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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6 月 19 日 ，“ 两 高 ”对《刑
法》第三百三十八条“污染环境犯罪”
作出新的司法解释，具体明确了污染
环境犯罪的主、客观条件，为环保行政
执法与司法追责衔接提供了具体可操
作的依据。实施以来，两法衔接中还
是遇到了不少问题，已经影响到了环
境执法效果。如何实现环保行政执法
与司法追责的衔接，是当前亟待解决
的迫切问题。

两法衔接存在哪些问题？

“两高”司法解释在追究非法排污
涉 及 刑 事 责 任 上 ，取 得 了 明 显 成 效 。
就浙江省台州临海市来讲，当前已移
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案件 51 起，
涉案人员近百人；而公安机关对移送
案件提出异议的有 16 件，占近 1/3。仔
细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对法律条款理解执行有差异。
在当前环境压力十分严峻的情况

下，环保部门更多地从“严”字上把关，
对“两高”司法解释中涉及的重金属范
围积极扩展到国务院《重金属污染防
治“十二五”规划》中明确的种类，而公

安机关侧重的是在法律明文规定上的
执行。

同时，两部门对有毒物质的认定
上也存在一定争议，“两高”司法解释
中第十条第三项明确含有铅、汞、镉、
铬等重金属的物质为有毒物质，浙检
发 侦 监 字［2014］7 号 文 件 对 于“ 重 金
属”的认定描述为：“两高”司法解释第
十条中的重金属范围，除了条文中明
确列举的铅、汞、镉、铬之外，其他重金
属科参照国务院《重金属污染防治“十
二五”规划》和《浙江省重金属污染防
治规划（2010~2015）》来把握。

对此，将铜、锌、镍等常见重金属
列入重金属没有异议的，但是否将铜、
锌、镍等常见重金属因子列为有毒物
质呢？且“两高”司法解释第四条中无
明确的超标倍数规定，这是否意味着
只要监测出有这些重金属指标，就以
私设暗管排放有毒物质进行处理呢？
这些没有明确规定的条款在实际执行
过程中经常引发争议。

2.移送案件中证据不够全面、准确。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中注重证

据的真实性、唯一性和有效性。而环
保在日常办理行政案件时，往往侧重

于对法律法规的执行，侧重于对违法
排污事实的调查，以及对排放污染物
监测结果的认定，缺少对证据连贯性、
唯一性的调查，更缺少对违法事实主
观故意认定上的相关调查，导致对移
送案件证据上的缺陷。

3.环保人员办案水平亟待提高。
环境执法队伍年纪轻、业务不精

等现象较为普遍，严重影响了案件质
量。如在现场勘察记录中，对污染物
处理设施描述不清，对污染物排放去
向不明；在询问调查笔录中，对业主生
产工况、排放时间跨度、排放量及原材
料和污染物种类等关键因素，往往调
查不全。

4.缺少对相关人员“控制”的措施。
环保部门在执法调查过程中，如

遇到当事人拒绝合作、操作工人不配
合等情况，就无法开展相关的调查，很
难对相关证据作有效和准确地取证；
即使在现场开展调查，因缺乏强制措
施，难以让业主、操作工人真实反映生
产工况、违法排放污染物等情况。

5.调查取证缺乏强大的技术支撑。
现 场 调 查 仅 由 执 法 人 员 单 独 执

行，没有一个专门的技术团队来保障，

因人而异，以致对证据的分析、把握、
取证存在差异，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生产工况等关键要素调查不准等。特
别是对排放污染物监测时间较长，很
难做到及时有效。

从哪些方面入手改进？

根据目前与司法机关，尤其是公
安机关工作对接情况，取得公安等司
法机关密切配合，为环保行政执法提
供强大的保障，切实在司法支持上增
强环境执法的刚性和威慑力。

一是加强对“两高”司法解释的全
面、准确理解和把握。

从 司 法 立 法 要 求 、目 的 等 方 面 ，
深 入 解 读 、理 解 好 具 体 法 律 条 款 内
涵 ，加 强 与 司 法 机 关 的 沟 通 ，取 得 与
司 法 机 关 一 致 的 理 解 。 尤 其 是 一 些
争议条款，希望上级环保部门或者立
法 部 门 进 一 步 出 台 相 关 文 件 予 以 明
确，以便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便于共同
操作。

二是加强环境执法队伍建设。
着重提高执法人员执行法律的素

质，将环保专业知识与法律规定有机

结合，以环保专业知识支撑法律。特
别是对证据的调查、取证，要科学、有
效，减少调查的盲目性，提高取证的可
靠性，强化证据的唯一性。同时，要建
立一支专门对现场证据的调查取证专
业队伍，便于证据、标准、要求等统一
规范。

