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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法治视点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法治是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坚持依

法治国，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做到改革和法治相统

一，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及时把改革成

果上升为法律制度。会议通过了 《中共

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在相关部分，明

确提出了编纂生态环境法典的重要立法

任务。这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

程上，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政治决策，编

纂生态环境法典，是新时代新征程以中

国式现代化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协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迫切要求，是在法治轨道上

全面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是事关

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崇高

事业，具有十分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

意义、实践意义和世界意义。

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是贯彻落
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法治思
想的法典化重大成果，具有重大的
政治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

造 性 提 出 一 系 列 新 理 念 新 思 想 新 战

略。在卓越的理论创新和重大实践成

就的厚实基础上，诞生了系统科学、

逻辑严密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内

涵 丰 富 、 体 系 完 备 的 习 近 平 法 治 思

想。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只有实

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

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蕴

含着“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

明衰”的绿色发展观，彰显“法治兴

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的法治

思想，揭示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法治

建设的本质规律，指导“生态文明建

设”“绿色发展”“美丽中国”写进党

章和宪法，成为全党意志、国家意志

和全民共同行动，为生态环境法典编

纂提供了思想指引和理论武装。

在 习 近 平 生 态 文 明 思 想 指 引 下 ，

通过法典编纂，将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

文明建设理论、制度、实践成果以法典

化方式确认下来，把“山水林田湖草

沙”纳入统一法典框架，最大限度地融

合“保护”和“利用”两类立法，协调

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回应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为生态环

境执法和司法提供完善的法律依据，对

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政治

意义。

编纂生态环境法典，促进各方
达成环境法理论共识，建构中国自
主的环境法知识体系，具有重大的
理论意义

法典编纂是国家法治建设的重大政

治决断，受到比一般立法更为严苛的条

件约束。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生态环境保

护领域根本原则和基础性规范的体系性

规定，需要以法典化立法方式对现行的

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机制和规则规范

进行系统整合、编订纂修、集成升华。

在此意义上，法典编纂就是对法学理论

和现行法律提炼的有机结合。一部好的

生态环境法典，首先是能够满足国家治

理体系的基本需求；其次是能够满足执

法者学习、选择、适用法律的客观需

要，满足法学理论促进法律知识体系化

的主观愿望。在这个意义上，法学理论

或者法学知识资源直接决定着法典化的

水平与质量。

环境法作为新兴法学学科，其调整

对象、调整方法、调整内容都与传统法

部门法有很大的不同，属于典型的领

域性法律。对于领域性法典编纂，世

界上并无成熟的经验与理论体系。这

也意味着中国生态环境法典编纂所需

的理论与知识体系都需要根据国情进

行总结与提炼。通过编纂生态环境法

典实现理论创新，将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和法治思想转化为法典化成果、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具有中

国特色的自主的环境法知识体系，既

实现生态环境法律规范的价值统一、

逻辑统一、效力统一，又实现环境法

学基础理论乃至整个法学理论的迭代

更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梳理和总
结生态环境法治建设成功经验，提
升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水平，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生态文明

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

计，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

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

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

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中国生态环境法治

建设成就举世瞩目，已成为新时代党和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性成就的显著标志。

实现“生态文明”入宪、明确“美丽中

国”强国目标，形成了由国家目标、国家

任务、国家职责构成的完整环境宪法条

款；加快生态环境立法强弱项、补短板、

填空白的步伐，相关法律达到34件，还

有100多件行政法规和1000余件地方性

法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

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改革不断推进，打造

了一支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敢担

当的生态环保铁军队伍。建成世界上独

一无二的覆盖全国各级司法机关的生态

环境审判体系、公益诉讼检察体系，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网站专门开辟中国环境

司法专栏，刊载 《中国环境资源司法》

报告和典型案例，向全世界推广。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

代化，对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系统性、

整体性、协同性提出了更高更新要求，

这也是党中央决定编纂生态环境法典的

重要理由。通过编纂生态环境法典，认

真梳理和总结生态环境法治实践，既把

已经成熟的经验固化为法律，也对未来

实践进行引领，实现改革于法有据，具

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编纂生态环境法典，为新型法
典编纂作出原创性贡献，打造 21
世纪人类生态文明法治化新的里
程碑，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

法典是每个时期法律制度文明的缩

影和主要表征，西方通过编纂民法典，

以巨大的制度贡献将人类文明推向 20

世纪的立法巅峰，法国民法典、德国民

法典、瑞士民法典所蕴含的立法理论创

新、规则创新、范式创新、制度创新等

法典化集大成方式，至今仍为世界的制

度文明典范。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生态兴则文

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全球性气候变

化、生物多样性减少、严重的环境污染

等生态环境问题，是全人类都必须共同

面对的严峻挑战。21 世纪是携手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

同体的世纪，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共同建设美丽地球家园的世纪，也是以

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法治轨道上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中国主

