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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法律所调整的是一种社会利益关系， 是不同主体的各种利益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

突。 因污染环境侵害他人人身、财产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采用无过

错责任原则， 无论对保护受害人的利益还是对于保护环境和促进可持续发展都具有十分

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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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djustment by law is a kind of social interest relations, is a different subject
and contradiction and conflict between various interests.Becaus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by
person or property of other people, the relevant units or individuals shall bear tort liability.
Adopt no-fault liability principle, no matter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victim or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very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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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所调整的是一种社会利益关系， 如果从

利益的内容来分， 它存在经济利益、 政治利益、
精神利益； 根据利益主体来分， 存在国家、 社

会、 集体和个人的利益； 如果根据整体与局部关

系来分， 存在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 不同主体的

各种利益之间存有矛盾和冲突， 因此法才成为必

要。
鉴于经济行为会导致利益最大化特点， 我们

不难断言在市场经济中， 个体利益容易损害社会

利益， 因此处理好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关

系 （个人与集体）， 保护好社会利益显得更为重

要， 因为社会利益反映了公众对社会文明状态的

一种愿望和需要， 而环境侵权行为就是个体利益

侵害社会利益的具体表现。
环境权益是社会利益的一部分， 社会利益作

为一种独立的利益形态日益显现， 更成为人们共

同关注的问题。 自然资源与生态、 环境与卫生保

健正是社会利益的外在表现。 保护环境是每个公

民的权利， 也同时是每个公民的义务， 在享有环

境权利的同时承担保护环境的义务， 是现代权利

观的基本要求。 对于环境我们只有保护的义务，
没有破坏她的权力， 任何可能对环境产生危害的

行为都是对其他人权利的侵害。

1 环境侵权行为的法律特性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特别是工业化和城市

化的大规模迅速发展， 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

造成的环境污染侵权现象及其救济将成为当今我

国的一大社会问题。 而环境侵权是侵权行为的一

种特殊类型， 环境污染， 是一种特殊侵权行为，
即当事人基于与自己有关的行为或其他特别原因

致人损害， 与产品侵权、 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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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同一类型的侵权。 依照民法的特别规定或特别

法的规定， 环境污染侵权应负民事或刑事责任，
其与国家赔偿责任、 法人赔偿责任等为他人的侵

权负责的替代责任不同。 然而， 我们经常能见到

受到污染侵害的渔民、 农户、 污染企业周围的居

民例子， 由于没有所谓的相关证据， 或因在经济

实力上处于劣势， 而无法得到政府的救济和污染

企业的赔偿， 因此无法体现法的公正。
对于环境污染侵权的归责问题最初出现在上

个世纪 30~40 年代， 著名判例有英国法院审理的

“赖兰诉弗莱彻案”， （该案案情为造纸工厂由于

废水过滤设备阻塞， 以致废水溢入河流， 排放超

过标准， 造成污染的犯罪行为）。 在此案中， 法

院采取了严格责任 （即现在的无过错责任原则），
认为行为人的犯罪意识并非构成环境污染侵权的

条件， 工厂不得主张以欠缺知情或非故意而逃避

刑事责任。

2 环境侵权归责原则的确立

无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于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

