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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环境侵权 民事责任内涵的理解上

,

我 国法学界有广义说 和狭义说之分
。

笔者持广义说
,

认为环境侵权民事

责任是指因产业活动或其他人 为的活动
,

致使污染环境和其他破坏环境 的行 为发生
,

行为人对因此而造成或可能造

成他人生命
、

身体健康
、

财产乃至环境权益等损害所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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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以来
,

随着工业化和全球化的发展
,

大

气污染
、

水质污染
、

噪音
、

振动
、

恶臭
、

地盘下沉等环

境问题愈演愈烈
,

成为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关注的

焦点
。

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主要是 因企业活动和

人类 自身生活所造成的
,

故世界各国多将其看作为

侵权 行为的一种类型
。

( 英美法上称 为生活妨害

(N u i s a n e e ) ; 德国法上称为干扰侵害 ( Im m is s i o n ) ; 日

本法上称为
“

公害
” ;本文统一将这种污染环境

、

破坏

环境的行为
,

称为环境侵权行为
。

)与一般侵权行为

不同
,

环境侵权行为的间接性
、

持续性
、

潜伏性
、

伴随

性
、

主体的不平等性和损害后果的广泛性等特征
,

给

传统侵权民事责任制度提出了新的课题
。

这样
,

修正

传统侵权民事责任制度
,

结合环境侵权行为特征
,

构

建
.

