人身属

性袁也是遵循可持续发展理念与反思并提升经济发展目的的客观需求遥 第一袁可持续发展主张既尊重当代

人的生存权袁也要保障后代人的生存权遥 地球只有一个袁其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极其有限袁相比于人类需求

与创造力的无限性袁资源有限的地球根本难以满足人类的无限需求袁若当代人的经济发展以 郧阅孕 为导向袁以
牺牲自然资源换取财产性经济利益袁则势必威胁后代人的生存权遥 第二袁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在于增进人

类福祉袁而人类的 大福祉莫过于生命与健康遥 人类的生命健康与环境资源须臾不可分离袁野追求经济利益

的经济活动所导致的环境污染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袁会对人体健康尧生命安全和人的物质财富造成危害袁导致

经济利益不可得尧甚至为负冶 咱愿暂 遥 故此袁在追求经济利益的过程中袁应当尊重与重视经济利益固有的人身价

值属性遥
圆郾 财产性经济利益

经济利益无疑是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核心袁也是驱动人类发展与进步的 大动力遥 人类从诞生之日伊

始袁便不断通过经济活动获取经济利益袁以谋求温饱尧方便住行以及世代繁衍生息遥 叶现代经济辞典曳将经济

利益解释为野物质利益冶袁即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物质动因遥 根据这一解释袁经济利益具有明显的财产属性袁
一定程度上等同于财产性经济利益遥 譬如人类藉由经济活动而制造的座椅尧灯具尧窗帘尧空调尧汽车尧飞机尧
手机尧电脑尧书本等物品均可以通过物质财富的形式体现出来袁质言之袁财产性经济利益即物质财富遥 准确

理解财产性经济利益的内涵袁还需厘清其与人身性经济利益尧财产性环境利益的异同遥 第一袁财产性经济利

益与人身性经济利益均属于经济利益袁只不过财产性经济利益更多地表现为物质财富袁与人们的生活水平尧
精神享受紧密关联袁而人身性财产利益却与人们的生命健康休戚相关袁简言之袁追求财产性经济利益旨在发

展和进步袁而谋求人身性财产利益的目的在于生存尧健康与生活遥 第二袁财产性经济利益与财产性环境利益

都具有有价性袁但财产性经济利益较多地融入了人类的生产劳作袁而财产性环境利益则更多地表现为自然

状态下的环境资源财富袁二者之间的关系如同书桌与树木袁前者为人工产品袁后者为制作产品的原材料遥
三尧野环境优先冶原则的同类利益定位

基于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均具有人身与财产的双重价值属性袁故坚持野环境优先冶原则野不应将环境利

益与经济利益割裂甚至对立袁也不应简单理解为环境利益或经济利益孰为优先的问题冶 咱怨暂 袁而应当对环境利

益与经济利益的同类利益予以准确定位袁藉此判断何种利益优先或不优先遥 事实上袁人身性环境利益与人

身性经济利益同等重要袁财产性环境利益与财产性经济利益之间也无所谓谁优先或者谁不优先遥
从人类的生存与健康而言袁人身性环境利益与人身性经济利益并不存在谁优先问题遥 人身性环境利益

以自然资源为载体袁是人类在自然环境中生存尧生活乃至追求精神享受的人身性利益袁以维系基本生命体的

存续为首要目标遥 相较而言袁人身性经济利益虽然被冠以野经济利益冶之称谓袁但该利益形态亦具有强烈的

人身属性袁且同样以维系人类生命健康与永续繁衍作为终极目标遥 由此看来袁人身性环境利益和人身性经

济利益均以维系基本生命体的存续为旨趣袁因而这两种利益同等重要袁也不存在谁优先或者谁不优先的问

题遥 再者袁野就目前人类的认识而言袁大自然有三种属性即经济性尧生态性和精神性冶 咱员园暂 袁人类对自然环境的

身心收益渊即人身性需求冤只与后两种属性相关袁譬如生存需求尧健康需求尧生活需求尧宜居需求尧审美需求以

及精神需求等遥 假如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超过了环境资源的承载能力袁以及向环境排放的污染物超过了

