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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朱智翔 通讯员李
世超 林贤飞湖州报道 浙江省
湖州市安吉县人民法院近日向
毁林种茶后未履行补植义务的
孙某某发出首份《森林资源保护
督促令》，以司法强制力督促其
在 60 日内履行义务。孙某某也
因毁林种茶破坏生态资源成为
全国首个《森林资源保护督促
令》“接令者”。

森林资源保护督促令，是在
主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后，森林
资源损害主体未全面履行义务，
又尚未触犯刑律，法院依据申
请，对资源损害主体作出限时履
行义务的司法强制命令。督促
令适用于进行开垦、采石、采砂、
采土等造成林木毁坏，在幼林地
砍柴、毁苗、放牧造成林木毁坏，
盗伐、滥伐林木，因失火造成森
林资源毁坏等违法行为。

去年 10 月，孙某某为消除
林木对茶叶生产的影响，擅自
使用电钻对茶园里的松树进行
打眼并灌注农药，导致 8 株松木

枯死。尽管孙某某被依法处以
行政处罚，要求其补种树木 16
株并处毁坏林木价值 754 元的
罚 款 ，但 他 一 直 未 履 行 补 植
义务。

为督促孙某某尽快履行义
务、植树复绿，安吉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向法院申请《森林资源
保护督促令》，法院依法审查后
裁定予以准许，责令孙某某 60
日内在毁林原地点完成生态修
复补植，培育成活率须达到 85%
以上。孙某某当庭接受督促令，
并答应完成生态修复补植。

“《森林资源保护督促令》的
实施，为森林资源编织起了‘刑
外’司法保护网，填补了如何督
促毁坏森林资源但依法不构成
犯罪的违法行为人补植复绿的
空白，为破坏生态资源违法行为
提供了有效预防和打击手段。”
安吉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同时
也为贯彻“保护优先、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损害担责”的恢复性
司法理念作了有益实践。

安吉发出全国首张《森林资源保护督促令》
责令履行生态义务，强制偿还“生态债务”

在建设项目环评审批许可中，有时
会收到对建设项目有异议的个人要求举
行听证的书面申请，生态环境部门要对
其 申 请 内 容 进 行 审 查 ，并 给 予 书 面 答
复。基层生态环境部门对此类申请如何
审查、如何答复，往往存在不少困惑。笔
者从适用情形、审查内容、救济途径等方
面，对环评审批中有关听证申请的审查
答复要点进行分析。

要点一：建设项目环评审批许
可听证有哪些适用情形？

建设项目环评审批许可本质属于行
政许可，受《行政许可法》调整。依据《行
政许可法》第 46 条、第 47 条及《环境保护
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第 5 条规定，建设项目环评审批许
可听证适用范围有三类。

第一类是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
定，实施建设项目环评审批许可应当组
织听证的。该种情形为依法应当组织听
证，需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如
果没组织，则环评审批许可决定会存在
程序违法问题。

第二类是实施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
建设项目环评审批许可，生态环境部门
认为需要听证的。对这种情形，生态环
境部门具有裁量权，并非都要组织听证。

第三类是建设项目环评审批许可直
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
系，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依法要求听证
的。这类情形是本文分析的重点。

要点二：建设项目环评审批许
可听证申请审查应注意哪些？

首先，生态环境部门要对听证申请

材料进行审查，是否符合《办法》第 22 条
规定要求，包括听证申请人的姓名、住址
和申请听证的具体要求、依据、理由等是
否齐全，申请材料不齐备的，应当一次性
告知听证申请人补正。

其次，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听证申请
往往适用上文第三类情形进行审查，但
是生态环境部门还是有必要先自查被申
请听证的建设项目是否属于上文前两类
情形。

对于上文第三类情形，依据原环境
保护部《关于环评审批利害关系人听证
资格问题的复函》（环函〔2015〕152 号）
规定，位于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但不属
于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复的建设项目建
设用地范围内的利害关系人，方具有听
证申请资格。换句话说，听证申请人如
果位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外，或在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但又属于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复的建设项目建设
用地范围内，则无听证申请资格。

因此，生态环境部门要结合听证申
请理由，有必要对听证申请人住所等位
置情况进行核实并持有确凿的证据，以
判断听证申请人是否符合上述听证申请
人的资格条件。

要点三：不予受理听证申请的
答复，是否有必要告知救济途径？

经审查，排除依法应当组织听证情
形以外，对于不具听证资格的申请人，生
态环境部门应按《办法》第 24 条规定，将
不予受理听证申请的答复书面告知申请
人。那么，在书面答复里，有无必要告知
当事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救济途径
呢？

