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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法修正案草案27日首次提交全国人
大常委会审议。本次环保法大修，环保公益
诉讼、排污许可、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等为何未

写入草案？昨日，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汪光焘对本次修改相关情况做
了说明。据其介绍，环保公益诉讼之所以未入法，一方面源于现行环保法
和相关单项法律均未涉及；另一方面，有关部门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环保法修正案草案

记者：最近这段时间二
炮部队的发展引起了国际
媒体的广泛关注，国际媒体
密集报道了所谓二炮近期
连续发射了多种型号弹道
导弹，有国际媒体说中国的
弹道导弹已经对别国形成
了威胁，而且可以穿透美国
的所谓反导系统，“中国威
胁论”的说法这段时间又起
来了。另有一种说法称，中
国潜射弹道导弹一次都没
有发射成功，中国弹道导弹
的发展其实也是相对缓慢
的。请问对此作何评论？

并介绍弹道导弹发展情况。
耿雁生：近期我们在境

内进行了一些正常的武器
试验，这些试验不针对任
何 特 定 国 家 和 目 标 。 中
国发展武器装备是为了满
足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
我 们 将 始 终 奉 行 防 御 性
国防政策和积极防御的军
事战略。

记者：二炮部队最近一
个月以来的密集试射，被外
媒称为在回应美国在亚太
地区部署反导系统的计划，
请问对此作何评价？

耿雁生：中国加强二炮
部队建设，提高战略威慑和
防卫作战的能力，是为了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
整，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
目标。

记者：关于二炮导弹试
射问题，外媒报道提到了
其中有一次是新型战略弹
道导弹，名叫东风 41，能否
证实？

耿雁生：关于这个问
题，我没有相关的信息可以
提供。

新京报记者 邢世伟

国防部：中国军队密切关注日方动向
中国军队有能力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近期武器试验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记者：请问中国军方如
何评价美日夺岛联合演习？

耿雁生：我们注意到，有
关国家经常在亚太地区举行
各种名目的军事演习。对此
中方强调，维护亚太地区的
和平、稳定与繁荣符合各国
的共同利益。刻意突出军事
安全议程、加剧地区紧张局
势的做法，不利于促进本地
区国家之间的安全互信，不
符合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
流，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记者：美方把钓鱼岛纳
入美日安保条约的适用范

围，日本近日透露出他们自
卫队针对钓鱼岛的作战计
划，中国军方如何评价？

耿雁生：钓鱼岛及其附
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中国政府和军队维护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
是坚定不移的。我们有信心
和能力履行这一使命。中国
军队密切关注日方有关动
向，坚决反对日方任何使事
态扩大化、复杂化的言行。

记者：有媒体称南京军
区正在进行夺岛演习，外界
认为这和日美军演有关？

耿雁生：近日南京军区
举行的演练活动，是年度计
划内的例行性安排，主要是
为了检验和提高信息化条件
下的陆海空联合作战能力。

记者：如果钓鱼岛上出
现了日本自卫队，中国军方
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耿雁生：钓鱼岛及其附
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日方
任何单方面的举动都无法改
变这一事实。同时，中国军
队也有能力维护国家的领土
主权和海洋权益。

昨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发言人耿雁生针对有关钓鱼岛的提问回应称，中国军队密切关注日方
有关动向。对于近日外媒猜测中国正在试射东风41导弹，耿雁生未正面回应。他透露，近期在境内进行了一些
正常的武器试验，试验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此外，他表示，中方欢迎美国国防部长9月中旬访华。

【美日演习】 中方坚决反对美日夺岛演习 【导弹试射】 回应“东风41导弹试射”提问

环保公益诉讼未入法 因部门意见不统一
针对排污许可、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等未写入草案，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汪光焘做出说明

新京报讯 厦 门“PX
事件”、大连“PX 事件”、上
海“磁悬浮事件”、江苏“启
东事件”……昨日分组审议
环保法修正案草案时，近年
各地发生的环保群体性事
件，引发委员关注。委员建
议草案赋予公众参与环评
的权利，并制定具体程序。

重大项目应人代会审议

“有统计显示，近年我
国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
性事件年均增长约 30%，有
些事件已造成严重经济和
社会影响。”沈春耀委员说，

