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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经济增长，我国生态环境问题日趋 严 重，环 境 犯 罪 现 象 日 益 突 出。本 文 分 析 了 当 前 我 国 环 境 犯 罪 的 刑

法规制方面的不足，为实现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 发 展，一 定 要 树 立 预 防 与 保 护 的 立 法 理 念，加 大 对 环 境 犯 罪 者 的

制裁力度，扩大对危害环境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范围，只有这样，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才能共同促进、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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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和人口的增长，世界各国生态环境问

题日趋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现象已成为一

个重大社会问题，因此，各国都加强了对生态环境的

法律保护。如在日本、俄罗斯、德国等国刑法中，就

生态环境犯罪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刑罚措施，保护了

生态资源和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我国

的生态环境犯罪立法起步较晚，１９７９年的刑法中没

有专门惩治环境犯罪的 规 定，直 到１９９７年３月１４
日第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修订的《刑法》才明确了

对生态环境犯罪的处罚，之后又通过刑法修正案的

方式 对 生 态 环 境 犯 罪 的 刑 法 规 制 进 行 进 一 步 完

善［１］。但传统的刑事责任理论在适用环境犯罪这一

特殊复杂的犯罪类型时会出现诸多缺陷与不足，很

难发挥其应有的制裁环境犯罪、保护环境的作用。

１　当前我国环境犯罪的刑法规制方面的

不足

１．１　立法指导思想滞后

主要表现在认识不够与时俱进，过于注重对环

境犯罪侵害人身、财产法益的保护，忽视了对环境利

益、生态利益的保护。对于那些未直接造成人身和

财产侵害的行为，环境刑法往往难以对其进行规制。
这种立法指导思想不利于对环境的保护，也有悖于

环境刑法保护环境法益的根本目的。

１．２　环境犯罪的立法保护范围过窄

我 国 现 阶 段 环 境 犯 罪 立 法 的 保 护 范 围 逐 渐 扩

展，除现行刑法中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共设立１５个

罪名，加上其他章节的环境犯罪条款及规定，总体来

说，罪名过少，遗漏情形较为明显，如对于不合理甚

至掠夺性利用土地，造成土地盐碱化、沙化等行为，

根据现有刑法规定也难以进行追究。

１．３　刑罚惩戒力度不够

一些重大的环境污染犯罪存在一定程度上量刑

偏轻的问题，特别是单位犯罪的很少追究单位的刑

事责任，即使追究，对单位判处的罚金数额也较低，

使得一些单位和个人觉得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

滋长了对环境法律的漠视心理，加大了环境执法的

困难，与我国极为严峻的环境状况相比较而言，刑事

惩处的范 围 和 力 度 显 然 是 不 够 的。据 媒 体 统 计 发

现，２０１０年７月 发 生 两 次 重 大 环 境 事 故 的 紫 金 矿

业，在１３年间已经连续发生１１件环境“大事”，而受

刑事处罚的仅一次。虽然环保部门给予了千万元的

经济罚款，但根据紫金矿业２００９年年报显示，公司

销售收入２０９．５６亿元，净利润高达３５．４１亿元，行

政和刑事处罚总金额还不过其利润的１％。违法成

本过低是导 致 了 紫 金 矿 业 屡 屡 犯 错 的 重 要 症 结 之

一［２］。在这样的司法背景下，不仅企业不用承担“足

够威胁”的经济负担，企业的利益既得者也没有“牢



狱之灾“。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切实发挥刑事处罚

在打击环境犯罪中的“利器“作用。

１．４　地方保护主义对环境犯罪采取包庇、保护的

态度

　　环境侵害具有附带价值性的特征，使得环境侵

害行为是一种“可容许性的危险”行为，环境侵害行

