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全国首家海事刑事案件
管辖试点法院，宁波海事法院近
年 来 积 极 依 托 海 事 审 判 “ 三 合
一”改革，创新开展环境资源审
判机制专门化探索，大力加强海
洋生态环境司法保护。

一方面，依法公正审理因油
污防治产生的费用纠纷，切实保
障海洋生态文明。宁波海事法院
明确海事庭作为海洋环境资源审
判部门，组建专业合议庭依法公
正审理因油污防治产生的费用纠
纷，依法优先保障清防污费用，
切实提高海洋环境司法服务保障
能力。

另一方面，积极推动涉海洋
生态环境海事行政审判工作，监
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助力海洋
生态资源及环境保护。宁波海事

法院向省高院积极争取，明确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由该院集中
管辖各类一审海事行政诉讼案件
及海事行政非诉审查案件，包括
因不服海事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
海洋、通海可航水域开发利用、
环境与生态资源保护等活动的行
政行为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
此外，积极探索海域使用非诉执
行裁执分离模式，通过办理非诉
强制执行案件，加大海洋生态环
境保护力度。

同时，积极争取涉海洋生态
资源海事刑事案件管辖权，加大
对 海 洋 环 境 资 源 犯 罪 的 打 击 力
度，并积极开展海洋环境法治宣
传活动，大力营造保护海洋生态
环境的法治氛围。

（董小芳 王舜毕）

宁波海事法院积极探索
加强海洋生态环境司法保护

灾害风险加大、污染增加、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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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损失及修复费用的确定，也是
在该类案件中存在争议的。如船
舶污染事故发生后，各方往往对
污染海域的事实无异议，但对漏
油量、漏油范围及影响时间、恢
复期间的损失、清防污的费用等
争议较大。而有关清防污费，目
前全国范围内没有官方公布的费
率标准，也无统一适用的行业标
准。

此外，随着经济和社会快速
发展，受经济利益驱使，违法围
海、填海问题突出，海洋生态环
境监管任务越来越重、专业性要
求越来越高。现有监管水平与精
细化、专业化管理要求有差距，
且部门间、地方间资源配置不均
衡，日常监管不到位、对违法行
为查处不及时等问题难以避免。

新闻发布会现场。 （王舜毕 摄）

作为海洋大省作为海洋大省，，浙江浙江
得天独厚的得天独厚的““渔渔、、港港、、景景、、
油油、、涂涂””等资源组合优势等资源组合优势，，
为我省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了为我省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了
重要的环境依托重要的环境依托。。近年来近年来，，
我省坚持生态统领我省坚持生态统领，，积极开积极开
展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展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工作，，
成效显著成效显著。。

但是但是，，随着海洋经济随着海洋经济
持续快速发展持续快速发展，，我省海洋我省海洋
生态环境也面临着溢油事生态环境也面临着溢油事
故风险加大故风险加大、、陆源污染增陆源污染增
加等一系列潜在的问题加等一系列潜在的问题。。

昨日昨日，，宁波海事法宁波海事法
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首首
次向社会通报了浙江省次向社会通报了浙江省
海洋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司法保护
情况情况，，指出近年来涉海指出近年来涉海
洋生态环境案件数量明洋生态环境案件数量明
显上升显上升，，加强海洋生态加强海洋生态
环境司法保护刻不容环境司法保护刻不容
缓缓！！

犯罪嫌疑人指认现场犯罪嫌疑人指认现场。。 （（宁波海事法院提供宁波海事法院提供））

筑牢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司
法屏障，源头治理是关键。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各种
各样的野生动物被当作商品进入
交易市场，导致捕猎、收购、运
输、销售野生动物等违法犯罪行
为高发，共同造成了对海洋生态
环境的损害。