与完善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成为时代课题
。

长期以来
,

我国立法和法学理论研究上
,

关于环

境侵权 民事责任概念并未明确
,

给司法实践在适用

法律上带来困难
。

因此厘清环境侵权 民事责任的内

涵
,

对构建与完善我国环境侵权 民事责任制度具有

重要理论意义
。

一
、

外国法上的理解

世界各国对于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内涵
,

理解并

不完全一致
。

英美法中
,

将直接或者间接地干扰他人

享有或利用土地等权益的行为
,

如排放煤烟
、

灰尘
、

臭气
、

噪声
、

高热
,

遮挡阳光
、

污水
、

电流 以及妨碍土

地利用的其他类似侵扰等损害他人财产
、

权利或利

益
,

妨害他人平稳生 活的行为
,

统称 为生 活妨害

(N ui sa nc e )
。

对于这种生活妨害
,

英美法历来采用侵

权行为法加以应对
。

并且
,

将生活妨害作为侵权行为

的一种类型
,

分为以私法上的损害赔偿为中心的对

私人生活的妨害 (Pri va te mi i s an ce )和公法上的以刑

罚处罚为 中心的对公 众生 活的妨 害 (Pu bl i c n ui
-

sa nc e )
。

其中
,

后者是指社会公众享有的健康
、

安乐
、

便利等权利进行妨害
。

通常来说
,

对公众生活的妨

害
,

被看作是刑法上的犯罪 (轻犯罪 )行为
,

按照普通

法的规定
,

对行为人一般可处 以 2 年 以下的拘役
。

在

因对公众生活的妨害行为而造成他人损 害的场合
,

受害人只有在证明其受到特别损害时
,

才可以得到

损害赔偿的救济
。

(在这种情况下
,

受害人须证明妨

害行为的存在
、

损害事实的存在
、

加害人不存在免责

事由等
,

加害人才承担责任
。

)可见
,

对公众生活的妨

害只是刑罚制裁
、

行政规制的对象
,

仅在例外的情况

下
,

英美法才承认以侵权行为构成为依据的损害赔

偿救济
。 I]J 所谓特别损害

,

具体来说
,

通常是指对公众

生活的妨害
,

包括噪音
、

恶臭
、

煤烟
、

振动
、

违法停车
、

公众游行等造成的交通妨害
、

储藏爆炸物等危害公

众健康或公众道德的行为
,

包括危害社会共同利益

的妨害行为在内
。

由于对公众生活的妨害是对公众

利益的妨害
,

因此
,

英美法不承认特定个人的排除妨

害请求权
。

作为相应的解决方法
,

要求应当由检察长

提起刑事诉讼或者由检察长或公共官员代表政府提

起停止侵害请求命令
,

并决定损害赔偿
。

与此相对
,

对私人生活的妨害
,

是指对他人土地

本身或者土地利用的非直接的妨害
,

是对他人所具

有的享受土地或者与土地结合着的权利的不法干

涉
。

如排放废水
、

烟尘
、

气体
、

热
、

振动
、

电
、

病源菌
、

动

植物等并对该排放置之不理的行为等
。

在英美法上
,

对私人生活的妨害是侵权行为的一种
。

英美法承认

了基于对私人生活的妨害的损害赔偿
,

并对排除诸

如噪音
、

振动
、

煤烟等妨害以享受土地的自然利益的

侵权行为
,

认为行为人可以请求排除侵害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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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3 9 年
,

美国法律协会 ( A m e ri e a n L aw In s ti t u t e )在

《侵权法重述》(R e s t a t e m e n t 。f To rt s )第 8 8 2 条规定
:

“

在满足以下要件的场合
,

加害人应承担损害赔偿诉

讼上的责任
: ( l) 妨害受害人对其土地的使用或占

有
,

以及财产权和其他特权 ; (2) 该侵害实际存在 ;

(3 )加害人的行为是侵害法上 的原因 ; (4) 侵 害是故

意的并且不合理的 ;或者虽无故意
,

但存在过失
、

不

注意 ; 或者由于存在非常危险的行为而根据特别责

任规则可以提起其他诉讼 的情形
。 ”

因此
,

英美法 中

的对私人生活的妨害
,

包括侵害土地所有权或占有

权
、

使用享有财产的舒适或便利等权利等类型
。

作为

对私人生活的妨害的救济手段
,

通常包括 ( l) 普通法

上的损害赔偿 ; (
.

2) 衡平法上的侵害排除 ; (3) 代替侵

害排除请求的补偿 ; (4 ) 自力救助
。 l3]

在德国法中
,

德国民法第 9 0 6 条将煤烟
、

蒸汽
、

烟尘
、

臭气
、

热气
、

噪声
、

振动等不可称量物质
,

以及

其他来 自邻地 的类似影响
,

称为干扰侵害 ( I m m is
-

si on )
,

并根据相邻关系法律构成加以解决
。

一方面
,

德国民法第 906 条规定对来 自近邻的煤气
、

蒸汽
、

烟

气
、

臭气
、

煤烟
、

热气
、

噪声
、

振动等不可称量物质
,

以

及其他来 自邻地的类似影响
,

在其不损害或轻微损害

土地利用的范围内
,

根据相邻共同体关系
,

认为土地

所有者负有忍受义务
。

但作为其代偿
,

德国法承认了

与加害者的故意
、

过失无关的无过失补偿
。 [4J 同时

,

在

该重大妨害是由土地的习惯使用所引起
,

且在经济能

力上
,

无法期待该土地使用人采取防止措施
,

受害人

必须忍受侵害的情况下
,

也可以对造成妨害者
,

请求
“

金钱上的适当补偿
”

(无过失补偿 )
,

但以土地之习惯

使用或收益
,

因影响而产生
“

超过预期程度
”

之妨害者

为限 (德国民法典 9 0 6 条第 2 款 )
。

另一方面
,

对于不

具有德国民法第 9 0 6 条的忍受条件的情况 (超过忍受

限度的情形 )
,

遭受损害之土地的所有者
,

可以提起请

求停止侵害的诉讼 (除去侵害
、

停止妨害 )
。

此外德国

民法 907 条规定
, “

土地所有人确实可以预见邻地上

设备的存在或利用
,

会对自己土地造成不能忍受的影

响时
,

可以请求邻地上不得制造或保存该项设备
” 。

因

此
,

根据德国法的有关规定
,

实施
“

干扰侵害
”

