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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长足发展，2010年中国的经

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但与此同时，中国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环

境污染问题突出、能源安全以及不断增加的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

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尽管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

在环境保护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努力，但因为环境污染的累积性特

征，以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量环境问题没有解决，增量环境

问题不断出现，使得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环境形势依然会相

当严峻，环境污染的损害突显、突发性环境事件频发，并进而体

现为利益冲突。这种冲突已经广泛地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并且，随着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化，具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特别

是伴随公民环境意识的提高、维权意识加强、对公共问题的关

注，政府在提供良好环境质量、控制污染损害、防范环境健康风

险以及保障公民基本环境权益等方面的作为和行政有效性，受到

越来越多的压力和质疑。

众所周知，作为当今社会的基本公共服务，良好环境质量的

达成不仅要求政府解决今日之排放的不利影响，而且需要下大力

气着手解决历史遗留污染问题。相较之下，后者难度更大，原因

在于污染物在环境和生态系统中的迁移转化和长期积累，中国经

济快速发展污染企业兴衰更替频繁，历史污染的责任辨识、追究

和赔偿难以落实，事实认定、损害评估、责任追究、损害赔偿等

诸多方面的法律、技术和管理缺位等。

然而，公共管理部门不能以诸多困境为缘由使得无辜者和

社会持续承担污染加害者的行为后果，这不仅是如何消除环境污

染的社会经济和健康影响的技术问题，更是公民权益有效保障的

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拷问我们的社会公正和环境正义。对累积

性、历史遗留环境问题的正视和相应的管理制度、法律体系建

设，不仅有助于解决当今的存量环境污染问题，比如污染场地问

题，更有助于规避和防范未来的环境风险，向污染者释放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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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愿意生活在久别蓝天、失去森

林、空气污浊、喝不上清洁水的混沌世界

里。但是怎样才能留住大自然的馈赠，把

蓝天、清水和森林完好无损地留给后代子

孙们呢？

哪里有科学有效的保护方法？谁有办

法让希望变成现实？

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一个由生

态学家创建，如今已发展成全球最大的自

然保护组织，为我们提供了让希望变成现

成功如何蔓延
“蓝宝书”教你学会高效保护

文 / 张可佳

How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successfully?

信号，使其改善环境行为。

在这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经走过了一条可资借鉴

的路，尤其是1980年出台的《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

（简称超级基金法）比较系统地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规范。当年催

生超级基金法出台的是美国纽约的拉芙运河事件，尤其是媒体广

泛报道后，社会组织和公众强烈关注，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促

使卡特政府快速通过法律。可以说，美国国会和政府是借公众舆

论之势而达成环保之目的。反观今日之中国，公众舆论势态相较

1970s年的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如何借势而为？

在上述背景下，贾峰及其团队历经多年的考察、访谈、研

究乃至不断与包括政府、学界和各利益相关主体的交流和沟通并

推进政策变革过程的基础上，而形成的这本《美国超级基金法研

究》恰逢其时，可以为中国环境管理特别是累积性环境问题比如

污染场地问题法规-管理-政策体系构建，提供非常难得的经验

借鉴。尤其是：环境责任界定、追责和担责亦即环境责任体系以

及相应的法律体系的构建；管理责任-权利-权力的制度建设亦

即行政授权机制设计；污染场地的修复、使用、再开发以及相应

的资金管理制度安排等，都可以为破解中国累积性环境污染困局

提供思路、方法、措施、路径乃至实施方面的启发和针对性的借

鉴与参考。

本书不仅具有一般学术著作的系统以及跨学科研究的整合和

综合式特点，比如，从环境责任体系、行政授权机制、污染场地

反应机制、资金管理机制、棕色地块再开发和法律实施绩效分析

等六个方面系统地梳理了美国超级基金法的整个立法、执法、修

订的发展历程以及运行机制；同时，它也对缘起、管理思想史及

制度变迁给予了充分的关注，有助于研究者和决策者了解制度和

政策变迁的动因和背后的逻辑。更特别的是，本书引用大量的案

例和生动的语言，使得它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也会因此激发触类

旁通和举一反三之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针对近年来频繁爆出的毒地杀人事件、

血铅事件、镉污染事件等，不管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政府部门

（包括直接为政府决策提供支持的官办研究机构），有一种论调

一直很有市场，那就是，历史遗留污染问题太严重了，有的是清

朝时期的，没法追责，而且治理花费需要数十万亿，我们根本治

不起、治不了。本书展示Superfund的国家优先治理名录制度和

危险物质信托基金（超级基金）制度，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视角

和可资改良借鉴的经验。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

程学院 

实的“路线图”。这就是一本名为《生物

多样性保护规划编制指南》的书。该书由

美国生态保护科学家克雷格·格罗夫斯所

著，于2003年在美国出版，2014年9月由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