三是提高环保案件的质量。
关键是做好现场勘察、调查询问

和证据保全。现场勘察要客观全面，
描述语言简直明了，图片资料准确无
误。调查询问要详细真实，内容具体
全面，要素齐全无缺，证据保全要合法
有效。

四是缩短案件移送的准备时间。
从移送公安机关案件来看，在现

场调查、监测结果确定、省环保厅认可
等各环节时间过长，尤其对污染物的
监测和省环保厅认定，少则十多天，长
则一个多月，一个案卷整理完成约需
30 至 60 天。对明显涉刑的案件，要切
实缩短时间，提高效率。

作者单位：浙江省临海市环保局

听到案件最终被撤销的消息，人
群里，一直负责跟踪这起案件的周小
兵一言不发，在记者的再三追问下，周
小兵说，还说什么呢，你看我的头发，
从干公安到干环保，白了多少。

2015 年 10 月，江苏南通市港闸区
人民法院正式接到南通市中级人民法
院转来的江苏省高院的答复：“经院审
判委员会讨论，认为被告黄某的相关
行为不属于《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中
规定的处置行为，本案以污染环境罪
追究黄海山刑事责任的依据不足。”

看到此答复，承办案件的相关人
员都表示遗憾，办案民警说：“本来以
为这个案件的判决能成为一个样本，
像这样无证收购废酸，有的还是危废，
最后都没有说法，以后类似的行为就
没有办法打击了。”“现在说什么都没
有用了。”南通市港闸区检察院公诉科
科长汤宏宇说。

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案子让这么
多人感到遗憾呢？故事还要从两年前
一起普通的“110接处警”说起。

车子被砸了，

民警赶来，

却发现了新情况

2013 年 12 月 10 日，南通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小海街道派出所辖区内发生
了一起普通的“110 接处警”。报警人
黄某声称，其车子在开发区通盛大道
东侧、通启河南岸被人砸了，让警察赶
紧过来处理。民警接警后赶到现场，
发现车子确实被砸得比较严重，但砸
车的人已经不在现场了。

民警通过走访了解到，砸车人主
要是周边群众，由于黄某在岸边建了
3 个废液池，将收购的不明液体倒入
池中，日日散发难闻的恶臭，特别是沿
河北岸的居民深受其害，当天他的车
子又来了，被附近居民发现，二话不
说，砸！

得知这一情况，派出所民警立即
向上级报告，上级认为这起案件可不
是一般的打砸案件，而是与环境污染
有关，立即通知南通市环保部门介入。

经环保和公安部门现场勘验，3
个 废 液 池 中 约 有 不 明 液 体 合 计 40
吨。环境执法人员分别对 3 个废液池
的不明液体取样，经南通市环境监测
中心站监测，3 个废液池的废液均达
到危险废物腐蚀性的标准，故初步认
定为危险废物。

周小兵说，黄某既没有工商营业
执照，也没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根
据两高“司法解释”规定，非法处置危
险废物 3吨以上就可定罪入刑。

2013 年 12 月 18 日，南通市公安局
开发区分局于对黄某环境污染案立案
侦查。

经查，2013 年 8~12 月，黄某在没
有危废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收购了

历时近两年，南通一起污染环境案最终被撤销

证据链哪一环“掉了链子”？
本报通讯员周斌如

行政执法与司法追责如何有机衔接？
王小荣 杨金国

第一个原因：鉴定时间长，无论
是行政鉴定还是司法鉴定，时间都
比较长。行政鉴定是行文，需要时
间，最快也要半个月，慢的等了4个
月；司法鉴定不仅牵涉到费用问题，
过程中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第二个原因：由于是新型案件，
检察院和法院办理这种类型案件比
较慎重，他们通常要层层请示。等
到案件证据非常成熟后再开庭，基
本都要退侦一次以上。

环保系统公务员

学法用法征文
电子信箱：xfyfzw@sina.com

2014年南通环保部门移送公
安20起案件（含2013年2起），公安
立案17起，16起得到有罪宣判。

2015年南通环保部门已移送
17 起案件，立案 13 起，目前暂未
开庭。

据了解，一起环境案件经过立
案、侦查、鉴定、提起公诉等阶段，一
般需要一年，今年开庭审理的基本
都是 2014年的案件，而今年的案
件，要等到明年开庭审理了。

开 发 区 境 内 5 家 企 业 的 各 类 废 酸 总 计
601.2吨，先将其储存于 3个池中，然后再
卖给下游的印染企业用于酸碱中和。

但警方从随后对相关印染企业的询
问中发现，废酸的使用并没有达到这一
数量，上、下游企业出酸和进酸的数据并
不吻合。然而，警方又没有证据证明废
酸排入环境，故这起案件在提起公诉过
程中，两次被检察院以证据链无法衔接
退回要求继续侦查，重新补充证据。

