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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evidence	colle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damage,	and	
discusses	its	 importance	and	existing	challenges	in	the	trial	of	environmental	 infringement	cases.	The	paper	first	summarizes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identific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including	the	nature	of	pollutants,	damage	degree,	causality	
and governance cost assessment. Subsequently, problems in the evidence collection process, such as different standards, inconsistent 
qualification standards, decentralized management and high costs. In the aspect of evidence identification, the complexity and 
professionalism	of	the	appraisal	basis,	 the	weakness	of	the	ability	of	the	appraisal	institution	and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burden	of	
proof	are	emphasized.	In	view	of	these	problems,	the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unifying	the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improving	the	
professional ability of the appraisal institutions, optimizing the collection process, strengthening the law-based support and promoting 
the cross-department cooperation are put forward. In the end, the paper emphasizes that these measure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ism and authority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identification, and provide a solid technical and legal guarantee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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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聚焦于生态环境损害鉴定中的证据采集与认定问题，探讨其在环境侵权案件审理中的重要性及现存挑战。论文首先概
述了生态环境损害鉴定的主要内容，包括污染物性质、损害程度、因果关系和治理成本评估。随后，指出了证据采集过程
中的问题，如标准不一、资质规范不统一、管理分散和成本高昂。在证据认定方面，强调了鉴定依据的复杂性和专业性、
鉴定机构能力的薄弱和举证责任的特殊性。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统一技术规范、提升鉴定机构专业能力、优化采集流
程、强化法律支持和推动跨部门协作等对策。论文最后强调，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提高环境损害鉴定的专业性与权威
性，为环境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与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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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在环境保护法律实践中扮演着至关

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为环境侵权案件提供了科学依据，而且

对于维护环境正义、实施赔偿制度、推动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具有深远的影响。

2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的主要内容

2.1 污染物性质的确定
在鉴定过程中，首先要对污染物的种类、浓度、分布

等特性进行精确的分析和测定。这需要运用化学分析、生物

检测、物理测量等多种科学技术手段。了解污染物的特性后，

可以对其对环境的潜在影响和对人类健康的可能危害进行

评估。例如，某些化学物质可能具有致癌性、致畸性或长期

累积性，这些特性的确定对于制定防治措施和修复方案至关

重要。

2.2 生态环境损害的性质、范围、程度
生态环境损害的评估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首先，要

评估损害对生态系统结构的影响，比如物种多样性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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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息地的破坏、食物链的中断等。其次，要分析生态服务功

能的改变，如净化空气和水、调节气候、土壤肥力维持等。

最后，还需考虑自然资源的退化情况，如水资源的减少、土

地荒漠化等。通过这些综合评估，可以全面了解环境损害的

实际情况，为制定合理的修复方案奠定基础。

2.3 因果关系的评定
在环境侵权案件中，确定污染行为与生态环境损害之

间的因果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这通常需要通过环境流行病学

研究、生态风险评估、暴露与效应关系分析等科学方法来实

现。例如，通过对比污染源周边和远离污染源的区域的生态

环境状况，可以揭示污染源对环境的具体影响。此外，通过

模拟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过程，可以进一步证明污染

源与损害之间的直接联系。

2.4 污染治理与运行成本评估
评估修复受损环境所需的经济成本是鉴定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涉及对清理污染物、恢复生态系统、长期环境监

测等各项活动的预算编制。例如，清理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

可能需要采用化学稳定化、土壤替换等技术，每种技术的成

本都需要详细评估。同时，还需要考虑长期的环境监测和管

理费用，以及可能的生态恢复费用，如重新种植植被、重建

水生生态系统等。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的这些内容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

一个完整的评估体系。通过专业的鉴定工作，可以为环境法

律诉讼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和证据基础，确保环境侵权案件

能够得到公正和有效的处理。此外，生态环境损害鉴定的结

果也对增强公众环境意识、推动环境政策制定和实施具有重

要作用。通过这些努力，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环境，

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 生态环境损害证据采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生态环境损害证据采集是确保环境司法公正和有效性

的关键环节。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证据采集面临着诸多问

题和挑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环境损害鉴定的质量

和效率。

3.1 种类多，标准不一
环境损害鉴定涉及的证据类型多样，包括但不限于污

染物样本、环境监测数据、生态影响评估报告、遥感图像、

地理信息系统（GIS）数据等。不同领域和地区的技术要求

和标准可能存在差异，这不仅增加了证据采集的难度和复杂

性，也可能导致不同机构或专家之间的意见分歧，影响证据

的一致性和可信度。

3.2 资质规范不统一
当前，环境损害鉴定机构的资质规范和评定标准尚不

统一，这导致市场上鉴定机构的质量参差不齐。一些机构可

能缺乏必要的专业能力和设备，提供的证据可能无法达到法

庭的可采纳标准，从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

3.3 门槛低，管理分散
环境损害鉴定机构的准入门槛相对较低，缺乏有效的

管理和监督，这可能导致证据质量和可信度无法得到保证。

此外，管理的分散性也使得对鉴定机构的监管和质量控制更

加困难，需要加强跨部门的协作和信息共享。

3.4 周期长，成本较高
环境损害证据的采集通常需要专业的技术和设备，而

且过程可能耗时较长，同时成本也较为高昂。这对于环境受

害人来说，不仅增加了诉讼的经济负担，可能影响其提起诉

讼的意愿，也对环境损害的及时修复造成了阻碍。

3.5 技术专业性要求高
环境损害鉴定需要专业的技术知识和设备支持，对鉴

定人员的专业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在一些地区，可能缺乏

足够的专业人才和设备，这限制了证据采集的效率和准确

性，也可能导致鉴定结果的偏差。

3.6 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
环境状况的不断变化给证据的采集和后续的鉴定带来

