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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论+语境下的环境侵权私法救济
+++以-侵权责任法.第 IM$II 条为中心!

朱鹤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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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设专章规定了环境侵权责任#为环境侵权的私法

救济提供了法律依据% 但是#由于环境侵权的复杂性#这些规定显得比较粗疏$比较笼统% 因

此#如何在司法实践中贯彻实施这些规定#是法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解释论*语境下的环

境侵权私法救济.一文从解释论的视角#对环境侵权责任的构成$举证责任$第三人过错等问

题进行了探讨#以期增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在司法实践中的可实施性#为环境侵

权的私法救济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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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年 F 月 # 日开始实施的%侵权责任法&

在%民法通则&#%环境保护法&及其他单行环境法

律的基础上设专章规定了环境侵权责任!其中对

环境侵权责任的构成#举证责任#第三人过错等问

题分别作了专条规定" 这些规定为环境侵权的私

法救济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基于环境侵权私法

救济的复杂性!这些规定还显得比较粗疏#比较笼

统!如何在司法实践中贯彻实施!还是法学界面临

的重大课题!因此!为增强%侵权责任法&在司法

实践中具有更好的可实施性!本文拟从解释论的

视角!以%侵权责任法&第 IM#II 条的规定为基础

展开讨论!为环境侵权的私法救济提供参考"

一%环境侵权责任的构成&&&以第 IM

条为中心

(环境污染)在私法的语境下被称为(环境侵

权)

!

" 在环境侵权中!加害人在经济#技术和信

息上都处于明显优势地位!加之以环境为媒介!侵

权后果具有缓慢性#潜伏性和连续性特点!损害原

因的查实需要较高的科技知识支撑" 这就造成环

境侵权中存在明显的当事人特性上的不对等#法

院活动上的不对等#程序上之利益与实体上利益

不对等#败诉危险分配上的不对等等诸多对受害

人不利的问题或情形"

1#2

%侵权责任法&第 IM 条

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那么!环境侵权责任是否是以损害为

前提$ 违法性是否是环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一$环境侵权责任构成是否以损害为前提

由于归责原则是贯穿于整个环境侵权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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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并对责任规范起着统帅作用的立法指导方针!

从微观层面考察!它决定着环境侵权责任的构成

要件#举证责任分配#赔偿责任的范围和方式等!

事关当事人的切身利益!需时刻关注着相关当事

人的利益平衡0

!从宏观层面考察!环境侵权责任

的归责原则受制于一定时期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

条件以及立法者对该(生活条件)的认识程度!反

映着立法者对环境侵权行为的态度及其价值选

择" 同时!环境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还受政治哲

学思潮#社会经济政策#伦理道德和文化传统等诸

因素的深刻影响" 因此!环境侵权责任的归责原

则的选择在不同国家乃至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

期!是各不相同的"

1!2

%侵权责任法&第 IM 条确立了无过错责任作

为环境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适用无过错责任原

则!不仅有利于保护受害人!免去受害人对加害人

过错的举证责任!也有利于强化污染者#污染物质

的保有者的责任!督促其履行环保义务!积极防治

环境污染!且污染者完全可以通过定价机制减少

损失"

1H2而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的确定正是客观

归责原则方法运用的结果" 客观归责原则!即以

人的意志以外的某种客观事实作为确定责任归属

的根据" 具体说!就是特定损害结果或致害原因

为构成责任的充分条件!只要有特定损害结果或

致害原因的存在!即不免责任之课负"

1N2实行过

错的客观化!也就是说!环境侵权的成立不以损害

为前提!只要存在环境侵权的事实!就可以认定环

境侵权的成立并进而请求救济" (使人负损害赔

偿的!不是因为有损害!而是因为有过失!其道理

就如同化学上之原则!使蜡烛燃烧的不是光!而是

氧!一般的浅显明白")

1M2

"二$违法性是否是环境侵权责任的构成

要件

%侵权责任法&第 I 条并没有明文将违法性

规定为侵权责任的成立要件!因为环境侵权的发

生往往涉及深奥复杂的科技知识!而且侵权人往

往以(商业秘密)为由!对其所用的原料#工艺及

排放物的成分进行保密!外人无法知晓!以致证明

行为人的违法性极为困难" 可以说!环境侵权大

多数是一种(合法的侵权)!常常是经过多种因素

长时间的复合积累以后逐渐形成的!也许这多种

因素中的每一个排污行为或环境开发行为都是合

法的!很难归咎于过失!而且合法的排污并不能保

证不造成损害" 所以!要解决环境侵权的归责问

题!必须突破过失责任原则!寻求更合理的

途径"

1I2

我国%侵权责任法&采纳了无过错责任" 学

者对无过错责任的理论的探究!形成了(危险责

任论)#(报偿责任论)和(风险分担论)" 危险责

任论认为!特定企业以及特定危险物和危险装置!

