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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强调，各级环境保护部门、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要建立重点、重
大案件会商机制，通过会商研究，解决
办理案件中存在的难点疑点问题，不
断加大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的打击力
度。

张志军向记者列举了在案件查处
过程中，可以适时启动会商机制的几
种情形：联合调查案件过程中，出现的
重大疑问或者存在不同意见的；调查
部门查办的案件案情重大、复杂、疑
难、性质难以认定、需要其他部门配合
或者咨询有关情况的；部门之间相互
移送的案件，由于鉴定或者监测证据
遇到专业性问题需要共同商定的。

《意见》还要求，县级以上环境保
护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
法院应当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通
报工作情况、研究需要解决的复杂难
点问题、协调联合执法的事项、制定和
启动联合执法行动计划，研究议定联
合执法重大工作决策和意见等。据介

绍，联席会议一般每季度召开一次，或
者根据工作需要组织召开，必要时，可
邀请其他有关部门参加联席会议。

同时，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公安机
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要建立健全
案件信息共享和通报机制。开通环境
行政执法、行政处罚等相关信息平台
接口，定期通报有关情况。

此外，张志军告诉记者，联合执法
重点打击的范围是达到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的应予追究
刑事责任的 14 种环境污染犯罪行为，
以及可能涉嫌环境监管失职、渎职的
犯罪行为。

据了解，14 种环境污染犯罪行为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
保护区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
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
毒物质的；

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 3
吨以上的；

非法排放含重金属、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等严重危害环境、损害人体健
康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
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
法律授权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3 倍
以上的；

私设暗管或者利用渗井、渗坑、裂
隙、溶洞等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
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
物质的；

两年内曾因违反国家规定，排放、
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
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受过两次以
上行政处罚，又实施前列行为的；

致使乡镇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取水中断 12小时以上的；

致使 30 人以上中毒的；致使 3 人
以上轻伤、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
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致使一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
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
的。

河北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打击环境污染犯罪联合执法工作的意见》

恶意阻挠执法将启动联合调查
◆本报记者周迎久

河北省环保厅、省高级人民
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
日前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
打击环境污染犯罪联合执法工
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提出四部门将建立联合执法长
效机制，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
护，形成环境保护合力。

据了解，河北省将重点打击
达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规定的应予追究刑事责任
的 14 种环境污染犯罪行为，以
及可能涉嫌环境监管失职、渎职
的犯罪行为。

加强执法联动，理顺执法程序

《意见》提出，各级环境保护部门、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
环境污染犯罪案件，要加强协调配合。

“环境保护部门、公安机关对涉嫌
环境污染犯罪案件调查过程中，有下
列情况之一的，应当启动联合调查机
制。”河北省环保厅政策法规处副调研
员张志军介绍说，在一定区域、时段
内，环境污染违法犯罪案件高发，需公
安机关、环境保护部门联合开展专项
行动进行整治、打击的；环境保护部门
拟对重大环境违法案件进行查处前，
经与公安机关会商，认为可能会引起
群体性事件或者暴力阻挠的；环境保
护部门在执法检查时遇到恶意阻挠检
查、对执法人员进行恐吓或者暴力抗

法的情况，认为确有必要需公安机关
配合的；公安机关在侦办环境污染犯
罪案件时，需要环境保护部门配合做
好取证、监测、评估污染损失的；案件
复杂、牵涉面广，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
大社会影响的；经协商确有必要进行
联合执法的其他情形。

《意见》提出要建立重大环境污染
案件挂牌督办制度，并要求案件及时
移送。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每年从严重污
染环境、疑难复杂、社会影响大的案件
中选取部分案件实施挂牌督办。对涉
及跨区域环境污染犯罪案件或者有可
能受到地方干预的案件，可以提级管
辖或者指定管辖。

环境保护部门要及时向公安机关
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公安机
关对于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的案件应当
予以立案侦查。人民检察院、人民法
院在办案过程中发现涉嫌环境污染犯
罪案件的线索，应当及时移送同级环
境保护部门、公安机关处理。

人民检察院定期对案件移送、立
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应当移送
而未移送、应予立案未立案的，依法进
行监督。发现涉嫌职务犯罪的，应当
依法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办案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发现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涉嫌失职、渎职等犯
罪线索的，应当及时将犯罪线索移送
人民检察院处理。

规范环境监测，强化证据收集

《意见》要求，各级环境保护部门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要强化证据意识，
依法依规认真做好证据采集、试样分
析、监测报告等各项工作，确保证据收
集的合法性、客观性。

