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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山东青岛市城阳区一家除锈酸
洗厂的厂主被检查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
讼。两年前，二人因污染环境犯罪被提起
公诉，并被判有期徒刑。期间，青岛两级
检察院行使检察监督职权，使污染环境犯
罪受到应有处罚。

2015年7月份开始，检察机关提起公
益诉讼试点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
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食品药
品安全等领域逐步展开。今年6月，全国
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
诉讼法的相关决定，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
提起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法律制度，进一
步完善了我国公益诉讼法律体系。同时，
这也意味着我国全面实施检察机关提起
公益诉讼制度。新生的检察公益诉讼制
度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的作用尤其明显，
可以说，检察公益诉讼制度跑出了保护绿
水青山的“加速度”。

突出公益——

倒逼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重要功能
在于，通过诉讼方式督促行政机关
依法行政、严格公正文明执法，调动
法定机关和社会组织参与公益保护
的积极性，确保国家利益和社会公
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

在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古槐镇感恩
村，昔日恶臭难闻、污染河水的垃圾山被
清理后，又恢复了小河流淌绿满田的美丽
景象。这一变化多亏了检察机关的两次

检察建议。
此前，感恩村的垃圾占用河道、农田，

污染影响村民生产生活，危害公共利益，
及时转运处理刻不容缓。由检察机关牵
头，当地政府部门通过公益诉讼诉前圆桌
会议聚合多方力量，仅用17天时间，就将
4000 多吨垃圾清理干净，转运城区垃圾
填埋场处理。

“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重要功能在
于，通过诉讼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
政、严格公正文明执法，调动法定机关和
社会组织参与公益保护的积极性，确保国
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说。

日前，《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诉讼法>的解释》已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
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司法解
释对受案范围、管辖、原告资格、复议机关
作被告、滥用诉讼权利、行政机关负责人出
庭应诉等方面作出明确界定。这对于行政
公益诉讼将起到规范化作用。

福建省感恩村的案例中，检察机关第
二次发出检察建议时就引用了专家环评
意见，指出垃圾山污染土地、水源、空气三
大危害。记者调研发现，有不少法院充分
发挥有关专家在公益诉讼中的积极作用，
妥善解决相关专业问题。例如，贵州省高
级人民法院不断充实环保专家库，并制定
了专家证人制度、专家咨询制度、专家管
理制度等。专家库专家以担任陪审员或
专家证人的方式，为各级法院在查证损害
因果关系、查明损害后果、制定修复方案
等方面提供帮助。这一探索弥补了评估
鉴定启动慢、周期长、成本高的不足。

“检察机关针对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提
起的行政公益诉讼，一般均是并列提出确
认被告不作为违法及判令被告履行法定
职责两项诉讼请求。”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张德昌告诉记者，一
般而言，传统的行政判决对于需要行政机
关履行法定职责时，对行政机关不作为违
法不另行判决。但是考虑到检察机关提
起行政公益诉讼是其法律监督职能的延
伸，贵州法院一般在判决行政机关履行法
定职责的同时，判决确认被告行政机关不
作为违法，以通过对不作为行为作出否定
性评价，体现公益诉讼的警示功能，倒逼
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可见，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行政机关
的“履职之诉”，也是检察机关的“协同之
诉”。按照相关程序，检察机关的检察建
议作为公益诉讼的前置程序，只有在督促
无效后才提起诉讼。试点经验证明，在
80%以上的案件中，行政机关都在诉前程
序中进行了整改。

跨区管辖——

创新环境修复裁判方式

目前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
案件覆盖了授权提起公益诉讼的各
个领域，主要集中在生态环境和资
源保护领域。如何促进被破坏的生
态环境修复成为司法机关探索的重
要题目

据统计，2015年7月至2017年9月，
全国法院共受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一审案件831件，审结455件。其中，行政
公益诉讼645件，审结362件。

为促进审判专业化规范化，有的法院
在构建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三
合一”审判机制的同时，探索建立集中管
辖机制。例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
全省34家基层法院跨行政区域集中管辖
环境资源案件。

