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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

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绿色发展、高质量发

展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为我国的环境法治建设提供了全新的理论遵循。最高人民法

院明确要求，各级法院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充分认识

加强环境资源审判的重要性，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依法

公正高效审理环境资源各类案件。

为了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职能作用，2016

年 5 月，青岛中院挂牌成立环境资源审判庭，实行“三合一”审

判机制，集中审判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2020 年 3

月, 青岛各基层法院根据青岛中院下发的《关于建立全市法院环

境资源案件集中审理和管辖机制的工作方案》，明确了一个业务

庭或人民法庭专门办理环境资源案件，逐步形成了覆盖全市两级

法院的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和审判机制。青岛成为全省第一个

完成环资审判队伍专业化建设的地级市。2020 年，李沧、黄岛、

城阳、即墨、平度、莱西六个法院分别在本辖区重点生态区域设

立了自然资源巡回审判法庭，对藏马山、马山、大泽山、大沽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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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重点生态区域，推行环境资源巡回审判工作机制，加强对重点

生态功能区的保护。

五年来，青岛全市两级法院始终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紧密结合高质量发展要求，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生态环境保护

部署，不断加强队伍建设，更新审判理念，完善工作机制，深化

职能发挥，为青岛环境资源保护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在全

市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2016 年—2020 年青岛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概况

2016 年以来，全市两级法院审结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

政案件共 6671 件，包括环境类案件 526 件，资源类案件 6145 件，

其中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44 件。

环境类案件 526 件中：刑事案件 219 件，占全部环境类案件

的 42%，涉及污染环境罪、走私废物罪、非法狩猎罪、盗伐林木

罪等，其中最多的是污染环境罪 140 件，占环境类刑事案件的

64%；民事案件 79 件，占全部环境类案件的 15%，涉及大气、水、

噪音、土壤污染等责任纠纷，其中最多的是大气污染责任纠纷

36 件，占环境类民事案件的 45%；行政案件 228 件，占全部环境

类案件的 43%。

资源类案件 6145 件中：民事案件 6044 件，占全部资源类案

件 99%，其中涉土地资源类案件 3827 件，占资源类民事案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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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供用电、气、水、热力合同纠纷案件 1276 件，占资源类

民事案件的 21.1%，农业、林业、渔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 680 件，

占资源类民事案件的 11.3%，探矿权、采矿权纠纷案件 49 件，

占资源类民事案件的 0.8%，其他案件 212 件，占资源类民事案

件的 3.5%。刑事案件 99 件，涉及非法采矿罪、非法占用农用地

罪、盗伐林木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等。以环保局为被告的行政

公益诉讼案件 2 件。

表一：青岛法院 2016 年-2020 年审结环境类案件情况

表二：青岛法院 2016 年-2020 年审理资源类案件情况

类别 刑事 民事 行政

类别 刑事 民事 行政

罪名 污染环

境罪

走私废

物罪

大气污

染责任

纠纷

水污染

责任纠

纷

土壤

污染

责任

纠纷

噪音

污染

责任

纠纷

其他

以环保局为

被告的行政

案件

数量 140 79 36 18 7 10 8 228

占比 64% 36% 45% 23% 9% 13% 10% 100%

小计 219（42%） 79（15%） 228（43%）

总计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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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名

非法

采矿

罪

非法

占用

农用

地罪

其他

（盗伐

林木

罪、非

法捕捞

水产品

罪等）

土地

资源

类

供用

电、

水、

气、热

力合

同纠

纷

农业、

林业、

渔业

承包

合同

纠纷

探矿

权、采

矿权

纠纷

其他

以环保

局为被

告的公

益诉讼

数量 26 29 44 3827 1276 680 49 212 2

占比 26% 29% 45% 62.2% 21.1% 11.3% 0.8% 3.5% 100%

小计 99 6044 2

总计 6145

表三：青岛法院 2016 年-2020 年环境资源案件数（给出案件具体数字更

好）

综合分析 2016 年-2020 年青岛法院审结的环境资源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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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环境类案件中，大气污染责任纠纷案件占环境类民事案

