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了解， 环资案件具有诉

讼类型全面、 诉讼主体多元、

涉及领域广泛、 责任承担方式

多样等特点。 如在本市首例大

气污染公益诉讼案中， 上海三

中院融合了磋商、 行政监管、

司法审查等多种方法， 促使原

被告以及区生态局、 区财政局

等就环境污染损害达成替代性

修复协议， 并由市、 区两级生

态局履行环境监管职责， 督促

被告积极整改， 最终以撤诉方

式妥善审结此案； 奉贤区生态

局诉张某等人环境损害赔偿诉

讼一案， 则是全国法院首例适

用 《民法典》 第 1234 条“违

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

害， 生态环境能够修复的， 国

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

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在合理期

限内承担修复责任” 作出判决

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为持续提升环境资源审判

专业能力， 上海三中院“三合

一” 环资审判专业团队积极参

加和组织环资审判业务轮训、

培训、 讲座等， 开展各种学习

研讨活动， 不断强化专业素

养， 增强环资司法能力。

同时， 引入环境法律专家

与技术专家辅助案件审理， 通

过专家咨询、 专题研讨等方

式， 破解生态环境鉴定、 评

估、 修复等实践难题。

针对当前环资审判中的热

点、 难点问题， 上海三中院还

研究撰写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中的生态损害救济制度司法智

库课题， 开展固体废物污染防

治课题研究， 参与上海高院关

于环资审判体制机制优化的重

点课题， 对双碳目标引领下的

碳排放权交易纠纷等开展前瞻

性研究。

2020 年 10 月， 上海三中

院与江苏省南京环境资源法

庭，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宣

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签署

《长三角环境资源司法协作框

架协议实施细则》 （以下简称

《细则》）。

据悉， 针对跨省域环境资

源案件诉讼程序启动难、 案件

事实认定难、 裁判文书送达

难、 执行难等问题， 长三角

“三省一市” 四地高院于 2019

年 11 月签署环境资源司法协

作框架协议， 在省级层面建立

了环境资源审判协作机制。

《细则》 对环境资源案件跨域

立案、 一体化处理、 专项审

理、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跨域

联合执行、 信息资源共享、 联

合业务培训等做出具体规定，

从环境资源纠纷源头治理到生

态环境修复， 从审执业务到信

息资源共享全方位开展合作，

不断突破环境资源保护区域壁

垒， 全力打造跨流域、 跨区域

司法协同， 为长三角生态环境

一体化保护提供优质高效的司

法服务保障。

同时， 在本市生态环境协

同共治方面， 上海三中院联合

上海市公安局、 上海市生态环

境局、 上海市水务局、 上海市

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上海海警

局、 上海海关缉私局、 上海市

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共同签署

《关于建立生态环境行民刑案

件衔接机制工作备忘录》， 建

立行政、检察、侦查与司法机关

之间环境资源行民刑案件的衔

接机制， 从而进一步深化生态

环境领域司法行政协同共治。

此外， 上海三中院还积极

推动环境资源司法交流与合

作， 与复旦大学、 市生态环境

局、 上海市人民检察第三分院

等单位共同创办“长三角生态

法治” 微信公众号， 联合宣传

长三角地区环境资源保护举措

和成效、 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

例和环境法治理论研究成果。

以“协作之道”凝聚绿色发展合力

以“专业之智”打造生态治理样本

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 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 “保

护生态环境必须依

靠 制 度 、 依 靠 法

治”。

环境资源审判

是生态环境法治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把握新发展阶段对

生态文明建设提出

的新任务新要求，

自 2020 年 1 月起，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

民法院 （以下简称

“上海三中院”） 集

中管辖应由本市中

级法院审理的环境

资源案件， 并推行

涉环境资源民事、

行 政 、 刑 事 案 件

“三合一” 审判机

制。

近五年来， 上

海三中院建立健全

专业审判、 理论研

究和立体宣传机制，

不断提升环境司法

能力及司法保护合

力； 同时落实生态

恢复性司法理念，

加大协同联动力度，

形成共保联治、 共

建共享的生态环境

治理体系。

截至目前， 上

海三中院共审结各

类 环 境 资 源 案 件

240 余件， 其中，

包括全国首例走私

“洋垃圾” 污染环境

民事赔偿公益诉讼

案、 上海市首例大

气污染公益诉讼案

等一系列典型性案

件。

环境资源案件包括资源和

环境保护两大类， 前者主要指

破坏渔业、 林业、 矿业、 野生

动植物资源的案件， 后者主要

涉及环境污染防治。

2019 年底， 上海市高级

人民法院制发 《关于加强环境

资源生态司法保护和审判专业

化建设的若干意见》 等一系列

文件， 旨在优化环境资源案件

管辖体制、 全面推行“三合

一” 审判机制等。

记者了解到， “三合一”

审判机制是涉环境资源案件刑

事、 民事、 行政审判的统一归

口机制， 将涉及环境资源的刑

事、 民事和行政案件交由同一

审判机构统一审理， 缩短了案

件审理周期， 更加及时有效地

解决环境资源纠纷， 保护生态

环境和公众利益； 同时， 有利

于促进刑事追诉、 民事赔偿、

行政履职三个环节的依法衔

接、 高效协同。

2021 年夏季， 青浦区一

公益林地形成大面积积水。 据

悉， 该公益林的养护责任单位

是某养护服务社， 该服务社将

该公益林的绿化养护服务工作

发包给一景观公司， 该景观公

司又分包给一工程公司。 此

后， 工程公司未按要求回填

“绿化土”， 而是安排三家渣土

运输公司将 8 万余方工程渣土

倾倒在公益林中， 并擅自迁移

树木致死， 80 余亩林地及其

生态功能由此严重受损。 检察

机关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对该

工程公司法定代表人、 唯一股

东钱某提起公诉， 并对该工程

公司、 养护服务社、 景观公

司、 三家渣土运输公司及钱某

提起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

经审理， 上海三中院判决

钱某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

处有期徒刑 2 年 9 个月， 并处

罚金 15 万元；判决七被告承担

相应林木损害修复费用、 森林

生态服务功能损失、 土壤损害

修复费用等 2000 余万元以及

惩罚性赔偿责任金 47 万余元。

今年 8 月， 上海三中院联

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

院、 上海市公安局、 上海市绿

化和市容管理局、 上海市青浦

区人民政府在该公益林中共建

公益林生态保护法治共建基

地， 目前公益林修复工作正在

依规有序推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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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优护航绿色发展功能
培育环资审判示范地

以“司法之力”守护绿水青山

乘风
十载

———上海三中院、上海知产法院成立十周年工作纪实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

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

民生福祉。 近五年来， 上海三

中院全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

作， 依法公正审理各类环境资

源案件，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绿色转型， 服务保障美丽中

国建设。 下一步， 上海三中院

将持续推进环境资源审判工

作， 充分发挥法院司法职能作

用， 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更加

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公益林修复前后对比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