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法06
2020.12.25 星期五 责编:张聪 电话: (010)67113382 传真: (010)67113772 E-mail:hjbslaw@sina.com

法定代表人承担首
要责任

《刑法》里涉及对企业追究
环保和安全相关刑事责任的表
述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 直 接 责 任 人 员 ”。《安 全 生 产
法》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
负责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
作全面负责”；《环境保护法》要
求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担责。

根据两高司法解释，“生产
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是指对本
单位生产经营负全面责任，实际
领导、指挥生产经营单位日常生
产经营活动的决策人。一般情
况下，“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
人”是其法定代表人。

根据“两高”办理危害生产
安全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是指生产经营
单位的负责人、管理人员、实际
控制人、投资人，“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是指对安全生产设施或者
安全生产条件负有管理、维护职
责的人员。

2019 年 2 月 20 日，“两高三
部”发布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
有 关 问 题 座 谈 会 纪 要 ，其 中 明
确：“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一
般 是 指 对 单 位 犯 罪 起 决 定 、批
准、组织、策划、指挥、授意、纵容
等 作 用 的 主 管 人 员 ，包 括 单 位
实 际 控 制 人 、主 要 负 责 人 或 者
授 权 的 分 管 负 责 人 、高 级 管 理
人 员 等 ；“ 其 他 直 接 责 任 人
员”，一般是指在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的指挥、授意下积极参与
实施单位犯罪或者对具体实施
单位犯罪起较大作用的人员。

具体来说，就是有限责任公
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总
经 理 ，其 他 生 产 经 营 单 位 的 厂
长、经理、矿长、投资人等。某些
公司制企业特别是国内外一些
特大集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往
往与其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
事长）同为一人，他们不负责日
常 工 作 ，通 常 是 在 异 地 或 者 国
外。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真正的
决策人就不一定是董事长，而是
总经理（厂长）或者其他人。还
有一些不具备企业法人资格的
生产经营单位不需要并且也不
设法定代表人，这些单位的主要
负责人就是其资产所有人或者
生产经营负责人。

从响水爆炸案中法院的判
决也可以看出，董事长、总经理、
法定代表人是对企业违法行为
承担首要责任的。

仔细识别危险废物
的风险源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报告认
定，“3·21”特大爆炸事故“是一
起长期违法贮存危险废物导致
自燃进而引发爆炸的特别重大
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而非法贮
存危险废物以及非法储存危险
物 质 ，是 触 犯《刑 法》的 违 法 行
为，是要被依法定罪的。

危险废物是企业面临的专
业性、复杂性、技术性最强的领
域。自 2013 年 6 月“两高”办理
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司法解释出
台以来，涉及危废的环境污染刑
事案件逐年增加，且成为环境污
染 刑 事 案 件 中 数 量 最 多 的 一
种。响水爆炸事故再次充分说
明了这一点。

2020 年 11 月 27 日 发 布 的
《国 家 危 险 废 物 名 录（2021 年
版）》，其中列明的危险废物有五

十大类 467 种，几乎涵盖国民经
济的绝大多数行业。不过，其中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有
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
金属矿采选业、造纸及纸制品业
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 5 个
行业，所产生的危废就占到总量
的一半以上，是产生危废的重点
行业。天嘉宜公司属于化学原
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如果涉及以上这 5 个行业的
企业，一定不能掉以轻心，既要
仔细梳理识别企业自身产生的
危废的风险源，也要了解危废的
爆 炸 性 、毒 性 以 及 腐 蚀 性 等 特
性，分门别类做好管理，并对所
产生的危废的种类、产生量、流
向、贮存、处置等信息，制定详细
的危废管理清单。企业要始终
绷紧风险管理这根弦，最好专门
配备危废和危化品管理人员，督
促企业在生产运行的各个环节，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制度和标准
规范要求，并加强对危废和危化
品等风险源的日常管理。

加强对危险化学品
的管理

危化品是许多企业生产的
重要原料，且来源广泛、特性各
异、复杂多变，管理难度也非常
大。有的危化品也具有和危废一
样的特性，即有毒性、腐蚀性、易
燃性、反应性或者感染性等特性。