件的比重较大。原因是社会公众环境保护法治意识日渐提升，对

空气质量等绿色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并积极维护自己的权益。

表四：青岛法院 2016 年-2020 年环境类民事案件情况

二是资源类案件中，土地资源类案件仍占很大比重。原因是

在城市规划建设及乡村城镇化过程中，土地流转政策逐步放宽及

部分土地被征用和旧村改造，使土地流转和权属变更增多，同时

群众法治意识增强，更多地采用诉讼的方式解决土地纠纷。

表五：青岛法院 2016 年-2020 年资源类民事案件情况



7

三是污染环境罪仍是环境资源刑事案件的主要类型。从刑事

案件类型看，近五年来，审结污染环境罪案件 140 件，占环资刑

事案件总数的 44%，体现出当前污染环境违法犯罪活动仍然多发

易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污染环境行为应

当继续作为环资执法司法的重点。

表六：青岛法院 2016 年-2020 年环境资源刑事案件情况

四是五年来刑事案件整体呈上升态势，特别是 2017 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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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间，刑事案件数量上升明显，体现出近年来对污染环境、

破坏生态的犯罪行为打击力度不断加大；2020 年环资刑事案件

小幅下降，一定程度反映出随着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宣传和判例引

导，群众守法意识增强，环境资源刑事案件有所减少。

表七：青岛法院 2016 年-2020 年环境资源刑事案件数

五是案件分布具有地域性特点。由于地方规划、发展方向和

政策等原因的影响，以及各区（市）自然资源分布的不同，青岛

环境资源案件类型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环境类案件中，非

法采矿罪多位于黄岛区海岸线，污染环境罪多分布于制造业工厂

较多的莱西市、胶州市。资源类案件中，供用水、电、气、热力

合同纠纷主要集中在居民及商业网点密集的市南区、市北区，农

业、林业、渔业承包合同纠纷及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主要集中在第

一产业相对发达的黄岛区、莱西市、平度市、胶州市。

六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和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数量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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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反映出政府、检察机关、社会组织更为积极地履行保护生

态环境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职责，通过更多地提起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案件和环境公益诉讼来保护生态、修复环境。

二、树立“五大审判理念”，推动环境资源审判高质量发展

（一）坚持严格司法，依法严惩破坏环境资源犯罪

按照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思路，加大对污染环

境、破坏生态犯罪行为的惩治力度，助力打造蓝天、碧水、净土

美好家园，五年来共审结环境资源刑事案件 318 件。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维护生态系统平衡，保护生物多样

性。即墨法院审结的张某某、孙某某等犯非法狩猎罪、非法收购、

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一案，该案同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张某某向孙某、随某购买鹞子、鹰等国家级保护动物，

法院判处多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八个月到一年不等，并处罚金共

96000 元，没收违法所得共 7000 元，赔偿国家经济损失共 83320

元，依法打击猎捕、杀害、交易野生动物的违法犯罪行为。市北

法院审理的姜某某等五人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案，五人非法捕捞

方氏云鳚（俗称皮条鱼）约 98360 公斤（价值人民币 227830 元），

法院判处五人有期徒刑八个月到一年不等，依法严惩在禁渔期、

禁渔区或者以禁用工具、方法，非法捕捞水产品的犯罪行为，保

障青岛海域休养生息和蓝色海洋生态环境的改善。此外，青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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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审结盗伐林木罪、滥伐林木罪案件 23 件，通过对无证采伐、

