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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统筹发挥发挥““四大检察四大检察””职能职能
充分运用法治力量服务美丽中国建设充分运用法治力量服务美丽中国建设

本报北京10月 21日电（记者徐日
丹） 10月 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应勇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作关于人民
检察院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检察工作
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近年来，伴随
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
就，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检察工作扎实
推进。2018 年至今年 6 月，全国检察机
关共办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 82.3万件。

报告指出，近年来，各级检察机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积极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始终
把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工作摆在突出
位置，自觉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
为法治担当，统筹发挥刑事、民事、行
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职能，主动加
强与其他职能部门协作联动，持续深

化生态文明司法保护，充分运用法治
力量服务美丽中国建设。

报告显示，2018 年至 2022 年受理
审查逮捕环境资源犯罪案件 6.5 万件，
比前五年上升 55.7%；受理审查起诉 21
万件，比前五年上升 94.2%；办理环境
资源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案件 6.3 万件，
年均上升 54.5%；立案办理生态环境和
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 39.5 万件，年
均上升 12.5%。

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82.3万件

本报北京10月 21日电（记者徐日
丹） 10月 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应勇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作关于人民
检察院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检察工作
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检察机关坚
持 严 的 基 调 ，依 法 惩 治 环 境 资 源 犯
罪。经持续严惩，污染环境类犯罪呈
下降趋势。2018 年至今年 6 月，检察机

关受理审查起诉污染环境类犯罪 4.3
万 人 。 其 中 ，2022 年 比 2018 年 下 降
31.7%。检察机关坚决惩治非法排放、
倾倒或者处置危险废物犯罪，2020 年
起协同生态环境部、公安部专项整治，
牵 头 发 布 典 型 案 例 ，起 诉 相 关 犯 罪
8680 人。

报告指出，检察机关加大对破坏
资源保护类犯罪打击力度，此类犯罪

呈上升趋势。2018 年至今年 6 月，受理
审查起诉 35.1 万人。其中，2022 年比
2018 年上升 47.6%。严守耕地红线，依
法惩治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起诉 2.7
万人。针对盗采矿产资源犯罪多发，
起诉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犯罪 3.9 万
人，制发典型案例，今年 5 月会同公安
部、中国海警局专项整治盗采海砂违
法犯罪。

坚持严的基调，依法惩治环境资源犯罪
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污染环境类犯罪4.3万人、破坏资源保护类犯罪35.1万人；起诉

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2.7万人，起诉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犯罪3.9万人

本报北京10月 21日电（记者徐日
丹） 10 月 21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应勇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作关于人
民检察院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检察工
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检察机关
忠实履行“公共利益代表 ”的神圣职
责，2018 年至今年 6 月，共办理生态环
境和资源保护领域行政公益诉讼 38.8
万件、民事公益诉讼 5.9万件。

报告指出，检察机关依法维护公
益，充分履行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
域公益诉讼检察职责。2018 年至今年
6 月，检察机关共向行政机关发出诉前
检察建议 32.6 万件，行政机关回复整
改率 99.3%，绝大多数公益损害问题在
诉前得到解决。对于诉前解决不了问
题、具有示范意义的案件，坚持以“诉”

的确认体现司法价值引领，提起诉讼
2.5 万件，法院已审结 2.2 万件，99.8%得
到裁判支持。

报告显示，检察机关服务打好蓝
天保卫战，助力大气污染防治，办理
该领域公益诉讼 3 万余件。服务打好
碧水保卫战，会同水利部、公安部等
开展河湖安全保护专项执法行动。认
真贯彻长江保护法，出台服务长江经
济带发展 10 项检察举措。认真贯彻黄
河保护法，制定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 18 条意见。开展“守
护海洋”专项监督，办理海洋环境保
护公益诉讼 5388 件。服务打好净土保
卫战，依法督促整治被非法占用、污
染损毁的耕地、林地、湿地、草原等
786 万余亩，助力守牢国土生态保护
红线。

检察机关共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行政公益诉讼38.8万件、民事公益诉讼5.9万件

本报北京10月 21日电（记者徐日
丹） 10 月 21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应勇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作关于人
民检察院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检察工
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检察机关
加强诉讼监督，促进提升环境资源执
法司法质效。

报告指出，刑事诉讼监督中，最高
检分别与公安部、中国海警局共建侦查
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实现监督关口前
移，从源头上规范办案。持续开展环境

资源犯罪专项立案监督，防止有案不
立、有罪不究。2018年至今年 6月，对认
为应立案而未立案的环境资源案件，
督促公安机关立案 9543 件；认为不应
立案而立案的，提出纠正意见 9368 件，
公安机关撤案 9114 件。督促行政执法
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环境资源犯
罪案件 1.1 万件，切实防止以罚代刑、
降格处理。对认为确有错误的环境资
源刑事裁判提出抗诉 1242 件，法院已
审 结 935 件 ，其 中 改判、发回重审 687
件，改变率73.5%。