张志军向记者解释说，公安机关
办理污染环境犯罪案件，应当依照《公
安机关刑事案件现场勘查检查规则》
规定的程序进行现场勘验、检查。需
要对污染物进行监测的，环境保护部
门应当根据协助事项和要求，指派环
境监测有关人员及时赶赴现场，开展
相应监测工作。环境保护部门所属的
环境监测机构在对污染物进行采样
时，公安机关要依据职责提供便利和

支持。
同时，《意见》规定，环境监测机构

要严格按照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与
监测技术规范开展监测，并对监测数
据的真实性负责。监测结果要具有完
整的溯源性和正确性。省环境保护部
门要大力培育和充分发挥社会第三方
监测机构和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作
用，增强在环境污染案件中的监测和
鉴定评估能力，为行政监管提供保障，
为刑事司法提供证据。

公安机关要统筹公安内部各种资
源，用好各种侦查力量和侦查手段，坚
持有关警种一起捆绑作业、多种侦查
手段同步上案，及时收集、固定有关证

据材料。人民检察院要把审查案件的
重心前移，及早介入侦查，完善证据链
条，积极协调公安机关对证据作出研
判，引导公安机关提取固定证据。人
民法院要加强对刑事证据的审查，对
于环境监测数据证据存在瑕疵，应当
及时要求人民检察院协调环境监测机
构进行补正。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
以自行要求环境监测机构进行补正。

各级人民法院对污染环境犯罪行
为应当严格把握适用缓刑条件。对于
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确需对被告人判
处缓刑的，可以同时宣告禁止令，禁止
其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排放污染物的
经营活动。

重大案件会商，重点打击14种犯罪行为

“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 3
吨以上的，环保部门应当将案件移交公
安机关立案追诉。”

“公安机关作出立案或者不立案决
定，应当书面告知移送案件的环保部门。”

近日，广东省惠州市环保局、市公安
局、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做好环
境污染犯罪案件联合调查和移送工作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创设案件查处联席会议制度

为强化协作配合，推动环境污染犯
罪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意见》规定要
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由市、县（区）环保
部 门 、公 安 或 检 察 机 关 提 议 ，由 市 、县

（区）党委政法委或检察机关牵头组织召
开，具体协调解决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意见》还引入了纪检监察部门的力
量 ，形 成 打 击 环 境 污 染 犯 罪 行 为 的 合
力。各级监察部门对各级环保等部门在
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难点问题及难突破的
事项进行再检查，对有关部门移交的不
作为、乱作为等效能问题和涉嫌违法违
纪问题依法依规作出处理。对环境污染
违法犯罪案件该查不查、该移送不移送，
或者干扰案件查处，甚至包庇纵容的，纪
检监察部门及检察机关要依法追究失职、
渎职、滥用职权人员的违纪、违法责任。

明确案件移送标准

《意见》明确了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的
移送标准及程序。环保部门在工作中发现
有涉嫌违反《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或其
他法律、法规，有可能追究刑事责任的环
境污染案件，必须移送公安机关立案查处。

公安机关对移送的环境污染犯罪案
件，应当及时审查，自受理之日起 10 日
内作出立案或者不立案的决定；案情重
大、复杂的，可以在受理之日起 30 日内
作出立案或者不立案的决定。

《意 见》规 定 对 3 类 情 况 的 案 件 由
市、县（区）环保部门直接予以行政处罚，
无需向公安机关移送，但需录入“两法衔
接”信息共享平台，主要包括：一是合法
排污企业的防治污染设施以及其生产设
备的安装、调试期间，行为人无主观故意
发生的超标排放情形；二是合法排污企
业由于防治污染设施及其生产设备发生
故障，行为人在人力所不能及的故障发
生后、发现前的无主观故意超标排放情
形；三是其他需要录入“两法衔接”信息
平台的情形，参照“两法衔接”工作对录
入要求的有关规定处理。

完善案件联合调查、会商制度

《意见》重点破除了环保、公安部门
联手执法的壁垒，一方面建立专人负责
的对口联络机制，另一方面建立完善了
案件联合调查、会商机制。

在案件联合调查机制中，环保部门
在对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调查过程
中，具有明确线索且有初查材料证明的，
即可商请公安机关提前介入，启动案件
联合调查机制。

在案件查处过程中，根据情况，同级
环保部门与公安机关将适时启动会商程
序：一是联合调查案件过程中出现重大
疑问或存在不同意见的；二是环保部门
自行查办的案件案情重大、复杂、疑难，
性质难以认定，需要将案件情况向公安
机关咨询的；三是环保部门对涉嫌犯罪
案件查处完毕，拟向公安机关移送的。

