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21年 第1期

论渔业法之渔业水域污染事故法律责任

赵亦钧,裴兆斌

(大连海洋大学海洋法律与人文学院 大连 116023)

收稿日期:2019-12-31;修订日期:2020-12-21

基金项目:2020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2020lslktjdzd-014);辽宁省教育厅2019年度科学研究经费项目(DW201903);农业农村部渔

业渔政管理局2019年度渔业法修改研究项目(NY2019F0501);教育部备案2017年度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心项目“东北亚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

(17ZDA136).

作者简介:赵亦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行政法、海洋法

通信作者:裴兆斌,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行政法、行政诉讼法、海洋法、渔业法和国际刑法

摘要:优质的渔业水域环境是我国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渔业水域环境面临着较

为严峻的污染问题,污染事故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渔业的持续稳定发展。为了保护渔业水域环

境、防治渔业水域污染事故,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中均规定了相关内容,基本形成了渔业水域污染事故的法

律规制模式,但仍然存在许多法律问题,如法律规定缺乏实施细则,可行性较低;相关定义模糊不

清;事故损害调查方式不够合理等。在此背景下,文章分析了目前渔业水域污染事故对应的民事

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和刑事法律责任,并提出建议,为渔业水域污染事故的处理和归责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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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xcellentwaterenvironmentforfisheryisanimportantguaranteeofsustainabledevel-

opmentoffisheryinChina.CurrentlythewaterenvironmentforfisheryinChinaisfacingwithse-

verepollution,withpollutionaccidentshappeningfromtimetotime,seriouslyimpactingthesus-

tainableandstabledevelopmentoffishery.Inordertoprotectthewaterenvironmentandprevent

pollutionaccidentsinwaterforfishery,relevantcontentisstipulatedinlawsofChina,including
FisheryLaw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Law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onthePre-

ventionandControlofWaterPollutionandMarineEnvironmentProtectionLawofthe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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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blicofChina.Lawsandregulationsonwaterpollutionaccidentsforfisheryhavebeenbasical-

lydeveloped,butmanylegalissuesstillexist,includinglackofdetailedrulesforimplementation

oflawsandregulations,lowfeasibility,ambiguousdefinitions,andunreasonableinvestigation

methodofaccidentdamages.Undersuchacontext,thepaperanalyzedthecivillawresponsibili-

ties,administrativelegalresponsibilitiesandcriminalresponsibilitiesforwaterpollutionaccidents

offishery,andputforwardcorrespondingsuggestions,soastoprovidereferenceforhandlingsuch

accidentsandidentifyingresponsibilities.

Keywords:Fisherylaw,Pollutionaccidentinfisherywaters,Ecologicalenvironmentoffisherywa-

ter,Legalresponsibility,Sustainabledevelopmentoffishery

1 相关概念的界定及问题的提出

1.1 渔业水域

渔业的发展必须以环境适宜的渔业水域为基

本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中渔

业水域被定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水域中鱼、

虾、蟹、贝类的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洄游通道和

鱼、虾、蟹、贝、藻类及其他水生动植物的养殖场所。

然而实际应用的过程中,上述生物产卵、觅食、过冬

及洄游的水域往往难以清晰界定。渔业水域环境

不但与渔业生产活动有联系,还与附近其他类型的

人类活动息息相关,这就使得该类事故的界定和归

责更加复杂。

1.2 渔业水域污染事故

《渔业水域污染事故调查处理程序规定》中把

渔业水域污染事故定义为:由于单位和个人将某种

物质和能量引入渔业水域,损坏渔业水体使用功

能,影响渔业水域内的生物繁殖、生长或造成该生

物死亡、数量减少,以及造成该生物有毒有害物质

积累、质量下降等,对渔业资源和渔业生产造成损

害的事实。换句话说,污染行为对渔业水域的环境

或生物有不良影响,使渔业资源及渔业生产遭受损

失的结果,就可以称作渔业水域污染事故。

关于渔业水域污染事故的认定,实际中常把

“鱼类死亡情况”作为主要标准,而对其他危害考虑

较少[1]。而从定义来看,渔业水域污染事故并不单

单表现为鱼类死亡,还包括水体功能的损坏、影响

生物繁殖生长、有毒有害物质的累积、生物质量降

低等非鱼类死亡损失,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只有鱼

类死亡的情况是明了且较容易评估的,其他事项的

标准相对模糊且较难量化,因此现实中往往很难作

为法律责任认定的依据使用。

1.3 渔业水域污染事故现状

农业农村部与生态环境部共同发布的《中国渔

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18)》阐述了我国渔业水域

环境的现状:总体来看,虽然环境状况较为稳定,但部

分渔业水域依然存在污染较严重的问题。2018年,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部分省(市、区)共报告的渔业

污染事故数量达到140起,这当中发生于内陆渔业

的污染事故有139起,海洋渔业污染事故1起,而

2015—2017年分别为79起、68起、66起,单从渔业

污染 事 故 发 生 总 量 来 看,2018 年 有 了 明 显 的

增长[2]。

在此背景下,理解和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

业法》(以下简称《渔业法》)及相关法律中关于渔业

水域污染事故的法律责任,对于高效评估事故损

失、落实赔偿、防治渔业水域污染事故的发生具有

重大意义。

2 我国渔业水域污染事故的相关法律梳理

当前,在渔业水域环境污染事故这一问题上,

我国基本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

法》(以下简称《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水污染防治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以下简称《渔业