况， 环境侵权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主要的原因有

以下四点：
首先， 在于环境侵权的特殊性， 加害人与被

侵害群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等； 环境污染的因子具

有一定的专业性， 环境侵权的后果通常是缓慢、
持久而严重的。 对环境污染侵权人的处罚目的之

一是为了让行为人对已经造成的环境损害采取补

救措施， 降低对环境造成损害的后果。 所以可以

不必考虑行为人的主观形态， 让行为人承担责任

而将损害的后果降到最小。
其次， 由于在环境污染侵权的许多行为对不

特定的社会人， 有着极其危险的后果， 现行法律

采用一般过错责任原则时， 对很多环境资源遭到

破坏而破坏者却不用承担刑事责任， 因为这种破

坏行为有时是合法而必需的， 这样可能会使行为

人因此不承担对环境破坏的责任。 尚若如此， 必

将使法律对环境污染侵权的震慑作用被淡化， 不

利于环境资源的保护， 使更多的破坏行为因为披

上合法而必要的外衣而不必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

任。
第三， 可以使行为主体在开发利用资源环境

过程中， 对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作事先的评

判， 时刻警醒自己。 自己的行为是否会造成破坏

环境的后果， 因为无过失责任只要求产生危害结

果， 而无需考虑主观认识， 使得行为主体来主动

衡量自己的行为， 将破坏环境资源的行为扼杀在

苗头里， 达到对环境资源的最佳保护。
第四， 能提高司法机关的工作效率， 降低司

法成本。 有利于现实生活中在难以判定行为主体

的主观方面时， 也能及时补救和避免破坏环境资

源的不利后果。
因此确立无过错责任原则为环境污染侵权的

归责原则， 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立法本意。

3 环境侵权归责原则的实践要素

环境权是近几年被广泛接受的民事权利， 其

定义为： 公民享有的在不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中

生存及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
它包括如下涵义： (1) 环境权的主体包括当

代人和后代人。 因为地球并不 是 祖 先 留 给 我 们

的， 它属于我们的后代， 环境权应由当代人和后

代人共同享有。 (2) 环境权的对象包括人类环境

整体。 它既包括天然的环境要素和人为环境， 还

包括各环境要素所构成的环境 系 统 的 功 能 和 效

应， 如生态效益、 环境的优美舒适等。 (3) 环境

权是一项概括性权利， 它可以 通 过 列 举 而 具 体

化。 如在美国的一些州宪法中将环境权作了具体

地规定， 包括清洁空气权、 清洁水权、 免受过度

噪声干扰权、 风景权、 环境美学权等； (4) 环境

权是基本环境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3.1 对于污染行为造成环境损害的后果

《环境保护法》 第四十二条 “排放污染物的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 者， 应 当 采 取 措

施， 防治在生产建设或者其他 活 动 中 产 生 的 废

气、 废水、 废渣、 医疗废物、 粉尘、 恶臭气体、
放射性物质以及噪声、 振动、 光辐射、 电磁辐射

等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 第六十四条 “因污染

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 应当依照 《中华人

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的有关 规 定 承 担 侵 权 责

任”。 其他环保法规， 如 《水污染防治法》 第 74
条、 《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七条 “企业事业单位

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采取有效措施， 防止、 减

少大气污染， 对所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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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五条 “排放大气污染物造成损害的，
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法》 第五条 “国家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实行污染者依法负责的原则。 产品的生产者、 销

售者、 进口者、 使用者对其产生的固体废物依法

承担污染防治责任”， 第八十四条 “受到固体废

物污染损害的单位和个人， 有权要求依法赔偿损

失”， 第八十六条 “因固体废物污染环境引起的

损害赔偿诉讼， 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

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

证 责 任”、 《环 境 噪 声 污 染 防 治 法》 第 61 条 、
《海洋环境保护法》 第 90 条， 都有相似规定。

关于环境污染侵权的证据规则， 最高人民法

院 2001 年 12 月 21 日公布的 《关于民事诉讼证

据的若干规定》 做了相应规定 “(三) 因环境污染

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 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

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承担举证责任” ;
环境污染侵权纠纷 最 重 要 的 程 序 规 则 有 两

项： （1） 因果关系推定： （2） 举证责任倒置。
如果被指控的加害人 （通常是排污企业） 既不能

证明法定的免责事由， 也不能否认其排污行为与

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存在， 那么将推定存在

因果关系。 在这种情形下， 排污企业就必须承担

污染损害的赔偿责任。
3.2 对于污染物达标排放造成环境侵害的责任

承担

环境污染的损害以人身损害最为常见。 污染

水源、 空气等， 都可能造成大范围的人身损害，
并且这种损害后果较之于一般疾病更为严重。 过

去， 人们常以是否达到污染物排放标准作为是否

合法的依据， 但是排放标准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

正确反映污染的实际情况及受害人的权利损害，
常常会发生即使排污符合标准也会造成环境污染

和破坏， 造成对相邻关系中其他主体 侵 害 的 情

况。
不违法并不等于没过错， 主观上的没有过错

并不能免除环境污染侵权责任。 在环境污染侵权

民事责任中， 环境污染侵权的行为人其实是有过

错的， 这种过错是客观存在的。 只是在环境诉讼

中无需关心其是否有过错。 也就是说环境污染侵

权行为人只要实施了环境污染侵权行为， 这种过

错是被推定存在的。
超标排污造成损害， 固然要承担侵权责任；

如果排污符合标准， 但给他人造成明显损害， 排

污者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呢？ 污染受害人如何维护

自身权益？ 这是一个环境行政执法和环境司法实

践中有争议的问题。 特别 是 由 于 有 关 环 境 法 律

（如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第二条） 将超标规

定为环境污染事实的构成 要 素， 现 行 《民 法 通

则》 第一百二十四条 “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

染的规定， 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依法

承担民事责任”。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 “当事

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六

十五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

证据”。 这些在一定程度上设定了作为承担环境

污染侵权责任的基本条件， 增加了环境污染受害

人依法维权的难度。
由于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依法具有强制性，

超标排污肯定具有违法性， 加害人对超标排污造

成损害的当然要依法承担赔偿损害、 消除污染等

侵权责任； 如果污染物达标排放一般不具有违法

性， 即使造成损害， 似乎就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这不仅成为许多排污单位的抗辩理由， 甚至也影

