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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环境法典编纂作为破除环境法律破碎化现象的有效方案可以提

升环境法的简洁协调性'也是推动环境法治的路径之一&德国虽

然在两次环境法法典化运动后依然未能颁布环境法典'却为我国

提供了有效借鉴经验&德国环境法典编纂过程中面临的是否展

开环境法典编纂(以何种形式展开环境法典编纂以及环境法典调

整范围边界界定等核心问题'尤其值得我国参考&我国环境法典

编纂过程中应当重点研究法典编纂模式选择(环境法典调整范围

等问题'结合我国国情寻找合适的环境法典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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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两次环境法法典化运动虽未成功'但两次编纂运动共公布了四个版本草
案&第一次编纂始于!@&&年'由教授委员会起草并于!@@-年完成'被称为!教授
草案")之后是!@@'年开始起草并于!@@)年)月公布的!专家委员会"草案)第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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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草案是德国联邦环境部于!@@@年完成的!工作草案"'但在不久之后被联邦各部
拒绝)最后一部草案是在第二次环境法典运动过程中产生的!'%%@年立法草案"'

该版本草案在联邦与州共同组成的工作小组的带领下自'%%"年开始编纂'并于

'%%&年完成''%%@年因受到基社盟#A6a%和巴伐利亚州的反对而被联邦环境部宣
告失败&

本文拟从德国环境法典立法实践入手'分析其对环境法典的接受态度(编纂形
式(编纂的调整范围'总结德国环境法典运动的经验与启示'为我国未来可能的环
境法典编纂提供经验&

一(德国环境法典立法实践$从拒绝到推动环境法典化

#一%萨维尼!法典完备性"思想对德国环境法典编纂的抑制
德国第一次提出环境法典的概念是在!@)"年的联邦政府环境报告&该报告

提出!鉴于最近几年中环境保护领域愈发增加的法条数量和复杂性及其分散性'是
否可以将各环境法律规制在统一的法律中"!这一问题之后'!@)&年德国环境署进
一步研究了环境法统一的可能性&"

但在这个时期'德国法学界还深受弗里德里希3卡尔3冯3萨维尼#Q><21><HB
A5>4=9065=<K0N%!法典完备性"思想的影响&萨维尼认为法律是有机生成的产
物'法典编纂也是一个时机的问题'在具备条件和能力的时候才能编纂法典)法典
编纂应在内容上具备完整性'保障最大范围内的确定性以及法在适用上的安全性)

在形式上应使用严密精确的语言&# 鉴于此''%世纪)%(&%年代'德国法学界普遍
认为环境法典几乎不可能实现完备性$$一是由于环境法界限难分'较难确定哪些
法律规范应当被纳入环境法)二是环境问题存在多样化和不确定性'从而导致环境
法律规定将一直处于修订和变化中'这种变化使得环境法没有能力构建一套严密
的逻辑体系'很难满足法典要求的完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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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法典时代的法律合理性会鼓励规范泛滥'并导致法典工作难以开展!&

因此'在长达几十年时间里'德国虽然提出了环境法典化的概念'但是迟迟未能展

开具体的立法工作'法典化进程缓慢&

#二%德国客观现实呼吁环境法典

!-环境法去!破碎化"之需

作为世界上环境保护体系最完善的国家之一'德国环境保护法律条款也十分

全面而繁杂&德国联邦层面的环境法数量极多'有数十部的环境法律(无数的法律

条例和行政规范)还有大量地位等同于规范的规定'数量之多使得联邦环境法的活

页汇编达到"%%%多页"&此外'德国还需要遵守欧盟新颁布的环境法律'这进一步

导致其环境法律体系的庞大化&

环境法律体系的庞大臃肿导致环境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性和一致性下降'引

起规制范围重叠或者规定重复(矛盾或不一致#'最终加剧了环境法律体系层次不

清(碎片化的问题'被德国学者描述为!满是污渍的地毯"#Q42HJ2072CC<HB%$&以重

复为例'德国联邦矿业法与联邦自然保护法(土地法(水资源维护法以及环境影响

评价法均有重复)再如联邦自然保护法中有关自然保护社团的共同参与权与环境

救济法中的规定一致'存在重复&就规定矛盾而言'一方面希望通过法律来抑制各

种环境问题的恶化'而另一方面却又规定允许支付有损生态环境的补贴&

鉴于德国环境法律体系的破碎化现象'德国环境法学者希望实现环境法律体

系之间的协调化和!浑然一体"%'并希望立法者创设出对法律适用者和司法人员

都统一适用的法律规范'以有利于加强执行&因此'环境法典成为德国环境法学者

的理想工具'&编纂环境法典被认为可以提供一种内在精致化的机会'通过环境

法典实现对环境法律文件的简化'减少环境法律数量'提升环境法的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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