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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问题探究

———以 A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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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A省生态环境部门和公检法机关在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简称“两法衔接”)中,已经

取得了一些成效.在衔接制度层面,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重点环境问题联合调查处理机制、联合督办制度等;在实践

层面,采取了联合指导地方工作、重要信息共享等一些好的措施,但在衔接程序、考评方式等方面,A 省“两法衔接”工

作仍然存在短板.根据 A省的实际情况,同时参考国内其他地区在生态环境保护“两法衔接”工作中的有益尝试,A
省在衔接程序、人员队伍建设、考评方式等方面还需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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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A 省发生了一些影响较大的生态环境污染事

件。 例如，２０１８年B市固废填埋案、２０１９年C市某公司污

染长江事件等。 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事件的发生原因有多方

面，但违法代价不高是重要原因之一。“两法衔接”工作有

短板，就会削弱对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 健全生

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使两者无缝衔

接，既可以提高刑事司法机关追究环境犯罪的效率，也可以

有效威慑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 为此，必须要建立高效

的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本文主要

以 A省为例，梳理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的现状，找出存在的问题、分析可能的原因，并根据 A省实

际情况提出改进建议。

一、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问题的提出

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是指生态环境部

门将执法过程中发现的不属于行政执法范畴的案件依法交由

司法机关处理，双方相互协作、相互配合以解决涉嫌环境犯

罪案件刑事责任的工作方式。“两法衔接”的成效，需要生

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严格执法、及时移交来保障，也需

要刑事司法机关及时承接、依法办理来保障。“两法衔接”

工作不仅在理论研究成果方面较突出，在实践层面，不少地

方生态环境部门和司法机关也积极进行有益尝试。

(一)“两法衔接”工作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

主要有胡露薇的《彭州市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情况

调查研究》(２０１８)、蒋云飞的《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

接的检察监督——基于检察机关提前介入视角》(２０１９)；北

京市人民检察院编制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办案指引

(２０２１)等。

(二)A省“两法衔接”工作实践层面的探索

在实践探索层面，为促进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与

司法部门的衔接，２０１３年 A 省环境保护厅与公检法机关联

合印发了《关于建立实施环境资源司法执法联动工作机制的

意见(试行)》，初步构建了分工明确、相互协调、联动互动

的生态环境执法新机制。 同时，A省不断完善相关政策和

法律法规，例如，２０１７年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全省环境

污染犯罪案件危险废物认定工作的通知》，为 A省环境污染

案件危险废物认定工作提供了指导。 ２０１８年，A省生态环

境厅联合公检法机关印发了《A省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与

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实施细则(试行)》，该实施细则从五个方

面构建了整体框架，使联动机制得到进一步完善。 随着联

动工作的深入，对各类环境违法行为给予了沉重打击。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A省公安、环境保护部门合力侦办环境污染

犯罪案件分别为２４５件、５６８件、５３７件，分别抓获犯罪嫌

疑人５１４人、９３５人、１５７５人。 这些实践层面的探索，为推

进 A省“两法衔接”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A省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现状及

存在的问题

(一)A省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两法衔接”

现状

通过调查，了解到目前 A省“两法衔接”工作已取得明

显成效，不仅建立了“两法衔接”制度，同时还开展了许多

“两法衔接”相关的工作。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为探讨法律适用问题，商定协作中需要明确的事项，定

期召开联席会议，暂定每年一次，并形成会议纪要，各部门

共同遵守。 为应对突发情况，明确了八种需紧急磋商的情

形、五种应当立即通报其他部门请求支持和协助的情形、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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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应当实行联合督办的情形。 ２０１９年建立了公检法机关驻

生态环境部门联络员制度，该制度有力促进了部门协作，使

日常交流、信息反馈和相互咨询更加便捷，让环境违法犯罪

行为受到及时有效的打击。

２．联合查办违法案件

A省生态环境部门会同公安部门侦办了多起严重的环境

违法犯罪案件。 例如，Y 市某公司违法排污案：针对该公

司违法排污问题，通过A省生态环境厅、公安等部门的联合

调查及驻点督查，共对相关企业处以罚款６３９万元；包括该

公司董事长在内的２６名涉案人员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２０２１年，A省生态环境厅开展了一系列专项执法行动，共

作出处罚决定１．５９万件，罚款金额１４．６亿元，协助侦办污

染环境犯罪案件４２３件，抓获犯罪嫌疑人１４８２人，同比分

别上升了２９％、４９％、２１％、５７％，有力震慑了违法分子。

３．联合督办环境犯罪案件

A省生态环境厅与公安厅密切配合，联合督办各市办好

办实环境违法犯罪案件。 为解决市、区查不动、查不清、

查不实的问题，A省生态环境部门和公安厅首次联合开展了

异地执法检查——沿江城市交叉互查专项行动。 两部门联

合发布检查情况通报，要求相关城市对照问题清单，逐一调

查核实、深挖到底，依法查处。 经沿江生态环境部门深入

调查，共向公安机关移交了６６件案件，其中有１２件涉刑。

４．联合指导各地开展工作

A省生态环境厅与公检法部门不断加强交流培训。 受

A省生态环境厅邀请，公检法部门专家定期对环境执法人员

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包括证据收集、移送流程、具体案例分

析等，使环境执法人员的联合工作和办案能力有了较大提

升。 A省生态环境厅环境专家也会受邀定期去公检法部门

开展培训。

５．实现重要信息共享

近年来，危险废物相关的环境犯罪案件占涉刑的环境犯

罪案件比例较大，为实现对危险废物的有效监管，A省生态

环境厅建设了较为完善的危险废物信息化管理系统。 目

前，该系统已将A省各类危险废物相关单位纳入监管范围，

包括危险废物的产生、贮存、转移、处置等信息，实现了对

危险废物的全过程监控。 目前，该系统已与 A省公安厅共

享，可协助公安机关及时高效地发现企业相关的违法行为。

(二)A省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存在的

问题

１．生态环境保护“两法衔接”工作程序还需完善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两法衔接”程序还不太畅通，主