为的社会价值性体现在很多危害行为具有促进经济

发展的积极意义，这一点，符合了人类生存发展的根

本利益。因此，人类发展的很长一段时期内，牺牲环

境来发展经济是一种合理合法的行为，而对环境危

害行为引起重视并在法律上加以规制，也是到了现

代环境问题非常严重，已经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发展

时才出现的事情。正是大部分环境危害行为从根本

上有利于人类福利的促进和社会发展的推动这一特

征，使得环境犯罪并非像传统刑法规定的犯罪显得

那么“可恶”，当前社 会 上 环 境 问 题 严 重、公 害 事 件

频发，国家大力倡导环境保护。但一些地方政府基

于当地经济发展、财政收入的需要，对环境犯罪的归

责与处罚较之其他刑事犯罪也显得轻一些，对于那

些环境犯罪往往采取一种包庇、保护的态度，现实中

经常见到以 罚 金 代 替 主 刑，甚 至 不 予 追 究 的 情 况。
因此，为了更好更有效地解决环境犯罪行为对于民

众环境权益和环境权的侵害，必须在制度架构上冲

破地方保护 主 义，只 有 这 样 才 能 真 正 做 到“有 法 必

依、执 法 必 严、违 法 必 究”。否 则，法 律 将 是 一 纸 空

文，再好的立法理念，再好的制度建设都将是空中楼

阁，难于落实。

２　完善我国惩治与预防环境犯罪的若干建议

２．１　树立预防与保护的立法理念 改变环境保护法

律依附于刑法典的做法

环境犯罪不仅仅会危害相关民众的生命、健康和重

大公私财产的安全，更会破坏环境，威胁人类的生存

和发展，自然环境一旦破坏而想要恢复其原状，难度

很大。因此，应在刑法中规定危险行为罪责，以预防

为主将环境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然而，目前我国

环境刑法主要以惩治结果犯罪为主，反映出立法对

于环境犯罪后果严重性的低估，这样的做法与刑法

重预防性的理念是相悖的。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的

环境刑法要确立预防性原则。
我国目前环境立法的模式主要是采取修订刑法

模式。我国现行刑法设立专节规定环境犯罪，这相

对于旧刑法无环境犯罪规定，而以附属刑法形式规

定环境犯罪的做法，显然是有了很大进步。但不容

忽视的一个问题是：环境犯罪是一种新型的犯罪，与
传统的犯罪存在很大的区别。如果把环境犯罪架构

在传统刑法理论的基础之上，会不会破坏传统刑法

理论体系的统一性，从而影响刑法理论的科学性［３］。
环 境 犯 罪 具 有 不 同 于 普 通 刑 事 犯 罪 的 诸 多 特

性。比如，环境犯罪较之于普通的刑事犯罪具有更

大的灾难性，某些危害环境生态功能的环境犯罪，可
能会产生毁灭性的后果。因此，严格责任的酌采与

传统的“无过错即无犯罪”相悖。再如，环境犯罪大

多具有潜伏性，危害结果可能在过一段时间将来才

能显现出来，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而传统刑法理

论的追诉时效却相对较短，利用传统刑法理论，会造

成有些环境犯罪得不到追究。
因此，笔者吸收部分学者的观点，提出环境刑法

应当采取单行法的模式，制定一部集实体法与程序

法为一体的特别环境刑法。这种模式一方面考虑到

了环境犯罪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向社会公众昭示

了环境犯罪的重大危害性。以便引起广大民众的重

视，并树立环保意识，便于司法实践的适用，提高刑

法的权威性。

２．２　建立宽严有度的刑罚体系

环境刑事犯罪的刑罚设置，应当立足我国国情，
加大惩处力度，注重刑罚种类的多样化，同时应当贯

彻和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区别。现有环境刑法体系

中应适当加重对恶意环境犯罪的刑事处罚，并增加

无期徒刑这一刑种，以惩治那些主观恶性极大，情节

恶劣，后果极其严重的污染与破坏环境的犯罪行为。
对于环境犯罪刑罚体系中的附加刑，建议明确规定

较高的罚金额度起点，并对于情节严重的环境犯罪，
普遍增加没收财产这一附加刑种，大幅度提高犯罪

经济成本，以达到有效控制环境犯罪的目的，最终形

成适合于环境犯罪的刑罚体系。对于轻微的环境犯

罪行为，以及在经济发展探索与创新过程中破坏环

境的过失行为，则应在立法中留出从轻处罚的弹性

空间，更好地贯彻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

这一原则，也就是侧重于很多非传统刑罚手段的运

用，比如采用资格剥夺、劳役、限期纠正或治理、禁止

生产某种产品或使用某种设备等多元化的刑事责任

承担方式。在司法实践中也有过类似判例，法院可

以对犯罪情节较轻、认罪态度较好、主观恶性不大的