的加害

人
,

应承担除去侵害
、

停止妨害
、

无过失补偿
、

设置防

止设备以及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
。

在 日本法上
,

将这种伴随社会的不平衡发展而

对生活环境的破坏所造成的侵害生命
、

身体
、

财产权

等的大气污染
、

水质污浊
、

土壤污染
、

噪音
、

振动
、

地

面下沉
、

恶臭以及 日照妨害现象
,

称为
“

公害
” 。

目前
,

公害已成为 日本侵权行为中最重要的一种类型
。

对

公害这种侵权行为
,

受害人除了可以基于日本民法

第 7 0 9 条的规定
,

请求加害人承担损害赔偿民事责

任之外
,

日本的判例和学说
,

也承认 了加害人的侵害

排除民事责任
。
阁

二
、

我国立法
、

学说上的理解

在我国立法上
,

有关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规定
,

主要 由《民法通则》和有关环境保护法律规范规定
。

如

《民法通则》第 12 4 条规定
: “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

污染的规定
,

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
,

应当依法承

担民事责任
。 ”

不仅如此
,

被认为具有环境基本法性质

的《环境保护法》第 41 条还规定
: “造成环境污染危害

的
,

有责任排除妨害
,

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

个人赔偿损失
。

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
,

可以根

据当事人的请求
,

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

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 ; 当事

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
,

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

当事人

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 ”

《环境保护法》第 6 条

规定
: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

,

并有权

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
。 ”

另外
,

针对污染环境之外的破坏 自然资源的环境侵权

行为现象
,

《环境保护法》第 44 条规定
: “

违反本法规

定
,

造成土地
、

森林
、

草原
、

水
、

矿产
、

渔业
、

野生动植物

等资源的破坏的
,

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承担民事责任
。 ”

除此之外
,

其他环境保护法规《水污染防治法》第 55

条
、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6 2 条
、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法》第 71 条
、

((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 9 0 条等也作

了类似规定
。

(我国《水污染防治法》第 55 条规定
: “

造成水污

染危害的单位
,

有责任排除危害
,

并对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或

者个人赔偿损失
。 ”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62 条规定
: “

造成

大气污染危害 的单位
,

有责任排除危害
,

并对直接遭受损失的

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
。 ” 、

我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

71 条规定
: “

受到固体废物污染损害的单位和个人
,

有权要求

依法赔偿损失
。 ”

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 90 条规定
: “

造成海

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
,

应 当排除危害
,

并赔偿损失 ;完全由

第三者的故意或者过失
,

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
,

由第三者

排除危害
,

并承担赔偿责任
” 。

)

以上述法律规定为根据
,

我国法学界对环境侵

权民事责任概念进行了具体分析
。

但是
,

由于我国学

者在对上述有关法律规定 的认识上并不一致
,

因此
,

我 国法学界在关于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概念问题的认

识上
,

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分歧
。

第一是广义说
。

广义说从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包

括污染环境和破坏环境民事责任两个方面来理解环

境侵权 民事责任
,

认 为
,

环境侵权 民事责任是
“

公民

或法人因污染或破坏环境
,

造成受害人人身或财产

损失而应承担的民事方面的法律责任
”

;l@或
“

公 民或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污染或破坏环境
,

给他人造成

人身或财产损失时应承担的民事方面的法律后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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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 。

闭或
“

违反环境保护法规造成环境污染或破坏

的单位和个人依照民事法规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 [8l

第二是狭义说
。

狭义说仅从污染环境的民事责

任来论述环境侵权民事责任
,

认为污染环境致人损

害民事责任
,

是指违反 国家保护环境
、

防止污染的规

定
,

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者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

责任
。

或者直接主张
,

环境民事责任是指因环境污染

引起的民事责任
。 [91 可见

,

狭义说 (狭义说认为环境侵

权是 : “ 因行为人污染环境造成他人财产权
、

人格权

以及环境权受到损害
,

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
”

的一种

特殊侵权行为
。

)对污染环境以外的其他破坏环境的

行为是置于其考虑之外的
。

I10]

在我国
,

引起上述理论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
:
《民

法通则》第 12 4 条的规定
,

与环境保护法律规范中的

有关规定并不完全一致
,

以致于学者们在关于环境侵

权行为内涵的理解 「
,

产生分歧
。

《民法通则 ))第 124
条从狭义的角度

,

将污染环境的环境侵权行为作为一

种特殊的侵权行为
,

并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归责原

则形式
,

规定
“

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
,

污

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
,

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 ,

而

没有
.

