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
为正确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严格保护生态环境，依法追究损害生态

环境责任者的赔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省级、市地级人民政府及其指定的相关部门、

机构，或者受国务院委托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部门，因与造成生

态环境损害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经磋商未达成一致或者无法进行磋商

的，可以作为原告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一）发生较大、重大、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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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发生其他严重影响生态环境后果的。

前款规定的市地级人民政府包括设区的市，自治州、盟、地区，不设区的地

级市，直辖市的区、县人民政府。

第二条 下列情形不适用本规定：

（一）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人身损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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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因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要求赔偿的，适用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及相关

规定。

第三条 第一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由生态环境损害行为实施地、

损害结果发生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

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在辖区内确定部分中级人民法院集

中管辖第一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

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在报请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后，裁定将本

院管辖的第一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交由具备审理条件的基层人民法院

审理。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由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或者指定的专门法

庭审理。

第四条 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应当由法官和

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

第五条 原告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规定并提

交下列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登记立案：

（一）证明具备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原告资格的材料；

（二）符合本规定第一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证明材料；



（三）与被告进行磋商但未达成一致或者因客观原因无法与被告进行磋商的

说明；

（四）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状，并按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

第六条 原告主张被告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应当就以下事实承

担举证责任：

（一）被告实施了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或者具有其他应当依法承担责

任的情形；

（二）生态环境受到损害，以及所需修复费用、损害赔偿等具体数额；

（三）被告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与生态环境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

第七条 被告反驳原告主张的，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被告主张具有法

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情形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第八条 已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在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诉讼案件中无须举证证明，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对刑事裁判未予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达到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

人民法院应当予以认定。

第九条 负有相关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在

行政执法过程中形成的事件调查报告、检验报告、检测报告、评估报告、监测数

据等，经当事人质证并符合证据标准的，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十条 当事人在诉前委托具备环境司法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

意见，以及委托国务院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相关主管部门推荐的机构出具的检

验报告、检测报告、评估报告、监测数据等，经当事人质证并符合证据标准的，

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十一条 被告违反法律法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原

告的诉讼请求以及具体案情，合理判决被告承担修复生态环境、赔偿损失、停止

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

第十二条 受损生态环境能够修复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判决被告承担修

复责任，并同时确定被告不履行修复义务时应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包括制定、实施修复方案的费用，修复期间的监测、监管

费用，以及修复完成后的验收费用、修复效果后评估费用等。

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的，人民

法院根据具体案情予以判决。

第十三条 受损生态环境无法修复或者无法完全修复，原告请求被告赔偿

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情予以判决。

第十四条 原告请求被告承担下列费用的，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情予以判

决：

（一）实施应急方案以及为防止生态环境损害的发生和扩大采取合理预防、

处置措施发生的应急处置费用；



（二）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和诉讼支出的调查、检验、鉴定、评估等费

用；

（三）合理的律师费以及其他为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

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的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赔偿资金、生

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赔偿资金，以及被告不履行生态环境修复义务

时所应承担的修复费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予以缴纳、管理和使用。

第十六条 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同一损害生态环境

行为又被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由受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

讼案件的人民法院受理并由同一审判组织审理。

第十七条 人民法院受理因同一损害生态环境行为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诉讼案件和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先中止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待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审理完毕后，就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未被涵盖的诉讼请求依法

作出裁判。

第十八条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的裁判生效后，有权提起民事公益诉

讼的机关或者社会组织就同一损害生态环境行为有证据证明存在前案审理时未

发现的损害，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裁判生效后，有权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主体就

同一损害生态环境行为有证据证明存在前案审理时未发现的损害，并提起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十九条 实际支出应急处置费用的机关提起诉讼主张该费用的，人民法

院应予受理，但人民法院已经受理就同一损害生态环境行为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诉讼案件且该案原告已经主张应急处置费用的除外。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原告未主张应急处置费用，因同一损害生态环境

行为实际支出应急处置费用的机关提起诉讼主张该费用的，由受理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诉讼案件的人民法院受理并由同一审判组织审理。

第二十条 经磋商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

申请司法确认。

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应当公告协议内容，公告期间不少于三十日。公告期

满后，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协议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且不损害国家

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确认协议有效。裁定书应当写明案件的基本事实和

协议内容，并向社会公开。

第二十一条 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未全部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诉讼案件裁判或者经司法确认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的，对方当事人

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需要修复生态环境的，依法由省级、市地级人民

政府及其指定的相关部门、机构组织实施。

第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本规定没有规定的，

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等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 2019 年 6 月 5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