要表现为案件处理不连贯、衔接工作缺少强有力的协调部

门。 导致案件处理不连贯的原因是移送承接程序有障碍，

生态环境部门鉴于人力、物力不充足，在执法过程中容易忽

视对相关证据的进一步固定和收集，案件移送时，证据往往

不充分，使得公安机关难以立案，而若公安机关不能准确告

知生态环境部门需要补充哪些证据，案件移送可能就会中

断。 由于生态环境部门行使的是行政权，刑事司法机关行

使的是司法权，“两法衔接”本质上是一种事权的移交，而

现阶段两者并没有一个共同的上级机构来协调，这就容易降

低案件移送的效率。

２．生态环境保护“两法衔接”考评方式有待优化

对可能涉嫌刑事犯罪的环境违法案件，生态环境部门与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考评方式并不完全一致。 从公安机

关角度来看，由于涉刑的环境违法案件数量总体较少，而很

多公安机关对办案数量有考核要求，为实现考核目标，公安

机关对办理涉刑环境违法案件比较积极。 而站在生态环境

部门的角度，向刑事司法机关移送的环境违法犯罪案件的数

量越多，就意味着生态环境部门自身在日常监管工作中的效

果越差。 尤其近年来，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对生态环境部

门的问责力度逐年加大。 生态环境部门一方面要高强度工

作，以完成逐年提高的生态环境考核目标；另一方面还要面

临问责风险，为维护本部门利益，生态环境部门移送涉嫌环

境犯罪案件的积极性较低。 由于两部门考核方式不同，使

得“两法衔接”的价值难以充分地发挥出来。

三、完善A省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

建议

２０１７年，环境保护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制

定了《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该文

件指导生态环境保护“两法衔接”工作的有序开展，各省相

继建立了详细的工作制度。 ２０２２年，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和

公检法机关联合发布《上海市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

司法衔接工作规定》，提出开展联合培训，并逐步研究建立

涵盖污染防治、环境案件侦办等方面的联合专家库。 ２０２２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布了《关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

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建立检察院与生态

环境部门互派干部挂职交流制度、奖惩制度。 通过借鉴两

地的经验，为进一步完善 A省生态环境保护“两法衔接”机

制，有必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完善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程序

１．畅通案件移送过程

相关部门应加强生态环境部门的行政执法力度，提供充

足的人力和物力支持，以便于其在调查环境违法案件时，有

能力去深入调查取证，有条件去收集更多的证据材料，进而

提高案件移送的质量。 刑事司法机关在收到生态环境部门

移送的涉嫌环境犯罪的案件时，应及时立案，需要补充材料

的要及时通知生态环境部门。

２．建立“两法衔接”协调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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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行政权和刑事司法权是两种不同的权利，两种权利

在衔接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或摩擦，如果能设立一个

强有力的协调部门，就能有效解决衔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A省现有的法律问题协调机关的协调职能目前仅限于公检法

内部，倘若赋予其协调行政机关和刑事司法机关的职能，就

能有效解决“两法衔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二)完善环境保护“两法衔接”的考评方式

１．公安机关对办理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的考核方式应进一

步优化

建议强化对办案质量的考核，逐渐弱化对办案数量的考

核。 应充分发挥已办案件的警示教育作用，通过典型案例

告诫更多的企业、公民不去破坏生态环境，让他们清楚地知

道，如果有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会用严厉的手

段给予惩罚。

２．相关部门对生态环境部门的考核应更具包容性

随着环境保护要求、污染物排放标准不断提高，生态环

境部门的工作压力也逐渐增加，他们工作中会遇到大量的环

境违法案件，其中有一部分可能还会涉嫌环境污染犯罪。

建议对于由生态环境部门首先发现的环境污染犯罪案件，应

免于问责，对于由其他部门首先发现的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

件，应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是因为主观不作为、不认真，

还是因为能力有限、技术水平有限，不可“一刀切”似的问

责。 只有如此，才能消除生态环境部门移送涉嫌环境污染

犯罪案件时的顾虑，提高生态环境部门移送案件的积极性。

四、结束语

本文剖析了 A省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

接的现状、存在的不足，并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通过学习其他地区好的做法，结合 A 省实际，对 A 省“两

法衔接”工作提出改善建议。 近十年，虽然 A省生态环境

质量明显改善，但公众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满

足公众需求，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缺一不可。 A省应结合

“两法衔接”工作的现状，重点从衔接程序、考评方式等方

面着手，将 A省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

接，整合各方力量，合力打造让人们越来越满意的生态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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