据了解，目前，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
诉讼案件覆盖了授权提起公益诉讼的各
个领域，主要集中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领域。通过审判行政、民事公益诉讼案
件，有力推进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的全面保护。

普洱市景谷矿业公司硫酸铜料液泄
露，造成沿途农田和菜地污染。此案是云
南省首例由检察院作为公益诉讼人提起
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经鉴定，除直
接损失外，还需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但污
染发生后，景谷公司只对村民直接损失进
行了补偿，并没有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
当地法院依法受理该案后，多次召开庭前
会议并进行讨论，最终该案以调解方式结
案，污染企业赔偿当地 80 余万元生态环
境修复费。

如何促进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修复，一
直是司法机关探索的重要题目，很多法院
都在创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修复裁判方
式。例如，在审理徐州市人民检察院诉徐
州市鸿顺造纸有限公司案中，法院科学分
配举证责任，确定原告提供证明被告排污
量的初步证据后，由偷排污染物的污染者
对排污量承担举证责任的证明规则，为解
决环境侵权案件中原告取证难问题提供
了较为有效的路径。同时，法院还探索应
用惩罚性赔偿，判令被告赔偿生态环境修
复费用等100多万元。

“目前，山东省内地市财政部门都已
为各中院指定了专项资金执收编码，今后
赔偿资金均可按该编码判决支付于专项
资金账户，确保专款用于受损生态环境的
修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开
兴说，山东省法院就专账设立与省财政
厅、省环保厅等单位达成共识，于 5 月联
合出台《山东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
理办法》，较好地解决了环境损害赔偿金
到何处去、如何管理等一系列问题。

此外，在公益诉讼案件中，除了法院探
索集中管辖、巡回审判，克服地方保护主义
外，也离不开公众的参与。例如，福建法院
通过立案受理信息公告、公开开庭、庭审直
播、调解和解协议内容公示、裁判文书上网
等方式，保障公众依法获取环境公益诉讼
案件信息，满足了公众和媒体了解案件进
展情况的需求。

“多年来，我们一直秉持鼓励检察机
关跨行政区域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则，克服
因过分追求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地方保护
主义影响。”张德昌说，跨区域案件应到案
发地进行巡回审理，在便利当事人诉讼的
同时，还可以充分发挥公益诉讼的宣传教
育功能，强化公益诉讼的公众参与。

今年6月，我国全面实施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跑出保护绿水青山“加速度”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万祥

“绿色金融对于
实现中国绿色发展和
生态文明的国家战略
目标至关重要。通过
推动绿色信贷、绿色
债券、绿色保险和产
业基金等绿色金融实
践，并加强在地方一
级的探索和实施，中
国的绿色金融发展已
经为中国经济结构性
改革作出了重大贡
献，得到了国际社会
的 广 泛 认 可 。” 日
前，中央财经大学绿
色金融国际研究院与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
同发布《构建中国绿
色金融体系：进展报
告2017》，在报告发
布会上，中央财经大
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
院院长王遥说。

报告指出，中国
在 2016 年担任 G20
轮值主席国期间把绿
色金融议题引入20国
集团议程——正在履
行政治承诺，加大所
需融资力度。2016年
8月，中国国务院制
定和出台了《关于构
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
导意见》等一系列旨
在促进绿色金融发展
的指导意见，这份报
告针对此后的进展进
行了研究。

报 告 指 出 许 多
具 体 进 展 ， 比 如 ，
中国已成为推进全
球绿色债券市场发
展 的 重 要 动 力 。
2017 年上半年，中
国累计发行 36 只绿

色债券，价值 776.7 亿人民币。绿色债券的发行
数量、规模较 2016 年同期分别增长了 278%和
28%。又如，目前许多省市已经设立了区域性绿
色发展基金。截至 2016 年底，在中国基金业协
会备案的金融环保绿色基金达 265 只，其中绿色
产业基金 215 只。

此外，报告援引全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
目 （PPP） 综合信息平台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6 月末，全国入库项目中绿色低碳项目合
计 7826 个、投资额达 6.4 万亿元人民币，分别占
全国入库项目总量和总投资额的57.7%和39.3%。

