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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各主体的最大环境利益。除此以外，环境多元共治保

障环境利益的广泛性还体现在其克服了当前我国环境法

治“重实体、轻程序”的发展现实，通过对环境程序正

义的贯彻，构建起以信息公开、公众参与、正当环境行

政程序为主要内容的程序性环境利益保障机制，不仅从

程序角度构建了有效的多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路径，而

且环境程序性利益的有效保障也为实体性环境利益的实

现提供了坚实基础。



身环境治理功能，创造社会主体与行政主体协作的环境

治理合力。在此过程中，环境多元共治注重的是各主体

尤其是社会主体参与环境治理、表达利益诉求的路径或

平台，即环境程序性权利。而受传统法律文化等因素的

影响，我国环境法治发展尤其是环境法律体系长期体现

出“重实体、轻程序”的特征，对于公众实体性环境权

利的保障明显要强于以公众参与为中心的程序性环境权

利的保 障。虽 然 我 国 新 《环 境 保 护 法》首 次 明 确 了

“公众参与”原则，并且作为其实施细则的《环境保护

公众参与办法》也确认了公众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环境治

理工作的权利，但是这些环境法律规范对于公众程序性

环境权利的确认，在公众等社会主体缺乏有效的环境治

理参与平台这一前提下仍然难以真正发挥其应有价值。

环境多元共治则在此背景下把社会主体和行政主体置于

了平等、公开的互动平台之中，不仅通过对社会主体程

序性环境权利的保障促进了环境法律体系对于程序性环

境权利的关注，而且在环境多元共治中围绕环境法律制

度而形成的权责分配、利益保障、责任追究等机制也使

环境法律制度实现了由规范向现实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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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s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le of law

QIN Tianbao
( Ｒesearch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Law，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versification of social values，governance has become a new concep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ystem in China，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Copbob o Mfu o Mf4b5 M+oUnanCoi o Mf4a5 M+oUniaCnp o Mf4l5 M+oUbeneoi o Mf4a5 M+oUniaCnp o Mf4n5 M+oUnanCoi o Mf4c5 M+oUniaCs o Mf4i5 M+oUbenebe o Mf4n5 M+oUnanCoe o Mfgethe inter sts ofCopbob o Mfen o Mf4m5 M+oUeunbpi o Mf4u5 M+oUnanCoe o Mflitip e s b ect

and im rovin dministrative ef ici ncy． an hi e

，

hin has ropose

an en e p b ic

，

hich e ns the r lationshi et en the tra itionala ministrative s b ec n th

socials b ec i be deve ed ro

com an an contro

o

com nicati n an c o erati n

n as the f nctions ofCopbobUeunbpC o Mfpnromotin the e order rotectin en e interactionn

e bic n the aministrtive sbects

，

an i r e instit ion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