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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落实十九大精神———环境法与公益诉讼专题研究

颜运秋，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南大学升华特聘教授、博士生

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

项目首席专家，湖南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环

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理事，广东公

益诉讼网学术委员会特聘专家，湖南法学会检察学会常务理事，湖南法

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南省人民政府法制研究中心客座研究

员，中国公益诉讼研究开创者、立法倡导者和司法践行者，被誉为 “中

国公益诉讼之父”。主要研究公益诉讼、环境法和经济法。主持国家、

教育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法学会重大重点和一般项目１０余项，发表学术论文２００

余篇，出版 《公益诉讼理念研究》等个人专著８部。

主持人语：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

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

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打赢蓝天保卫

战；提高污染排放标准，强化排污者责任，健全环保信用评价、信息强制性披露、严惩重罚等制

度；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这些科学论断，

对推动环境法制建设和环境司法实践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此大背景下，本期 “环境法与公益诉讼专题研究”聚焦 “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司法平衡机

制”“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起诉资格”“环境质量标准侵权法效力”以及域外典型环境公益诉讼

案件等方面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四篇文章各有侧重，但是都从不同方面和角度，反映了环境法

治特别是环境公益诉讼的相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充分体现了在环境法治特别是环境公益诉讼

较好的研究水平，对进一步完善我国环境法制和科学指导环境司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生态环境司法中的利益平衡机理》一文从生态利益与物质利益的内涵和辩证关系入手，提

出需要确立生态利益与物质利益的司法平衡机制，认为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是通过诉讼机制解决生

态利益与物质利益矛盾与冲突，对生态利益与物质利益进行的再平衡机制，为了维持生态利益与

物质利益之间的平衡，生态环境司法既不能无原则的牺牲关乎整个人类持久发展的生态利益，也

不能一味地将物质利益的发展让位于生态利益，而要坚持二者的对立统一，找准环境保护、经济

发展以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点，既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裹足不前。对于运用司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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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在平衡生态利益与物质利益之间的冲突存在的问题，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树立正

确的环境司法的理念；第二，进一步推行司法体制与机制的改革；第三，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环境

公益诉讼制度。本文将对完善与环境有关的司法制度，对提升法官审理与环境保护相关案件的能

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检察机关垄断行政公益诉讼起诉资格之质疑及正位———以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为分析重点》

一文针对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７日修改后的 《行政诉讼法》，对其第２５条第４款之合理性提出质疑，行

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固然值得肯定，但是行政公益诉讼起诉资格由检察机关垄断的做法是否合

适值得商榷。认为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和公益诉讼人的角色混同，在造成检察机关适用诉

讼程序困难的同时，影响法院的正常审判和环境行政效率。提出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起诉权作为公

权力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存在与其他适格原告相互配合并接受监督的客观需要。建议通过起诉

主体序位制度的构建，可以最大程度地保障最优起诉主体的寻找和诉讼效率，进而实现环境行政

公益诉讼 “动力”条款效能的最大化。本文将对进一步完善包括环境保护在内的行政公益诉讼制

度产生较大的影响。

《环境质量标准侵权法效力否议》一文通过分析论证认为，环境标准作为一种公法上的管制

性规范能够以转换的方式发生侵权法上的效力已成为理论共识。但并非所有的环境标准都能够产

生侵权法上的效力，对于何种环境标准能够产生侵权法效力，目前主要有环境质量标准侵权法效

力说和污染物排放标准侵权法效力说之不同观点。环境标准发生侵权法效力的原因在于，行为人

违反了环境标准所设定的行为注意义务，因此具有侵权法效力的环境标准必然是能够设定行为注

意义务的环境标准。环境质量标准设置的本意旨在为政府和环境行政部门设定行政任务和行政目

标，并不具有为行为人设定行为注意义务的功能，其效力对象仅为行政主体而不能是行政相对人

或侵权法上的侵权人。环境标准中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具有设定行为注意义务的功能，超过污染物

排放标准排污所设定的注意义务，可能产生侵权法上的侵权责任。本文将对进一步完善环境侵权

法律制度有一定作用。

《俄亥俄谷环境联盟诉弗拉煤炭公司案的法律反思》一文通过回顾俄亥俄谷环境联盟诉弗拉

煤炭公司案件———美国典型的原告胜诉的水污染环境公民诉讼案件的处理过程，评论案件争议的

焦点及审理结果，司法程序严密有据，专家论证意见的采信具有科学性，完整地展现了美国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定程序和论证特点。作者通过对该案进行法律反思发现，美国环境公民诉讼从

原告对被告的选择，原告执行 “诉前通知”到法院依法认定原告资格等司法程序严密有据，法院

在庭审过程中对当事人用以支撑己方观点的专家论证意见的采信科学合理。鉴于我国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２０１３年才正式起步和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２０１７年才正式确立的客观现实，对美国水污

染环境公民诉讼案件进行法律反思，可以给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立法与司法提供有益的启示。

这组稿件，从环境法理到环境法律制度，从环境实体法到环境程序法，从国内环境法治到国

外环境法治，多种研究角度相得益彰，多种论证方法尽展笔力，说理透彻，言之有据，体现了各

位作者比较扎实的研究功底和难能可贵的创新思维，特此推荐，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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