《行政许可法》第 7 条规定，“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
政许可，享有陈述权、申辩权；有权依法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也
就是说，对行政许可决定这一具体行政
行为不服，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
讼。

从《行政许可法》条文章节结构来
看，听证属于行政许可实施中的具体程
序。《行政许可法》第 48 条第 2 款规定，

“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行政

许可决定。”由此可见，听证是行政机关
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听取利害关系人
意见建议，为最终行政许可决定提供依
据的一个环节。

当事人之所以申请听证，是因为该
行政许可决定会直接涉及当事人的重大
利益关系，影响其合法权益。但听证程
序并非最终的行政许可决定，无论是不
予受理听证申请，还是受理听证申请，都
尚未直接涉及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尚未
直接影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听证程
序的审查，应纳入行政许可行为的合法
性审查范围。

因此，笔者认为，听证程序不属于
《行政复议法》第 2 条“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
益的，可以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规定的行
政复议范围，不予受理听证申请的答复
并非可复议的行政行为。

《行政诉讼法》第 49 条规定，当事人
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须属于人民法院
的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指导性
文件《关于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
法 行 使 行 政 诉 权 的 若 干 意 见》（法 发

〔2017〕25 号）规定，“当事人针对行政机
关未设定其权利义务的重复处理行为、
说明性告知行为及过程性行为提起诉讼
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立案”。

2018 年 2 月 8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 号）第 1
条第 2 款第 6 项规定，“行政机关为作出
行政行为而实施的准备、论证、研究、层
报、咨询等过程性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且法释〔2018〕1
号解释第 163 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以
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
不再适用”。

综上，笔者认为，不予受理听证申请
的答复属于听证程序环节，是行政许可
的一个过程性行为，不具有可诉性。

要点四：不具听证资格的申请
人后续对审批决定提起行政复议
或行政诉讼，是否符合受理条件？

按上文阐述，不具听证资格的申请
人因其位于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外，或位

于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且又属于城乡规
划主管部门批复的建设项目建设用地范
围内，其并非建设项目准予环评审批决
定的利害关系人。

《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 28 条规
定了行政复议申请受理的条件，其第 2
项规定条件为“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
有利害关系”。显然，不具听证资格的申
请人不符合此项条件，依据《行政复议
法》第 17 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对不符
合条件的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不受理并
书面告知申请人。当然，申请人对行政
复议机关不予受理的决定，依据《行政复
议法》第 19 条规定，可以依法向人民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法》第 25 条第 1 款规定
“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
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有权提起诉讼”。法释〔2018〕1 号解
释第 1 条第 2 款第 10 项规定，“对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
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
的受案范围。

据此，不具听证资格的申请人并非
准予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决定的利害关系
人，准予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决定对其权
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

反而言之，对于准予建设项目环评
审批许可决定而言，如果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范围外的公民也都可以提起行
政诉讼，比方说，位于北京的某建设项目
被准予环评审批，全国人民都来提起行
政诉讼，这明显违背《行政诉讼法》的立
法精神。因此，不具有听证资格的申请
人，对准予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决定也不
具有可诉性。

综上，笔者认为，生态环境部门对于
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听证申请应当认真审
查，核实申请人是否具有听证资格，并掌
握确凿证据。对于不具备听证资格的申
请人应不予受理听证并书面告知，不予
受理听证申请的答复不具可复议性和可
诉讼性。不具听证资格的申请人对准予
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决定提起行政复议或
行政诉讼，不符合行政复议受理条件，也
不属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作者单位：浙江省嘉兴市生态环境
局平湖分局

建设项目环评审批许可听证申请如何审查与答复？
◆章圣样

◆韦夏妮 陈霞

2021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监察业务
培训班日前在柳州市委党校开班。此次培训，旨
在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执法队伍建设，推动生态
环境执法科学化、规范化、高效化。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执法局负责人
在开班仪式上强调，面对生态环境执法新机遇、
新挑战，执法人员必须不断加强培训学习，丰富
知识储备，全面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

课堂教学，求真务实。培训紧密围绕 2021
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大练兵活动内容，邀请
全国执法尖兵以及环境法专业律师进行授课，讲
师结合丰富的实务经验和案例分析，对新《行政
处罚法》、城市垃圾填埋场和城市污水处理厂等
行业的执法检查要点进行答疑。

