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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颖

摘要：对在以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的手段污染环境这类案件中有效应用刑事涉

案合规机制的重要性，作者初步总结为三点：不仅有助于全面调查犯罪事实，而且

能够有力惩治环境犯罪，从而预防这类犯罪；真正落实涉案排污单位的治污主体责

任，发挥其市场主体地位；为优化环境管理规范体系提供关键性信息，提高国家环

境治理能力。基于对其重要性的分析，辅以对典型案例的研究，作者提出对破坏污

染源自动监控的犯罪嫌疑单位，应普遍适用刑事涉案合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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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2日，最高检宣布，涉

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在全国检察机

关全面推开。同年4月19日，全国工

商联、最高检、司法部等部门联合制

定并印发了《涉案企业合规建设、评

估和审查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

法》）。同期，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检、

公安部，开始在全国集中开展严厉打

击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数据弄虚

作假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并于2022年

6月、11月以及2023年2月公布了3批

20起典型案例。同时，各地生态环境

部门也会同公安、检察机关，重拳打

击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行为。截

至2022年10月，全国共查处自动监测

数据弄虚作假案件269起，合计罚款

2000余万元[1]。

然而，截至笔者写作时，不论是

最高检发布的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

例[2]，还是生态环境部[3]及各地生

态环境部门发布的自动监控领域典

型案例，对以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

据的手段污染环境的单位犯罪嫌疑

人，如何进行涉案合规改造，都尚未

涉及。这种情形出现的原因，笔者认

为，并非在于检察部门和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认为涉案合规机制对于这类

犯罪及犯罪嫌疑一概不适合，恰恰相

反，从笔者非正式接触的反馈来看，

对于在这类案件中有效应用刑事涉

案合规机制的重要性，各监管部门是

有共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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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初步总结其重要性为以下

