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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出台禁止令最高法出台禁止令、、惩罚性赔偿等规定惩罚性赔偿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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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态 环 保

再添利器！

今年 1 月，最高人民法院出

台的《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

禁止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定》《关于

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

罚性赔偿的解释》陆续施行，剑指环境

破坏易、修复难、违法成本低等“痼疾”

问题，释放严格生态保护鲜明信号。

运用环境保护禁令、惩罚性赔偿等

司法措施，织密织牢生态环境保护法律适

用 规 则 体 系 ，推 动 受 损 生 态 环 境 有 效 恢

复。这两个司法举措如何落地实施？要注

意哪些问题？能否兼顾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需求？近日，记者就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

采访。

防范生态环境风险

“ 为 了 一 种 美 丽 的 鸟 ，中 国 正 在 学 会

放 弃。”

2021 年，举世瞩目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在昆明召开。在作

为前序活动之一的世界环境司法大会上，一段

视频深深打动了参会人员。

视频里的鸟，是生存于红河干热河谷的绿

孔雀。当地正在建设的水电站，可能导致这一

区域内的绿孔雀、陈氏苏铁等濒危物种和生态

环境遭受不可逆转的损害。法院经审理最终判

令建设方停止建设，为濒危物种的预防性保护

提供了有益借鉴。

这就是云南法院审结的“绿孔雀案”，是一

起典型的涉濒危野生动植物预防性公益诉讼

案，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评选为生物多样性保

护十大案例之一。

防范生态环境风险，才能走好绿色发展之

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坚持用最严格

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以法治方式筑

牢生态安全屏障。

“生态环境损害是指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

造成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森林等环境要

素与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要素的不利改

变，以及上述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功能退化。”

