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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界水污染规制》

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八章。第一章导论就研究缘起、研究意义和本书的结构安排进行说明。第二章对越界污染的
性质及其规制特点进行分析，并对有关越界污染的经济学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对相关文献已有的成
果和不足之处进行了总结，进而确定了本书的研究方向。第三章就中国跨行政区流域污染问题进行考
察，就越界水污染的外部性特点、财政分权下的政府规制取向和水污染环境规制绩效进行案例分析和
理论研究。第四章展开了对越界水污染规制制度的详细研究，从环境产权的角度对环境规制制度的选
择加以解释，并给出了单向流域越界污染条件下集中规制与分权规制的分析框架，讨论具有外溢效应
的地方性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第五章是在第四章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地区合作与流域补偿问题进
行探讨。第六章进而对越界水污染的规制工具进行考察。第四章到第六章的研究在探讨有效的政府规
制制度的同时，也揭示了政府规制在我国越界水污染治理问题上的局限性。第七章结合市场经济转轨
条件下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势，对越界水污染的自愿规制问题加以探讨。本章主要考察水用户、利益团
体或者非政府机构（NGO）作为第三方参与越界污染控制的可能性。通过政府单边规制、政府多边规
制和自愿规制的比较研究对“以志愿提供公益”的组织形式进行越界污染治理的效果进行讨论。第八
章为结论，对全书进行总结，分析研究结论所包含的政策意义，并对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和未来的研究
方向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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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写得不错,专业性较强,非一般人看得懂.
2、对于越界水污染的研究视角有新意。对于其中实证分析部分比较关心。对规制一词的使用，感觉
有的时候不是很合适，总的来说，论文有一定水平，研究内容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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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越界水污染规制李华芳环境保护中，水污染防治及水资源保护，对中国这个水资源缺乏的国家，
有重要意义。在针对水污染问题进行解释的时候，造成污染困境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水污染问
题往往跨越单个行政区划，地方政府之间相互扯皮，而环保总局的垂直管理往往又遇到困难。如何规
制，就成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曾文慧的《越界水污染规制》一书，聚焦于中国跨行政区流域污染
的考察，认为以往的研究集中讨论了地方政府之间，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但对地方的基层动员考
察不足，例如说社区化治理与ngo等社会第三部门的参与等。不过曾文慧对此着墨也不多，主要还是
集中对财政分权条件下的水污染规制进行探究。在实证描述了中国目前跨越行政区流域污染的现状之
后，曾文慧从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和科斯定理入手，搭建了其分析的框架。按照这一思路涉及的是环
境庇古税，水权与排污权交易，以及地区合作和补偿机制等。曾文慧最后在书中以自愿规制来概括用
水协会，企业自我规制和多中心治理等方式。但这一部分稍嫌单薄。曾文慧没有注意到的是多中心治
理要如何才能起作用，这里的问题比较复杂。多中心治理中的任何一类都有其自身特殊的运作途径，
例如ngo的角色与企业的角色不可同日而语。对于企业来说，经济激励或者技术进步或是其考虑自愿
规制的重要理由，而ngo则又有自己的约束函数等。当然以水污染来讨论中央地方及地方间关系，也
是一个不同于曾文慧的视角。曾文慧的视角更多倾向于对流域污染的规制，而我所提到的则是将流域
污染作为一个例子来重点讨论地方间关系，这是一个偏向政治学的视角了。曾文慧著：《越界水污染
规制——对中国跨行政区流域污染的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2月1版1印，20元
。--------------------------------------------------------------------------------李华芳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
院研究员，《思想库报告》主编，【读品】出品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75b4201000d7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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