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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为环境公益诉讼撑腰

主持人: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 蕴含着系统完备的 “绿色条款” 体系， 特别是民法典

侵权责任编较之此前的侵权责任法增加规定了生态环境损害的

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 为环境公共利益救济提供了实体法依

据。

与现有立法的程序性规定相配合， 《民法典》 将能更好地

为环境公益诉讼撑腰。

责任编辑 陈宏光 E-mail:lszk99@126.com

■圆桌主持 陈宏光

本期嘉宾

上海光大律师事务所 潘轶

上海尚法律师事务所 和晓科

上海中夏律师事务所 李晓茂

据 “中国经济网 ” 报道 ，

从 1954 年首次启动民法典制
定工作至今， 我国终于迎来历

史上首个以 “法典” 命名的法
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 5 月 28 日下午， 民法典

经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
议正式通过 ， 并将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民法典》 是民事领域的

基础性、 综合性法律， 它规范

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
和财产关系 ， 小到衣食住行 ，

大到企业决策 ， 涵盖了物权 、

合同、 人格、 婚姻家庭、 继承

以及侵权等社会生活方方面面

的规则秩序。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民

法典》 开篇就规定， 民事主体
从事民事活动， 应当有利于节

约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 这就

是我们所说的 “绿色原则”。 这
些元素的纳入， 引起了全国政

协委员们的高度评价， “绿色
原则” 也引起了委员们热议。

“我国的 《民法典》 可以

称之为一部真正的 ‘绿色’ 民

法典。” 提起 《民法典》， 全国
政协委员、 社会和法制委员会

副主任吕忠梅这样评价。 “我

国 《民法典 》 共 1260 条 ， 目

前有 18 条直接与生态环境保护
有关， 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

的 ， 体现了对公民的基本要
求。” 据吕忠梅介绍， 世界上的

民法典诞生于 “风车水磨” 时

代， 曾分别引领不同时代风骚
的法国民法典 、 德国民法典 ，

对环保着墨甚少。 在当今人类
迈向生态文明时代的进程中 ，

中国 《民法典》 无论是 “绿色

原则” 的创制， 还是 “绿色条
款” 的体系化设计， 都是真正

世界首创的 “中国方案”， 具有
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重大意义。

《民法典》体现“绿色原则”

■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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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科： 这部 《民法典》 的特

点之一， 我认为就是体现了 “绿色

原则”。

在 《民法典》 之前， 《民法总

则 》 已在第九条规定了 “绿色原

则 ”， 即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 ，

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 保护生态环

境， 《民法典》 在总则部分延续了

这样的规定。

而 《民法典》 在三个分编中分

别对于 “绿色” 制度作出了规定。

例如在物权编中， 提出不得违

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 排放大

气污染物、 水污染物、 噪声、 光、

电磁波辐射等有害物质； 强调设立

建设用地使用权应当符合节约资源保

护生态环境的要求。

在合同编中规定， 当事人在履行

合同过程中应当避免浪费资源、 污染

环境和破坏生态。

在侵权责任编中则完善了环境污

染和生态破坏责任制度规定， 有助于

环境侵权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全面追

究。 侵权责任编第七章以七个条文全

面规定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

一方面， 明确将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

都作为环境侵权的具体类型， 扩大了

环境侵权责任的范围； 另一方面， 明

确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方式

和内容。

体现“绿色原则”

在《民法典》之前，《民法总则》已在第九条规定了“绿色原则”，《民法

典》则在三个分编中分别对于“绿色”制度作出了规定。

明确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

李晓茂： 以往在实体法层面，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一直缺乏依据。

现在 《民法典 》 中的相关规定 ，

让二者能够有机配合， 进行环境

共治， 为健全完善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制度提供了法治保障。

具体来说， 《民法典》 明确

了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的构成

要件， 包括： 行为人违反国家规

定； 行为人实施了污染环境或破

坏生态的加害行为； 存在生态环

境本身的现实损害； 行为人的加

害行为与生态环境损害之间具有

因果关系； 被损害的生态环境能

够修复。

《民法典》 明确了生态环境

损害修复的本位责任和替代责任。

即生态环境能够修复的， 侵权人

应在合理期限内承担修复责任 ，

并以此为首选的本位责任； 若能

修复但侵权人未在期限内修复的，

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

组织可以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进行

替代修复， 并由侵权人负担所需

全部费用， 此即替代责任。

《民法典》 还明确了生态环

境损害修复的责任主体和请求权

主体。 满足前述生态环境损害修

复责任构成要件的主体即为 “侵

权人”， 是法定责任主体； “国家

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

则是请求权主体， 目前这类请求

权主体的类型应包括检察机关 ，

环保社会组织， 省级、 市地级人

民政府及其指定的相关部门、 机

构或受国务院委托行使全民所有

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部门等。

此外 《民法典》 明确： 违反

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 ，

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

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下列损

失和费用：

（一） 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

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

的损失；

（二） 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

损害造成的损失；

（三 ） 生态环境损害调查 、

鉴定评估等费用；

（四） 清除污染、 修复生态

环境费用；

（五） 防止损害的发生和扩

大所支出的合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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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在实体法层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一直缺乏依据。 现在《民法典》中的相关规定，让二者能够有机配

合，进行环境共治，为健全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提供了法治保障。

潘轶 ： 在 《民法典 》 颁布之

前， 我国对于环境公益诉讼的规定

主要是程序性规定， 解决的是程序

性问题。

为救济生态环境损害 ， 我国

２０１２ 年修改 《民事诉讼法 》 新增

第 ５５ 条 ， 授予法律规定的机关 、

有关组织针对因污染环境而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的诉格。

２０１４ 年修改 《环境保护法 》

新增第 ５８ 条， 细化社会组织获得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具体

条件。

同年 ，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

《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 检察机关经授

权开展提起公益诉讼试点。

为沉淀改革成果，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修改 《民事诉讼法》 新增第 ５５

条第 ２ 款， 规定人民检察院具有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

同年 １１ 月，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

了 《关于审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 为涉海国有自然资源损害和生

态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的救济提供司法

规则。

２０１８ 年， 最高人民法院 、 最高

人民检察院制定 《关于检察公益诉讼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明

确检察机关作为民事公益诉讼原告的

特殊司法程序性规则。

而 《民法典 》 在原 《侵权责任

法》 “环境污染责任” 的基础上， 补

充了 “生态破坏责任”， 将该章修改

为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 并

且明确追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

方式和内容， 规定对于造成生态环境

损害的， 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

定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修复责

任， 并明确了赔偿损失和费用的内

容。

这些实体性规定可以更好地为环

境公益诉讼撑腰。

现有法律多为程序性规定

在《民法典》颁布之前，我国对于环境公益诉讼的规定主要是程序性

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