《危险化学品目录》中包含
2828 种 化 学 品 ，天 嘉 宜 公 司 的

“ 硝 化 废 料 ”就 是 废 弃 的 化 学
品。《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 年
版）》第四条规定 ，“ 列 入《危 险
化 学 品 目 录》的 化 学 品 废 弃 后
属于危险废物”。但是，目录中
的危化品并不是都具有环境危
害特性，废弃危化品不能简单等
同于危废，例如“液氧”“液氮”等
仅具有“加压气体”物理危险性
的危化品。

因此，最近发布的《国家危
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删除了
2016 年版第四条，但 这 并 非 简
单 的 删 除 ，而 是 将 有 关 内 容 进
一 步 完 善 和 细 化 后 ，纳 入 到 名
录 具 体 的 附 表 中 ，一 一 列 明 哪
些危化品是需要纳入危废名录
严格监管的，进一步明确纳入危
废环境管理的废弃危化品的范
围，更加科学和严谨，同时更加
便于企业管理。

开展与中介机构的
良性合作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报告指
出“中介机构弄虚作假，出具虚
假失实文件，导致事故企业硝化
废料重大风险和事故隐患未能
及时暴露，干扰误导了有关部门
的监管工作，是事故发生的重要
原因。”

企业要从响水爆炸事故的
教训中认识到，开展环评、安评、
竣工验收等报告的编制，是通过
专业的中介机构，对企业投资的
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
境 影 响 ，进 行 分 析 、预 测 和 评
估 ，提 出 预 防 或 者 减 轻 不 良 环
境 影 响 的 对 策 和 措 施 ，帮 助 企
业遵守环保和安全的有关法律
法 规 ，为 企 业 避 免 环 境 风 险 和
安 全 风 险 ，从 而 保 障 企 业 持续
正常生产，企业才能挣钱盈利，
而不是像天嘉宜公司这样花钱
和中介机构串通，靠隐瞒的方式
来“买通过”“走过场”，最终付出
惨痛代价。

同时，企业也不能过于依赖

中介机构。实践中，有的“老油
条”中介机构，知道生态环境主
管 部 门 在 审 批过程中比较关注
诸如危废、工业固废、污泥等问
题，审批时也比较严格。所以，
有的中介机构为了省去被严格
审批的麻烦，早点拿到企业的付
费，在环评、竣工验收等报告中，
对生态环境主管 部 门 关 注 的 问
题避重就轻，甚至是避而不谈，
以便捷的方式蒙混过关。

天嘉宜公司在这方面就是
一个典型的教训。因此，企业要
开展与第三方中介机构的良性
合作，真正通过开展科学、客观、
公正的环评、安评、竣工验收等
工作，帮助企业遵守环保和安全
的有关法律法规，为企业避免环
境风险和安全风险，而不是要中
介机构帮着出主意规避审批难
点，蒙混过关，从而留下严重隐
患，最终得不偿失。

制定危险废物管理
计划和台账

新《固废法》第 78 条规定，产
生危险废物的单位，首先要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物管
理计划；其次，危险废物管理计
划应当报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
所 在 地 生 态 环 境 主 管 部 门 备
案。危险废物管理计划的内容，
应当包括减少危险废物产生量
和降低危险废物危害性的措施
以及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
措施。

此条还规定，产生危险废物
的单位，应当建立危险废物管理
台账，如实记录有关信息。

根据《新固废法》第 112 条，
违 反 上 述 规 定 ，就 要 对 产 生 危
废 单 位 进 行 处 罚 ，即 由 生 态 环
境 主 管 部 门 责 令 改 正 ，处 10 万
元 ～100 万 元 的 罚 款 ，没 收 违
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
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
停业或者关闭。

同时，新《固废法》第 77 条还
要求，对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
物以及收集、贮存、运输、利用、
处置危险废物的设施、场所，应
当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
标志。企业如果没有设置危废
识别标志，罚则同上。

法律要求产生危废企业制
定危废管理计 划 、建 立 危 废 管
理台账、设置危废识别标志，都
不是新要求，2005 年版的老《固
废 法》第 53 条 就 有 此 要 求 。 这
次 新《固 废 法》修 改 ，不 过 是 加
大了对企业不制定危废管理计
划 或 者 危 废 管 理 台 账 ，以 及 不
设置危废识别标志等违法行为的
处罚力度。