单独设置有关破坏环境的特别的环境侵权行为
。

这种立法实际 上是将破坏环境的侵权行为作为一般

侵权行为来处理的
。

与此相对
,

《环境保护法》第 6 条
、

第 2 4 条
、

第 41 条
、

第 4 4 条等有关规定
,

多从广义的

角度
,

将环境侵权行为理解为污染环境和破坏环境的

侵权行为
,

以这种规定为依据的话
,

环境侵权民事责

任就包括污染环境和破坏环境的民事责任
。

三
、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概念

我们知道
,

因人为活动或 自然原因使环境条件发

生不利于人类的变化
,

以致于影响人类的生产或生活
,

给人类带来灾害的现象的环境问题
,

通常可分为第一

环境问题和第二环境问题
。

第一环境问题
,

是因自然界

自身变化而引起的
、

人类不能预见或避免的环境污染

和环境破坏现象
,

因此
,

对这类环境问题
,

人类只能通

过采取预防措施
,

减少或避免其危害后果的发生
。

与此

不同的是
,

第二环境问题
,

是因人类 自身的人为活动所

引起的地球局部或全球性的环境变化以及环境污染

等现象
。 Jl ’j这样

,

通过对人类活动进行调整
,

不仅能够

避免
、

减少该类环境问题的发生
,

而且还能对已产生的

有关环境问题进行抑制
、

治理
,

从而使已污染
、

破坏的

环境得以再生
。

从民事侵权法的角度而言
,

环境侵权行

为
,

正是引起第二环境问题
、

并致使他人生命
、

身体健

康
、

财产乃至环境权益遭受侵害的行为
。

在环境法上
,

根据环境问题引起危害后果的不

同
,

第二环境问题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环境污染和

自然环境破坏
。

(环境污染
,

是指人类活动如工农业

生产和城市生活污染物的排出等所引起的环境质量

下降
,

以致于产生大气污染
、

水污染
、

土壤污染等危

害人类及其他生物的正常生存和发展的现象
。

自然

环境破坏
,

是指因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利用资源或进

行大型工程建设等
,

使自然环境和资源遭到破坏
,

引

起水土流失
、

土壤沙漠化
、

盐碱化
、

资源枯竭
、

气候变

易
、

生态平衡失调等环境问题产生的现象
。

)尽管如

此
,

由于环境污染和 自然环境破坏都是人类 自身人

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环境的结果
,

二者之间存在相

互联系
、

相互作用
,

并具有复合效应的关系
。

即严重

的环境污染可 以导致生物死亡从而破坏生态平衡
,

使自然环境受到破坏 ; 而 自然环境的破坏则降低了

环境的自净能力
,

加剧了污染的程度
。

1121 同样
,

因污

染环境的侵权行为所引起的侵害生命
、

健康
、

财产等

损害后果
,

与因破坏环境的侵权行为所引起的后果

也并无截然差别
,

都会在引起环境恶化的同时
,

造成

他人生命
、

健康
、

财产等损害
。

因此
,

在研究第二环境

问题
,

探索解决第二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时
,

应该遵

循该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
、

相互作用以及符合效应

等特征
,

而不能将环境污染和 自然环境破坏二者截

然割裂开来
。

因此
,

从本质上而言
,

环境侵权行为
,

不

仅包括诸如因工业生产活动等引起的大气污染
、

水

质污浊
、

土壤污染
、

噪音
、

振动
、

恶臭等污染环境的侵

权行为类型 ; 而且
,

还包括因不合理的开发利用资源

或进行大型 工程建设等活动
,

引起 的诸如破坏森林

资源
、

土地资源
,

引起水土流失
、

土壤沙漠化
、

盐碱化

等其他类似的破坏环境的侵权行为类型
。

如果从狭义出发
,

将环境侵权行为以及环境侵

权民事责任
,

仅仅理解为污染环境的侵权行为及其

责任
,

则实质上是割裂了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二者

之间的必然联系
,

不仅不利 于探索解决第二环境问

题的有效途径
,

而且
,

还不利于科学处理因第二环境

问题而产生侵害他人合法权利
、

法益的侵权民事责

任
。

而从广义角度理解环境侵权行为和环境侵权 民

事责任
,

更符合第二环境问题的本质特征
,

更为科学

合理
,

更有利于从实质上把握环境侵权行为及其责

任
,

防止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行为的产生
,

及时救济

环境受害人
。