■相关新闻

结成联合战线
打击环境犯罪
广东省惠州市出台案件联合

调查和移送相关工作意见

◆本报通讯员郑秀亮 记者黄慧诚

资料图片

湖南省长沙县行政执法大队近日
联合环保部门及公安部门共同查获非
法收购的废旧电瓶 70.5 吨，被查获的废
旧电瓶最终被送到指定单位进行处理。

联合执法严防转移

8 月 19 日 23 时，长沙县王兴镇派出
所接到市民举报称“在黄兴镇金凤村有
一民居非法收购废旧电瓶，现在正与他
人交易，即将拖走一车废电瓶。”派出所
立即通知县城乡建设行政执法大队及
环保局。

两家单位接到通知后，于 8 月 20 日
零点 40 分赶赴现场，协同派出所将准备
行 驶 上 京 珠 高 速 的 违 法 货 车 拦 截 下
来。经过清点，货车上的废旧电瓶达到

了 50.5吨。
据介绍，货主并无收购废旧电瓶的

相关资质。执法人员立即将货车及废
旧电瓶扣押，要求其必须交由有收集资质
的单位进行处置。8 月 20 日上午，执法
部门促使其与湖南省电子废弃物处理
中心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后，将其放行。

然而，非法收购并未停止。8 月 20
日下午，长沙县王兴镇派出所再次接到
市民举报，称“在黄兴镇光达村有一居
民非法收购废旧电瓶”，县行政执法大
队及环保局再次行动。

经现场查看，发现居民举报属实，
执法人员当场查获非法收购废旧电瓶
20 吨。据介绍，这处居民收购点无相
关 处 理 资 质 ，非 法 收 购废旧电瓶属违
法行为。

“我从今年 6 月 10 日开始收购废电
池的。”据从事收购的村民介绍，他主要
收购长沙县范围内修理销售电动车单
位遗弃的废旧电瓶。目前，收购点还有
约 8000 个电瓶，重约 20 吨。今年 6 月
起，收购点已运出废旧电瓶 6次，共计约
200 吨，分别被送至湖南汨罗、江西吉安

两地。

应由专业机构处置

电动车的废电瓶是国家规定的危
险固体废物，应由专业机构收购及处置。

据了解，这 70 吨废电瓶均为铅酸电
池，若交到无资质的商贩手中，商贩们
为谋取私利，将铅块取出再销售，并将
电瓶中的硫酸铅随意倾倒。非法处置
废旧电瓶将使土地遭受污染，一旦污染
物进入人体，将增加罹患癌症等疾病的
风险。

环保公安联合执法迅速行动

长沙县查获非法收购废电瓶70吨

◆本报通讯员文萍 李柿琴蒋检花
刘志刚记者刘立平

本报记者闫艳南京报道 记者从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获悉，江苏省高
级人民法院近日增设了环境资源审
判庭，负责审理土地和环境资源保护
类案件，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大
对环境资源的司法保护力度。

近年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积
极强化环境资源司法 保 护 ，提 升 环
境 资 源 案 件 审 判 效 果 。 今 年 8 月 ，
江 苏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正 式 聘请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河海大学副校长王
超教授、南京大学环境学院院长毕军

教授、东南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副院
长吕锡武教授等 26 名知名专家学者
作为首批江苏省环境资源司法保护
专家。

据介绍，环境资源司法保护专家
队伍的成立以及环境资源审判庭的
设立，将对环境资源案件的审理和执
行提供充分的专 业 技 术 支 持 ，并 将
有 效 解 决 环 境 资 源 审 判 中 面 临 的
技术事实认定难问题，大大提升江
苏省法院环境资源案件专业化审判
能力和水平。

江苏高院增设环境资源审判庭
聘请26名环境司法保护专家，提供专业技术支持

本报讯 浙江省平阳县人民法院
院长日前担任审判长公开开庭审理
一起污染环境案，并当庭以污染环境
罪判处被告人陈某有期徒刑一年三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两万元。

2013 年 10 月，被告人陈某租用
位于鳌江镇梅溪社区一处民房后的
一处场地，非法开设点钞机配件加工
厂。陈某雇佣余某（已判决）作为技
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点钞机铁质配
件镀锌，并在未设置合格废水处理设
备的情况下，直接将电镀废水通过小
水沟排入地下。

2014 年 3 月 10 日，电镀厂被环
境执法人员当场查获。经鉴定，厂内

地漏边废水中含锌含量为 1.51×103

毫克/升，超过国家电镀污染物排放
标准 3倍以上。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某违
反国家法律规定，排放含有重金属污
染物，超过国家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
1000 倍以上，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
已构成污染环境罪。被告人陈某犯
罪后能自首，认罪态度较好，予以从
轻处罚，于是当庭进行口头宣判。