专题研讨，头脑风暴。引入结构化研讨培训
方式，激发学员创新性思维。讲师以饮用水水源
地执法要点、造纸业执法要点、生态环境执法创
新等为课题，引导学员头脑风暴，分阶段、多角度
地参与研讨，制作思维导图达成共识解决问题。
大部分学员表示，第一次体验这种新的学习形
式，区别于传统的“你说我听”培训方式，能激发

学习积极性，课堂的氛围活泼热烈，很有意思，同
时也加强了与其他学员的沟通和交流，收获很
大。

实战比武，预热练兵。针对执法人员可能存
在的不会查、不敢查，不会办案、办案质量不高等
问题，设置城市垃圾填埋场、城市污水处理厂现
场执法检查课程。通过评比执法记录案卷，检验
学员掌握各类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以及执法监管
的核心知识情况，营造比武氛围。

近年来，广西注重加强执法业务实战化培
训，从本地执法实际出发，通过全员轮训、现场教
学、比武竞赛等形式，进一步提高执法人员现场
检查和办案能力，推进执法队伍专业化建设。自
2016 年参加全国生态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以
来，广西生态环境执法队伍先后有 13 名个人获
得“表现突出个人”称号。2020 年，首次有 3 家单
位获得“表现突出集体”荣誉。

本期培训班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联合西尔环境教育举办，为期 5 天，广西 14 个地
市生态环境执法部门约 100 名生态环境执法骨
干通过聆听专家讲课、参与结构化研讨、现场执
法实训、专家点评、案卷评查等多种形式，接受了
一场别开生面、多维度的执法培训。

广西开展生态环境执法业务培训

本报讯 江西省吉安市生态
环境局、市财政局日前联合印发

《吉安市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
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鼓励
公众参与打击生态环境违法行
为，并依据举报等级和处罚金额
的大小，对举报人给予一次性奖
励，最高奖励 20 万元。

《办法》规定，同一案件举报
人 只 能 奖 励 一 次 ，不 得 重 复 奖
励。对同一违法行为多人举报
的 ，按 受 理 时 间 奖 励 最 先 举 报
者。两人及以上联名举报同一案

件的，按照一案进行奖励，由登记
的联系人领取奖金，奖金由举报
人自行分配。

《办法》明确，各地生态环境
部门应公开本行政区域举报方
式、途径和相关要求，主动做好宣
传工作；指定专门的举报受理机
构，由专人实施举报奖励，并严格
为举报人保密。未经举报人同
意，不得以任何方式将举报人姓
名、身份、居住地及举报情况公开
或泄露给被举报单位和其他无关
人员。 刘茂林

吉安出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实施办法

最高奖励 20 万元本报讯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
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检察
院近日在祁连山国家公园核心
区域寺沟、一棵树、硫磺沟 3 处
林业管护站设立“生态保护公益
诉讼检察联络站”，聘请 14 名护
林人员担任“生态保护公益诉讼
检察工作联络员”。

祁连山国家公园是我国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区域，公园
内生态系统独特，水资源充沛、
草地和森林广袤、野生动物资源
丰富。寺沟、一棵树、硫磺沟管
护站是祁连山国家公园核心区
域的重要管护站，设立检察联络
站有利于开展检察公益诉讼宣

传和拓宽案源渠道，对破坏生态
环境资源的违法行为，能够及时
有效地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工作。

接 下 来 ，门 源 县 人 民 检 察
院、浩门林场等单位进一步加强
协调联动，充分发挥“生态保护
公益诉讼检察联络站”职能，在
坚持依法履职、优势互补、源头
预防、协作共赢的原则下，完善
信息资源共享，建立案件线索双
向移送机制，通过开展联合专项
行动等，督促相关部门依法履
职，严惩破坏生态环境领域的违
法犯罪行为，形成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合力。

夏连琪刘红

门源设立生态保护公益诉讼检察联络站
拓宽案源渠道，确保及时有效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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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学员模拟现场执法检查和制作记录文书。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供图

◆孙伟善

新世纪以来，石化行业作为我国支柱
产业、经济命脉，为国民经济提供能源和基
本原料，但是石化行业也存在污染和环境
风险问题，“两高一资”行业和产品的快速
发展和大量出口给我国带来诸多资源环境
问题，而且从我国国际产业链分工和我国
所处发展阶段来看，我国工业发展的速度
和规模仍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高
位，上述问题仍将长期存在。因此，制定

“双高”产品名录是精确控制“两高一资”行
业和产品的发展出口，优化我国工业产业
结构，有效破解我国结构型、压缩型和复合
型的污染形势，丰富和拓展环境管理手段，
有效提升环境管理精细化水平的重要基础
技术工作和环保管理制度之一。