“预防非法收购、运输和出
售珍贵濒危野生海洋动物等犯罪
行为，就要从源头上彻底切断非
法利益的链条，让非法捕捞、收
购、贩卖珍贵濒危海洋野生动物
的行为人付出代价。”宁波海事
法院相关负责人建议，在加强对
珍贵濒危海洋野生动物保护，最
大程度减少误捕等活动对海洋野
生动物生存影响的同时，立足源
头，从非法捕捞、收购、运输、
出售贩卖每一个环节对违法犯罪
行为实施“全链条”打击，建立
生态环境保护执法队伍与公安、
检察、法院之间线索和案件移
送、联合调查、案情通报等协调
配合制度，从源头上全面打击违
法犯罪。

同时，强化监管合力，尤其
在对于海河水域、滩涂湿地等自
然资源的监管上，进一步打破不
同部门之间的壁垒，整合执法力
量，实现监督管理无缝对接。健
全跟踪问效机制，组建以指定部
门为主体的督查考核模式，对辖
区海洋生态环境执法进行统筹巡
查，对执法情况及时反馈、量化

考核，巩固治理成效，防止违法
行为再发生。

业内人士建议，要不断完善
公安、检察、法院及行政执法部
门之间的海洋生态环境执法司法
协调机制，推动资源共享、信息
互通，构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治理格局。借助司法大数据，
分析海洋生态环境问题集中点、
高发区，在环保的预防与治理、
执法的监督与反馈、案件的审判
与和解等方面做好衔接配合，有
效整合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各方
面力量。

当然，还应充分发挥社会力
量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
用。建立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专门
调解委员会，广泛吸收相关方面
的专业人才及长期扎根基层、具
有丰富调解经验的基层干部群
众，利用熟人熟地优势，努力把
海洋生态环境纠纷案件化解在萌
芽状态；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可
开设海洋生态环境教育的相关课
程，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意识、协调生态环保与
发展的综合决策能力及涉海行业
人员的海洋生态环保意识；鼓励
公众参与海洋环保行动和环保监
督，支持和引导环境公益诉讼，
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海洋生态环
境保护中的作用。

举全社会之力，用法治的力
量，推进浙江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持续健康发展。

建议
源头治理筑牢司法保护屏障

2019 年 11 月底，全国首例涉
非法买卖海龟的民事公益诉讼案
件在宁波海事法院宣判，被告刘
阳等人被判公开赔礼道歉并对生
态 修 复 补 偿 金 承 担 连 带 赔 偿 责
任。同年 12 月，刘阳等人非法收
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一
案也在该院宣判，5 名被告被判
处有期徒刑八个月至四年六个月
不等，并处罚金。

此事要从 2018 年说起。当年
10 月下旬，张明伍将其收购的 4
只海龟以每只 500 元的价格出售
给刘阳。吴迪则驾驶小舢板船把
刘阳的 5 只海龟运输至中心渔港
码头，并收取运费 200 元。当月底，
刘阳电话联系詹少文，约定出售其
收购的 67 只海龟。随后，刘阳与
吴先进联系，由吴先进指派驾驶
员姜茂东将 67 只海龟运至广东省
惠来县指定地点并称重卸货。

后经对查获的海龟种类、价
值进行鉴定，确定涉案中有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蠵龟、绿海龟。经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批准同意，舟
山市检察院以刘阳等 5 人涉非法
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罪，并损害了国家利益和
社会公共利益为由，向宁波海事
法院提起诉讼。宁波海事法院经
开庭审理，作出如上判决。

“海洋有着其特殊的生态环境
地位。非法捕捞、出售、运输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都是破坏海洋
自然资源、损坏海洋生态环境的
违法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宁波海事法院相关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该院受理的涉海洋
生态环境案件数量上升明显。数
据统计显示，2015 年至 2019 年，
该院共受理涉海洋生态环境案件
79 件，其中，仅 2018 年、2019 年
两 年 就 受 理 了 53 件 ， 占 比
67.09%。