计划外采伐等行为追究刑事责任，以林草为笔描绘绿色森林保护

带。

（二）坚持人民至上，切实维护人民环境资源权益

立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和公正环

境资源司法保障的需求，注重矛盾的基层化解、就地化解、及时

化解，切实维护因环境污染受到损失的人民利益。青岛中院审理

的三十三户果农诉某化工公司污染环境纠纷案，化工厂因粉尘污

染导致果树近乎绝产，为切实保护果农的利益，弥补果树绝产的

损失，法院多次找污染企业做调解工作，最终化工厂全面赔偿了

果农的经济损 27.21 万元，及时挽回果农损失，有效化解了矛盾。

认真贯彻党中央“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守耕地红

线”的指导思想，系统运用土地管理法、环境保护法、基本农田

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重点打击破坏土地资源刑事犯罪 22 件，

对非法占用农用地等犯罪行为予以惩处，为企图破坏土地资源的

不法分子敲响警钟。

（三）坚持恢复性司法理念，有效适用生态环境多元修复方

式

加强恢复生态和保护环境意识，以生态修复为重心，立足不

同类型环境要素修复需求，探索“补种复绿、增殖放流、土地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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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 等符合保护要求的多种生态修复方式，最大限度恢复被破

坏的生态环境。

一是有效适用直接修复方式，提高生态环境恢复效率。2019

年青岛中院审理的王某某、周某土壤破坏纠纷民事公益诉讼案，

二人毁坏农用地 10594 平方米，为确保被毁损的农用地得到切实

修复，青岛中院通过暂停刑事部分的审判，多次做王某某、周某

工作，并组织测绘，先后七次至现场监督土地修复，后又组织自

然资源部门和检察机关，邀请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共同对土地修

复情况进行核查确认，最终被毁坏的 10594 平方米农用地全部修

复完毕且恢复耕种条件。

二是灵活适用替代性修复方式，以增殖放流、劳务代偿等方

式进行生态系统的再修复。青岛中院审理的一起刑事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案件，方某等三被告采用小于国家规定最小网目尺寸的拖

网非法捕捞鳀鱼 27 余吨，为恢复海洋生态环境，青岛中院组织

公益诉讼起诉人和三被告进行调解，最终确定由三被告采取增殖

放流 40 万尾许氏平鲉鱼苗的方式恢复被破坏的海洋生态环境，

三被告已缴纳用于购买鱼苗的款项，拟于适宜增殖放流的 7 月份

放养鱼苗。

三是探索在惩罚性赔偿中适用劳务代偿，提升法律制度实际

适用效果。青岛中院审理的市检察院诉某艺术中心生态破坏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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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诉讼一案，该案系全国第二起适用民法典规定的惩罚性赔偿

案件。该艺术中心非法购入出售大王蛇、穿山甲、熊掌等野生动

物，制作成菜品出售，造成野生动物损失 8.3 万元、生态环境服

务功能损失 90.75 万元。审理中，艺术中心签署了劳务代偿同意

书,同意本案部分惩罚性赔偿以劳务代偿方式履行。法院判令艺

术中心承担惩罚性赔偿 99050 元，其中 24924 元以艺术中心指定

二人至法院指定地点每人提供六十日生态环境公益劳动的方式

承担。该案判决后，青岛中院、青岛检察院、崂山检察院、崂山

司法局组织召开了野生动物保护法制宣讲会，邀请崂山区三十余

家酒店的经营者参会，宣讲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让艺术中心

负责人在宣讲会上发言，并到崂山区多家酒店发放保护野生动物

宣传单，教育和引导周边酒店和群众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

物，取得良好效果。

（四）坚持统筹兼顾，综合处理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

系

树立和贯彻新发展理念，平衡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

系，审判中对污染企业进行处罚、彻底整治污染的同时，兼顾企

业发展利益，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

做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五）坚持示范引领，以典型案件发布扩大环境资源审判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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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价值引领作用，通过发布典型案件向

社会公众传递鲜明的行为导向和规范信息，厚植绿色发展理念。

近年来，青岛法院先后公开开庭审理全国首起《民法典》生态环

境领域惩罚性赔偿适用劳务代偿案件、山东省首起野生动物保护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青岛市首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青岛市

首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等典型案件，通过邀请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新闻媒体及社会各界代表旁听庭审，深入开展法治宣传，