是危废吗？

污染环境了吗？

黄某的行为是变废为宝吗？

在经历两次证据补充后，时间就到
了 2015 年 1 月 8 日，这起案件在港闸区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控辩双方围绕“是否
构成危废”和“是否造成环境污染的客观
后果”展开激辩。

黄某的辩护律师认为，根据办理环
境污染刑事案件的要求，环保部门的监
测数据要经过省级环保部门的认定才可
作为证据使用，而南通市环保局将南通
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出具的检测报告报至
江苏省环保厅，省环保厅并未予以认可。

由于监测数据作为主要司法证据使
用，对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构罪和量刑
至关重要，一旦省环保厅不予认可，污染
环境罪的罪名就很难成立。

不 过 ，公 安 部 门 又 出 具 了 其 他 证
据。对 3 个废液池的样品，现场不仅环
境执法人员取了样，公安人员也进行了
取样，南通市公安局理化实验室鉴定其
pH 值均小于 2，对照《危险废物鉴别标
准 腐蚀性鉴别》（GB5085.1-2007），为危
险废物。而且，从办案人员调取黄某收
购废酸的 5 家企业的环评报告来看，有 4
家企业的废酸环境评估是副产品，1 家
是危险废物，属性为苯酐、顺酐组成的二
元酸，重量达 167.72吨。

对此，黄某的辩护律师认为，如果黄
某构罪成立，那 1家企业将危险废物交由
没有资质的个人处置，企业直接负责环保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也涉嫌污
染环境犯罪，也应作为被告人，共同追究刑
事责任，而不应只有黄某一人作为被告人。

辩护律师甚至认为，黄某的行为是
对废物进行再利用的“变废为宝”行为，
有企业购买和使用其废酸，同时，没有证
据表明黄某对环境实施了主管恶意倾倒并
造成客观污染的危害后果，不构成犯罪。

但周边群众的证人证言表明，他们
深受恶臭气体的侵扰，废液所散发的恶
臭严重污染大气环境，造成周边群众头
晕、胸闷、呕吐等身体不适。黄某的废液
储存点是没有经过任何部门审批的，如
果不对这种行为予以打击，势必会有其
他的人效仿，造成环境污染或对环境构
成潜在的污染风险。

由于此案争议较大，法庭并未当庭
宣判。

环保这样认为，

公安也这样认为，

检察院与法院可不这么认为

这起案件中，南通市环保、公安部门
认为：1.污染物构成“危废”是成立的，即
使从 5 家企业进购的 601.2 废酸不能全
部认定为危废，1 家企业的 167.72 吨危
废是有证据的；

2.“处置”是成立的，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八
十八条第六款对“处置”的解释，用改变
废物的物理、化学、生物特性的方法，达
到减少已产生的废物数量、缩小废物体
积。这起案件正是通过蒸发和挥发的方
式渐少了废酸的数量；

3.不能排除有当事人主观故意和由
其产生的客观后果。选择临河而建储存
池，有向水体排放的作案条件。在客观事
实上，由于没有对废液池采取密闭措施，所
散发的恶臭对周边大气环境造成了实质
性影响，也影响了沿河北岸的居民。

南 通 市 检 察 院 和 法 院 认 为 ：1.在
“危废”的认定上，由于办理的是环境污
染刑事案件，不能依照南通市公安局理
化实验室的鉴定数据，必须按照江苏省
环保厅出具的行政鉴定意见，即不予认
可现场 40吨废酸是“危废”；

2.从向黄某购买使用废酸进行酸碱
中和的几家印染企业调查取证的情况来
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第八十八条第七款对“利
用”的解释，从废物中提取物质作为原材
料或者燃料是一种利用行为；

3.没有证据证明案件当事人对水体
或其他环境实施了倾倒或填埋，故不能
认定黄某的行为构成犯罪。

据办案的执法人员介绍，黄某的这
起案件南通市公检法部门至少开了 10
次会，本来是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审
理的案子，请示到南通市人民法院，南通
市 人 民 法 院 又 请 示 到 了 江 苏 省 高 院 ，
2015 年 10 月，检法部门正式撤销对黄某
构成污染环境罪的指控。

智慧环保领航者

特约刊登特约刊登

南通污染环境犯罪案件办理情况

案件耗时长的原因

案件现场，不明液体暴露在外。

5家涉事企业处置废水吨数

本报见习记者王文硕 通讯员宫
香城蓬莱报道 为督促企业深入落实

“一企一档”的规定，完善环保档案，山
东省蓬莱市环保局日前对辖区企业的
环保档案开展专项排查，确保档案逻
辑清晰、内容详细、实事求是。

在此之前，各企业已按要求建立
了环保档案，但是随着企业的发展，部
分生产工艺发生变化，新增了污染物
治理设施等。有的企业档案没有及时
更新，导致档案内容无法真实有效地
反映企业的当前状况。

