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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省政政府府为为啥啥要要告告这这些些企企业业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张玉岩

试点锁定
三个典型案件

“请求法庭依法判令两被
告承担应急处置造成的经济
损失3250 . 1428万元、生态损
害赔偿费用19890万元、其他
支出费用共计270 . 6833万元
及本案诉讼费用，并请求法
庭，判令两被告对上述费用承
担连带责任。”

法庭上，宋俊博一字一
句地念出这一段话时，坐在
被告席上的企业代表很平
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进入
司法程序前，他们已经数次
沟通，但没能达成共识，这才
对簿公堂。

“一直以来，损害生态环
境的行为要承担行政责任，接
受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还要
追究刑事责任。但造成生态环
境损害的赔偿问题，却缺少明
确规定，出现了生态修复政府

‘买单’，而当事人成了‘旁观
者’的现象。”省人大代表、山
东求是和信律师事务所主任
马东宁说。

“所谓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制度试点，就是省政府作为原
告，向生态环境损害者提起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民事诉讼。”
马东宁说。山东被确定为试点
之后，探索之路就开启了。和
企业怎么磋商、省政府怎么诉
讼、赔偿资金怎么管理、后续
如何修复、如何保证修复效
果、修复效果如何评估？一连
串问题接踵而至。

第一个关键问题，是选一
个合适的案件。选取原则是按
照改革方案的适用范围，在省
内乃至全国有影响，或者有一
定典型性的案件。首先锁定了
章丘“10·21”重大非法倾倒危
险废物案（以下简称“章丘案
件”）。随后又筛出山东天一环
保科技投资有限公司非法处
置医疗废物案件（以下简称

“天一案件”）、山东道一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非法倾倒危
险废物案件（以下简称“道一
案件”）。

与此同时，《山东省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
工作实施方案》也在紧锣密鼓
地起草、上报。2016年12月实
施方案出台时，省环保厅已经
与“章丘案件”中的六家企业
沟通多次，并与四家企业基本
磋商成功。

磋商一波三折
赔偿额不能讨价还价

磋商并不容易，可谓一波
三折。“整个过程没有任何先
例可借鉴，也毫无规律可循，
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省环
保厅相关负责人回忆。

难点有两处，一是有企
业希望降一降赔偿数额；二
是企业对这项制度表示不理
解，“有行政处罚，刑事判决
里可能被判罚金，为啥还要
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

面对第一个难点，环保
厅的做法是：在双方认可鉴
定评估结论的基础上，赔偿
时间、方式和期限可以商量，
但有一个原则不能动：赔偿
金额没有讨价还价的可能。

对第二个难点，环保厅
不断向污染企业解释，行政、
刑事和民事是三个不同的法
律责任，不能相互替代。

有一个案子磋商时间很
长，前后经历了四轮。第一轮
主要向企业讲清相关政策法
律规定，以及企业的违法事
实和专业机构作出的评估报
告。如果企业认同评估金
额，同意磋商，则进入下一
轮，否则直接提起诉讼。当
时，企业均表示认同，同意
进入下一轮。

但在第二轮谈判中，涉
案企业产生侥幸心理，开始
讨价还价。“我们代表省政
府来磋商，赔偿金额一分都
不会减。”省环保厅上述负
责人说。面对政府的强硬态
度，四家企业只得点头同
意。

直到签订协议时，突然
又有一家企业迟迟不愿签。
拖延了3个月，最终还是签订
了赔偿协议。

至此，省环保厅会同章
丘区政府分别与4家企业达
成赔偿协议，签订赔偿合同
书，赔偿金额共计1357 . 54万
元。

此外，“道一案件”经磋
商也达成一致意见，2017年7
月，省环保厅会同莱芜市环
保局和涉案企业签了赔偿协

议，赔偿金额共229万元。

提起诉讼
政府向企业追偿2 . 3亿

磋商也有没谈成的。“章
丘案件”中的另外两家企业，
涉及赔偿数额较大，约2 . 3个
亿，而且两家企业各自的赔偿
责任难以界定。“天一案件”的
磋商过程也是波折重重，“企
业负责人态度很好，但经过三
轮磋商，就是不肯签协议。”