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

执行院长孙佑海说。

生态环境损害具有

累 积 性 、潜 伏 性 、缓 发

性 、公 害 性 等 特

点 。 长 期 以

来，生态

环 境 领

域 违 法 成 本 低

问题突出。近年，除了

运用刑罚手段外，人民法院贯

彻预防原则，运用禁令、诉前保全等多样化措

施，预防生态环境损害的发生和扩大。

“生态环境损害千差万别，尤其是环境污染

与生态破坏类型不同，造成损害的行为方式差

异较大。”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临萍表示，生

态环境侵权行为具有突发性、瞬时性、不可逆转

性，危害后果具有滞后性、长久性、难以修复

性。如何在民事诉讼保全制度框架下，及时制

止侵权行为、防范生态环境风险，是各级人民法

院面临的重要问题。

采取禁止令保全措施

1 月 1 日，为妥善审理生态环境侵权案件，

及时有效保护生态环境，贵州省雷山县人民法

院发出了环境资源司法保护 2022 年 1 号禁止

令。法院禁止杨某平等三人对其所建“千日红

斗 牛 场 ”所 在 地 的 林 业 资 源 和 生 态 环 境 进 行

破坏。

当天，正是最高法出台的《关于生态环境侵

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定》施行

之日。

“保护优先、预防为主”是生态环境保护的

重要原则之一。据介绍，最高法针对生态环境

保护的自身特点，为回应环境司法实践中对行

为保全措施的特殊需求，以民事诉讼法行为保

全制度为依据，将延伸探索采取生态环境禁止

令措施作为一项重要工作部署，指导各级法院

积极开展工作实践。

五日内裁定是否准予，情况紧急的四十八

小时内⋯⋯这是最高法为及时有效防止或者减

少生态环境损害影响划出“时间红线”。新规明

确,诉讼前和诉讼过程中均可以申请采取禁止

令保全措施。

2021 年 4 月，深圳市小辣椒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环境资

源法庭发出的环境保护禁止令。法院责令该公

司立即停止经营产生油烟的餐饮项目并依法

执行。

法院为何发禁止令？此前，餐厅因油烟直

接排入大厦消防烟道受到居民投诉，被环保部

门查处，要求整改并罚款。因不服行政处罚，餐

厅向法院提起诉讼。在诉讼中，鉴于油烟持续

排放行为会进一步扩大环境风险，审理该案的

法院通过环保禁令这一记环境保护铁拳，将违

法排污行为对群众环境利益的损害降至最低。

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辽宁大学副校

长杨松说，考虑到大气、水、噪声等污染的高流

动性、瞬时性以及应对突发环境事件、处置危险

废物等的紧迫性，最高法的新规还专门规定了

“情况紧急”时的申请程序，充分考虑了生态环

境侵权的特殊属性对制度设计的特殊需求。

任何一种生态侵权行为发生后，都能申请

禁止令吗？

最高人民法院环资庭二级高级法官贾清林

说，人民法院采取禁止令保全措施，禁止被申请

人实施一定行为，可能会对被申请人的权益造

成一定影响，故审查判断作出禁止令时，需要具

备“现实而紧迫的重大风险”这一基本条件。

具体来看，人民法院作出禁止令保全措施

需综合考量的因素包括被申请人污染环境、破

坏生态行为是否被行政机关依法处理而仍继续

实施等。

为防止恶意申请和权利滥用，规定为申请

人设置了担保责任：申请人在提起诉讼时或诉

讼过程中申请禁止令的，人民法院可以责令申

请人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

禁止令能不能解除？按规定，不仅可以解

除，还能提前解除，以避免当事人受到不必要损

害。另外，为了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最高法规

定明确如果不遵照禁止令执行，就要进一步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

“具体个案中需要法官发挥司法智慧，对当

事人的申请进行认真审查，坚持稳中求进，避免

出现保护不足和过度保护两种倾向。”最高人民

法院环资庭庭长刘竹梅说，要适当控制适用范

围，发挥禁止令保全措施“调节器”功能。

加大严重违法行为处罚力度

法院发出环境保护禁止令、修复令，如不能

按期修复，将被判令承担惩罚性赔偿。

我国已开始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

严格实行赔偿制度，特别是对通过违法行为获

利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

惩罚性赔偿责任，是民法典关于环境污染

和生态破坏责任规定的一大亮点。民法典规

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

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

惩罚性赔偿。

为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在司法领域

依法有效实施，最高法出台《关于审理生态环境

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自 1 月

20 日起施行。

侵权人实施了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不法

行为，是对其施以惩罚的正当性基础。这部司

法解释围绕审判实践中亟待统一的惩罚性赔偿

的适用范围、责任构成以及惩罚性赔偿金数额

的确定等问题进行规范，就是要充分发挥惩罚

性赔偿的制度功能，依法提高环境违法成本，严

惩突出环境违法行为，让恶意侵权人付出应有

代价，具有强烈的警示作用。

“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应遵循谦抑原则，聚焦

于损害后果严重的侵权行为，避免侵权人动辄

得咎。”刘竹梅同时强调，此种严重后果，必须是

已经实际发生的、现实存在的人身损害、财产损

失或者生态环境损害，不能仅是一种风险。

也就是说，惩罚性赔偿具有加重责任的性

质。实践中，人民法院将严格把握其适用条件、

依法审慎适用的基本态度。

怎样认定是否造成严重后果？最高法给法

官们提供了操作手册，判断因素包括污染环境、

破坏生态行为的持续时间、地域范围，造成环境

污染、破坏生态的范围和程度，社会影响等。造

成他人死亡、健康严重损害，重大财产损失，生

态环境严重损害或者重大不良社会影响的，应

当认定为造成严重后果。

孙佑海表示，通过处以不法行为人高于受

害人实际损失的赔偿金，惩罚性赔偿增加了不

法行为人的违法成本，使其因无利可图而失去

了内在的驱动力，从而可以有效遏制故意污染

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

近年来，我国全面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持续推出环

境司法改革创新举措，加大环

境司法保护力度，加大对环境

违法行为责任追究力度，体现

“最严”导向。禁止令和惩罚性

赔偿司法举措的运用实践，是

实现惩罚犯罪与保护生态环境

双赢的有益尝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

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

环境。在实际工作中如何保

护、怎样对待？法治是推动生

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方式。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