三点：

首先，在检察院的主导下，在第

三方评估组织的监督下，对涉案企业

进行环境合规改革，不仅有助于全面

调查犯罪事实，而且能够有力惩治环

境犯罪，从而保证每个对此类案件的

刑事追诉都能达到预防犯罪的社会

效果。由于自动监控领域技术门槛高，

伪造后的数据不超过排放限值，因此

当前尚无法实现对所有排污单位的

篡改、伪造、干扰的犯罪行为进行全

面掌握。即便某个重点排污单位的自

动监测数据造假行为能够通过历史

或行业数据比对、数据逻辑校验或监

控视频检查等方式，及时被环境行政

部门发现，公安部门在以这个证据充

分的单个伪造数据行为为切入点，对

犯罪嫌疑单位可能的污染环境犯罪

行为开展全面刑事侦查时，囿于环境

保护工程技术等方面的专业知识缺

陷以及法定办案期限等各方面的客

观限制，也极难保证全面掌握犯罪嫌

疑单位的全部相关犯罪事实。相应的，

不专业的刑事侦查行为就等同于刑

事侦查权的不合理扩张，也会导致公

民权利受损，同时易滋生腐败。应对

这种“以不被发现为常态”的现实，

恰好是刑事涉案合规机制所擅长之

处。因为，在减轻刑事责任这个目标

的激励下，涉案企业的合规改革必须

经受“有效性”审查：涉案企业必须

以专项合规为重点，以全面合规为目

标，制定合规计划；检察院、第三方

评估组织认为只有涉案企业通过实

施合规计划达到“除罪化”[4]状态

时，才能做出“有效性”评价。

具体到监测数据造假案件，犯罪

嫌疑单位就不仅要保证被抓现行的

造假行为不会再犯，而且需要识别所

有的环境违规风险点，从而彻底完成

环境“除罪化”工作。要识别并排除

所有环境违规风险，持续“除罪化”，

对涉案单位来说，单纯花钱搞建设、

上设备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优化基

本管理制度入手，整个企业从上到下

都要经历环保意识和工作能力的提

升。这对于涉案企业的投资方意味着

建设和运营成本增加，对员工意味着

工作流程变化和专业技能提升。尽管

涉案企业一直以来都在不断加严的

监管措施下做着技改和提升，但当下

刑事处罚的压力要远远大于之前面

临的行政处罚或者限期整改的压力。

涉案企业，特别是其面临刑事处罚的

运营者、投资者、主管人员、授权责

任人员，就会被激发出更大的改革动

力，从而将其在资金投入、人员管理、

技能提升等各方面的潜力，发挥到极

致。涉案单位在“挂案”的有限时间

内，就不仅有足够动力补上其长期的

环保欠账，如果其投资者有足够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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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和远见，还能在此次危机中寻到转

机。相应的，从外部监管和社会公众

的角度讲，追加环保硬件投资、增加

运营成本、提升环保能力，都意味着

涉案单位的污染犯罪行为得以有效

阻止。同时，在污染行为的社会成本

方面，曾长期享受不当补贴的涉案企

业投资方，因潜力用尽而得到了最有

力的惩戒。

最后，通过传播成功的涉案合规

案例，有类似数据造假行为或企图的

排污单位，一方面会为了避免刑事处

罚和刑事程序而停止造假，一方面也

能从有效的涉案合规计划中汲取经

验，同行业企业环境合规建设的信息

成本随之大大降低，同行业企业会主

动走上环境合规建设之路，从而整体

行业的环境合规水平得到提高，通过

刑事追诉预防环境犯罪的社会效果

得以实现。

除惩治和预防犯罪这一“传统”

作用，在自动监测数据案件中开展刑

事涉案合规改革，对当前所面临的严

峻经济社会形势而言，还有重要的政

治意义。作为世界上最早开始污染源

在线监测工作的国家，中国从上世纪

90年代末就开始了污染源在线监测

系统的建设[5]，先后出台了烟气自

动监控和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的系统

安装技术规范和监测规范，还通过一

系列规定加强了对排污单位和自动

监测系统第三方运维单位的监管，以

不断提高自动监测数据的质量。政府、

社会和企业都为建设完善的污染源

自动监控体系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

财力。在此背景下，在对自动监控类

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保持高压态势的

同时，有必要深挖污染源监测数据造

假行为的深层驱动力，从而通过优化

环境管理制度，降低交易成本，最终

彻底根除这类犯罪产生的土壤。笔者

通过分析各方公布的典型案例，发现

为了使在线系统显示出不超标的排

放数值而篡改伪造自动监控数据或

干扰监控系统运行，无非出于“环保

投入不足”和“超标判断标准不明”

这两种考虑因素。

排污单位由于生产技术更新或

者产能扩大，污染治理设施不再配套，

自动监测系统若显示真实数据的话，

一定会超标，不论何种原因导致排污

单位没有及时升级环保设施，在被抓

数据造假的时刻，都处于“环保投入

不足”的状态。这类案例，有“浙江

湖州长兴新天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案”、“浙江

杭州余杭高明家纺科技有限公司稀

释水样，干扰自动监测设施排放水污

染物案”、“福建泉州市晋江泉荣远东

水处理有限公司污染环境案”、“浙江

温州尊宝铁丝有限公司通过稀释排

放等方式篡改污水自动监测数据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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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环境案”、“四川攀枝花兴辰钒钛有

限公司干扰自动监测设施违法犯罪

案”等。

《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标

记规则》于2022年7月发布，并于2023

年1月1日起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火

力发电、水泥制造和造纸等行业正式

施行。在此之前，因自动监测设备故

障、维护、调试等特定运行状况或者

生产设施、污染防治设施启停机、故

障等非正常运行工况，造成自动监测

数据异常，从而显示污染物排放浓度

超标的情况，行政处罚方面缺乏合理、

统一的法律责任要件规定，把这种数

据异常简单机械的认定为“违法超

标”，从而加以严厉行政处罚的不在

少数。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榕鑫

能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篡改、伪造自

动监测数据案”中，内蒙古自治区乌

海市海南区人民法院（2022）内0303

刑初18号《刑事判决书》[6]显示，

被告责任人王某某就是为了“在设备

检修时避免环保超标被罚，才干扰了

检测设备”。因为有过在线数据超过

标准限值就一律被认定为“违法超标”

