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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行政公益诉讼的几个问题： 

1. 谁能够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答:建议由: 

(一) 损害发生地或者影响地人大代表。理由：人大代表的职能

应扩展，从人大代表的意义看,维护所在地的人民利益也是职责

所在。 

(二) NGO。当然，在立法时也应作一些限制。 

2. 行政公益诉讼的范围除了环境保护领域外，还包括哪些领域？ 

答：建议包括涉及一定区域内影响较广泛的危害人体健康和生命权

益的行政行为，如医疗医药、食品、生产生活用品领域。 

3. 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是否有前置性条件，如必须用尽所有行政手

段？ 

答：建议除法律规定必须先行政复议外，不应有前置条件。这有利

于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监督。 

4. 是否对行政机关的作为和不作为都可提出诉讼请求？ 

答：应当对行政机关的作为和不作为都可提出诉讼请求。理由：按

照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行政机关应当依法行政，不越位、不缺

位。 

目前实践中更多的是针对行政机关的不作为。 

5. 是否仅对导致公共利益收到“重大损害”的，才能提起行政公

益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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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建议不仅要对导致公共利益受到“重大损害”的提起行政公益

诉讼，而且还要对可能导致公共利益收到“重大损害”的，也要提

起行政公益诉讼。当然对可能导致要有限制。理由： 

（一） 对人民群众反映的重大行政决策、行为听证制度流于形式

的行为进行监督； 

（二） 对重大行政决策、行为依据错误，可能会导致公共利益收

到“重大损害”的法律救济途径。 

二、关于环境司法执法的几个问题： 

1. 欧盟各国对环保 NGO“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和“无违

法记录”在实践中是如何判断的？ 

2. 对同一行为已有 NGO 起诉，其他 NGO 能否申请参加诉讼；如

果已有生效判决，其他 NGO能否再次起诉？ 

某一 NGO提起公益诉讼，其仅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但并不是唯一代

表，其对公共利益的代理不具有排他性。对已进行的公益诉讼，其

他符合条件的 NGO应当可以申请参加诉讼，但应当进行时间限制，

比如在被告答辩期限届满前，或举证期限届满前等。 

如果已有生效判决，其他 NGO不能就同一事实、同一污染行为再次

提起诉讼。公益诉讼之目的在于保护环境，生效判决是对污染环境

的司法保护。当有生效判决后，仅是执行问题。如果另一 NGO再次

提起诉讼，则有违民事诉讼法一事不再理的基本原则。 

3. 企业达标排污且缴纳排污费，依然造成环境损害的，是否仍要

承担对于公共利益损害的修复责任？是否应由政府来承担修复

义务？是否有相关立法来减免企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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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一）根据《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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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条又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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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

“ 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国务院

《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 排污者缴

纳排污费，不免除其防治污染、赔偿污染损害的责任和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的其他责任”。达标排放是法定排放条件之一，不达标的

不允许排放。 

据此，污染者承担侵权责任并未因缴纳排污费、达标排放而免

除，承担修复义务的主体是污染者而非政府。 

（二）较少，只有国务院《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

一款规定：排污者因不可抗力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的，可以申请减半

缴纳排污费或者免缴排污费。 

4.法院能否判决由被告支付环境修复费用和生态环境的损失？如

果可以，如何管理使用这些费用？ 

答：在现行法律下无法做到。在我国现行环保法律法规中，只有环保

行政主管部门要求污染者治理和恢复原状，污染者不履行，或者履行

达不到要求，待履行的规定。建议通过立法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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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可以考虑设立环境保护基金，并完善该基金的使用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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