向生态环境部门申
报危险废物

根据新《固废法》，产生危险
废物的单位，应 当 向 所 在 地 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
的 种 类 、产 生 量 、流 向 、贮 存 、
处 置 等 有 关 资 料 。 如 果 不 申
报 ，由 生 态 环 境 主 管 部 门 责 令
改正，处 10 万元～100 万元的罚
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
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需要提醒的是，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对危废的监管，不能仅仅
依靠企业申报，更不是企业不申
报就可以认定其不产生危废。

天嘉宜公司在这方面同样
存在教训。天嘉宜公司在明知

“硝化废料”具有燃烧、爆炸、毒
性等危险特性情况下，始终未向
生态环境部门申报登记，甚至通
过在“硝化废料”堆垛前摆放“硝
化半成品”牌子、在硝化废料吨
袋上贴“硝化粗品”标签的方式
刻意隐瞒欺骗。“硝化废料”的特
性是，贮存时间越长，越容易发
生自燃。

对产生危废企业向生态环
境部门申报的要求不是新要求，
2005 年版的老《固废法》第 53 条
就有此要求。天嘉宜公司既没
有向应急管理部门和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申报，更没有按照国家
有关标准将废弃危化品稳定化

处理后纳入危废环境管理，最终
酿成重大事故，倾家荡产。

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报
危险废物，有助于管理部门通过
对危废的专业化监管，提出危废
有关的环境管理要求，例如不能
混合性质不相容且未经安全性
处置的危废，贮存危废不得超过
一年等，从而帮助企业遵守环保
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只有遵
守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才能
确保将环境风险扼杀在萌芽，所
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企业的
监督执法，实际上是帮助企业尽
早发现事故风险隐患。

严格依法处置危险
废物

天嘉宜公司产品销路很好，
收益也很高，但却为了省一点处
置危废的钱，最后落得个倾家荡
产不说，老板还要坐 20 年牢，得
不偿失。所以企业要学会算大
账，算长远账、整体账和综合账。

新《固废法》第 79 条规定，产
生危废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和环境保护标准要求贮
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不得擅
自倾倒、堆放。这里提到的“国
家有关规定和环境保护标准”，
是指《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
准》（GB18597-2001），2013 年有
过修改，其中明确规定，“危险废
物贮存是指再利用或者无害化
处 理 和 最 终 处 置 前 的 存 放 行
为。”

新《固废法》第 80 条规定，从
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
物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申请取得许可证；禁
止无许可证或者未按照许可证
规定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
利用、处置的经营活动；禁止将
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许
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营
者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活
动。

新《固废法》第 81 条还规定，
“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
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贮存危
险废物不得超过一年；确需延长
期限的，应当报经颁发许可证的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批准”。这些
要求在老《固废法》第 58 条就有
规定。

因此，产生危废的单位，要
将其危废交给有许可证的单位
进行处置，并且，有许可证的单
位 贮 存 危 险 废 物 不 得 超 过 一
年。如果不按照新《固废法》的
要求，将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
产生危废的单位处以所需处置
费用 3 倍～5 倍的罚款，所需处
置费用不足 20 万元的，按 20 万
元计算。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非法处
置危废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后果
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一是要
按照《刑法》第 338 条“污染环境
罪”定罪处罚，处 3 年以下有期徒
刑 或 者 拘 役 ，并 处 或 者 单 处 罚
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 3 年～7
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二是要
按照《刑法》第 125 条“非法储存
危险物质罪”定罪处罚，处 3 年以

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
的，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
徒刑或者死刑。

天嘉宜公司总经理、法人代
表张勤岳，就被以“非法储存危
险物质罪”和“污染环境罪”，被
判有期徒刑 20 年，剥夺政治权利
5年，并处罚金 155万元。

严防触碰法律责任
的红线和高压线

新《固废法》在第 5条明确了
“污染担责”原则。这个责任包括
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行政责任就是企业违反新
《固废法》《环境保护法》以及《危
险 废 物 经 营 许 可 证 管 理 办 法》
等，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
负有生态环境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依法对企业违法行为而执
行的行政处罚。具体来说，就是
对 企 业 责 令 改 正 、按 日 连 续 处
罚、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以
及责令停产整治、停业关闭等。

民事责任就是企业根据民
法所承担的对其不利的民事法
律后果或者基于法律特别规定
而应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具体
来 说 ，就 是 企 业 违 反《民 法 典》

《侵权责任法》《环境保护法》等，
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对他人
造成了损害，承担损害赔偿的侵
权责任。天嘉宜公司目前就面
临着巨额财产损害赔偿。

