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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经济增长与环境法制协调发展的多重运行机制和实现路径研究

人类的发展轨迹已经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存在制约关系，当人类生产力较落后、经济增长速
度较慢时生态环境压力较低，不易引起生态环境问题；而当人类生产力迅速解放和发展、经济增长速度显著提高时
生态环境压力较大，从而容易发生各类生态环境问题，如酸雨、蓝雾、水污染、大气污染等。因此我们可以确信地
是，生态环境和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深层次联系，其是相互制约、此消彼长的关系，而环境法则是人类社会协调生态
环境和经济增长之间矛盾的依据与工具，如何利用环境法实现生态环境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性是工业化后期不
得不应对的问题，也是当代经济学、环境生态学、法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张瑞萍所著的《环境法视野下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一书遵循“引出问题一理论

分析一实证探讨一梳理归纳一研究结论”的逻辑思路，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环境法视野下，根据环境经济学和环
境法学的交叉学科理论，以生态环境、经济增长与环境法制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为起点，探析三者之间相互影响机
理的本质、动力机制、影响效应以及价值评价标准等基础构成要素范畴。通过构建指标体系，综合评价协调发展程
度，测算各项参数协调状况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形态。环境法的视野下探讨环境法制创新的要求和调整的主要方
面，丰富了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容，使得环境法律制度与环境经济制度协同互动与融合，在环境法制体系下环境
治理主体具有不同的环境责任，来研究生态环境、经济增长与环境法制协调发展的多重运行机制、实现路径和制度
设计。本人在进行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环境与能源双约束下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
效率提升的反哺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YJC630180)时从此书受益匪浅。

从内容上看，全书主体内容共七个章节，每章节有侧重得探讨了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协调机制构建的相关问题。
本书导论部分就本书的研究背景、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研究现状进行了阐述，以期帮助读者理解本课题研究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同时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关于“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协调机制”的系统框架，有利于后续内容的引
入。正文第一章为“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本章则是从理论层面分别解释了“经济增长”“生态环境”“协调机制”的
基本内容和特点，是单纯的理论铺垫部分。第二章为“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机理分析”，本章分别从生态
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两个角度分析了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性，指出了
两者为“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关系。第三章为“区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本章则是
采用实证分析法通过案例分析来进一步证明生态环境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关系，同时对我国东部、西部的生态环
境特征和经济发展趋势进行了宏观分析，找到了两者之间的协调特点和相关影响因素。第四章为“生态环境与经济
增长协调发展评价及实证分析”，作者在本章中构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态环境模型，采用控制变量的形式来明确经
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效果以及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特定影响，为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机制建立提供了一
种可供观测的评价模型。第五章、第六章则从立法者角度探讨了环境法在生态环境和经济增长协调机制中的功能定
位、实现途径进行了探讨，同时结合我国现实情况分析了现阶段生态环境和经济增长协调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将研究
推进到实用领域。第七章为本书的终章，在本章中作者对前几章内容进行了总结，然后以我国法律实践、经济增长现
状、生态环境建设需求为基础对生态环境和经济增长协调机制建设与完善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综合来说，本书较为细致且透彻地分析了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联性，对生态环境和经济增长协调机
制的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其对我国可协调发展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具有较高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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