环境的自净能力袁那么上述所有的人身性需求都将化为泡影袁故惟有将人身性环境利益与人身经济利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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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均袁等摇 论基于利益分析的野环境优先冶原则

等保障袁才能积极因应人类对生存尧健康等的基本需求遥
生存与健康固然是人类根本所需袁但若站在人类发展进步的视角袁则务必要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财富与

开展生产消费袁即追求财产性环境利益与财产性经济利益遥 财产性环境利益与财产性经济利益均具有明显

的财产属性袁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物质利益遥 一直以来袁求生存与谋发展是人类社会亘古不变的追求

目标袁但在生存权得以充分保障的今天袁如何发展则成为人类日渐关切的问题遥 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无

疑对野如何发展冶问题作了科学解答袁即将发展的负面效应和代价降至 低限度袁在保证人类赖以生存的环

境资源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遥 诚然袁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在于实现人类永续袁但毋庸讳言袁发展的

过程实质上是追求财产性环境利益与财产性经济利益的过程袁申言之袁经济发展建立在对环境资源开发利

用的基础之上袁并将环境资源利益转化为物质性财产利益袁二者相得益彰袁均为满足人们对物质文化充裕与

发展进步之需要遥 从这一点看袁无论追求财产性环境利益还是财产性经济利益袁都是为了服务于人类发展

进步之目标袁二者利益属性相似尧价值位阶相同袁故这两种利益之间无所谓谁重要或谁不重要遥
不过袁人类的基本需求具有层次性与对抗性袁与人类基本需求紧密相关的人身性环境利益尧人身性经济

利益尧财产性环境利益尧财产性经济利益亦存在层次性与对抗性遥 美国社会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求由低到

高依次分为生理尧安全尧归属和爱尧尊重尧自我实现五个层次遥 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人类根本所需袁具体包

括生存尧健康尧生活尧居住尧安全等需求袁大致等同于人身性环境利益与人身性经济利益曰而归属和爱需求尧尊
重需求尧自我实现需求则属于人类中高层次需求袁藉由社会的发展进步与个人的自我提升实现袁而上述需求

的实现均离不开对财产性环境利益与财产性经济利益的追求遥 在人类的诸多需求中袁生存尧健康等人身性

需求是基础袁而宜居尧文明尧尊重等发展性需求则居于次要位置遥 若人身性需求无法得到保障袁则发展性需

求将成为无源之水尧无本之木遥 因此袁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而言袁人身性利益当比财产性利益更为重要袁
当二者之间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时袁应优先保障人身性利益遥

事实上袁优先保障人身性利益符合人类的常识常情常理袁也是法律确立野环境优先冶原则的利益指向遥
譬如袁当某一地区的自然环境被严重毁损且不宜居住时袁当地居民必然选择迁徙他地以求生存袁放弃世代居

住的房子与耕种的土地袁这符合人的常识常情常理袁如同人被抢劫时先选择保命而放弃财产一样遥 求生或

保命袁体现了所谓的人身性环境利益与人身性经济利益袁而放弃财产袁则体现了所谓的财产性环境利益与财

产性经济利益遥 优先选择求生而放弃财产袁即意味着人身性利益优先于财产性利益遥 圆园员源 年新叶环保法曳所
确立的野环境优先冶原则袁亦凸显了保障人身性环境利益的重要性遥 但亟需明确的是袁对人身性环境利益的

优先保护并非是绝对的尧无条件的袁惟有出现野超载冶加野死冲突冶环境困局时袁优先保护人身性环境利益才确

显必要遥 有野超载冶但无野死冲突冶或者有野死冲突冶但无野超载冶之情形袁意味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无必

然矛盾袁人身性环境利益与财产性经济利益也并无必然冲突袁因而优先选择环境保护或保障人身性环境利

益实无必要遥 惟有当野超载冶与野死冲突冶并存之时袁经济发展才威胁或可能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健康袁此时优

先选择保护人身性环境利益才有意义遥
总而言之袁野人类的生存和生活是直接建立在衣食住行等物质与文化之基础上的袁且只有有了良好的健

全的环境袁这样的基础才能得到保证冶 咱员员暂 遥 人类的生命与健康高于一切袁发展与进步则次之袁换言之袁代表着

生命健康的人身性环境利益与人身性经济利益应当比代表着发展进步的财产性环境利益与财产性经济利

益更为重要遥 故此袁当人身性环境利益与财产性经济利益出现野死冲突冶时袁人类应当在秉持野多利向横取其

重袁多害相横取其轻冶的基础上优先保障人身性环境利益遥 毕竟较之于人类的生命健康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

