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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环保法满月 立案仅三起
专家认为，公益诉讼破局，但环保组织“有心无力”
民间环保组织面临资金、人力和地方压力

1 月 1 日起，
新环保法生效，
一周后，最高法
就环境公益诉讼
出台司法解释，
符合条件的 700
余家社会组织都
可提起环境公益
诉讼。这意味着
从制度层面，环
保组织对污染企
业提起公益诉讼
的大门敞开。

至 2月 1日，
新环保法满月，
记者采访多家环
保组织，发现除
少数跃跃欲试，
准备从事公益诉
讼之外，大多数
仍 处 于 观 望 状
态 。 据 记 者 统
计，环保组织提
起的公益诉讼，
全国真正立案的
仅3起。

对此，多位
专家和多个环保
组织表示，环保
公 益 组 织 在 资
金、能力、人才等
各方面还有很多
的欠缺，“有心无
力”，也有的即使
有能力从事公益
诉讼，但意愿并
不强，环境公益
诉讼的“春天”尚
需时日。

▲福建南平一采石场在无许
可情况下，开采石料造成植被严重
毁坏。自然之友、福建绿家园环保
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并于今年
获得立案。这是全国范围内，由民
间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并获受
理的“第一案”。

“招远杀人案”主犯昨伏法
罪犯张帆、张立冬被验明正身押赴刑场
临刑前法院安排近亲属会见

2日，“山东招远麦当劳血案”经最
高人民法院核准，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
民法院依法对犯故意杀人罪、利用邪教
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的罪犯张帆、张立
冬执行死刑。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遵
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
命令，将罪犯张帆、张立冬验明正身，押
赴刑场，执行死刑。

临刑前，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安排
张帆、张立冬的近亲属进行了会见。

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山
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认定，被告
人张帆、张立冬及吕迎春、张航、张巧联

(同案被告人，均已判刑)、张某(时年 12
周岁)均系“全能神”邪教组织成员。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对一审判
决、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最
高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张帆、张立冬
的行为均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利用邪教
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应依法并罚。

最高法认为，张帆、张立冬在公共
场所故意杀人，两人打击、踩踏被害人
头部的行为是造成被害人当场死亡的
直接原因。张帆系故意杀人犯罪的发
起者、组织指挥者及主要实施者，在共
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张立冬

系犯罪的主要实施者，在共同犯罪中起
主要作用，系主犯。两被告人杀人意志
坚决，犯罪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社会影
响极其恶劣，罪行极其严重，应当依法
严惩。

法院依法核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
院维持第一审对被告人张帆、张立冬决
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
裁定。

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人
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将罪
犯张帆、张立冬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
行死刑。

■案件背景
2014年5月28日21时许，张帆、吕迎春为

发展“全能神”教徒，让张航、张巧联、张某向在

餐厅内就餐的顾客索要联系方式。因张航两
次向被害人吴硕艳(女，殁年35岁)索要手机号
码遭拒，张帆、吕迎春遂认定吴硕艳为“恶灵”，
张帆、张立冬、吕迎春、张航上前将吴硕艳打倒
在地，张帆手撑餐桌反复跳起用力踩踏吴硕艳
头面部，致其当场死亡。

▶一个月立案三起公益诉讼
新环保法 1 月 1 日生效，当天就有“好消

息”传来。
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和福建绿家园收到了

福建南平市中院立案通知书，他们就当地采矿
主破坏林地的行为，提起的国内首个针对生态
破坏的环境公益诉讼被立案，这是新环保法生
效后立案的首例环境公益诉讼。

新环保法实施生效满月，据记者统计，至
今有三起环境公益诉讼立案：除南平案外，还
有中华环保联合会就山东东营两起企业污染
案提起的公益诉讼。

在南平案得到受理的同时，自然之友就江
苏泰州“12·19”污染案提起诉讼。该案因判污
染企业赔偿 1.6亿元，创我国环保公益诉讼赔
付之最。自然之友认为，除了已被判决的污染
企业之外，还有其他污染企业也同样应受到处
罚，于是继续提出诉讼，目前该案暂未获受理。

“我们也是想看看，同一案件，所有的变量都一
样，当地的环保联合会可以提起诉讼，我们作
为没有官方背景的民间组织能否提起诉讼？”
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说，“现在看，并不是一
帆风顺。”

像自然之友这样跃跃欲试的民间环保组
织并非个例。但据张伯驹调查发现，只有十几
家民间环保组织“有能力”、“有意愿”开展环境
公益诉讼尝试。

据民政部统计，全国可提起公益诉讼的生
态环保类社会组织有700多个。民政部民间组
织管理局副局长廖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 700多个环保组织，大部分是官办的社团组
织，很多是行业学会，提起公益诉讼的意愿不
高。“我估计，打官司的不会很多。”

▶很多民间组织缺少资源和精力
廖鸿的判断不只适用于官方环保组织，民

间环保组织亦是如此。
新环保法实施后，自然之友计划面向全国

民间组织建立合作网络。但经过一个月的观
察，真正“有能力”且“有意愿”尝试环境公益诉
讼的“小伙伴”并不多。即使自然之友愿意提
供律师资源，一家地方环保组织也还是拒绝了
合作意向。这家民间组织，没有专门的法律方
面的人员，没有足够的资金和精力去打官司。

云南环保组织绿色昆明负责人梅念蜀也
坦言，该组织一共只有五六名全职人员，缺乏

资源和能力，很难从事专业的公益诉讼，“这对
我们现在来讲太难了，只有发展壮大以后才能
考虑新的策略。”