是意外灾害的危险源!只有其所有人或占有人能

够控制危险的发生!因而只能由他们就该危险

负责"

1F2

依据(危险责任说)!环境侵权责任是危险责

任的一种类型!

1$2随着社会发展!危险活动日益

增多!囿于目前科技水平!即使人们尽了充分的注

意义务也难以预防或阻止损害的发生!

1G2确立危

险责任的目的!并不是禁止危险活动的存在!也不

是惩罚加害人!而是基于社会公平和分配正义的

观念!将伴随一定危险但对社会有益为法律允许

的活动所生的损害!令危险源的创造者或从危险

中获益者负担!从而将不幸损害予以合理分

配"

1#"2因此!危险责任之成立并不以违法性为要

件!

1##2这些危险活动自始非属违法性判断的客

体!也不得因事后发生损害结果而认定危险活动

具有违法性"

1#!2在我国!%民法通则&第 #"I 条第

H 款#%环境保护法&第 N# 条#%海洋环境保护法&

第 N! 条!均未以过失为要件!也未提及加害一方

的主观上是否有过失" 同样!%水污染防治法&#

%大气污染防治法&等都有类似规定" 由此可见!

环境侵权责任的构成并不以违法性为要件"

二%*因果关系+和*法定免责+及其举

证责任&&&以第 II 条为中心

"一$因果关系的认定及举证责任分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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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私法上环境权救济的因果关系!是指加

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所具有的前因后果的关

系" 传统侵权行为法上的因果关系理论要求证明

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内在的#本质的#必

然的联系" 在一般的民事侵权中!需要有因果关

系的直接证明!否则!侵权责任不能成立" 但在环

境侵权中!由于环境侵权行为具有间接性#复杂

性#不确定性#高度技术性导致传统的因果关系的

认定十分困难" 因此在环境损害的民事责任的因

果关系的认定中!有必要借鉴以日本为代表的许

多国家在环境诉讼中实行了因果关系推定的理

论" 例如事实推定说#个别的因果关系说#盖然性

因果关系说#间接反证说和疫学因果关系说"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 II 条对环境侵权责任

的因果关系采取了举证责任倒置的模式" (本条

中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倒置!是因果关系推定在

我国环境侵权案件中的具体落实")

1#H2这实质上

只借鉴了日本(间接反证法)的因果关系推定法"

虽然我国%侵权责任法&举证责任倒置模式比较

接近于间接反证法模式!但是不要求被侵权人举

证证明间接反证法模式必需的部分事实!因此!其

对被侵权人的保护比因果关系推定更为周密"

1#N2

这种采用与日本(间接反证法)相似的因果关系

推定法的规定!面对纷繁复杂的环境侵权纠纷事

件的司法审判!难免会出现机械套用和误用因果

关系推定法的情形" 如!浙江平湖师范农场特种

养殖场,原告-状告嘉兴市五家化工厂,被告-排

放工业废水污染养殖水域!致原告养殖的美国青

蛙出现大量死亡直至绝塘!遭受了数十万元的经

济损失一案!在案件审理中!原告不仅提供了当地

环保机关!对五被告所排工业废水污染了包括原

告养殖水取水河道在内的水域的水质检测报告!

而且!还有十数名证人的作证!证明该水域因被严

重污染!已无法从事渔业养殖" 此时!如果适用高

度盖然性的因果关系推定法,具体而言!指其中

的事实推定法-的话!应可推定五被告排放废水

污染水域的行为是导致原告遭受养殖损失的原

因" 但是!该案历经二审终审以及再审!以被告提

供的尚有两名养殖户能够正常养殖的证据为由!

