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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关于环境法治的世界宣言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世界环境法大会于 2016年 4月 26日至 29日

在里约热内卢举行。 

 

怀着建设作为环境正义法律基础的环境法治的目标; 

强调人类生存于自然界中，所有生命都依赖于生物圈的完整性和生态系

统的相互依赖; 

深切关注对地球的各种人为压力正在前所未有地越过这个行星的界限，

包括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自然资源消耗以及其他环境退化，以及它

们导致的不安全和冲突; 

认识到人权与环境保育及保护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生态完整性对于实

现人类福祉和消除贫困的根本重要性; 

进一步认识到，基于尊重人权和当代人及其子孙后代的基本自由，各项

环境法原则对在所有治理层次上的自然保育和可持续利用自然的法律和政策

制度的逐渐发展的丰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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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所有治理层次上的有效遵守和执行，支持这些原则的演进，并鼓励

承认更多原则和新型法律工具; 

承认国家在调查、起诉和在环境事务中分配执法资源的裁量权; 

尊重原住民知识和文化的重要性及其对平等可持续性的贡献; 

认识到妇女和女童的教育和赋权是消除贫困、实现环境可持续性和促进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先决条件; 

进一步认识到现有的阻碍环境法实现可持续环境保育与保护以及应对环

境犯罪的各种差距和不足; 

注意到法官和法院通过在国家、地方、区域和国际层面上有效适用法

律，并通过给予各当事方，无论其权力或特权，平等获得司法考虑的公平而

独立的判决来建立环境法治的基本角色; 

并欢迎全球环境司法研究所的建立及其在支持环境法治的应用和执行方

面的作用; 

 

兹宣布: 

加强法治对于保护环境、社会和文化价值、以及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

至关重要; 

没有环境法治和法律权利和义务的执行，环境治理、自然保育和环境保

护可能是武断的、主观的和不可预测的; 

环境法治和健全的制度，对于以尊重正义和公平的基本权利和原则的方

式，应对威胁地球生态完整性的日益增长的环境压力，至关重要; 

因此，环境法治应成为促进环境伦理、实现环境正义、全球生态完整和

包括在地方、国家、次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上的子孙后代在内的可持续未

来的法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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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法治的基础 

环境法治是将生态可持续发展原则纳入程序性和实体性权利与义务的法

律框架。加强环境法治是保育、保护和恢复环境完整性的。没有环境法治,

环境治理以及权利和义务的执行可能是武断的、主观的和不可预测的 

环境法治建立在一系列关键治理要素的基础上，它们包括，但不限于: 

（一）开发、制定和实施清晰、严格、可执行的、有效的，为实现最高

环境质量标准而通过公平和包容的过程有效实施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尊重人权，包括享有安全、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的环境的权利； 

（三）确保有效遵守法律、法规和政策，包括充分的刑事、民事和行政

执法、环境损害责任以及及时、公正和独立的纠纷解决机制的措施； 

（四）平等获取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司法的有效规则； 

（五）环境审计和报告，以及其他有效的问责、透明、道德、正直和反

腐败机制； 

（六）运用最佳可得科学知识。 

 