财产性经济利益显得十分渺小甚至微不足道遥 反之袁当面临野超载冶加野死冲突冶环境困局时袁若优先选择经

济发展或追求财产性经济利益袁即便将来人人家财万贯尧鲜衣美食袁一旦自然环境被毁灭袁人类将陷入野有钱

没命花冶的绝境袁亦正如周星驰执导的电影叶美人鱼曳所一再警示的野如果世界上连一滴干净的水袁一口新鲜

的空气都没有袁那么挣再多的钱袁都是死路一条冶遥 因此袁当人身性环境利益与财产性经济利益发生野死冲

突冶时袁作为利益调节器的环境法无疑会选择优先保护人身性环境利益袁这也是保障人类生存发展尧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一条铁律袁不可违逆遥
四尧野环境优先冶原则的本质利益揭示

透过对野环境优先冶原则的关涉利益剖析与同类利益解读袁可窥知野环境优先冶原则的确立旨在昭示人身

性环境利益优先于财产性经济利益袁申言之袁即人身权优先于财产权遥
渊一冤域外野环境优先冶立法的利益昭彰

员怨苑园 年袁日本新修订的叶公害对策基本法曳删除了原先野环境保护要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冶的条款袁将野保
护国民健康与保全生活环境冶作为环境立法的唯一目的袁正式确立野环境优先冶理念遥 员怨怨猿 年袁日本新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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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叶环境基本法曳对野环境优先冶作了完整阐释袁该法第 猿 条规定野把环境作为得天独厚的资源维持在正常的

水平上袁是人类健康的文化生活所必不可少的遥 但是由于人类的活动增加了环境的负荷袁从而使人类存续

基础限度的生态平衡出现被破坏的危险遥 因此袁必须妥善实施环境保护冶曰第 源 条规定野把得天独厚的资源

维持在正常水平的同时袁一方面要力求发展对环境负荷影响小的健康经济袁另一方面要构筑一个可持续发

展的社会冶 咱员圆暂 遥 透过这些野环境优先冶条款可知袁野人类存续冶野国民健康冶野生活环境冶野文化生活冶等凸显人

身性价值的词汇频繁出现在日本环境法文本之中袁并明确强调经济发展须以环境负荷渊环境承载力冤为基

础袁实质上是为避免出现野超载冶加野死冲突冶环境困局遥 若基于利益的视角分析袁日本叶环境基本法曳确立

野环境优先冶的本质利益在于强调人身性环境利益优先遥
与日本一样袁韩国环境立法亦实现了从野经济优先冶向野环境优先冶的华丽蜕变遥 从韩国 员怨远猿 年的叶公害

防止法曳到 员怨苑苑 年叶环境保全法曳制定来看袁韩国在此期间长期坚持了经济增长优先主义的环境政策袁且其

环境立法及应对体系也停留在野对症疗法冶阶段咱员猿暂 遥 员怨怨园 年袁韩国颁布的叶环境政策基本法曳第 圆 条明确规

定野鉴于环境质量及其保持袁保护舒适的环境并且维持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协调与平衡袁是国民享有健康尧文
化的生活以及国土保持与国家持续发展所必不可少的要素袁国家尧地方尧企业和国民应当努力维护和促使环

境的良好状态遥 在从事利用环境的行为时袁应当对环境保全予以优先的考虑冶 咱员源暂 袁首次提出野环境优先冶遥 显

然袁韩国立法所倡导野环境优先冶并非贬抑环境资源的经济内涵袁而是为了凸显人身性环境利益的重要性袁特
别是在面对野超载冶加野死冲突冶时选择优先保障人身性环境利益的客观性与必然性遥

相较于日尧韩两国袁野环境优先冶原则在俄罗斯各时期的环境立法中均得到了一脉相承遥 早在前苏联时

期袁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自然资源保护法曳渊员怨远园冤第 猿 条就规定野优先保障人的生命与健康袁
保障居民生活尧劳动和休息的良好的生态环境袁是包括俄罗斯联邦国家机关的管理活动在内的各种经济活