在环境领域的民事责任中，
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环境公益
诉讼，包括环保社会组织提起的
环境公益诉讼和检察机关提起
的环境公益诉讼。

此外，新《固废法》第 118 条
还规定，造成一般或者较大污染
环境事故的，按照事故造成的直
接经济损失的 1 倍～3 倍计算罚
款；造成重大或者特大污染环境
事故的，按照事故造成的直接经
济损失的 3 倍～5 倍计算罚款，
并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
任人员处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
得的收入 50%以下的罚款。

刑事责任就是企业以及企
业负责人因实施犯罪行为应当
承担的法律责任，按《刑法》的规
定追究其法律责任。需要强调
的 是 ，一 些 有 关 危 废 的 违 法 行
为 ，不 仅 违 反 新《固 废 法》的 要
求，还触犯刑法构成了犯罪，依
法要追究刑事责任，包括“污染
环境罪”“非法经营罪”“非法储
存危险物质罪”。

如果企业因为非法处置危
废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后果，尚不
构成犯罪的，要按照新《固废法》
第 120 条的规定，由公安机关对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
员 处 10 日 ～15 日 的 拘 留 ；情 节
较轻的，处 5日～10日的拘留。

以上关于危废污染担责的
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
的组合拳，是企业一定要注意的
红线，尤其是刑事责任。涉危废
企业的重中之重就是要严防触
碰法律责任的红线和高压线。

响水“3·21”特大爆炸事故宣判对企业的警示——

涉危废企业如何守住风险底线？
李静云

响水“3·21”特大爆炸事故宣判

对生态环境监管部门的启示——

危废监管如何避免被追责？

●启示一：高度重视危废监管能力的提升

●启示二：制定辖区内企业危废监管清单

●启示三：加强对危废相关重点行业的监管

●启示四：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监督管理

●启示五：依法履行危废监管职责是重中之重

●启示六：监管重点要放在是否有污染后果上

●启示七：执法重点要放在是否整改到位上

●启示八：切实提高危废利用和处置能力

警示一

警示二

警示三

警示四

警示六

警示五

警示七

警示八

2020年12月18日六版

一家之言

响水“3·21”特大爆炸事故同时造
成周边多家企业受损严重，江苏响水天
嘉宜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嘉宜公
司）目前正处于被多家企业诉讼的多个
财产损害赔偿官司中，将面临着巨额财
产损害赔偿。惨痛教训值得深思，作为
企业，尤其是产生危险废物的企业，需
要从事故教训中得到一些警示，从源头
上防范此类事故发生。以下谈一点粗
浅的认识，以期抛砖引玉。

全
国
生
态
环
境
执
法
人
员
将
统
一
着
装
啦

财
政
部
司
法
部
印
发
《
综
合
行
政
执
法
制
式
服
装
和
标
志
管
理
办
法
》

◆本报记者王玮

2020 年岁末，全国生态环境执法人
员收到了一个大礼包。经国务院同意，
财政部会同司法部近日印发《综合行政
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管理办法》。根据
这个办法，今后，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
输、农业、文化市场、应急管理、市场监管
等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将统一着装。

“就剩下激动了”

消息一出，记者立即远程采访了几
位基层生态环境执法人员。

“激动！喊了那么多年，今天终于实
现了，可不就剩下激动了。以前与公安
等部门联合执法时，我们因为制服不统一
总给人一种不正规的感觉，更不用说到异
地交叉执法了，人家还以为是假冒的呢。”
山东省青岛市的一位执法人员告诉记者。

“终于盼到这一天了。统一着装不
仅让基层执法人员有了集体荣誉感，最
主要的是便于开展执法工作。以前身边
不止一位队友遇到过由于没穿制服被质
疑身份，非常尴尬。”江苏省新沂市的一
位执法人员说到。

“心情是愉悦的，有种‘千呼万唤始出
来’的感觉。作为曾经穿过检察制服的人，
深以为穿着制服执法体现的既有一种执法
尊严，也有一种受监督的感觉。”安徽省马
鞍山市一位执法人员认为。

“ 记 得 第 一 次 穿 执 法 服 装 是 1997
年，后来取消了，再后来的执法岁月里，
多次遇到过管理对象以没穿制服为由拒
绝我们进入厂区检查，这次终于实现了
盼望 20 多年的‘制服梦’，生态环保铁军
从此有新形象啦。”四川省通江县的一位
执法人员回忆道。