从而被环境执法部门处罚的经历或

同行先例，再加上随机抽查或巡查的

执法模式使排污单位产生了“不一定

被发现”的侥幸心理，所以宁可冒着

被抓现行的风险破坏自动监测数据，

而不去通过正当手段保证排放数据

不超标或去努力争取不被认定为超

标。需要说明的是，“环保投入不足”

和“超标判定标准不明”这两种情况

常常同时存在，共同作用，导致了破

坏自动监控系统的环境犯罪行为发

生。前文已经提到，环境刑事涉案合

规机制能够为犯罪嫌疑单位提供较

之以往更大的挖潜动力。具备了改善

意愿，思想上认识到了治污主体责任，

还需要有足够的改善能力。笔者认为，

涉案单位环保能力不足，主要原因不

在于其环保投入的规模不够。实际上，

经过一轮轮的行业整顿、提标改造、

督察帮扶，涉案企业已经投入了大量

资金，用于更换设备，优化管理。之

所以还是要破坏自动监测数据，是因

为这些投资没有实现预期效果，甚至

有些投资可能本身就是“面子工程”，

属于无效投资。因为涉案企业之前的

整改、提升都是按照产业政策或者行

业指导文件中关于具体技术或具体

设备的规定，而不能完全根据自身技

术、人员等条件选择最合适的改造方

案，所以整改、提升工程的投资效益

不高。也就是说，由于之前涉案企业

的市场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所以之前的环保投入尽管规模不小，

但无法发挥长效作用。刑事涉案合规

机制的应用，为犯罪嫌疑单位打破行

业壁垒、行政限制和地域界限，充分

优化组合市场资源，以最小投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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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最大投资效益，开辟了渠道。在

检察院的主导下，为了尽快完成合规

改造，犯罪嫌疑单位获得了充分的经

营自主权，能够真正作为市场主体，

在统一市场的范围内，选择最合适的

技术设备和咨询服务，制定和实施最

符合市场规律、最长效的整改计划，

从而彻底“除罪化”，维持稳定的环

境合规状态。

“超标判断标准不明”会直接导

致涉案企业冒险破坏监测数据。无法

否认的现实是，当前环境管理规范体

系尚不完善，各级、各类规定之间冲

突、交叉不断，管理真空、漏洞屡见

不鲜。因此，涉案企业在合规整改的

过程中，难免再次遇到“无规定可依”

或“不得不违反规定”的尴尬局面。

这时，检察院在刑事涉案合规程序中

的主导地位成为化解尴尬局面的关

键。梳理已公布的涉案合规典型案例，

“府检联动”、“行刑衔接”、推动“行

业治理”、推动“区域治理”、推动“合

规互认”，都是在自动监控领域的环

境涉案合规程序中可资借鉴的制度

先例。这样，在检察院的主导下，涉

案企业不仅能在合规整改期内享有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四条所规定

的“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

营商环境，而且通过后续的行业治理、

区域治理、合规互认等机制，环境行

政监管部门有机会将涉案合规改革

中被验证有效的管理方法、监管要点、

工作流程等关键细节借鉴过来，并用

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固定为长效管理

机制，从而更快消除当前环境行政管

理体系中的冲突、漏洞，提高环境监

管能力。

以上是笔者通过研究典型案例，

对在单位所进行的自动监控领域污

染环境犯罪中，应全面适用刑事涉案

合规机制的一点浅显认识。结合笔者

以往参与排污许可改革的工作经历，

随着笔者刑事涉案合规实践的深入，

针对如何设计有效的环境涉案合规

计划，各监管部门如何在合规改革过

程中分工配合，建立怎样的环境合规

外部监管体系才能起长效，笔者也将

进行更为深入、更具实践意义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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