断定(原告未能证明33原告养殖水域存在青蛙

蝌蚪大量非正常死亡的普遍现象")

1#M2

本案留给我们的启示是*将因果关系推定的

方法仅规定为一两种方式!不能适应类型多样化#

案情复杂化的环境侵权纠纷处理的需要!必须根

据不同类型的环境侵权案件!确定和适用与之相

应的不同的因果关系推定方法" 例如!城市市民

因交通#建筑施工和社会生活噪声侵扰生活!严重

者影响身体健康!使人身权益遭受损害!对这类案

件的审理!可借鉴日本疫学因果关系说作为因果

关系推定的方法"

总之!笔者认为!应区分不同案件的类型以及

具体案件情况来确定适用何种因果关系推定方法

为妥" 应当秉承衡平社会利益#主持社会正义之

法律理念!针对环境侵权因果关系复杂性#不确定

性#多样性!适用多元化的方法实行因果关系推

定!实现对环境侵权被害人的有效#及时的救济!

当为学者研究和立法之重心所在"

1#I2无论是依据

实体法的明文规定而行的(法律推定)!还是依靠

自然科学实验而行的(事实推定)!环境侵权因果

关系推定原则所追求的是!从社会道义出发!实现

被害人救济的法律价值"

1#F2

"二$法定抗辩事由及其举证责任分担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 !F 条#第 !G 条#第 II

条#第 I$ 条规定!环境侵权的法定免责事由只能

是不可抗力和受害人故意!而将受害人过错#第三

人过错排除在外"

#(不可抗力的适用

我国%侵权责任法&仍然沿用%民法通则&的

惯例!使用(不可抗力)

!一词" 而%环境保护法&

,第 N# 条第 H 款-#%水污染防治法& ,第 MI 条-#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IH 条-以及%海洋保护法&

,第 G! 条-却均使用(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 不

可抗力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

现象!但(不可抗力已被解释为受害人以外的任

#$

第 # 期CCCCCCCCCCCCCCC朱鹤群,)解释论*语境下的环境侵权私法救济

!

-民法通则.第 #"F 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者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

除外*%



何事件!诸如一只在快车道上游荡的狗!或者路面

有一层难以发现的薄冰")

1#$2由于对不可抗力解

释的过于宽泛及其不确定性!它在环境侵权致人

损害的案件中如何适用呢$ 笔者认为使用(不可

抗拒的自然灾害)更为恰当" 因为(不可抗拒)通

常包括两层意义!即一个善良之人在当时当地等

同样的条件下不可预见和不可避免" 自然灾害通

常指地震#飓风#洪水#雷电等" 只有(不可抗拒)

的自然灾害!才可能成为免责条件0可以预见和避

免的自然灾害!不能成为免责条件"

1#G2只有加害

人及时采取了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

侵权致人损害!不可抗拒的自然灾难才可能成为

免责条件0否则!即使出现了不可抗拒的自然灾

害!也不能免除加害人的责任" 加害人采取的措

施是否(及时)#(合理)!应以一个善良之人在当

时当地等同样的条件下所应有的举动进行判断!

同时还应当考虑当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等

因素"

1!"2

对于自然灾害,地震#海啸-等不可抗力!依

据%侵权责任法&第 !G 条规定!仍然适用%环境保

护法&第 N# 条和%海洋环保法&第 G! 条的特别规

定!即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并经及时采

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

免于承担责任" 可见!即使发生地震等极端自然

灾害!排污单位也必须(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以避

免造成污染损害!否则也必须承担相应责任"

!(受害人故意的适用

%侵权责任法&突破了%水污染防治法&的规

定!对侵权人的免责条件作了更严格的限制" 依

据%侵权责任法&第 !F 条规定!如果环境侵权损

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侵权人不承担赔偿责

任" 即受害人的故意是环境侵权的法定免责条

件!将受害人过错,过失-作为减轻责任的情形"