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2019 年，青岛中院公开审理青岛市首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诉讼案件。被告刘某某在 2018 年 5 月至 7 月间通过某海水淡化

公司排水沟，倾倒含油废水 8 次共 160 吨，污染娄山河水体。该

案由中院院长李方民担任审判长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市检察院

检察长李建新出庭支持起诉，某区政府区长张友玉代表原告出

庭。最终判决被告承担环境损害修复费用和鉴定费用。该案审判

得到市委领导高度评价，指出该案的审判创新形成了内部协调和

外部联动等机制，为审理此类案件提供了指引，为全市推进平安

青岛建设攻势创造了鲜活经验。

三、健全各流程工作机制，提升环境资源审判规范化水平

（一）规范立案分案环节的识别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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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部分环境资源案件与普通民事案件的案由存在混同的情

形，影响了立案、分案、统计等工作准确进行，自 2020 年 6 月

起在全流程网上办案系统中设置“是否环境资源案件”的模块标

识，在立案环节明确填写，实现案件精准分派，深化环境资源案

件专业化审理。

（二）规范案件审理环节的裁判标准

针对走私废物犯罪认罪认罚案件较多，量刑尺度把握不够准

确问题，与青岛市检察院联合制定《走私废物罪认罪认罚量刑意

见》，对走私禁止进口的危险废物和限制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危险

废物适用认罪认罚的情形及量刑标准进行了规范和细化，对于走

私废物造成严重后果的严格缓刑的适用，对于未造成生态环境损

害后果、积极将废物退运的被告人依法从轻处罚，充分体现宽严

相济的刑事政策，督促被告人及时退运进口废物、修复被破坏的

环境。五年来，打击非法进口、处置“洋垃圾”犯罪行为，依法

从严从快审判走私废物刑事案件 23 件，有效遏制了非法走私固、

液、气态废物入境行为。

（三）规范案件评议环节的研究程序

为了深入研究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统筹

协调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执行案件的办理，统一办案理

念和裁判尺度，青岛中院于 2020 年 4 月出台《青岛中院环境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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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审判内部联席会议制度》，确立了有环资庭、立案一庭、立案

二庭、刑一庭、民一庭、行政庭、执行一庭、执行二庭、审管办、

研究室、信息中心参加的环资审判内部联席会议制度，定期集体

研究环境资源审判工作遇到的问题，联合推动相关工作有效开

展。

（四）规范公益诉讼案件中劳务代偿的适用

近年来，青岛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案件 40 余件，除部分环境侵害人缴纳赔偿款或者修复了生态

环境，仍有部分侵害人无赔偿能力。为保证法院裁判得到落实，

环境侵害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青岛中院联合青岛市检察院联合

制定《关于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开展公益诉讼劳务代偿工

作的暂行办法》，确定对于生活困难没有履行能力的被告，经其

申请，可以采取劳务代偿的方式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以及被判处

惩罚性赔偿的被告，经其申请，可以采取劳务代偿的方式承担全

部或部分惩罚性赔偿。《暂行办法》对劳务代偿的适用范围和原

则、协助执行单位的选定、劳务代偿的实施监管、履行完毕的确

认等进行明确，为全市法院公益诉讼案件劳务代偿工作提供了依

据和指导。

（五）规范环境赔偿资金使用环节的管理制度

针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和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存在的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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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费用、专家证人出庭费用等垫付困难，以及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上缴国库难以直接用于生态环境修复的问题，经与市财政局沟通

协调，市财政局设立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账户，并与青岛中

院、市检察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城市管理局、市务发展局、农业农村局、海洋发展局、

园林和林业局等部门联合制定《青岛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征

收使用管理办法》，统筹收取、使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

四、积极拓展审判职能，持续深化环境资源审判效能

（一）推进协调联动，形成环境资源保护合力

青岛法院加强环资审判工作的同时，积极探索建立与检察机

关、公安机关、环境资源保护主管部门之间的协同联动机制，在

工作协调、信息共享、证据转换等方面有效衔接，实现了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共同发展。