动尧管理活动和其他对自然环境状况产生不良影响的活动所必须遵循的自然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冶 咱员缘暂 袁明确

提出野环境优先冶原则遥 圆园园圆 年袁俄罗斯新颁布叶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曳对野环境优先冶原则予以再次重申袁
其内容主要包括院渊员冤优先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袁保障居民生活尧劳动和休息的良好的生态环境曰渊圆冤在经济

利益与生态利益发生冲突时袁优先考虑生态利益的需要曰渊猿冤利用一种或几种自然客体袁不应对其他自然客

体和总体环境造成损害咱员远暂 遥 显然袁叶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曳渊圆园园圆冤所确立的野环境优先冶原则以保障人体

健康为首要目标袁并注重对环境资源的恢复与保育袁无不是为了预防或避免出现野超载冶加野死冲突冶环境困

局遥 若当该环境困局无法避免时袁则优先选择保障与人类生命健康息息相关的人身性环境利益遥
渊二冤野环境优先冶原则本质利益揭示

环境法作为一门新兴的部门法袁涉及高度的利益冲突袁而其核心乃是处理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关

系咱员苑暂 遥 传统野协调发展冶原则过于强调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协调和共融的一面袁因而不能有效处理当二者利

益之间发生对立或冲突时如何进行利益抉择的问题遥 事实上袁在野协调发展冶原则指导下袁人类永远无法摆

脱对高速经济发展的迷恋以及对已经或即将取得的经济利益的舍弃袁不仅难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

护的关系袁而且无法确保发展的高质量与可持续性遥 而野环境优先冶原则着眼于人类生存与健康的现实需

求袁建立在人类对野协调发展冶原则的反思之上袁通过对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的位序尧重要性作出利益估价袁
以作出对人类生存发展的更优选择遥 透视日尧韩尧俄尧加等国有关野环境优先冶的法律条款袁在环境利益与经

济利益难以兼顾且需要抉择的情况下袁与人类存续紧密相关的人身性环境利益应当得到优先保护遥
但亟需明确的是袁野环境优先冶并不意味着通过放弃经济利益来实现环境利益袁而是指在保证总体环境

质量的基础上袁经济发展不应超过环境容量和资源负荷袁当经济发展野超载冶或可能野超载冶且与环境保护野死
冲突冶或可能野死冲突冶时袁意味着人身性环境利益与财产性经济利益存在或可能存在野死冲突冶袁此时应优先

保障人身性环境利益遥 换言之袁并非只要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发生冲突袁经济利益就必须让位于环境利益袁
而是当出现野超载冶加野死冲突冶环境困局时袁人身性环境利益才优先于财产性经济利益遥 事实上袁优先保障

人身性环境利益袁既是维系人类生存健康之根本所需袁也是推进人类发展进步之必然要求遥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袁野环境优先冶原则的本质利益无非在于揭示人身性环境利益优先于财产性经济利

益袁即人身权优先于财产权袁而非理论界所模糊理解的环境利益优先于经济利益遥 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有

兼容的一面袁也有对抗的一面袁野当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发生冲突尧两者不能同时兼顾而又要作出决策权衡

的情况下袁应当从当前需要和未来需要的关系上优先考虑保护生态环境袁即确立耶环境保护优先爷原则冶 咱员愿暂 遥
野环境优先冶原则的确立正是为了回应代内与代际人之间对生命健康的现实需要袁当面临野超载冶加野死冲

突冶环境困境之时袁人类对生存发展的人身性诉求远胜于对发展进步的财产性诉求袁故野环境优先冶原则所倡

导的人身性利益优先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尧科学性尧客观性与必然性遥 总之袁环境资源是人类的生存之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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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均袁等摇 论基于利益分析的野环境优先冶原则

之源袁当人身性环境利益与财产性经济利益存在野死冲突冶时袁应以野环境优先冶原则为指导袁将人身性环境利

益置于优先保护地位袁确保人们生活在干净尧清洁尧舒适尧宜居尧有益身心且颇具美学价值的生态环境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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