响了部分环境行政执法和环境司法人员的执行力

度， 其结果是许多环境污染受害人， 得不到应有

的补偿和救济。
环境污染物具有累积效应， 环境污染受害客

体对污染物的承受限度具有个体差异， 这就决定

了达标排放与超标排放一样， 同样也会造成污染

损害结果。 根据公平合理原则， 污染受害人应当

得到救济， 排污者包括达标排污者只要是排污行

为造成后果的则应承担侵权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 [2015] 12 号)
第一条 “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 不论污染者有无

过错， 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污染者以排污

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为由主张不承

担责任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污染者不承担责

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 适用海洋环境保护法、
水污染防治法、 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环境保护单行

法的规定； 相关环境保护单行法没有规定的， 适

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
据此， 承担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包括三个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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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 号）文件后，2011 年 7 月 29 日又发布《火

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11）。 而

后火电厂纷纷进行氮氧化物控制工程改造， 相比

其他几种氮氧化物控制技术，SCR 烟气脱硝技术

具有稳定、成熟、效率高等特点，成了火电厂控制

氮氧化物的首选。 火电厂 SCR 烟气脱硝机组容量

不断增加，所占比重由 2011 年占火电装机容量的

16.9 %迅速攀升至 2015 年的 85.9 %。全国火电厂

也因此每年减排氮氧化物数百吨， 单位发电量氮

氧化物排放量亦从 2003 年的 3.78 g/kw·h 下降到

2015 年的 0.43 g/kw·h。火电厂氮氧化物排放量也

从 2011 年 的 1 000 万 吨 直 线 下 降 到 2015 年 的

180 万 t，火电厂的 SCR 烟气脱硝项目成了当前氮

氧化物减排的主力军。 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空

气质量恶化的趋势， 为打造中国蓝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为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保了驾护了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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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 （1） 排污单位的排污行为： （2） 污染损

害事实或结果； （3） 排污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

有一定的因果联系。 排污单位有无过错以及污染

物的排放是否超过标准， 均非排污单位是否承担

赔偿责任的法定要件。
3.3 关于举证责任

对于环境 污 染 举 证 原 则， 存 在 两 个 不 同 论

点：
第一， 民事侵权一般适用民法通则的过错责

任原则， 民法通则第 124 条规定： “违反国家保

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 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

的， 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及 ‘谁 主 张 谁 举

证’ 的原则”。 第二， 现代法学理论更认可如下

观点 “因污染环境侵害他人人身、 财产的， 有关

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但法律规定有

免责情形的， 依照其规定”。 “排污符合规定的

标准， 但给他人造成明显损害的， 有关单位或者

个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导致污染的单位或

者个人不能证明污染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没有因

果关系的， 视为因果关系存在。” 实行举证责任

倒置， 即由导致污染的行为人举证。 环境污染侵

权适用推定过错责任原则： “因污染环境对他人

造成损害， 不能确定具体加害人的， 由与损害后

果具有联系的排污单位或者个人根据其排放量的

比例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污染环境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是各国立法

的通例， 采用这一立法通例， 有利于我国民法与

其他国家的法律接轨。 其次， 有利于使社会关系

参加者增强环境意识， 强化污染环境者的法律责

任， 履行环保义务， 严格控制和积极治理污染。
再者， 加重了行为人的举证责任， 更有利于受害

人主张权利， 体现了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立法

精神。

4 结语

环境污染造成他人人身、 财产侵害后果的，
无论排污是否符合规定的标准， 只要给他人造成

明显损害的， 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 （但法律规定有免责情形的， 依照其规定免除

责任）， 受害人将据此得到应有的救济， 这充分

体现了现代环境法制的公平合理精神。 导致污染

的单位或者个人不能证明污染行为与损害后果之

间没有因果关系的， 视为因果关系存在。 这实质

上体现了环境污染损害纠纷中的因果关系推定制

度和举证责任由受害人向排污者的倒置规则。
无过失责任原则的采用， 对于因污染环境对

他人造成损害， 不能确定具体加害人的， 就可由

与损害后果具有联系的排污单位或者个人根据其

排放量的比例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这将为有关

机关处理那些因为众多排污单位共同造成的环境

污染纠纷提供有力的法律手段， 从而有利于更合

理地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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