场、中华世纪。编纂生态环境法典，实

质上是推动人类生态文明制度化、法

治化的重大实践，是用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确认、保障和推进人类生态文

明 发 展 进 步 的 伟 大 事 业 。 中 国 有 条

件 、 有 能 力 也 有 责 任 站 在 21 世 纪 生

态文明法治建设的全球制高点上，把

握人类生态文明发展新趋势，汲取世

界环境保护立法经验，吸收中华优秀

传统生态文化和法律文化精髓，运用

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的政治智慧和立

法能力，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

社会主义举国立法体制的优越性，以

领域型法典编纂的全面创新，使生态

环 境 法 典 成 为 21 世 纪 世 界 法 典 编 纂

的原创性、标志性重大成果，树立人

类文明新形态制度化、法典化、法治

化新的里程碑，为推进当代世界法典

文明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深刻领会编纂生态环境法

典的重大历史意义，进一步加强生态环

境法典编纂理论与实践研究，为编纂一

部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国际视野

的法典化立法典范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者系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

究会会长）

深刻认识编纂生态环境法典的重大意义
吕忠梅

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2024

年 1 月 至 6 月 共 起 诉 污 染 环 境 犯 罪 668 件

1597 人 ， 在 办 案 中 落 实 恢 复 性 司 法 理 念 ，

助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环境

质量持续改善。

据介绍，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

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检察机关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开展

“检护民生”专项行动，依法从严惩治各类

污染环境犯罪，检察办案发现，当前污染环

境犯罪新旧问题交织，仍需综合施策、深化

治理。

一是跨地区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屡禁不

止。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向前推进，一

些地方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固体废物特别是危

险废物日渐增多，少数企业因自身处置能力

不足、处置成本过高等，将危险废物非法转

移至外地甚至外省，污染当地的土壤、水

体、空气，危害生产生活秩序、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如，2021 年某材料公司将生产产