从涉案类型来看，我省涉海
洋生态环境案件主要有四类，包
括因油污或其他有害液体防治产
生的油污类案件、因破坏海洋环
境产生的公益诉讼案件、因不服
涉海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而
提出的行政案件，以及因破坏海
洋环境产生的刑事案件。

其中，行政案件最多，且集
中在海域使用领域，尤其是非法
用海、填海行为行政处罚类案件
数量近年来大幅增多；其次是油
污类案件，主要是在减轻、消除
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而采取的应急
处置和防备措施中，对清防污费
承担产生的争议，此类案件通常
涉案标的较大，目前受理案件中
标的最大额为 6400 余万元。

现状
涉海洋生态环境案件数量明显上升

近年来，我省一直在努力保
护 海 洋 生 态 环 境 ， 修 复 海 洋 生
态，近岸海域污染防治工作稳步
推进，海洋环境监测水平逐步提
高。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情况难免会碰到。

2018 年 4 月，慈溪市海洋与
渔业局查明，慈溪市伏龙砂石场
在未经海域使用审批的情况下，
在慈溪市海域滩涂实施非透水构
筑物建设，从事砂石经营业务。
遂决定对慈溪市伏龙砂石场作出

“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海域，恢复
海 域 原 状 ， 并 处 罚 款 1208.61 万
元”的行政处罚。

该行政处罚决定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送达被执行人，慈溪市伏
龙砂石场未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且在法定期限内对该行政处罚决
定既未提起行政复议又未提起行
政诉讼；2018 年 10 月 24 日，慈
溪市海洋与渔业局向慈溪市伏龙
砂 石 场 送 达 行 政 决 定 履 行 催 告
书，责令其自收到催告书 10 日内
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但慈溪市伏
龙砂石场依旧“置之不理”。

无奈，2018 年 12 月，慈溪市
海洋与渔业局向宁波海事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但是，最终因“对
方确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而终结
本案。

“强制执行难度大，是涉海洋
生态环境案件司法实践中普遍面
临的一大难题。”宁波海事法院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主要原因有
两个，一是此类强制执行案件所
涉金额通常比较大，如对非法填
海行为的处罚金额往往高达几百
万元甚至上千万元，被执行人履
行能力不足，导致较多案件难以
执行到位，减弱了强制执行对违
法破坏海洋与生态资源行为的法
律震慑。二是在此类案件中，行
政机关往往还会责令行为人退还
非 法 占 有 的 海 域 、 恢 复 海 域 原
状。但是，非法填海造地往往存
有建筑物，拆除这些建筑需要投
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另外，“海
域原状”难以量化，生态环境被
破坏后恢复到何种程度才算是恢
复原状，标准难以把握。

司法实践中，对海洋生态环

困境
“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保护背后

看了照片上查获的如此众多
的海龟，的确让人触目惊心，尤
其是其中还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蠵龟、绿海龟。与其说是动物之
悲，不如说是文明之悲。这也凸
显出当前加大海洋野生动物保护
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宁波是濒临海洋的城市，全
市 海 域 总 面 积 有 8232.9 平 方 公
里。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是我们
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这几年，
随着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力度的加
大，人们保护海洋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的意识明显提高，渔民捕获
海洋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后放归大
海、市民看见有人买卖国家级保
护动物出钱买下再放归大海的新
闻屡屡见诸报端。2018 年 10 月，

象山渔民将国家二级水生野生保
护动物重 100 公斤的棱皮龟放归
大海，曾引起不小的反响。

人类生存与发展，归根结底
必须依赖于自然界各种各样的生
物(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海洋
野生动物功在当今，利在千秋。
当前，我们要为海洋动物建起保
护网，除了执法部门要对非法收
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海
洋动物进行严厉打击外，有关部
门还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民
众也要进一步提高保护意识，看
见非法捕捞、买卖、食用的要向
执法部门积极举报，形成全方位
无死角的监督大网，从而让珍贵
海洋野生动物与人类和谐共处。

（李国民）

为海洋动物建起保护网

张悦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