了不确定性。例如，季节性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自然因素

都可能影响环境损害的状况和证据的有效性。因此，需要在

证据采集过程中充分考虑这些不确定性因素，采取相应的措

施确保证据的时效性和相关性。

3.7 法律支持不足
法律对于环境损害证据采集的具体程序和要求规定不

够明确，导致实践中的操作存在模糊地带。这不仅影响了证

据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也给鉴定人员和法律工作者带来了困

扰。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证据采集的

标准和程序 [1]。

针对上述问题，需要从多个方面采取措施进行改进和

完善。首先，应加强法律法规建设，明确证据采集的标准和

程序，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其次，需要建立统一的资质规

范和评定体系，加强对鉴定机构的管理和监督，提升鉴定服

务的整体质量。再次，应加大对环境保护领域的投入，提高

技术水平，降低鉴定成本，使得更多的受害人能够承担起诉

讼的经济负担。同时，也需要培养更多的环境专业人才，提

高鉴定人员的专业技术能力。最后，应加强环境监测和信息

共享，提高对环境变化的应对能力，确保证据的时效性和准

确性。通过这些综合措施，可以有效提高环境损害证据采集

的效率、准确性和权威性，为环境司法实践提供坚实的支持。

4 生态环境损害在证据认定方面的特殊性

生态环境损害在证据认定方面具有一些特殊性，这些

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易逝性和扩散性：环境损害的证据往往具有易逝性，

污染物可能会随时间推移而消散或发生变化，扩散到环境中

的其他部分。因此，及时采集和保存证据至关重要，错过时

机可能导致关键证据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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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复杂性和专业性：生态环境损害的认定需要专业的

环境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证据的采集和分析通常涉及复杂

的科学实验、数据分析和模型模拟，需要专业的环境科学家

和技术人员参与。

③因果关系的确定性：在环境侵权案件中，确定污染

行为与生态环境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一个挑战。由于环境

系统的复杂性，往往需要排除其他可能的因素，才能准确建

立因果联系。

④举证责任的特殊性：与传统的民事侵权案件相比，

环境侵权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可能存在特殊性。在某些情

况下，法律可能规定被告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或者适用无

过错责任原则 [2]。

⑤间接证据的使用：由于直接证据的采集可能存在困

难，环境损害案件中常常需要依赖间接证据来推断损害情

况。这要求法院在证据认定时，能够接受和评估间接证据的

有效性和可靠性。

⑥长期性和不确定性：生态环境损害的影响可能不会

立即显现，而是在长期的过程中逐渐显现。因此，证据认定

需要考虑到长期的环境监测数据和潜在的未来影响。

⑦社会公共利益的关联：生态环境损害案件往往涉及

社会公共利益，证据的认定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权益，还可

能影响到社会整体的环境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针对这些特殊性，法院在审理环境侵权案件时，需要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采取科学、合理的证据认定方法，确保

判决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同时，也需要相关法律和政策的支

持，以提高证据认定的效率和准确性。

5 结论

在当前环境保护日益受到重视的背景下，生态环境损

害鉴定在环境侵权案件审理中的作用愈发凸显。生态环境损

害鉴定不仅为案件提供了科学依据，而且对于推动环境保护

法律的实施、维护公众环境权益、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生态环境损害鉴定在证据采集和认

定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已经成为制约环境司法公正和效

率的关键因素。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法律、技术、管理和经济

等多个层面进行系统的改进和完善。

首先，加强法律法规建设是提高环境损害鉴定质量和

效率的基础。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证据采集

的标准和程序，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和权威性，可以为环境

损害鉴定提供明确的指导和规范。同时，建立统一的资质规

范和评定体系，加强对鉴定机构的管理和监督，有助于提升

鉴定服务的整体质量和公信力 [3]。

其次，加大对环境保护领域的投入，提高技术水平，

是提升环境损害鉴定能力的关键。通过引进和研发先进的环

境监测和分析技术，提高鉴定人员的专业技术能力，可以有

效提升证据采集的准确性和效率。同时，降低鉴定成本，使

得更多的受害人能够承担起诉讼的经济负担，有助于保障公

众环境权益的实现 [4]。

最后，加强环境监测和信息共享，是提高环境损害鉴

定时效性和准确性的重要措施。通过建立健全的环境监测网

络，实现数据的实时共享和分析，可以及时发现和应对环境

损害事件，为证据采集和鉴定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

在证据认定方面，法院需要充分考虑生态环境损害的

特殊性，采取科学、合理的证据认定方法。这包括但不限于

对易逝性和扩散性证据的及时采集和保存，对复杂性和专业

性证据的深入分析和评估，以及对因果关系和举证责任的特

殊性的准确把握。同时，相关法律和政策的支持对于提高证

据认定的效率和准确性至关重要。通过制定明确的证据认定

标准和程序，提高法官和鉴定人员的专业能力，可以确保环

境侵权案件的判决更加公正和合理 [5]。

6 结语

通过加强法律法规建设、提升技术水平、降低鉴定成本、

加强环境监测和信息共享等综合措施，可以有效提高环境损

害鉴定的专业性与权威性。这不仅有助于维护环境正义，促

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对于推动环境保护法律的实施、

增强公众环境意识、促进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作

用。通过这些努力，我们可以期待构建一个更加公正、高效

和可持续的环境司法体系，为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和促进人

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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