一是加强与有关单位业务沟通，畅通案件办理各环节。根据

环境资源审判和生态环境修复保护工作实际，对发现的问题及时

与有关单位及部门沟通协调，通过会议纪要、联合制定文件等方

式及时畅通工作程序，提高办案效率效果。近年来，青岛中院先

后与市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走私废物罪认罪认罚量刑的意见》

《关于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开展公益诉讼劳务代偿工作

的暂行办法》，与市财政局、生态环境局等共同起草《青岛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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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城阳法院与区检察院、

区环保局签订《关于建立环保执法协调联动工作机制的实施意

见》，不断推进环境案件办理各环节的无缝对接和顺畅衔接，形

成环境司法执法合力。

二是加强与政府部门工作配合，推动纠纷及时化解。与市司

法局共同协调环境资源管理相关行政机关，推动行政调解、人民

调解、司法调解有机衔接，注重环境资源纠纷的基层化解、就地

化解、及时化解，开展生态环境纠纷多元调解一站式服务，通过

行政争议审前和解妥善调撤多起环资行政二审案件。各基层法院

与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农业局等部门沟通合作，确定辖区

内的重点生态区域，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

三是加强与高校合作，增强理论与司法实践融合共进。黄岛

法院与中国石油大学、山东科技大学等高校开展相关法律课题的

交流合作，不断提高审判人员处理疑难复杂案件的能力。城阳法

院建立中国海洋大学环境法教学实践基地，促进了环境法学理论

与审判实践相互促进。

（二）加强司法宣传，大力营造生态文明建设浓厚氛围

生态文明建设同每个人息息相关，每个人都应该做践行者、

推动者，青岛法院通过多种途径，深入开展环境资源保护宣传，

倡导共同建设美丽青岛的全民行动观。一是灵活开展以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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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年的世界环境日选编《青岛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

通过新闻发布会等向社会发布，扩大司法审判的价值引领作用。

二是加大庭审公开力度，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及

相关企业和公众代表、学生等旁听庭审，零距离感受司法，提升

法律意识。三是广泛开展法治宣讲，到律协环资委、平度市新河

化工园区进行普法宣传，到青岛大学进行环资审判专题讲座，通

过送法面对面，增强各行业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四是加强媒体宣传，在《人民法院报》《法制日报》《山东

法制报》《青岛日报》《半岛都市报》《青岛早报》、青岛电视

台、人民网、大众网、半岛网、青岛新闻网等媒体报道环资审判

工作信息百余篇，在《青岛财经日报》多次刊发环资审判典型案

例专刊，发挥新媒体宣传优势，拍摄微视频、宣传片，生动展现

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工作，进一步增强公众环境保护意识。

（三）深化理论调研，及时总结环境资源审判经验

青岛法院注重环资审判理论调研工作，审判调研工作相互促

进，把握环资审判规律，把准环资审判脉搏，多篇论文、案例和

裁判文书在全国及全省发表或获奖。其中，（2016）鲁 02 民终

6076 号民事判决书在全国环境资源优秀裁判文书评选活动中获

优秀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的适用》获全国环境资源

审判优秀业务成果（案例类）三等奖，《试论加强环境公益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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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方法和途径》在《对外交流》《全省环资论文集》发表，

青岛中院审理的李某诉青岛某化工有限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案、

张某某等非法采矿案、三十三户果农诉某公司污染案、李某某水

污染纠纷案、即墨法院审理的某木业有限公司诉即墨市环境保护

局环保行政处罚案、黄岛法院审理的张某某等七名被告人非法采

矿破坏海洋生态环境案等案例，先后入选全省法院环境资源审判

典型案例。

服务保障生态文明建设，依法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是人民法

院环资审判的使命任务。下一步，青岛法院将坚持以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大局，坚决

贯彻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不断丰富发展司法审判领

域中的“绿色”元素，进一步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不断完善各项

工作机制，有效提升服务保障绿色发展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为提

升青岛生态环境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贡献司法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