环境犯罪行为人责令其用自己的劳动恢复被破坏的

环境资源。例如：２００８年，犯 滥 伐 林 木 罪 的 罪 犯 王

双英被湖南省临武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３年，缓刑

４年，临武县法院要求其 在 缓 刑 期 内 植 树３０２４棵，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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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活率必须 达 到９５％。这 种 宽 严 有 度 的 刑 罚 既 能

补偿被破坏 的 环 境，又 能 实 现 对 犯 罪 人 的 改 造、惩

罚，一举多得 ［４］。

２．３　冲破地方保护的制度建设

２．３．１　建立环境案件不予立案的严格审查制度

地方保护主义一个最大表现就是对于环境案件

的不立案，而立案是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第

一步，如果在这个节点上不作为，环境犯罪的追究等

于一句空话。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应建立环境犯罪

案件不予 立 案 的 严 格 审 查 制 度。只 有 建 立 更 加 严

格、高效、认真的不予立案审查制度才能适应追究环

境犯罪刑事责任的需要。笔者建议成立专门审查监

督组织，来解决此类问题。这种专门性组织成员的

构成应借鉴英美法系国家法庭陪审员制度，广泛吸

收社会上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人员，而尽量避免组

成人员的单一化，特别要杜绝组成人员单纯由政府

人员构成的现象，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群众的监

督力量。另外，在审查监督体制上要引入听证制度，
让更多的人对法律进行监督。

２．３．２　加 强 对 环 境 犯 罪 行 政 不 作 为 的 处 罚，引 入

“首长负责制”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遵循“首长负责制”的原则，

政府首长对于政府所有的行政行为负全权责任，各

个职能部门受首长领导，并贯彻执行其命令。因此，
如果单纯追究职能部门的行政不作为的责任，只能

使职能部门成为“替罪羔羊”、“冤大头”。所以，我们

要在加强对 环 境 犯 罪 行 政 不 作 为 处 罚 力 度 的 基 础

上，引入“首长负责制”。具体来说，对于不符合法律

规定的不立案行为，政府首长要负法律上的相关责

任。只有这样，才能引导政府负责人对于环境犯罪

追究问题的重视，减少违法不立案情况的发生。因

此，笔者认为，适时对行政法进行修订很有必要［５］。

２．４　扩大对危害环境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范围

环境的刑事保护必须保护像水、空气和土地这

样的基本生活基础，应当将它们作为人类生活空间

的组成部分加以保护，并且将这种生态学的保护利

益也作为法益来加以认识。《刑法》对环境保护规定

的罪名数量较少，比较笼统。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罪为例，此罪涵盖面较广，包括污染水体、大气、土地

３个方面的犯罪行为，但同时却遗漏了如噪声污染、
电磁辐射污染等其他方面污染环境的行为，因此重

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名应进行一些补充、增加和

细化，形成噪声污染罪、电磁辐射污染罪、污染大气

罪、污染土地罪、污染海洋罪等具体罪名，这种立法

体例在国外一些国家的环境刑事立法中已有先例。
这样，既提高环保水平，又提高了生态环境的法律价

值。因此，我国刑法应适应现实的需要和现代立法

的发展，调整法益保护观，适当扩大环境犯罪保护法

益的范围。

３　结　语

惩治与预防环境犯罪，对于保护公私财产、保障

公民权利、保证我国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都是至

关重要的。这不仅有利于今后在理论上对于环境犯

罪进行研究，而且有利于我国环境司法的正确发展

和环境执法的有效实现，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

的共同促进、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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