目前草案与 2002 年制定的
环境影响评价法，只作了原
则性衔接。他建议，草案应
规定：环境风险评估需要技
术评估与社会评估并行；不
仅专家，外部有利害关系的
人员也可参与评估，让外界
和公众了解实情；有的重大
项目应提到人大常委会会
议讨论，或者列入本地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之中，
在每年的人代会上审议。

确立公众参与环评程序

吴晓灵委员认为，草案
应针对环保群体性事件有

所呼应，“我们虽然已有环
境影响评价法，但这部法律
对政府部门依法公开环评
信息的要求不具体，难以保
护公众环境知情权，这也是
多起环保群体性事件发生
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谢克昌委员提出，当现
有的环境利益冲突协商机
制不能满足民众的需要，而
民众利益表达的渠道不畅
时，“国家鼓励有关单位、专
家和公众以适当的方式参与
环评”等规定也只能是走走
过场，“这就需要从法律和制
度上确立一套开放的、切实
有效的公众参与程序”。

■ 分组审议

委员建议赋予公众参与环评权
委员称，近年我国因环境问题引发群体性事件年均增长约30%

环境公益诉讼

建议确立环境
公益诉讼制度

早在草案面世前，有专
家学者就提出，近年一些日
趋成熟、行之有效的做法，
如环保公益诉讼、排污许
可、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等，
应写入草案。昨日下午分
组审议草案时，不少委员再
次提出上述观点。

“在总体定位上，环保
法应成为我国一项环境保
护基本法。”邹萍委员说，
根据国外立法经验，只有
环保基本法才能规定国家
的环境管理责任、公民的基
本环境权利。他建议，草案
明确环境权属概念，确立环
境公益诉讼的制度，设置
公民环境生存权，完善环
境权益民事诉讼制度。

“希望加上公益诉讼
的条款。”全国人大代表蔡
素玉说，草案在写入公益
诉讼的基础上，制定公益
诉 讼 的 启 动 程 序 ，例 如

“对不作为的单位和机关，
可以向司法机关提出公益
诉讼”。

汪光焘表示，“在现行
环境保护法和相关单项法
律中尚未涉及，有关部门
也没有形成一致意见。对
这些意见，我们建议进一
步研究。”

排污许可制度

委员建议补充
“排放许可制”

汪纪戎委员建议，草
案在“实行排放总量控制”
的同时，补充“排放许可制
度”。“理由是，总量控制，
最终都要落实到排放源，
就需要分配并许可；总量
控制目前只是几个重点的
污染物，对于一些行业污
染物的排放，也还是需要
通过许可来控制”。

汪光焘介绍，1979 年
环保法（试行）和 1989年修
改的环保法中，对排污许
可均没有规定。1989 年环
保法修改时，提请审议的草
案中，曾对排污许可做了规
定。草案审议和征求意见
时，有些委员和部门、企业提
出，规定所有单位排放所有
的污染物，都要领许可证，没
有必要，也难以做到。鉴于
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不一致，
因此，现行环保法对排放
污染物许可证未作规定。

另外，有关排污许可
的行政法规在多年前就明
确由环保总局起草，因涉及
上述问题，排污许可行政法
规尚无方案，至今难以出
台。现行环保法没有采纳
有关排污许可规定的基本
情况，没有发生重要变化，
因此不宜在修改中写入。

污染责任保险

建议环境污染
责任保险入法

全国人大代表蔡素
玉建议，环境污染责任保
险入法。“立法报告中说，
因为相关部门还没有一
致意见，所以环境污染责
任保险没有被采纳。其
实，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是一个多赢的做法，既
可以减少政府部门的财
务负担，减轻企业负担，
甚至保险机构也多了一
些业务。所以希望再给
予考虑，增加环境污染责
任保险”。

汪光焘表示，从当前
实际情况来看，在环境保
护法中规定环境污染责
任保险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环境污染责任
保险应是保险法调整范
围，有关规定应由国务院
作出决策。

二是从试点情况分
析，从投保企业来说，对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认
可度还比较低。我们经
反复研究，认为环境责任
保险作为一类特殊保险
产品，应在保险法和相关
行政法规中规范。

本组稿件采写
新京报记者 王姝

2009年1月，北京高安屯垃圾场的垃圾使得运河水系受到污染。资料图片/新京报记者 韩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