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州“毒地”又起波澜。当地
村民举报，常州外国语学校附近
涉事原化工厂地块土壤曾于去
年被倾倒在该村一块土地上，至
今散发恶臭，附近村民养殖的动
物大量意外死亡。这种消息可能
会让很多人心头一紧，因为“毒
地”不仅仅毒害在这块土地上学
习和生活的人，还可能随着毒
菜、毒鱼、毒鸡等将污染到更远
的地方。污染一旦外溢，所造成
的危害也就难以估量了。

常州“毒地”事件是以非常
规的方式被踢爆的。去年9月，常
州外国语学校搬迁至新校区，新
校区与原常隆化工厂污染地块
仅一路之隔。不久，就有人闻到
刺激性气味，很多学生开始出现
各种不适，日前，中央电视台报

道有近五百名学生被检出指标
异常。很多网友在评论此事时把
常外学生称为“人肉试纸”。

常州官方指责媒体报道有
“硬伤”，他们的依据是以前对常
外校区室内空气、土壤、地下水
进行的检测结果，各项指标均符
合“国家标准及相关要求”。官方
统计称在体检的597名学生中只
发现133人指标异常，但是家长在
自发收集的683份体检报告中统
计出522人出现指标异常。至于情
况究竟如何，需等待教育部江苏
省政府的联合调查组作出结论，
但从常州官方的反应可以看出，
他们对此事的曝光有着本能的
抗拒。因为，最终的调查结论如果
不像他们所说的“一切正常”，那
么国土、环保、规划、教育等诸多

部门都将难逃事后的问责。
媒体报道了常州“毒地”事

件之后，很多人也只是觉得此事
属于特殊的偶发事件，基本上事
不关己。但是，由“毒地”引起的
后续报道则让更多人明白，污染
外溢之后，谁都不敢保证自己是
不是受危害的局外人。常州外国
语学校是当地名校，不少学生家
长都称得上是“成功人士”，饶是
如此，也没能成功地保护子女不
受污染的威胁。更令人感到担忧
的是，现在很多人无法判断自己
和家人是否面对污染的威胁。常
州官方坚称检测达标，而一些专
家则表示国内对土壤修复的研
究起步较晚，很多技术标准并不
成熟。在其他地方，还有多少类
似常外这样“符合标准”但又让

人严重不适的环境，还是一个未
知数。

常外学生的体检打开了一
个潘多拉盒子，让人逐渐看到了
可怕的真相。其实，在常外搬迁
新校区之前，当地农民早就习惯
了捂着鼻子的生活，他们感慨的
是“如果不是那么好的学校来到
这里，谁会关心土壤污染”。污染
危害到谁，谁就去关注污染，对
个体来说这是一个正常的反应，
但是以此方式治污终究会“一着
不慎，满盘皆输”，有关部门应该
从常州“毒地”事件反思，与其被
动地应对舆论曝光，能否在更大
的范围内进行一次“毒地”梳理，
免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毕竟，
监管部门本身也面临着“毒地”
污染外溢带来的潜在威胁。

“毒地”之上岂有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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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难定，不“惩罚”难保知识产权

□盘和林

今天是第16个世界知识产
权日。最高院日前发布的白皮
书显示，2015年全国法院积极
履行知识产权司法审判职责，
全年共审结各类知识产权案件
超过14万件，这一数字比去年
增加超过10％。

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特殊形
式的产权，赔偿是知识产权侵权
中的一种主要承担责任形式。但

是赔偿原则和赔偿金额计算方
式的不同，所能达到保护知识产
权和惩戒侵权的效果就大不一
样。现行的“补偿性赔偿”并不利
知识产权保护，亟需确立“惩罚
性赔偿”原则，大幅度提高赔偿
额度，以达到有效保护知识产
权、激励创新的目的。

在民事赔偿的司法实践中，
有两种赔偿原则：第一种是“补
偿性赔偿”，又称“填平性赔偿“，
即权利人损失多少，侵权人就赔
偿多少。其目的主要是补偿侵权
人的损失，剥夺侵权人的非法获
利。第二种是“惩罚性赔偿”，又

称“示范性赔偿”或“报复性赔
偿”，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
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
旨在补偿权利人的损失，更要惩
戒、威慑侵权人，能起到预防侵
权的作用。“补偿性赔偿”更多用
于有形损失等容易确定损失的
侵权行为上，而知识产权往往表
现为一种无形损失，难以确定出
实际损失。

同时，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
发生后，存在易扩散、取证难等
特殊性。从司法资源等角度来看，
知识产权更应该着眼于预防。例
如：目前网络转载文章广泛存在

不署名、不支付报酬等侵权行
为，如果一一打官司，且不说一两
百元的稿酬是否划算，恐怕法院
也没有这么多精力来立案、判案。
只有加大惩罚性赔偿，让侵权行
为少发生、不发生，才是最经济
的。因此，知识产权亟需引入“惩
罚性赔偿”，不仅弥补受害人的损
失，更在于有效惩罚过错行为以
及遏制侵权行为的再次发生。

应该说，我国知识产权保护
实践中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存
在，2013年修订的商标法，首次在
知识产权领域引入了“惩罚性赔
偿”，规定对恶意侵犯商标专用

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权利人因
侵权受到的损失、侵权人因侵权
获得的利益或者注册商标使用
许可费1到3倍的范围内确定赔
偿数额。按照同样的思路，我国
应尽快在著作权、专利权等知
识产权保护领域广泛引入“惩
罚性赔偿”，甚至降低“恶意”

“情节严重”等实施“惩罚性赔
偿”的门槛，使其更具威慑力，更
有力地保护知识产权。（作者为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
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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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危害到谁，谁就去关
注污染，对个体来说这是一个
正常的反应，但是以此方式治
污终究会“一着不慎，满盘皆
输”，有关部门应该从常州“毒
地”事件反思，与其被动地应对
舆论曝光，能否在更大的范围
内进行一次“毒地”梳理，免得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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