石化行业产生的污染物种类、浓度，与
其他行业差别不大，也分气、液、固三类，也
就是俗称的“三废”，不存在治理难度大小
的问题。污染是否严重，直接决定于环保
措施是否完善。另外，石化行业所涉及的
原料、中间产物、产品、辅料等化学品，很多
具有易燃、易爆和有毒、有害等特征，生产
过程多处于高温、高压或低温、负压等条件
下，一旦发生突发泄漏事故，往往与爆炸、
火灾相互引发，且发展迅猛，致使有毒化学
品大量外泄，或多点诱发，从点源发展到面
源，逸散到大气中、流入水体中。此外，在
转移过程或积累过程中，对大气环境、水环
境、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具有潜在危险性，
容易产生环境风险。

石化化工行业名录制定具有重
要意义

自 2007 年以来，生态环境部持续开展
“双高”产品名录编制工作。截至 2019 年，
发布了 11 个批次“高污染、高环境风险”的
产品名录，其中涉及石化行业的“双高”产
品 630 种，涉及无机酸制造、无机碱制造、
无机盐制造、有机化学原料制造、化学农药
制造、涂料制造、合成树脂制造、合成橡胶
制造、合成纤维制造等十多个行业。

《环境保护综合名录》（以下简称《综合
名录》）的发布，一方面清晰地为企业指明
国家限制的“双高”产品、污染工艺，另一方
面又为企业指明能够有效减少污染物排
放、助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环境保护专
用设备。《综合名录》及其相关政策是产品
导向型环境政策，是基于对产品从全生命
周期进行环境管理的理念而制定的，在我
国环境管理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推动构建环境损害成本合理负担机
制。目前，我国还存在较多“双高”产品。
这些产品的危害和隐患应付的环境代价尚
未完全体现在企业经营成本中。根据新

《环境保护法》的要求和规定，生态环境部
门将推动和配合国家有关部门抑制“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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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生产和使用，乃至推动这
些产品有序退出市场。

引导绿色投资和绿色生产。
目前，我国许多环境污染和风险
问题都是在投资和生产这些源头
环节形成的。“双高”产品综合名
录可以引导社会和企业将环保要
求融入投资和生产环节的市场决
策，限制对“双高”产品的投资和
生产，同时鼓励和引导企业投资
治污，促进环保产业发展。

带动公众和全社会“绿色消
费”。“双高”产品综合名录的发
布，有利于我国公众环境保护意
识的提高，扩大绿色消费倒逼绿色
生产；有利于落实新《环境保护法》
关于鼓励和引导公民“使用有利于
环境保护的产品和再生产品，减少
废弃物的产生”等有关规定；有利
于生态环境部门配合有关部门，开
展将有关“双高”产品纳入消费税
征收范围的研究工作。

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提
供平台。结合各经济部门的政策
特点和需求，提出细化的、更具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系列政策建
议。紧密围绕环境保护重点工作
扩大《综合名录》的覆盖面，兼顾
总量减排、质量改善、风险防范，
体现更为严格的环境管理导向与
趋势，进一步提升名录制定与应用
的公开化与信息化程度，为公共参
与、监督《综合名录》及其相关应
用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提供平台。

为经济政策实施提供了基
础。《综合名录》成为生态环保领
域的基础性工作，成为环境保护
服务和引领综合决策的固定平台

与渠道。400 多种“双高”产品被
财政部列入《取消出口退税的商
品目录》，也被商务部列入《禁止
加工贸易的商品目录》；高污染的
电池、VOCs 含量高的溶剂型涂
料产品被加征消费税；近 200 个
条目被列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2019 年本）》中的限制类和
淘汰类；《综合名录》成果也直接应
用在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等领域。

强化石化行业名录制定
应用和相关环境经济政策的
建议

“十三五”以来，面对国内外
的复杂形势和环境，石油和化工
行业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发布的

《促进石化产业调结构促转型增
效益指导意见》，坚持推进结构调
整、淘汰落后产能、坚持行业绿色
发展。

为更好地推动清洁生产，建
议采取绿色信贷扶植政策。具体
做法是对环境友好工艺新建、改
建、扩建的企业实行优先贷款、低
息贷款和贴息贷款，减轻企业的
财务费用负担。

另外，积极实行绿色贸易，严
格控制对外贸易中的环境代价；
积极推动绿色保险，减轻企业风
险和经营负担，提高企业管理水
平及防范环境风险的能力，同时
降低环境纠纷的交易成本，有效
维护公众的环境权益。

作者系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
联合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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