因此在探讨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时
,

应该

根据第二环境问题的本质特征以及环境侵权行为的

特征
,

从广义上理解环境侵权行为及环境侵权民事

责任
。

以此为出发点
,

笔者认为
,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

是指因产业活动或其他人为的活动
,

致使污染环境

和其他破坏环境的行为发生
,

行为人对因此而造成

或可能造成他人生命
、

身体健康
、

财产乃 至环境权益

等损害所应 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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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

双方建立了新的平衡
。

如果一个人能着眼于长远
,

依赖规则而不是任

意的特殊干预
,

冲突是可以被缓和的
,

甚至还能被转

化为互补
。 [6l 也就是说

,

冲突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变成

动力
。

因此
,

权利滥用是冲突的一种样态
,

禁止权利

滥用原则 的确立和适用最终可以实现对人际关系的

整合
。

参考文献
:

【l] 野田 孝明
.

信义诚实原则 [J]
.

综合法学 (一卷 5 号) : 35.

[2I [3l [4l 林诚二
.

民法理论与问题研究【M]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200 0 : 13
, 1 3

,

12

I5] 日本最判昭和 五一 五
·

二五民集 三 O 卷四 号
: 55 4.

[6 l 柯武刚
,

史漫飞
.

制度经济学「M]
.

韩朝华
,

译
.

商务印书馆
,

20 00
: 8 3.

S t u d y o n th e C h a r a c te r a nd F u n c ti o n

111 9b U S i

S刀八

o f th e

r i gh t

P r l ll C I P l e o f P r o hi b i ti n g fr o m

(S( h o o l o f H u m a n i t i e s a n ( 1 S o e i a l Se i e n e e s

Ti an 一q u an
B e ij i n g I n o t i t u t e Of T e e h n o l o群

,

B e ij i n g l。(X〕8 1)

A b s t r a c t : T h e p ri n c i p le of p ro h ib it in g fro m a b u s in g ri g h t s 15 o ri g in a lly d e ri v e d fro m th e e i v il l a w , a n d h a s b e e o n l e t h e fu n d a m e n t a l

p ri n e ip le o f e iv il l a w g ra d u a l ly
.

I t 此fe rs th a t a n y e x e r e i s in g ri g h t s th a t s u 印a s s it s e q u i t a b l e s e o p e s h a ll p ro h i h i t e (j b y la w
·

P r in e ip le o f p ro h i b it in g fro m a b u s in g r ig h t s 15 a le g a l iz e d m o r a l ru le
, a n d i t 15 a n e q u it a b l e l , ro v is io n

.

It d e , i v e s
fro

, r l g ‘)o d

fa i t h p ri n e ip l e a n d h a s d e v e l o p e d a s a n in d e p e n d e n t p r in e ip l e
.

It h a s im p o rt a n t fu n e t io n s g u id in g l e g i s la t io n ,

j u d i、
· a t u re a :记

p ra o t ie e o f 找g h t in s t it u t io n .

I t a ls o e o n fo rm i t ie s th e re la t i o n b e tw e e n p e o p le th ro u g h a dj u s t th e re la t io n b e tw e ‘: n r ig h t a n ‘j

in t e re s t
.