生的 30 余吨含有机树脂类危险废物的废水

运输到 700 余公里外的外省，半夜直接倒入

某村鱼塘，导致鱼塘内约 700 斤鱼死亡，附

近 群 众 被 熏 醒 并 呕 吐 。 又 如 ， 2020 年 至

2021 年，无危险废物处置经营许可证的代

某从多家铝业公司收购危险废物铝灰渣并从中

提炼铝锭后，将产生的 1100 余吨铝灰交由他

人运输至某村水库旁倾倒，并租用机械现场挖

掘泥土掩盖，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

二是传统重污染行业非法排污问题仍较为

突出。电镀、印染、化工、金属加工等传统重

污染行业是污染环境犯罪的高发点。尤其是个

别私人开设的“黑作坊”处心积虑逃避监管，

偷排、直排污染物。如，2021 年至 2022 年，

郭某、佘某在无许可证的情况下，收购废旧电

池运至各自租赁的旧厂房内，安排工人用刀将

电池砍开，取出铅极板进行加工，并将电池内

的腐蚀性液体冲至排水沟流走。经检测，二人

厂房外的水沟含铅量超标 646 倍。又如，2022

年至 2024 年，杨某等人在某村租赁房屋加工

生产人造合成革压花辊，使用铬酸等清洗加工

后，将含重金属污染物的废水通过暗管直接排

入市政雨水管道。经检测，现场废水总铬、总

镍浓度分别超标约 7 倍、44 倍。再如，2022 年

至 2023 年，陈某非法开设金属网清洗点，使

用酸、碱清洗金属网后，将污水直接排至院内

渗坑中，导致含腐蚀性危险废物的污水扩散至

周边土壤。

三是自动监测数据存在弄虚作假情况。根据

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相关规定，重

点排污单位应依法安装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有的企业为增加生产

时间，同时缩减废气、污水的治理成本，通过各

种方式篡改、伪造监测数据，逃避行政主管部门

监管。如，某墙材公司通过打开监测设备全流程

闸门的方式进行人为干扰，导致监测设备无法准

确监测排出气体中二氧化硫等污染物的含量。又

如，某线业公司、某环保公司工作人员通过对监

测设备内试剂进行稀释等方式，使监测设备在数

据超标时不能正常示警。

四是个别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帮助掩盖污

染真相。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出具的报告与数

据是准确反映污染状况、实施环境管理与决策

的基本依据之一。需警惕的是，当前个别检测

机构、监测机构受利益驱使，通过弄虚作假的

方式，帮助产生废物的主体掩盖已造成或可能

造成的污染。如，2021 年，某汽车检测公司

为了提升营业额，对外声称“包过”，通过故

意减少尾气收集比例、违规放置发动机转速感

应器等多种手段，违规帮助 1000 余辆排气污

染物检测不合格的机动车通过检测并上路，造

成大气污染隐患。又如，2021 年至 2022 年，

某市环境检测公司在采样、实验和报告编制环

节改动样品、虚假实验甚至直接篡改数据，出

具虚假环境检测报告 40 余份，误导主管部门

的决策、治理和行业监管，给生态环境造成风

险隐患。

结合监督办案，检察机关提示：环境保护，

人人有责；污染环境犯罪，依法必受追究。每个

企业、个人都应践行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

及时劝阻、制止或曝光、举报污染环境行为，共

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最高检：

助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完善
本报记者 高志民

本报讯 （张 倩 记 者

范文杰） 近日，宁夏回族自

治区自然资源厅联合自治区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 人 民 检 察

院、公安厅、市场监管厅等

8 部门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

强全区古生物化石保护工作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要求构建古生物化石保护长

效机制，进一步加强全区古

生物化石保护。

今年 2 月起，自治区自

然资源、检察、公安、市场

监督等 6 部门开展为期 3 个

月的打击非法挖掘贩卖古生

物 化 石 专 项 行 动 。 截 至 目

前 ， 共 开 展 动 态 巡 查 133

次，全面封填盗洞盗坑 571

处，查处非法挖掘贩卖古生

物化石案件 7 件，有力遏制

区内非法挖掘贩卖古生物化

石行为抬头趋势，有效消除

因盗挖盗采古生物化石造成

的安全隐患。

通知要求，宁夏各地要

建立本行政区域内的古生物

化石基本数据库，为打击非

法行为提供基础支撑；建立

并落实定期巡护制度，加强

对化石集中区域的巡查；对

发现的盗洞盗坑及时封填，

防止继续盗挖，消除安全隐

患，恢复生态环境；各相关

部门要加强行刑衔接，对于

涉嫌刑事犯罪的，依法移交

司法机关追究涉案人员刑事

责任，对再次违法人员依法

从严处罚，形成震慑。

为构建长效监管机制，提升保护水平，自治区

自然资源厅还成立首届古生物化石专家委员会，建

立古生物化石保护部门联席会议机制，督促各县

（区） 加强重点区域管控，在古生物化石集中分布

区域设立警示牌、警示标志，公布监督举报电话，

并在盗采多发区域进出道路安装 10 多套监控设施，

强化实时监控，完善定期巡护制度，及时发现并有

效遏制违法行为。

“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非法挖掘贩卖古生物化

石行为的依法打击力度。”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矿产

资源保护监督处负责人周少东说，宁夏自然资源部

门将通过采取“人防+技防”、强化重点区域巡查监

管、加强对重点人员监控等方式，全方位防范盗采

盗挖行为。同时利用各种有效方式，加强古生物化

石保护法制教育，增强群众保护意识，营造保护古

生物化石的良好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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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全国生态日”来临之际，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4 件人民法院依

法审理滥伐林木典型案例，旨在表

明依法惩处滥伐林木违法犯罪行为

的鲜明态度，努力为全面加强森林

资源保护，提升森林生态系统多样

性 、 稳 定 性 和 持 续 性 提 供 法 治

保障。

擅自砍伐自家树木也是滥伐行为

2019 年 9 月 至 12 月 间 ， 被 告

人吴某良、吴某福、吴某秦为开垦

种茶，经吴某良提议，三被告人未

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许可，共

同对早年种植在某山场的大部分林

木进行砍伐，并通过挖掘机、锄头

平整该山场后种植茶苗。2021 年

底，三人再次对案涉山场剩余的林

木进行砍伐、平整，由吴某良种植

茶树。经鉴定被采伐山场面积共

12.9344 亩。

案发后，吴某良、吴某福、吴

某秦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自愿

支付造林款，用于委托第三方某国

有林场异地补植复绿 13 亩。

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审理认

为：被告人未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批准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擅自将

