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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环境事件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的困境和对策

戴新

贵州绿兴清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贵州 贵阳 550002

摘 要：突发环境事件可能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对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造成损害。在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工作时，面临一些困境，如赔偿责任的界定、赔偿金额的确定和责任主体的追究等。为了有效解决这些困境，我们

需要采取一系列对策，包括建立公正、透明的赔偿机制、加强科学评估和监测能力、增强企业环境责任意识和完善

法律法规等。以下就是论文对突发环境事件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的困境和对策的分析，希望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工作的高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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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dden	environmental	events	may	cause	serious	damage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ausing	damage	 to	
the	ecosystem	and	human	health.	When	carrying	ou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compensation	work,	 there	are	some	
difficulties,	such	as	defining	compensation	 liability,	determining	compensation	amount,	and	holding	responsible	parties	
accountable.	To	effectively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we	need	to	take	a	series	of	measures,	including	establishing	a	fair	and	
transparent	compensation	mechanism,	strengthening	scientific	evaluation	and	monitoring	capabilities,	enhancing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awareness,	and	improv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following	is	an	analysis	of	the	difficultie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carrying	out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damage	compensation	work	for	sudden	environmental	
events	in	the	paper,	hoping	for	the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damage	compensatio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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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突发环境事件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常常是无法预见

和避免的，因此如何进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是保护环境、维

护公共利益的重要课题。然而，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

时，常常面临一系列困境，从如何界定赔偿责任到如何确定

赔偿金额，都需要考虑多个因素。

2 突发环境事件的概念

突发环境事件是指在特定地点、特定时间内突然发生

的、对环境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这些事件通常是突然出现

的自然灾害、环境事故或人为事故，如地震、洪水、火灾、

化学泄漏等。这些事件往往会导致生命财产的损失以及环境

的破坏，对周围地区和社会造成了重大影响。由于其突发性

和不可预测性，突发环境事件需要及时应对和有效的应急措

施来减少损失和保护人员安全 [1]。

3 突发环境事件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
面临的难点

3.1 定量损失评估困难
定量损失评估是突发环境事件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工作中的一个困难点。具体而言，评估生态环境损失难点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评估生态环境损失需要建立科学规范

的评估指标和方法，以确保所得到的结果具有科学性和可靠

性。但是，由于生态环境的复杂性以及与人类社会的紧密联

系，评估指标和方法的建立往往受到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

响，需要进行深入的探究。二是为了评估生态环境损失，需

要充分获取和处理相关的数据。但是，这一过程可能会受到

许多限制，如数据来源不充分、数据质量不够高、数据缺失

以及不同数据来源之间存在的差异等，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定

量损失评估的准确性。三是生态环境的价值很难以货币化方

式量化。因此，在定量损失评估中，如何对生态环境的价值

进行衡量是困难的。即使已有的评估方法能够量化生态服务

的部分价值，但其完整价值尚未得到充分认可，这也使得评

估结果的准确性存在一定的偏差 [2]。

3.2 公平与公正问题
突发环境事件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面临的另一

个难点是公平与公正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多个利益相

关方，包括受害者、责任方、政府、企业等。一是在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中，需要平衡不同利益相关方的权益。受害者可

能要求得到全面的赔偿和修复，而责任方可能会尽量降低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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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责任。政府则需要在维护公共利益和保护受损环境之间进

行权衡。在实现利益平衡的过程中，需要制定公正的机制和

标准，以确保各方权益得到合理保护。二是突发环境事件可

能对不同地区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一些地区可能受到较大

的直接损害，而其他地区可能受到间接的间接影响。因此，

在进行损害赔偿时，需要考虑地区之间的差异，确保赔偿工

作能够公平地覆盖受损地区的需求。三是在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中，信息不对称问题也可能导致公平与公正的困难。责任

