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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17 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并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全文如下。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明确提出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行赔偿制度。

2015 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

度改革试点方案》（中办发〔2015〕57 号），在吉林等 7 个省

市部署开展改革试点，取得明显成效。为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加

快构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在总结各地区改革试点实践经验

基础上，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和目标 

通过在全国范围内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进一步明确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范围、责任主体、索赔主体、损害赔偿解决途

径等，形成相应的鉴定评估管理和技术体系、资金保障和运行机

制，逐步建立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和赔偿制度，加快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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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在全国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到 2020 年，力争在全国范围内初步构建责任明确、途径畅通、

技术规范、保障有力、赔偿到位、修复有效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制度。 

二、工作原则 

——依法推进，鼓励创新。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立足国

情和地方实际，由易到难、稳妥有序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改革工作。对法律未作规定的具体问题，根据需要提出政策和立

法建议。 

——环境有价，损害担责。体现环境资源生态功能价值，促

使赔偿义务人对受损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生态环境损害无法修

复的，实施货币赔偿，用于替代修复。赔偿义务人因同一生态环

境损害行为需承担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的，不影响其依法承担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主动磋商，司法保障。生态环境损害发生后，赔偿权利

人组织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鉴定评估、修复方案编制等工作，

主动与赔偿义务人磋商。磋商未达成一致，赔偿权利人可依法提

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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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共享，公众监督。实施信息公开，推进政府及其职

能部门共享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信息。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鉴定评

估、修复方案编制等工作中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事项应当向社会

公开，并邀请专家和利益相关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参与。 

三、适用范围 

本方案所称生态环境损害，是指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

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森林等环境要素和植物、动物、

微生物等生物要素的不利改变，以及上述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功

能退化。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本方案要求依法追究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责任： 

1.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的； 

2.在国家和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划定的重点生态功能区、

禁止开发区发生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事件的； 

3.发生其他严重影响生态环境后果的。各地区应根据实际情

况，综合考虑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程度以及社会影响等因

素，明确具体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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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下情形不适用本方案： 

1.涉及人身伤害、个人和集体财产损失要求赔偿的，适用侵

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 

2.涉及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适用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

律及相关规定。 

四、工作内容 

（一）明确赔偿范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包括清除污染

费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修复期间服务功能的损失、

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调查、

鉴定评估等合理费用。各地区可根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进展

情况和需要，提出细化赔偿范围的建议。鼓励各地区开展环境健

康损害赔偿探索性研究与实践。 

（二）确定赔偿义务人。违反法律法规，造成生态环境损害

的单位或个人，应当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做到应赔尽赔。

现行民事法律和资源环境保护法律有相关免除或减轻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责任规定的，按相应规定执行。各地区可根据需要扩大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义务人范围，提出相关立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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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确赔偿权利人。国务院授权省级、市地级政府（包

括直辖市所辖的区县级政府，下同）作为本行政区域内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权利人。省域内跨市地的生态环境损害，由省级政府管

辖；其他工作范围划分由省级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确定。省

级、市地级政府可指定相关部门或机构负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具

体工作。省级、市地级政府及其指定的部门或机构均有权提起诉

讼。跨省域的生态环境损害，由生态环境损害地的相关省级政府

协商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 

在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试点区，受委托的省级政

府可指定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的部门负责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具体工作；国务院直接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

资产所有权的，由受委托代行该所有权的部门作为赔偿权利人开

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应当制定生态环境损害索赔启

动条件、鉴定评估机构选定程序、信息公开等工作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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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对生态环境损害索赔行为的监

督机制，赔偿权利人及其指定的相关部门或机构的负责人、工作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2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