磋商不成，只好提起诉
讼。2017年8月，省政府批准
省环保厅作为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民事诉讼案件的原告，
对“天一案件”磋商未达成一
致的一家涉案企业，向泰安
中院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民事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
付生态损害赔偿款及其他费
用764 . 46万元。10月18日案
件开庭审理，这是我省首例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
件。12月 6日，泰安中院下达
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支付生
态损害赔偿款及其他费用
745 . 77754万元。

对“章丘案件”磋商未达
成一致的2家涉案企业，也于
2017年8月向济南中院提起
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生
态损害赔偿款及其他费用
2 . 3亿元，2017年12月12日
该案开庭审理，目前案件尚
未判决。

这类案件怎么审，山东
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
办理此类案件的相关意见，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是恶意
故意破坏环境，相关涉事方应
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省政
协委员、青岛大学环境科学与
工程学院院长李悦说，这起看
似普通的民事案，背后其实是
全国第一个诉讼规则。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绿色发展，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更以浓墨重彩的笔触被写入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其实，一年多来，“生态环保”这个热词不仅
影响着山东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关系着每个山东人现实生活的点点滴滴。从环保企业、
产业布局到省委省政府的战略决策，处处彰显着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心与坚持。下面的
三个故事，正是从不同的领域和侧面讲述着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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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2日，
山东省环保厅法律顾
问宋俊博坐在了济南
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原
告席上，很难数清这是
他第几次参加庭审，但
这次有很大不同：受山
东省政府授权，省环保
厅提起诉讼，被告是两
家造成严重污染的企
业。省政府告污染企
业，这不是一场普通的
官司。

这起案件并不孤
立，2016年8月30日，山
东被确定为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
点的7个省市之一。试
点以来，山东不断探
索，在制定省政府提起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
件诉讼规则、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资金管理等
方面形成了“山东经
验”。

对此，代表委员们
表示，政府做原告，改变
了以往企业污染，政府
治理，没有人提起索赔
的状况，这具有重大意
义。让山更绿、水更清、
天更蓝，空气更清新，山
东的污染防治攻坚战
也有了“法治保护衣”。

2017年7月，省财政厅、
省环保厅、省法院、省检察院
研究出台《山东省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办法》，确
定对资金进行专账管理，这
也是全国首个省级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办法。

三起案件发生后，济南
市章丘区政府、泰安市高新
区管委会、莱芜市环保局分
别对事发地受损场地进行了
应急处置，并采取政府垫资
的方式，先行组织对受损场
地生态环境修复工作。

修复效果怎么样，要进
行严格的评估，“确保能长期
稳定地达到生态功能。”李悦
委员说。

按照先易后难，环保厅
确定先对“道一案件”生态环
境修复效果开展评估，“内容
包括是否正确执行生态环境
修复方案，是否达到生态环
境修复总体目标和分项目
标，修复期间是否造成二次
污染，是否需要开展补充性
修复等”。目前，评估工作已
经展开。

葛新闻延伸

赔偿资金怎么管

我省率先出《办法》

赔偿权利人范围

扩大到市地级政府

这三起案件只是一个开
始。今年 1月 1日起，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从现行
试点进入全国试行阶段，中
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制度改革方案》，将赔偿
权利人范围从省级政府扩
大到市地级政府，并要求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
明确国土资源、环境保护、
住房城乡建设、水利、农业、
林业等相关部门开展索赔工
作的职责分工。

对此，宋俊博表示，市一
级应该出台相应配套措施，
国土、水利、林业等部门也
应重视起这项工作。“谁职
权范围内的事情谁负责，如
水土流失、采矿造成的山体
破坏等，都属于生态损害，
应由有相关管理职权的部
门开展索赔。”

“过去那种企业造成生
态损害，政府买单的情形，
对整个社会是不公平的。”
马东宁说，让企业赔偿，是
事后的不得已而为之，期待
整个社会都能形成正确的
环保理念。他建议，下一步
应加快生态损害赔偿立法
进程，从法律层面尽快完善
相关配套制度。

针对受损土壤和地下水，章丘已开展生态环境修复工作，计划于2018年底前完成。（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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