为加强对受害人的倾斜保护!立法上确立了过失

相抵规则在无过错责任中适用!如%侵权责任法&

第 !I 条#第 F" 条#第 F# 条#第 F! 条#第 FH 条和

第 F$ 条之规定" 不论是受害人的重大过失#一般

过失抑或是轻微过失!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排除

的情况下!均可适用过失相抵!其效果是按照原因

力减轻或免除污染者的损害赔偿责任!如果受害

人的重大过失是损害发生的唯一原因!就应当免

除污染者的责任!如果受害人的重大过失和一般

过失只是导致损害的次要原因或者部分原因!则

只能减轻污染者的损害赔偿责任" 也就是说!原

则上受害人的过失均得适用过失相抵!至于其效

果是减轻还是免除!依据原因力强弱而定!原因力

无法查明的!结合过错程度予以判别"

三%*第三人过错+和*合法达标排放+

免责抗辩&&&以第 II 条为中心

"一$第三人过错能否作为免责抗辩

%侵权责任法&没有将第三人过错作为环境

侵权责任的免责事由!而是规定*(因第三人的过

错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污染者

请求赔偿!也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赔偿" 污染者赔

偿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这一规定并不区分第

三人的故意或者过失!也不区分排污者是否违反

义务!而是一概地赋予受害人选择权"

1!#2

就第三人过错是否作为环境侵权责任的免责

事由!%侵权责任法&与%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

染防治法&规定有冲突!应该怎样处理$ 有学者

认为!依(新法优于旧法)的规则而适用%侵权责

任法&!并无(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适用的可

能!自%侵权责任法&生效之日起!%海洋环境保护

法&关于第三人过错作为免责事由的规定即应失

效"

1!!2对此!笔者认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

能过于简单化" %海洋环境保护法&除了一般地

规定第三者的过错外!还专门规定了助航设备主

管部门的过错" 该法第 G! 条第 H 款规定!因负责

灯塔或者其他助航设备的主管部门在执行职责时

的疏忽或者其他过失行为造成污染损害的!可作

为加害人的免责条件" 以第三者的过错作为免责

条件的!有三个适用条件*第一!只有当事人采取

了合理措施仍不能避免污染损害的!第三人过错

方可作为免责条件"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 G! 条对

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但%水污染防治法&第 MM

条则未对此作出规定" 笔者认为!在水污染致人

损害的案件中!同样应当适用这一条件" 第二!加

害人应对第三人的故意或过失负举证责任!如果

加害人不能证明第三人的故意或过失或者不能指

明造成损害的第三人!不能免除加害人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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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第三人的过错作为免责条件仅适用于对环

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和对水污染造成的损害!而不

适用于对大气污染造成的损害"

1!H2

"二$合法达标排放能否作为环境侵权人的

免责抗辩

%侵权责任法&对此没有明确规定" 在草案

中将(排污符合规定标准!但给他人造成损害的!

排污者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规定的删除!

这是否意味着侵权人因合法达标排放即可免除环

境侵权责任$ 答案是不能免除" 其理由是*

,#-国外理论的借鉴" 国外环境侵权通说认为!

侵权人并不能以遵守了环保监管要求来免除责

任"

1!N2

,!-现行立法的应有之意" 我国环境侵权

责任采用无过错责任!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

物排放标准!是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决定排污单位

是否需要缴纳排污费和进行环境管理的依据!并

不是确定排污者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界限" 即使

排污符合标准!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也应当根据有

损害就要赔偿的原则!承担赔偿责任"

1!M2

,H-突破

我国地方环保部门尴尬境地的需要" 由于在中国

环境管理体制中!地方环保部门表面上接受环境

保护部和地方政府的(双重)领导!实际上在官员

任免#工资福利#退休待遇等方面几乎完全受制于

地方政府" 而作为污染大户!恰恰又是地方政府

重点保护对象"

1!I2导致是否属于(合法排放)的决

定权!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

如果允许环境侵权人以合法排放而免责!受

害人将会寻求救济无门" 所以!笔者认为不论环

境侵权人是否违反行政法规!其私法上对受害人

的救济均应依据%侵权责任法&排除侵权人的侵

权行为的违法性" 因此!国家环保总局%关于确

定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复函&明确指

出*(承担污染赔偿责任的法定条件!就是排污单

位造成环境污染危害!并使其他单位或者个人遭

受损失" 现有法律法规并未将有无过错以及污染

物的排放是否超过标准!作为确定排污单位是否

承担赔偿责任的条件" 至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

污染物排放标准!只是环保部门决定排污单位是

否需要缴纳超标排污费和进行环境管理的依据!

而不是确定排污单位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

界限")

1!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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