K e y w o r ds : p ro h ib i t in g fro m a b u s i n g ri g h t s : e q u it a b l e p ro v is io n ; g o o d fa it h

【责任编辑
:
箫姚]

·

十 一
卜 ~ 一十 ” 十 ” + ~ ~十 “ 闷 . 十 ~ 十 ·斗 二 十 加 十 ~ 斗 勺 斗 加 十 一卜·州卜 ~ 叫卜”一十 肠 斗 钾 ~ 卜 . 十 . 琦一~ 一十 ~ 州卜 ~ ~ 卜户 斗 ” 十 一卜

” 十 翻刊卜 . 州卜 · ~ 卜 ·叫卜 . 十 ”十 一十
. 十 “一卜 . 十

· + 户 令 . 十 加十 , ~ 卜
·

( 上接第 26 页 )

参考文献
:

11 ] 木宫高彦 公害概论 ( 日文版 )[ M]
.

有斐 阁
,

197 4.

[2 】加藤一郎编
.

公害法的生成与展开 ( 日文版 )[ Ml
.

岩波书店
,

19 7 0.

l3] 木宫高彦
.

公害概论 ( 日文版 )IM]
.

有斐阁
,

19 74
.

{41 [5l 远藤浩
,

等
,

编
.

民法 (7 )事务管理
·

不 当得利
·

不法行为( 日文版 ) [M 1
.

有斐阁
,

199 6
.

[6 」金瑞林
.

环境法学!M」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 00 2

.

口] 曲格平
.

环境与资源法律读本 [M ]. 解放军出版社
, 200 2.

[8J 韩德培 环境保护法教程【M]
.

法律 出版社
,

19 9 8.

[9 ] 蔡守秋 环境资源法学教程[M J
.

武汉大学出版社
,

200 0.

t l川 张新宝
.

中国侵权行为法 [M ]
.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 1 9 95. 曹明德

.

环境侵权行为法[M l
.

法律出版社
,

20 00
.

【川 汪劲
.

环境 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 !M]
.

法律出版社
,

200 0.

[l 2j 吕忠梅
.

环境法IM」
.

法律 出版社
,

1997
.

王灿发
.

环境法学教程 IM」
.

政法大学出版社
,

199 7.

o n T h e C o n c e P t o f E n v i r o ll m e n t a l

L U O L i

L i a b il i t y

(S
o

ho o l ‘,
f S o e

i a l S e i e n e e s a n d H u m a n i t i
e s ,

B
e
ij i n g In s t i t u t e o f 孔

【 h n , , 10群
.

B e ij i n g 10 00 8 1 )

A b s t ra e t : T h e re 15 a d iffe 此n e e a b o u t t h e e o n e e P t o f e n v iro n m e n t a l l ia b ili ty b e t w e e n t h e b ro ad s e n s e t h e o 理 a n d t ll e f l a
no w s o n , e

t h e o叮 in

li a b il ity 15

Ch in a .

T h is a rt i e le a t t e m p t s t o e x p l ie a t e th is e o n e e p t t h ro u g h rh e b ro a d s e n s e t h e o 甲
, m a in t a i l l in g th a t e n v i l n r zn 一e n r a l

a e i v il lia b il ity th a t m a y

t ri b u r e t o e n v iro n m e n t a l P o llu t io n o r

b e e a u s e d b y th e a e t i v it i e s o f t h e in d u s t巧 a n d

o th e r d a m a g e s t o th e e n v iro n m e n t a n d rh e re fo 伴

o th e r a rt i fi e i a l a e t iv i t ie s
.

Pe
o P le w h。) (

、

o n -

e n d a n g e r p e o p le
’

5 11介
,

h e a l th
, p ro p o rt y

a ; l d e n v im n m e n t a l i n t e re s t s w ill b e a r th e e iv il l ia b i lit y
.

K e y w o r ds : N u is a n e e ; e m is s io n ; e n v iro n n l e n t a l li a b il i t y

【责任编辑
;
箫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