自有的山场林木进行砍伐，滥伐林

木数量较大，三被告人的行为已构

成滥伐林木罪。综合考虑三被告人

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犯罪

情节，对三被告人以滥伐林木罪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至一年不

等，并处罚金。

最高法表示，这是一起为种植

经济作物而毁坏林木的典型案例。

为了防止滥伐林木等情况，法律规

定了森林采伐限额制度和林木采伐

许可制度，违反法律规定采伐林

木，即便是采伐本人所有的林木，

仍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通过剥树皮造成树木“自
然”死亡，认定构成犯罪

2018 年至 2021 年 10 月，被告

人洪某应为使其经营管理的山场内

山核桃树和油茶树正常生长，先后

多次使用柴刀将影响山核桃树、油

茶树生长的松、杉树木环切剥皮至

木质部，待其枯死后再择机伐除。

经鉴定，被环切剥皮树木因根系无

法获取营养日后必然死亡的树木立

木蓄积 18.9548 立方米。被告人洪

某应被传唤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

的犯罪事实。

安 徽 省 歙 县 人 民 法 院 审 理 认

为，被告人洪某应违反森林法规

定，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破坏

国家森林资源，其行为已构成滥伐

林木罪。对洪某应以滥伐林木罪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

罚金。

最高法表示，本案系一起依法

惩治变相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典型

案例。法院通过对此类以造成树木

死亡为目的、以剥损树皮等方式致

使林木死亡的行为准确认定构成犯

罪，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彰显了保护生态环境筑牢生态屏障

的决心。

明知是滥伐树木依旧运输，
构成非法运输滥伐林木罪

2021 年 10 月 ， 被 告 人 李 某 贵 、

姜某、郭某庆三人合伙以 46600 元的

价格购买了杨某学家的马尾松林木。

李某贵等三被告人在未办理林木采伐

许可证的情况下雇请工人砍伐后，由

被告人梁某富、徐某荣用货车将林木

运输至木材加工厂销售。梁某富、徐

某荣在明知李某贵等三人砍伐的林木

为滥伐的情况下，仍非法运输，获利

数千元。

贵 州 省 惠 水 县 人 民 法 院 审 理 认

为，被告人李某贵等三人违反森林法

的规定，未取得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许

可滥伐林木，数量巨大，已构成滥伐

林木罪。被告人梁某富、徐某荣明知

是滥伐的林木非法运输，构成非法运

输滥伐的林木罪。人民法院综合考虑

五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被告人姜某

系累犯，被告人姜某等自愿认购部分

碳汇，被告人梁某富系初犯等量刑情

节，对李某贵等三人以滥伐林木罪判

处有期徒刑 3 年 8 个月至 3 年 6 个月不

等，并处罚金，对梁某富、徐某荣以

非法运输滥伐的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 3

年，缓刑4年至3年不等，并处罚金。

最高法表示，本案系一起全链条

打击非法木材生意的典型案例。对滥

伐林木犯罪依法打击的同时，对非法

运输滥伐的林木犯罪行为一并打击，

扩大森林资源的“保护圈”。

退耕还林再复耕，责令补种

2013 年 8 月，村民齐某与所在村

签订了退耕还林合同，约定造林 0.84

亩，种植板栗，并领取了 8 年退耕还

林补助。2019 年 10 月，北京市密云

区园林绿化局接到群众举报，称齐某

在退耕还林补助期内，砍伐自家退耕

还林地里的板栗树。

执法人员调查发现，齐某砍树目

的为种植粮食作物，且砍伐后所留板

栗树桩高度并不符合嫁接高度要求。

北京市密云区园林绿化局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书，责令齐某补种树木等。齐

某收到行政处罚决定后，既未履行行

政处罚决定也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行

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北京市密云

区园林绿化局向法院申请准予强制

执行。

北 京 市 密 云 区 人 民 法 院 审 查 认

为，齐某在补助期届满前，未经行政

主管部门批准，对退耕还林地内的林

木进行采伐，违反了法律法规的相关

规定。北京市密云区园林绿化局作出

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

序合法，具备法定执行效力。故法院

依法裁定准予强制执行该行政处罚决

定。考虑到树木栽种时间对成活率的

影响，最终法院确定由齐某在自有土

地上异地补植板栗树。

最高法表示，本案是一起人民法

院依法支持行政机关要求滥伐林木的

退耕还林者补种树木，并督促执行的

典型案例。退耕还林者在宜林荒山荒

地造林后应当履行管护义务，不应违

反法律法规规定在退耕还林项目实施

范围内复耕和从事滥采、乱挖等破坏

地表植被的活动。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滥伐林木典型案例

全链条打击破坏森林资源犯罪
本报记者 徐艳红

Z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公安局南木森林公安分局联合南木林业局平安义警队开展无人机巡护演练。针

对林区“地广人稀山林密，积雪陡峭无信号”等自然条件，依托南木林业局智慧林业系统，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

巡查等现代化手段，打击盗伐、非法狩猎和破坏林地等违法犯罪行为，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颖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