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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我国环境保护公益诉讼 
吕怡然 

（辽宁大学法学院，沈阳，110036） 
摘  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污染事件日益增多，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环境侵权纠纷原因具有复

杂，我国有关环境保护公益诉讼的法律法规还是比较零乱，缺乏系统性和相关的立法不完善，导致在实际生活

中人们寻求司法救济显得很困难。此外，由于环境侵权所体现出来的特殊性加上运行机制的不成熟，无法充分

发挥环境侵保护公益诉讼制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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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和特征 
1、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 
目前，学术界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是：由于行政机关

或其他公共权力机构、公司、企业或其他组织及个人的违

法或不作为，使环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

法律允许公民或团体为维护环境公益诉讼而向法院提起诉

讼的制度。由此可知，公益诉讼的目的在于保护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着眼于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2、环境公益诉讼的特征 
环境公益诉讼作为一种新型的诉讼制度，具有以下几

个特征：首先，诉讼目的具有公益性和社会性。环境公益

诉讼保护的范围更广，力度更强，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体现出公益性和社会性。 其次，原告具有不特定性和广泛
性。只要导致公益性的环境权益和生态平衡发生损害威胁

和实际损害的行为，任何人都有权提起诉讼，包括国家、

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此外，环境公益诉讼具有预防性。

而环境公益诉讼强调进行事前救济和事中救济，允许任何

人在损害发生之前运用司法手段排除环境危害，有效地防

止损害结果的发生。 
二、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民事诉讼中存在的缺陷。 
2012年 8月 31日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119 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四个条件，其中第一个
条件就是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除此之外任何人都无权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这很显然，按照该规定，环境侵权诉讼中，暂时没有直接

利害关系的人（这就排除了也许会有间接利害关系但日后

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情况）则不能提起诉讼。 
2、行政诉讼中存在的缺陷。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 2 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

组织认为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

犯其合法权益时，有权依据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而第 41条则规定原告起诉应当符合的首要条件是认为
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三、完善环境侵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议 
2012年 8月 31日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

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

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标志着我国法律首次明

确对于环境侵权可以提起公益诉讼，它意味着环境公益诉

讼制度在我国的正式建立。 
1、将环境权写入宪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是一

切活动和组织的基本准则。将环境权写入宪法，能为环境

权的行使提供更强有力的立法支持，有利于提高主体的环

境保护意识，使公民的环境权得到充分保障。 
2、减免诉讼费用 
环境公益诉讼保护的是公众环境权，一般涉及面较大，

诉讼费用十分高，加之在环境侵权案件中，往往涉及高深

科学知识和方法的综合运用，公民个人和一般组织往往难

以承受所需费用。所以，我国有必要吸纳其他国家的先进

做法，适当减轻公众因提起公益诉讼而承担的费用，在相

关法规中对诉讼费用的分担做有利于原告的规定。 
3、合理确定举证责任 
环境损害的认定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公民个人作为原

告获取信息的有限性及不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因

此，应该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当然举证责任只是在一

定范围的倒置，并不是原告不承担任何举证责任而被告承

担全部的举证责任，由原告对损害的事实及损失大小举证，

被告对是否污染、能否造成污染、排污与损害之间是否有

因果关系、能否依法免责提供证据。当检察机关介入到环

境公益诉讼当中时，检察机关是公权力机关，其作为原告

方具有调查取证权，并且也具有调查取证的能力，此时适

宜采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 
4、环境侵权的诉讼时效 
我国现行三大诉讼法均有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要求

出现侵权、违约等纠纷时必须在一定的期限内提起诉讼，

否则将丧失诉讼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

四十二条规定“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

为三年。”然而环境污染具有长期性、潜伏性及隐蔽性等特

点，出于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环境侵权

的诉讼时效应该放宽此期限或者可以不受诉讼时效的限

制。 
5、建立环境责任保险制度 
污染者付费原则以及针对财产所有者的严格责任制

度，主要是通过责任保险制度实现的。我国在设立环境保

护公益诉讼制度时，一方面，可以规定诉讼费用保险制度。

即保险公司在保险人发生诉讼时，保险公司根据所承担案

件种类和诉讼费用承担条件，为保险人支付诉讼费用；另

一方面，可以成立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基金会，通过从每次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抽出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原告

提起诉讼的费用或胜诉奖励。这样既转嫁了环境行政公益

诉讼被告的风险，同时也解决了民众参与环境保护公益诉

讼的后顾之优。 
6、设立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激励机制 
公民参与环境保护公益诉讼，为收集各方面信息不但

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要承受来自杜会诸方面的压

力。因此，原告胜诉后应该给予其一定的奖励，这样才能

调动更多的社会团体、组织和公民个人提起环境保护公益

诉讼的积极性。因此，应当设立奖励基金制度，提高公众

参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积极性。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作为一种新型的诉讼制度在我国已

被建立起来，相信它会在实践中逐渐完善，更好地解决经

济发展带来的环境保护问题，从而更加有效地促进对环境

公共利益的保护，实现科学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

和谐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