报告指出，民事诉讼监督中，检察
机关重点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
同纠纷、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环境污
染责任纠纷等民事诉讼监督，引导民事
主体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对认为确有
错误的环境资源民事裁判提出抗诉 53
件，法院已审结 48 件，改变率 87.5%；提
出再审检察建议 36件，采纳率 88.9%。

报告显示，行政诉讼监督中，检察
机关重点围绕涉环境污染处罚、占地
规划许可、土地征收等行政诉讼开展
监督，既维护司法公正又促进依法行
政。对认为确有错误的环境资源行政
裁 判 提 出 抗 诉 22 件 ，法 院 已 审 结 15
件，改变率 60%；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38
件，采纳率 60.5%。同时，针对土地行
政处罚决定执行难，部署行政非诉执
行专项监督，监督怠于申请强制执行、
不 规 范 执 行 等 案 件 3.2 万 件 ，涉 土 地
35.2 万亩。扎实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
化解，通过抗诉、检察建议、促成和解、
公开听证等举措，化解环境资源领域
行政争议 2222 件，促使行政相对人主
动 履 行 缴 纳 罚 款、退 还 土 地、恢 复 原
状、补植复绿等义务。

加强诉讼监督，促进提升
环境资源执法司法质效

检察机关在生态文明法治保障中肩负双重责任，既要确
保自身严格依法办案，又要履行好诉讼监督职能，促进其他
执法司法机关严格执法、公正司法

本报北京 10月 21日电 （记者徐
日丹） 10 月 21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应勇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作关于
人民检察院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检察
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强调，检察机
关树牢系统观念，推动构建生态环境
和资源保护大格局。

报告指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
一项系统工程，检察机关坚持上下一
体 、 内 外 联 动 ， 携 手 打 好 协 同 保 护

“组合拳”。2018 年以来，27 个省级党
委、政府出台支持公益诉讼检察工作
的意见，29 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出台加
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决定，均明确
要求加强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
益诉讼工作。检察机关深化执法司法
跨部门协作联动。最高检会同生态环
境部、自然资源部等 9 部门制定 21 条
意见，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
合。分别会同水利部、国家林草局健
全 行 政 执 法 与 检 察 公 益 诉 讼 协 作 机
制，携手抓实江河湖海、林草湿荒保
护治理。针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难问

题，协同生态环境部等 13 部门制定管
理规定，14 个省区市建立检察公益诉
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衔接机制。针
对环境损害鉴定难、鉴定贵问题，会
同司法部推动 58 家鉴定机构落实检察
公益诉讼先鉴定后收费。

报告指出，最高检不断健全检察
机关一体履职机制。完善上下级检察
院依法跟进监督、接续监督机制。强
化“四大检察”内部协作配合，在办
理刑事案件时注意发现生态环境公益
损害线索，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 2.1 万件，同步追究环境损害
赔偿责任。完善区域检察协作机制，
联动开展线索发现、移送处理、同步
监督等工作，推动解决跨区域、跨流
域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问题。同时，
检察机关健全社会支持工作机制，引
导公众有序参与生态环境治理。最高
检与中央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中央共
建“益心为公”志愿者检察云平台，
依靠公众力量发现和解决公益损害问
题。现已注册志愿者 8 万余名，提报
案件线索 1.3万件。

树牢系统观念，推动构建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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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明确要求加强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工作

本报北京10月 21日电（记者徐日
丹） 10 月 21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应勇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作关于人民
检察院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检察工作
情况的报告。报告强调，我国生态环
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
未根本缓解，检察机关必须以更高站
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谋划和推进生
态文明司法保护工作。

报告指出，从检察办案情况看，当
前 我 国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仍 处 于 压 力 叠
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一是环境资
源犯罪总体呈上升趋势。2022 年受理
审 查 起 诉 环 境 资 源 犯 罪 7.8 万 人 ，较
2018 年上升 34.9%；今年上半年受理审
查起诉 4.1 万人，同比上升 10.1%。犯
罪类型较为集中，非法捕捞水产品、滥
伐林木、非法采矿、非法占用农用地、
污 染 环 境 、非 法 狩 猎 等 6 个 罪 名 占
83%，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破坏
性采矿、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犯罪案件
零星散发。二是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领域公益损害问题多发。检察机关立
案办理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
益 诉 讼 ，占 公 益 诉 讼 案 件 总 数 的
51.6%，公益损害行为呈多样化趋势。
三是部分公民、企业环境资源保护法
治意识有待加强。环境资源犯罪案件
中共同犯罪占 50.5%，尤其污染环境罪
和非法采矿罪的案均犯罪嫌疑人 2.5
人。起诉环境资源单位犯罪 2365 件，
反映出部分企业环保主体责任尚未落
实，甚至为谋求非法利益违法犯罪。

报告表示，下一步，全国检察机关将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

大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锚定未
来五年和到 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
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携手各方助力中
华大地蓝天永驻、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环境资源犯罪总体呈上升趋势，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
域公益损害问题多发，部分公民、企业环境资源保护法治意识
有待加强

最高检：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
谋划和推进生态文明司法保护工作

一图读懂生态环境
和资源保护检察工作专
项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