“消息令人欢欣鼓舞之余，我深切感
受到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步伐加快，生态
环保越发重要，生态环境执法人员地位也
更高了。”湖北省巴东县一名扎根基层 30
多年的执法人员高兴地说。

消 息 来 得 并 非 毫 无 征 兆 。 早 在
2018 年 6 月 16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中就明确提出，“将
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机构列入政府行
政执法机构序列，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
统一着装、统一标识、统一证件、统一保
障执法用车和装备。”

2019 年 5 月 7 日，生态环境
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生态环
境系统推进行政执法公示制度
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
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实施意见》
也提到，“执法人员在进行监督
检查、调查取证、送达执法文书
以及实施查封、扣押等执法活动
时，必须主动出示行政执法证件
表明身份，并按规定着统一执法
制式服装和标志。”

你知道统一着装那段
历史吗？

这则消息也勾起了一波“回
忆杀”。采访中，河北环境工程
学院副教授曹晓凡向记者聊起，
他早年有幸从原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环境监察局一位局长那里听到
的这段历史：

2002年是我国生态环境执法
工作的一个转折点。当年3月，原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文，组建国
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应急与事故
调查中心，属司局级单位，对外称
环境监察办公室。总局环境监察
办公室的成立，表明环境监察由
隶属于某一职能司提升为直属总
局的一支环境执法队伍。

2002 年 7 月 1 日，原国家环
境保护总局发文要求全国各级
环境保护局所属的“环境监理”
类机构统一更名为“环境监察”
机构。当年 8 月，原国家环境保
护总局办公厅印发《关于统一使
用新款环境监察执法标志和服
装的通知》。

但就在第二年，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关于整顿统一着装的
通 知》（国 办 发 [2003]104 号）指
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行政执
法需要，要求统一穿着制式服装
的，其批准权限在国务院，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均无
权批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本地
区和本部门统一着装问题要认真
进行 清 理 整 顿 。 2004 年 ，原 国
家环境保护总局按照国务院要
求取消了这一制度。

此后，不断地有人呼吁统一
环境执法人员着装问题，特别是

在新环保法修订通过前后。没
想到这一等就是 16 年，曹晓凡
感慨道。

为什么要统一着装？

“远看像修空调的，走近了才
知道是环保部门的。”此前，有生
态环境执法人员对媒体调侃。这
样的窘迫今后不会再有了。

有人说，统一制服不仅提升
了全国生态环境执法队伍的精
气神，也提升了执法队伍规范化
水平，还制定更新机制，不必一
件制服穿 10年，非常好。

也有人说，统一着装有助于
提升队伍形象，体现执法庄重严
肃的权威性，对违法行为能起到
震慑作用，同时也将自己时刻放
在群众监督之下，有利于规范文
明执法。

还有人说，深知“战袍”加身
后，生态环境执法人员责任更重
大。因此，必须打造一支思想先
进、政治可靠、技术一流的执法
队伍，坚定完成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任务。

曹晓凡认为，执法形象关乎
国家权威，而统一着装是树立执
法形象的最直接方式。

“现在生态环境执法人员着
装 成 了 全 社 会 都 在 关 心 的 话
题。”曹晓凡说，他运营的一个微
信公号在发出这则消息后，阅读
量很快突破 10 万+。曹晓凡分
析，全国生态环境执法队伍的总
人数还不到 10 万人，这说明已
经有了系统以外的传播。

一个佐证是他的公号后台，
留言一边是生态环境执法人员
普遍感慨终于等到了；另一边是
诸如卫生健康行政执法、水行政
执法、乡镇综合行政执法等执法
部门人员留言对这一举措发表
的评论。

此外，对统一着装后阻挠生
态环境执法甚至暴力抗法的现
象是不是就减少的问题，曹晓凡
说，他了解到的是这种现象并不
常见，只是因为这类违法行为一
旦发生很容易引起媒体关注，曝
光度高。不过他相信今后统一
着装后这类现象还会减少。

生态环境执法：
臂章盾牌内图案由

山水组成，象征“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整体
表达环保人守护蓝天、绿
地、净水的理念，彰显生
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作者系武汉大学环境法博
士，单位系生态环境部核设施安
全监管司政策与技术处

细节解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