湖北环保组织“绿色江汉”负责人运建立
告诉记者，目前尚没有打算进行环境公益诉
讼。“主要是没有合适的案例。”

“真正愿意打官司的环保组织还是很少，
本来有资格的组织就少，愿意‘管闲事’的组织
更少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王灿发说，目
前的现状验证了他在此前讨论新环保法修改
时的观点：公益诉讼不会出现滥诉的情况，更

别说“井喷”的爆炸式增长了。
河北省去年底出台了全国首个公众参与

环境保护的地方条例。河北省环保联合会环
境权益保护中心主任、河北省环保厅顾问马倍
战说，他们律所没有得到一家环保组织委托代
理环境公益诉讼的请求。

据了解，河北省除了官办的省环保联合
会，石家庄市环保联合会和邯郸绿色环保联合
会之外，没有其他具备主体资格的民间环保组
织。“没有委托方，一家都没有，不管是本地的
还是外地的。”他有点无奈地表示。

▶“囊中羞涩”是环保组织的痛处
在南平案研讨会上，中华环保联合会法律

督察中心马勇说了这么一句话：“都在说环境
公益将迎来春天，但我们NGO准备好了没有？”

在他看来，现状是民间环保组织在资金、
能力、人才等各方面，都还准备不足。

马勇说，起诉首先需要环保组织自己投入
进行前期调查，此外，大量的环保组织是“项目
养人”，如果没有专门的法律项目的话，根本就
没有足够的专业人才来打官司。

自然之友是少有的将法律政策列入核心
业务的民间环保组织，张伯驹介绍说，即便如
此，真正专职进行公益诉讼的只有三个同事，
此外还加上一些实习生、志愿者和志愿律师。

据记者了解，目前很多参与环境公益诉讼
的环境律师，很多是免费参与，也有的仅象征
性的收取费用，但外地调查的差旅费还是需要
环保组织提供。

在张伯驹看来，资金是草根组织打公益诉

讼的一大痛点，如果不能立案，前期投入将血
本无归，这种不立案或败诉的风险，使得很多
环保组织没有勇气去打公益诉讼。

马勇也表示，打一起公益诉讼，很可能要
花几十万，而现在很多民间环保组织年预算多
的上百万，少的只有几十万甚至几万元，有的
本来都是靠兼职志愿者撑着，根本没这个资金
实力。

▶NGO面临“是否敢于起诉”考验
除人才财物等因素外，对NGO来说，真正

的考验是“有没有意愿，或者敢不敢去提起诉
讼。”马勇说，很多污染企业都是当地经济发展
的重点企业，环保组织是否敢于起诉、是否有
着足够的抗压能力，是地方民间环保组织面临
的最大考验之一。

张伯驹同一些地方环保组织有过大量沟
通，对方更愿意做一些环境宣传、教育等较“软
工作”，并不愿意站上原告席。在他看来，“有
的的确是面临地方压力。”

张伯驹举例说，此前有个环保组织介入到
当地一起污染事件，结果在审查年检时遭遇了
阻碍。

尽管去年以来，江苏泰兴、广东广州、贵州
毕节等地出现了检察机关作为支持方介入公
益诉讼的案例，但是在其他地方能否复制，还
要打个问号。

如果得不到官方的支持，环保组织能否成
功提起公益诉讼？马勇的态度是谨慎的。即
使是官方背景的中华环保联合会，此前曾经在
海南提起一起公益诉讼，并得到当地法院的支
持，当地的环保法庭十分愿意操作公益诉讼，
但一个月后，“事情发生急剧的变化”，已经受
理的案件又被驳回，“原因还是因为当地行政
力量影响太大，地方法院扛不住。”

尽管面临种种挑战，但部分环保组织不是

在消极应对，而是主动“练内功”，提高“实战”
能力，各种研修班、学习班、实习项目也正在火
热地组织起来。

环保组织自然大学负责人冯永峰说，该组
织开始组建公益诉讼律师团，已有不少环境律
师报名。王灿发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受害者
援助中心今年将召开公益诉讼的律师培训班。

“NGO自身人才、资金等方面固然需要提
高，”在环境与公众研究所主任马军看来，“核
心仍在于地方部门，是否愿意推动司法途径作
为解决环境问题主要途径之一。”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2014年空气质量较差前10位城市天津河北占8席
环保部2日对外通报了2014年京津冀、长

三角、珠三角区域和直辖市、省会城市及计划
单列市共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数据显

示，空气质量相对较差的前10位城市分别是
保定、邢台、石家庄、唐山、邯郸、衡水、济南、廊
坊、郑州和天津。空气质量相对较好的前10
位城市分别是海口、舟山、拉萨、深圳、珠海、惠

州、福州、厦门、昆明和中山。
目前我国大气污染形势依然严峻。相关

负责人分析指出，一是三大重点区域仍是空气

污染相对较重区域，京津冀区域13个地级以
上城市中，有11个城市排在污染最重的前20
位，其中有8个城市排在前10位，区域内PM2.5
年均浓度平均超标1.6倍以上。二是复合型

污染特征突出，传统的煤烟型污染、汽车尾气
污染与二次污染相互叠加，部分城市不仅
PM2.5和PM10超标，O3污染也日益凸显。三是

重污染天气尚未得到有效遏制，2014年全国共
发生两次持续时间长、污染程度重的大范围重
污染天气过程，重污染天气频发势头没有根本
改善。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