在此次排查中，蓬莱市环保局要
求企业根据基本情况档案、建设项目
环境管理档案、污染物排放档案、污染
防治设施运行管理档案、固体废弃物
处置档案、环境应急管理档案和清洁
生产工作档案等 7 个方面，对环保档
案进行自查自纠，及时补充有变动和
缺漏的部分。

蓬莱市环保局还要求企业保证资
料的完整性以及各数据之间的逻辑性
和关联性，如日常监察记录保证重点
企业每月至少 3 次、一般企业每月至
少 1 次，危险废物转移台账和五联单
上的种类、转移量要一致等。对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蓬莱市环保局督促企
业按时完成整改，并将在到达时限后
对整改情况进行复查。

本报记者周迎久通讯员冯涛李山
峰邯郸报道通过远程执法抽查系列装置，
河北省邯郸市环保局日前对邯郸市东污
水处理厂排污情况进行了随机抽查，化
学需氧量排放浓度为29毫克/升、氨氮排
放浓度为4.07毫克/升，全部达到《城镇污
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近年来，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的
普及和广泛使用，为环境现场执法发
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污染监控平台和
企业排污口自动监控装置，环境执法
部门能够迅速掌握排污单位超标及总
量排放情况。但是，通过日常环境执
法检查，也发现一些排污单位在污染
源自动监控设施的采样系统、分析系
统、数据传输系统上弄虚作假、规避环
保部门监管。

针对此问题，邯郸市环保部门采
取新的科技监控手段，对部分国控重
点污染源安装远程执法抽查系列装
置。安装这一装置后，环保部门通过
远端操作现场采样装置，实现远程控
制、超标取证、同步取证、不定时取证、
混合取证，实时监视自动监控仪器的
测量情况，通过无限网络即时上报超
标数据，监管人员可在第一时间掌握
超标情况，为控制污染事故赢得时间，
为环境执法保留证据。

据介绍，此系统是当前破解监管
“三难”问题最有效的手段，对严厉打
击自动监控设施不正常运行、自动监
控数据弄虚作假和偷排偷放等环境违
法行为起到积极作用。

2014 年，邯郸市对全部 21 家城镇
污水处理厂安装了这个装置，在全省
开展的“环保利剑斩污——零点行动”
中，通过远程执法抽查系列装置，对 3
家污水处理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
60 余万元。今年邯郸市又对新型铸
管、天津铁厂等 20 家涉气和 4 家涉水
国控重点污染源，安装了 81 套远程执
法监控装置。

蓬莱专项检查
企业环保档案
从7个方面要求企业自查自纠

邯郸增添
现场执法新手段
通过远程执法抽查系列装置

随机抽查排污情况

还有办理可能吗？

如果这起案件还要继续办理该
怎么办？

相关法律规定，在对行政鉴定
不服时，可以通过申请司法鉴定来
完成。司法鉴定效力大于行政鉴定
效力，但能做环境污染案件的司法
鉴定机构实在是凤毛麟角，不但要
付出巨额的鉴定费用，而且还要有
足够的等待时间，可能结果出来了
但诉讼时效已经过了。

另外，这起案件中，非法处置和
利用等问题交织在一起，给案件的
定性增加了难度，特别是下游企业，
为了减轻或规避自身责任，都声称
自己将废料作为原材料进行了使
用，这种动机必须引起办案人员的
高度重视，需要通过提高专业水平
来掌握下游企业的生产过程和工
艺，了解实际利用情况和真正去向。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行为是否
对环境造成污染，应该说，对空气质
量的污染是客观存在的，国家对恶
臭气体的排放也有明确的标准，但
基层环境监测部门没有监测设备和
手段，导致现场无法对恶臭气体进
行采样，是否超标、超标倍数是多
少，不得而知。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气污染防治法》将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亟须环保部门配备和规
范气体采样的监测设施设备，确保
能力建设到位。

除此之外，环保部门还应加强
执法人员与监测人员沟通，确保采
集样品的代表性和准确性。有部分
地方监测人员在监测时，监测方法
与处罚环境违法行为引用依据（特
别是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规定的监
测方法不一致，或存在超计量认证
范围使用监测方法等现象，致使监
测报告未被认可。

总之，这虽然是一起失败的案
件，但是相信有了这些经验，明天执
法人员将会信心百倍再出发。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周小兵
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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