方可能拥有更多的信息和资源，而受害者可能缺乏对自身权

益的了解和捍卫能力。

3.3 损害责任确认困难
突发环境事件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面临的难点

之一就是损害责任的确认。一是在某些情况下，责任方可能

很明确，如由企业活动引起的事故或违法行为。但是，在自

然灾害等情况下，责任的追溯可能会变得复杂。确定事件的

具体原因、责任方的行为和管理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需

要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二是突发环境事件的责任往往涉

及多个相关方，如主要责任方、监管机构、政府等。在确定

损害责任时，需要考虑多方之间的分工和合作，确保责任被

合理地分摊，并避免责任的推诿和逃避。三是突发环境事件

导致的生态环境损失往往难以准确量化责任。生态环境具有

复杂性和高度的动态性，损害的范围和程度可能难以确定。

评估责任时，需要考虑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以及对生态功能

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四是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的法律法规可能存在差异，缺乏统一的法律标准

导致责任的确定存在困难 [3-4]。

3.4 赔偿机制建立困难
一是在赔偿机制中，需要明确责任方的赔偿责任。然而，

在一些情况下，责任的界定并不明确，涉及多个相关方的行

为和决策。因此，需要建立公正、透明和可行的程序来确定

赔偿责任。二是由于生态环境的复杂性和与经济价值之间的

联系不确定性，确定应赔偿金额也是困难的。赔偿金额的确

定需要充分考虑损失的实际情况，并依据科学、公正的评估

方法进行量化。三是一旦确定赔偿金额和责任主体，如何确

保赔偿的实施也是一个难点，涉及政府的监管能力、企业的

经济承担能力、监督机构的有效性等问题。

4 突发环境事件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的
有效措施

4.1 制定健全的法律法规
制定健全的法律法规是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的

重要措施。一是法律法规应明确规定突发环境事件中的损害

责任，明确相关责任主体的赔偿义务。例如，可以规定污染

源企业对环境损害负有主要责任。二是法律法规应明确生态

环境损害的赔偿标准，包括对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和修复成

本的评估，以及相关经济损失的计算方法，确保赔偿金额的

公正和合理。三是法律法规应明确赔偿机制的建立和运作，

建立专门的赔偿基金，确保赔偿资金的来源和管理，以及建

立相关的保险制度来分担责任主体的经济风险。四是法律法

规应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程序，包括赔偿申请的途径、

评估流程、争议解决机制等，确保赔偿工作的顺利进行，并

提供公正和透明的处理程序。五是法律法规需要明确监管机

构的职责和权限，并强化执法力度，以确保责任主体遵守赔

偿义务，及时赔偿损失。需注意法律法规需要定期审查和修

订，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保护需求和科学认识的发展。通

过及时修订和更新，保持法律法规的适应性和有效性 [5-6]。

4.2 建立完善的损害评估机制
建立完善的损害评估机制是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

作的重要措施。一是明确科学准确的评估准则和方法，以确

保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和可靠性，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如生

态系统特征、生物多样性损失、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等。二

是建立专业评估机构或团队，由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经验的

人员进行生态环境损害的评估工作，确保工作人员具备科学

研究、环境监测、生态学、经济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三是

进行有效的实地调查和数据收集，以获取准确的损害信息。

四是综合分析收集到的数据和信息，对损害范围、程度和影

响进行评估，通过使用适当的评估模型和技术工具来支持决

策。通过建立完善的损害评估机制，能够提高生态环境损害

评估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为赔偿金额的确定提供可靠的依

据。同时，也可以提供决策和管理的指导，帮助监管机构和

责任主体更好地了解并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损害情况。

4.3 强化赔偿责任主体的监管
强化赔偿责任主体的监管是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