二、通过环境法治促进和实现有关环境正义的普遍的和新兴的实体性原则 

原则一  保护自然的义务 

每个国家、公共或私人实体以及个人都有义务关心和促进自然的福祉，

无论它对人类有什么价值，并对其利用和开发加以限制。 

原则二  对自然的权利和自然的权利 

每个人和其他生物都有权利保育、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

性。自然拥有生存、繁荣和进化的固有权利。 

原则三  对环境的权利 



 4 

每个人，不论现在和未来，都有权享有安全、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的环

境。 

原则四  生态可持续性和弹性 

采取法律和其他措施，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维护和增强社会

生态系统的弹性。在起草政策、立法和决策过程中，为自然和人类保持一个

健康的生物圈应该是一项首要考虑。  

原则五  存疑时自然优先 

在有疑问的情况下，法院、行政机构和其他决策者面对的所有问题都应

以一种最有利于保护和保育环境的方式解决，优先考虑环境损害最小替代方

案。当行动对环境的潜在不利影响与由此产生的利益不相称或超过该利益

时，就不应采取行动。 

原则六  财产的生态功能 

任何拥有或控制土地、水或其他资源的自然人、法人或团体，都有义务

保持与这些资源相关的基本生态功能，不从事破坏这些功能的活动。恢复土

地、水或其他资源的生态条件的法律义务，对所有的所有者、占用者和使用

者都有约束力，责任不会因使用权或所有权转移而终止。 

原则七  代内公平 

公平合理地分享大自然的好处，包括适当地获得生态系统服务。公平合

理地分担努力和负担。自然资源应当以生态可持续的方式利用和管理。  

原则八  代际公平 

当代人必须确保维持或恢复环境的健康、多样性、生态功能和美丽，以

便未来的每一代人都能公平地获得环境的益处。 

原则九  性别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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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环境退化通常对妇女和女童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以及她们在实

现可持续性方面的关键作用，性别平等应被纳入所有政策、决策和实践中。 

原则十  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参与 

在有效获取信息、开放和包容地参与决策并平等诉诸司法方面，要积极

包容少数族裔、弱势群体以及他们各代人的看法。 

原则十一   原住民和部落人民 

原住民和部落人民与其传统的和/或习惯的土地和领地的关系和权利，

应该得到尊重，并以他们对任何在其土地或资源上的或影响其土地或资源的

活动的自愿、事先和知情同意作为一个关键性目标。  

原则十二  不退步 

国家、次国家实体和区域一体化组织不得允许或采取具有减少环境法律

保护或获取环境正义的净效果的行动。 

原则十三  逐步发展 

为了实现环境法治的逐步发展和实施，国家、次国家实体和区域一体化

组织应定期修订和加强法律和政策，以基于最近的科学知识和政策发展，保

护、保育、恢复和改善环境。 

 

三、环境法治实施方法 

有效实施是实现环境法治的根本。在国家、次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

上，增强程序和有助于建设环境法治的程序性和实体性组成部分的机制，除

其他外，包括： 

（一）监测和报告制度，能够对环境状况及其承受的压力进行准确评

估； 

（二）反腐败措施，包括处理不道德行为的措施和监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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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管理系统，得到法律的支持，并能够适当考虑环境风险和在

生态恶化情况下的社会和经济系统的脆弱性； 

（四）环境评估，将多维的、多中心的观点和社会生态关系的复杂性纳

入考虑； 

（五）定量的和定性的建模和视觉化工具，使计划基于最佳的科学和环

境伦理的基础上并使各种策略和选择在多种可能的未来保持活力； 

（六）合作性的和适应性的管理和治理，使具有各种社会经济和文化背

景的利益相关者都参与进来，包括当地社区，原住民，妇女，穷人以及其他

被边缘化的和弱势的群体； 

（七）合作机制，如区域执法网络、情报共享和司法合作机制； 

（八）为所有的人，特别是为妇女,女童和传统原住民领袖服务的环境

法律教育和能力建设,专注于交换最佳实践知识,考虑到相关的法律、政治、

社会经济、文化和宗教方面,以及承认建立在国际规范和标准基础上的共同

特征； 

（九）利用新技术和媒体，促进环境法教育、信息获取和源自并尊重习

惯法和实践的补充工具； 

（十）通信系统，支持制作和分发指南、工具包、检查清单和相关的技

术和法律实施援助； 

（十一）加强公民社会、环境法协会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填补基于国

家的环境治理体系的空白； 

（十二）在其他类型犯罪的背景下应对环境犯罪，如洗钱、腐败和有组

织犯罪；  

（十三）解决有关环境保育和保护的公共利益争端，维护子孙后代的权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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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加强法院的独立性和能力，使其能够有效适用和解释环境法并

成为环境法治的保障者。 

 

四、呼吁国际社会 

敦促国家、次国家政府、区域一体化组织和其他相关国际组织、立法

者、公民社会和私营部门，基于上述原则并为了履行他们分担的对于当代人

及其子孙后代的责任，为维护和促进环境法治作出贡献。 

 

本宣言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第一次世界环境法大会通过，该大会由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环境法委员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美洲国家组织、

国际法官协会和其他主要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于 2016年 4月在巴西里约热内

卢举行。本宣言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环境法委员会的指导委员会于 2017

年 2月 12日定稿。它不代表正式谈判的结果，也不一定反映了指导委员会或

任何个人、机构、国家或国家的任何成员的观点或他们在任何问题上的机构

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