在近 1 小时的庭审过程中，平阳
县人民法院官方微博@平阳法院对
庭审情况进行直播，共发微博 16 条，
现场实时图片 7幅。

梅月洗 白植胜

平阳一电镀厂排污超标千倍
法院院长担任审判长，判处被告有期徒刑

本报记者董若义 通讯员魏波邹
城报道 今年以来，山东省邹城市环
保局完善执法手段，严格落实“两高”
司法解释，重拳打击环境犯罪。邹城
市环保部门与公安部门联合办案 6
次，依法拘留倾倒危险废物等环境犯
罪嫌疑人 5 人，切实保障了全市环境
安全。

邹城市环保局围绕“提高执法效
能，形成高压态势，倒逼环境改善”，
综合运用约谈企业负责人、限期整
改、限产停产、经济处罚、关停取缔、
行政拘留等措施，确保执法到位。

邹城市环保局不断强化日常执

法监管，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200 余
人（次），检查企业 460 余家次，约谈
企业负责人 16 人（次），责令限期整
改环保事项 52 件，对 5 家企业实施限
产、停产治理。

邹城市环保局还充分发挥环保
大格局作用，深入开展专项行动，定
期组织环委会成员单位通报情况、研
判形势、联合执法，累计立案调查违
法排污案件 16 件，实施行政罚款 200
万元。先后与工商、畜牧、供电等单
位联合执法 11 次，取缔土小污染企
业（作坊）24 家，无一处反弹现象，查
处群众投诉污染事件 265件。

邹城对环境犯罪零容忍
环保公安联合办案6次，拘留犯罪嫌疑人5人

环保系统公务员

学法用法征文

当前，环境违法行为和涉嫌环境
类犯罪密切相关，环境行政执法与刑
事司法的衔接是时下普遍的现象。
如何实现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的顺
利转化，直接关系到对环境违法当事
人的处罚界定，直接关系到《环境保
护法》和《刑法》衔接的顺畅与否。

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存在着许
多方面的不同，刑事诉讼的基本属性
对证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就决
定了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
成为一大难题。

一、哪些行政执法证据可以转化
为刑事证据？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
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
据材料可以转化为刑事诉讼证据。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及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
定》证据材料的范围作了扩大，前
者将鉴定意见纳入到了可以衔接
适用的行政证据的范围，后者则将鉴
定意见、检验报告、勘验笔录、检查笔
录都涵盖进来。

修订后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
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27号）第
六十条：公安机关接受或者依法调取
的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
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
电子数据、检验报告、鉴定意见、勘验
笔录、检查笔录等证据材料，可以作
为证据使用。

二、证据转化形式有哪些？
对包括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

子数据等原始性客观证据，采取完善
移送审查手续的方式进行转化。物
证、书证、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一般
在犯罪过程中就已经形成，其时间先
于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之前，其具有
较强的稳定性和客观性，不易改变。
对行政执法部门已经依法收集此类
证据，司法机关就只需通过补办一定
手续加以完善就可以使用此类证据。

按照《高检规则》第六十四条第
一款的规定，检察机关需要行政机关
在执法过程中已经收集的物证、书
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3类证据时，

经审查后，将此类证据复制，并注明
来源机关名称和签章。

对包括鉴定意见、勘验检查笔录
等现场客观证据，采取审查通过的方
式进行转化。

对包括犯罪嫌疑人供述、受害人
陈述和证人证言等言辞性主观证据，
一般需要重新收集后才能转化。

三、实现证据顺利转化的具体途
径有哪些？

证据是行政处罚和刑事司法的
基础。现场调查和证据收集是办理
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的关键一环。

环境执法、司法部门要牢固树立
证据意识，及时、全面、准确收集涉嫌
环境污染犯罪的各类证据。执法部
门在执法过程中会第一时间发现违
法行为，接触现场情况，应及时收集、
提取、监测、固定污染物种类、浓度、
数量等证据。

公安部门办理案件，具备侦办和
审讯经验，可以借助环境保护部门的
专业知识和技术支持，提高办案质
量。

笔者建议，有关部门应全面落实
《关于加强环境保护与公安部门执法
衔接配合工作的意见》提出的联席会
议制度、联络员制度、案件移送机制、
重大案件会商和督办制度、紧急案件
联合调查机制、案件信息共享机制以
及奖惩机制等7项制度。

根据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可
能发现的职务犯罪线索，司法部门要
提前介入，同行政机关密切配合，联
合出动、分工协作，防止证据灭失，使
得执法工作无缝衔接，早日固定犯罪
人员和犯罪证据，为下一步侦查工作
打下基础。

作者单位：河北省晋州市环保
局，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环境行政证据如何向刑事证据转化？

◆杜敬波 杜佳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