作的关键。建立完善的责任主体监管制度，包括责任主体的

监督、检查、评估和惩戒机制等，确保责任主体遵守法律法

规和履行赔偿责任。加强对突发环境事件中责任主体的处罚

力度，对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并将其列入企业信用度和

负面清单，使责任主体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承担赔偿责任。

建立责任主体环境污染信息公示制度，要求责任主体必须公

示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损害情况，加强对信息公示工作的监

督和力度。建立举报和投诉机制，为公众提供信息举报渠道，

对举报和投诉进行受理、调查和处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

参与权，促进责任主体的自我约束和履行赔偿责任。加强环

境保护宣传和教育，增强责任主体环保意识和责任意识，使

其理解生态环境损害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影响，自觉

加强环境保护行为。加强各级、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共

同打击违法环保行为，确保执法部门能够依法开展监管执法

工作，防止赔偿责任主体逃避执法。

4.4 建立赔偿基金和保险机制
建立赔偿基金和保险机制是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

作的重要措施。建立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出资的赔偿基金，用

于缓解突发环境事件中的赔偿压力。赔偿基金可用于弥补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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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补偿救治费用和复原恢复成本等。赔偿责任主体应购买

环保责任险，这种保险能够帮助责任主体减轻风险和承担责

任，确保企业和个人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承担赔偿责

任。建立公共责任保险机制，能够为生态环境损害的受害者

提供补偿，降低损失。此外，还能够促进涉及生态环境损害

的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提高。设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基金，

用于弥补环境污染责任主体无力承担的赔偿费用。这可以对

责任主体的风险承担提供保障，同时也为受损群众提供了更

多的补偿途径。建立针对生态受损地区的生态补偿机制。生

态补偿旨在通过生态修复、生态保护和资源管理等途径，弥

补生态系统受损的经济、社会和生态价值损失，并鼓励企业

更好地履行环境保护社会责任。

4.5 加强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
建立公众参与机制，确保公众有权利和机会参与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的决策和实施过程。例如，可以设立公众

咨询机构、召开公众听证会或研讨会等方式，征求公众的意

见和建议。建立完善的信息公开渠道，向公众提供相关的环

境损害和赔偿信息，包括向公众公示环境损害评估报告、赔

偿方案、实施进展以及赔偿款项的使用等信息，确保信息的

透明和公开。将专业科学的环境损害评估、赔偿工作等信息

转化为易懂的语言和图表，向公众提供详尽的解读，帮助公

众了解影响和意义，增强公众对赔偿工作的认知和理解。通

过教育宣传和培训，提高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和赔偿工作的

意识和知识水平。例如，开展相关的环境教育活动，培训公

众如何参与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等。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积极

参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如环保组织、公益机构等。社

会组织可以发挥监督作用，代表公众参与赔偿工作，并提供

专业意见和建议。建立与公众的有效沟通机制，回应公众关

切和疑虑，解答公众提出的问题和建议。通过开展定期的沟

通会议、互动平台、媒体报道等方式，促进双向的信息流通

和共识建立。

4.6 加强国际合作，分享经验
加强国际合作和分享经验是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

作的重要措施。建立国际合作机制，促进各国在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工作中的互动和交流。例如，可以通过签署双边、

多边协议或开展国际合作项目，分享经验、技术和政策，共

同应对跨国界的环境损害和赔偿工作。定期举办国际会议和

研讨会，为各国专家、学者和政府代表提供交流和合作的平

台。会议和研讨会可以分享不同国家的赔偿案例和实践经

验，深入探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面临的共同挑战和解决

方案。建立国际信息共享平台，供各国发布和获取有关生态

环境损害和赔偿的最新信息、研究成果和政策措施。这有助

于加强国际合作和提高各国对赔偿工作的了解和能力。积极

参与国际标准和规范的制定，推动建立统一的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原则和方法。这能够提高各国赔偿工作的可比性和协调

性，促进国际的公平竞争和合作。发达国家可以向发展中国

家提供技术支持，帮助其加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的能力 

建设 [7-8]。

5 结语

综上所述，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是保护生态环

境、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然而，在实践中常常面临

着诸多困境，为了有效解决这些困境，我们需要加强法律法

规的制定和执行，建立公正、透明的赔偿机制，并注重科学

评估和监测能力的提升。同时，加强公众参与和国际合作，

分享经验和资源，也是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的关键。

只有通过多方共同努力，我们才能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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