报告同时指出，中国政府和企业界高度重视
对外投资的环境保护问题，着力打造绿色产业
链。随着 《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
导意见》 的出台以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绿色供应链合作网络”和 《中国对外投资环境风
险管理倡议》 的启动，中国的绿色发展理念和实
践正逐步走向世界。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金融与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马骏表示，中国通过政府领导力建立了国
内绿色金融市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同时激励
了许多国家制定绿色金融政策路线图。但要保持
这一势头，中国还需要克服一些挑战。

为加快推进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报
告认为，今后需要着力解决五大关键性问题：明
确“绿色”定义，划清“绿色”范畴，从而降低
绿色项目识别成本，防止“漂绿”“洗绿”等行
为大行其道；建立绿色金融统计体系，构建地方
绿色发展绩效评估体系；有关部门应通过完善环
境保护法律法规，明确贷款人的责任、义务和诉
讼资格，促使商业银行将环境风险分析纳入贷款
流程操作；完善绿色金融数据库，拓宽国际投资
者获取中国绿色金融市场信息的渠道，增强投资
者信心；建立与国际市场接轨的绿色指标，为国
际投资者提供参照，吸引他们投资中国绿色债券
和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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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与北京市朝阳区
刘诗昆万象新天幼儿园的公益诉讼以调解方式在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
院正式结案。这是因“毒跑道”事件引发的全国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

本报记者 李万祥摄

2017 年8 月
10 日，浙江省安
吉县人民法院法
官调查生态环境
资源案件。

本报记者
李万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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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沾化区芦
苇湿地内，鲜艳的
碱蓬草将部分海滩
遮盖,与绿色芦苇
组成了美丽的画
面。

李向中摄

山东滨州：

10 年“种”出 300 座小水库
本报记者 乔金亮 通讯员 李向中

万亩林海览翠绿，千里长廊闻鸟啼。
“滨州现在已经成了鸟的天堂，有256种鸟
在此筑巢安家。这两年凡是来过滨州的
人，对这里生态变优多有同感，前两天，我
通过微信晒图，又引得一批东北的客人来
滨州旅游。”山东省滨州市林业局工作人员
刘传利说。

缺水曾经是滨州的切肤之痛。熬菜
汤，不用放盐还咸；浇地，庄稼叶黄根烂变
枯萎。水资源的匮乏和用水环境的日益恶
化制约了滨州的经济发展，也动摇着滨州
农民的生存根基。“以前，满眼是光秃秃的
一片，电线杆子比树还多，兔子都不落窝。”
刘传利说。

滨州的亮丽转型始于2008年开始实施
的林水会战。会战将当地水系生态、农业生
态、乡村生态打捆，努力打造“北国江南”。

经过10年的不懈努力，滨州完成了造

林 156.2 万亩，建成了 14 处万亩生态林
场。截至目前，全市新增蓄水能力 3.17
亿立方米。“按照每亩林地蓄水20立方米、

一座小型水库容积10万立方米计算，等于
‘种’出了300座小型水库。”刘传利说。

走进滨州沾化区芦苇湿地，泛着红晕

的碱蓬草与绿色的芦苇相间，摇曳生姿。
这是滨州市最大限度地保护湿地生态系
统，促进区域生物多样性的缩影。目前，全
市湿地公园面积达17.63万公顷。林带如
流动的诗，湿地似框中的画，扮靓了滨州。
按照“城区园林化、滩区森林化、道路林荫
化”的目标，全市新建农田林网造林面积
219万亩，建设绿色通道2476公里。

清河绿水带笑颜。10年来，滨州市完
成各类水利工程7268项，清淤疏浚河道、
渠道 13271 公里，新增除涝面积 119.5 万
亩，改善和恢复灌溉面积320.7万亩，完成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面积 346.7 平方公里。
全市水系的脉络优化升级，“大水网”的架
构基本形成。“林水会战在路上，生态改善
没有休止符。”滨州市有关负责人说，他们
将按党的十九大精神要求，不断推进生态
建设，赋予林水会战新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