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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境公益诉讼损害赔偿款应由公益公募基金会承接，专门用于

环境修复的建议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政研室

摘要：目前，环境公益诉讼判决的修复款以及赔偿款往往支付至当地财政专户，真正

直接用于环境修复的并不多见，许多资金成为“僵尸资金”.由于财政款支出的程序性

限制，受损的生态环境得不到及时修复。公益公募基金会承接环境公益诉讼赔偿款，

专门用于环境修复，并可以同时向社会公开对款项使用以及修复情况，接受全社会的

监督，公开和透明地使资金的使用切实落到实处，从而有效避免了财政专户资金“易

进难出”、修复不及时等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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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目前，环境公益诉讼判决的修复

款以及赔偿款往往支付至当地财政

专户，真正直接用于环境修复的并不

多见，许多资金成为“僵尸资金”，

由于受制于财政款支出的程序性限

制，导致受损的生态环境得不到及时

修复。

在公益公募基金会设立专项基

金管理公益诉讼的赔偿款可以有效

避免此款项成为“僵尸资金”，使用

灵活、机动，能够很快能应用到生态

环境修复当中。

【内容】

2018 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开

始在全国推广，截至 2023 年 9 月，

人民法院审结不同主体提起的环境

公益诉讼案件 2.3 万件，涉及资金

130 多亿元。但是据反映，环境公益

诉讼损害赔偿款在使用中不很理想，

存在政府索赔的资金纳入财政管理，

收支两条线，财政部有严格的管理规

定，存在“易进难出”，支出方向难

以对应到案件的修复项目。造成有些

地方对于如何分类使用把握不准，不

会使用这些资金，甚至不敢用。导致

真正直接用于环境修复的许多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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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僵尸资金”，受损的生态环境

得不到及时修复。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

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工作规范（试行）》

第三十六条【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和服

务功能损失赔偿款的受领主体】人民

法院判令被告支付的生态环境修复

费用以及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赔

偿金等款项，可以由环境公益诉讼专

项基金或者专项资金账户等受领。

在公益公募基金会设立专项基

金管理公益诉讼的赔偿款是一个较

为妥当的方式，并且实践中也有成功

的案例。2016 年，中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

发会、绿会）在贵州开展生态环境修

复专项基金试点工作，由绿会接收其

他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赔

偿款，设生态环境修复专项基金，投

向环境公益诉讼涉及的生态环境修

复。专项基金采用步步公示方式，分

七个程序管理、使用，并由原审法院

进行司法确认，最终生态修复专项基

金试点工作取得了很好成效，资金切

实用于了当地环境修复，同时也检验

了公益公募基金管理生态修复资金

的可行性，并为试点工作的进一步推

广提供了实践经验。2020 年 12 月，

北京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调解由中华

环保联合会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所

涉非法处置废碱液造成的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金就由中华环境保护基金

会进行管理使用，专项用于生态环境

保护、修复、治理，防治生态破坏和

环境污染。

公益公募基金会承接环境公益

诉讼赔偿款，专门用于环境修复。并

可以同时向社会公开对款项使用以

及修复情况，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公

开和透明地使资金的使用切实落到

实处。从而有效避免了财政专户资金

“易进难出”、修复不及时等弊端。

【建议】

最高院出台司法解释作出细化

规定：由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公开选

择符合条件的公益公募基金会（非案

件原告）设立专项基金，人民法院判

决或调解确定的环境修复资金以及

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赔偿金纳入

专项基金,用于环境修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