保护生态环境，需要准确适用

刑事、民事、行政等多种法律责

任，加大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

行为的惩治力度。人民法院在

禁止令、生态环境修复等预防

性、恢复性司法措施之外，明确

了惩罚性赔偿的具体适用，提

供了更为丰富完善的环境司法

措施，有助于加大生态环境保

护力度，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

司法改革创新全面提升了

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能力和水

平。专业化审判有助于司法创

新举措付诸实践。以甘肃省为

例，目前设立生态旅游法庭 13 个、环境资源巡回审

判点 8 个，审结环境资源案件 4260 件。在云南，2021

年 9 月成立的昆明环境资源法庭集中管辖全省环境

资源一审案件、上诉案件和再审案件。

惩罚恶意侵权人是手段，保护生态环境才是

目的。在维护国家利益、环境公共利益和人民群

众环境权益的同时，也要引导全社会加快形成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

协同共进。司法举措在落实中如何统筹环

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考验司法智慧。通过

公开透明、公正高效、可获得、可负担的司

法过程，以更加清晰的裁判规则，才能更

好维护公众环境权益，优化环境公共政

策，完善环境治理体系，为美丽中国添

加亮丽色彩。

对环境侵权及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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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渝联动跨界巡河
本报记者 吴陆牧 冉瑞成

春日暖阳下，重庆潼南区崇龛镇的

姚市河波光粼粼，水清岸绿。一大早，

崇龛镇党委书记骆杰与四川省安岳县

云峰乡党委书记唐飚相约来到姚市河

边，一起跨界巡河。

潼南区地处川渝交界，跨界河流

众多。其中，涪江、琼江横贯全境。

在崇龛镇，川渝联动跨界巡河已是

常态。姚市河是琼江右岸一级支流，发

源于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流经四川安

岳、重庆潼南后汇入琼江。“2018 年，崇

龛镇与四川姚市、云峰、大安等相邻乡

镇签署协议，联手推进琼江流域水环境

治理与保护。”骆杰说，联合巡河与交叉巡

河，实现了跨界河流联防联治、共治共管。

“如今的琼江河干净多了，我每天都会

到河边来散散步。”55 岁的徐学伦是崇龛镇

明月社区居民，从小在河边长大，见证了琼江

河沿岸的变化。他说，过去，琼江河处于“两不

管”状态，水质污染严重，河水都是浅黑色的，

最近几年，得益于上下游地区的联合治理，琼

江河水清如许，周边百姓的生活也舒心多了。

近年来，潼南区以河长制为抓手，建立健

全跨界河流联防联控联治机制。重庆铜梁区、

合川区，四川省遂宁市、资阳市等相邻市区建

立了生态环保及河长制管理协调机制，协同推

进涪琼两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水旱灾害防御、

水资源共同保护开发，开启川渝跨界河流牵手

共治的良好局面。

潼南区生态环境局局长彭绪仁说，为破解

跨界治水难题，重庆潼南区、铜梁区、四川遂宁

市、四川资阳市四地河长办签署了合作协议，

轮流组织召开流域水污染防治协作联席会议，

实现大事共议、实事共办、要事共决、急事共

商、难事共解“五事联办”；重庆潼南区、四川遂

宁市与资阳市安岳县三地生态环境部门签订

了《涪江、琼江流域生态环境联防联控联治合

作协议》；潼南、铜梁、遂宁、资阳四地生态环境

部门、水利部门等对跨界河流开展联合巡查，

发现并整改突出环保问题 15 个，有力推动流

域水环境明显改善。

记者在重庆潼南区双江古镇采访时看到，

涪江支流猴溪河绕古镇潺潺而过，河水清澈见

底，两岸景色宜人。不少前来双江古镇旅游的

市民和游客在河道边拍照留念。游客陈秀萍

说：“前几年我经过猴溪河，臭味让人不敢靠

近，现在的变化实在太大了！”

川渝联动跨界治水，让越来越多的河流变

得更美了。记者了解到，重庆潼南区与四川遂

宁市每季度对大安河、白象河等 3 条跨界河流

开展联合水质监测，共同建设了环保信息化系

统，突破数据壁垒、实现监测数据共享，推动上

下游跨界河流水质共治共保。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潼南区与铜梁区建立

了琼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按照

“月核算、月通报、年清缴”原则，对补偿资金进

行专项管理，用于琼江流域水污染综合治理、

生态环境保护与环保能力建设等。目前，两个

区的流域补偿金总额已达 1321 万元。

在重庆潼南区崇龛镇在重庆潼南区崇龛镇，，琼江碧绿如带琼江碧绿如带，，游船划过清游船划过清

波波，，荡起层层涟漪荡起层层涟漪。。 王华侨王华侨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①① 贵州省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风光贵州省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风光。。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陶陶 亮亮摄摄

图图②② 濒危野生动物绿孔雀濒危野生动物绿孔雀。。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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