法》)等法律为中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产资源

繁殖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

《渔业法实施细则》)等国务院行政法规和《渔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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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标准》《渔业水域污染事故调查处理程序规定》等

部门规章为补充的法律体系。

《海洋环境保护法》主要规定了与海洋生态和

海洋资源有关的法律。将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责

任进行了明确,规定渔政部门有责任参与和渔业环

境相关的事务,如对渔港水域内非军事船舶和渔港

水域外渔业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情况进行监督管

理、保护渔业水域生态环境,并调查和处理渔业污

染事故。其次,关于其他可能影响渔业的事项,渔

业行政部门应当如何参与,也作了相关规定。如: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通过和海洋倾倒区的设立都

须征求渔业行政部门的意见,排污口的设置应在规定

期间内通报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此外,该法律还规定

了海洋水产资源受到损害的法律责任,如:污染行为

导致海洋生态系统、水产资源及保护区遭到损害的,

应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责令其改正和补救。

《水污染防治法》在水污染事故处置一章中规

定了污染事故对渔业造成影响时,渔业行政部门有

参与查处的权力。如:企事业单位或渔业船舶的行

为导致污染事故的,应向渔政部门报告,接受其调

查处理;其他船舶造成水污染事故,渔业主管部门

应参与调查处理。

《环境保护法》是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的基本

法律,其中列出向海洋排放污染物、废弃物、进行海

岸工程和海洋工程建设等行为应符合法律法规规

定的有关标准,防止和减少对海洋环境的污染,该

法条为渔业水域污染事故的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提

供了依据。

《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的目的是保护水产

资源,其中对水域环境的维护作了专章规定,提出

了禁止向渔业水域排放对水产资源有危害的污染

物质及废弃物,在修建水利工程时也必须考虑到渔

业水域的环境问题。

《渔业法》是渔业领域最基本的法律。首先,其

对水产养殖的环境保护责任作出规定,即水产养殖

过程中要注意保护水域环境,科学控制养殖密度,

合理投饵、施肥等,避免对水域环境造成污染。其

次,明确了渔业水域环境监督和污染事故调查处理

的根据和造成渔业水域生态环境破坏或者渔业污

染事故的法律责任依据,即《海洋环境保护法》和
《水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为了更好地施行上

述法律规定,与《渔业法》配合实施的还有一系列行

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如《渔业法实施细则》《渔业水

质标准》《渔业水域污染事故调查处理程序规定》

等,这些为渔业水域污染事故的处理提供了更具可

行性的依据。

3 渔业水域污染事故的法律责任的构成及

分析

人类对渔业资源的利用无法完全避免对水域

产生污染,在发生渔业水域污染事故时不同主体间

存在诸多的冲突和纠纷,这些都离不开法律的调

整。根据所违反的法律的性质,违法主体应该承担

的责任分别有:民事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和刑

事法律责任。

3.1 民事法律责任

3.1.1 渔业水域污染事故民事法律责任的定义

民事法律责任,即民事主体对于自己因违反合

同,不履行其他民事义务,或者侵害国家的、集体的

财产,侵害他人的人身财产、人身权利而引起的法

律后果[3]。结合渔业水域污染事故相关法律,可以

认为渔业水域污染事故中的民事责任为:实施违反

渔业或环境类法律的行为,或直接导致水域污染事

故,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3.1.2 渔业水域污染事故民事法律责任的特点

通过对定义的分析,可以得出渔业水域污染事

故民事法律责任的特点有:第一,强调客观结果。

也就是说不论行为人的主观意志是否存在故意和

过失,只要客观上造成了渔业水域污染事故,产生

了对他人民事权益侵害的结果,就应承担民事责

任。第二,责任的主要承担形式为财产责任。民事

责任侧重于对受害人的补偿,行为人的民事责任主

要是对受害者进行财产补偿,用以弥补事故造成的

物质和经济损失。

3.1.3 渔业水域污染事故民事法律责任的构成

渔业水域污染事故作为一种环境污染损害,属

于特殊的侵权,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其构成要件

有3个。

第一,危害渔业水域环境的行为存在。有污染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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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是行为人承担环境侵权民事责

任的前提。也就是说,行为人只有实施了损害渔业水

域环境的侵权行为,才需承担民事法律责任,无损害

行为就无责任[4]。传统的民事责任强调侵权行为的

违法性,但在环境侵害中常常存在“合法”行为损害他

人民事权益的情形。若仍将违法性作为责任认定的

必要条件,则不利于保护受害者的利益[5]。

第二,发生损害事实。损害事实是损害行为的

后果,在渔业水域污染事故责任中,损害事实既包

含现实发生的、直接的损失,也包括潜在发生危险

的可能性[6]。

第三,危害行为和损害事实间存在因果关系。

也就是说加害人对渔业水域的污染行为和受害人

遭受的人身或财产的损害必须有因果关系。渔业

水域污染事故中的因果关系判定较为复杂,需要先

进技术和相关知识的支撑,因此放宽了对因果关系

严密性、直接性的证明,这也是环境侵权在环境民

事责任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因。

在环境侵权损害中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和过失

不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

3.1.4 渔业水域污染事故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

根据《环境保护法》及其他环境类法律,可以总

结出渔业水域污染事故民事责任的主要承担方式

有以下几种。

第一,停止侵害。造成渔业水域污染事故的侵

害行为仍然在继续的时候,受害人可以要求环境侵

害人停止其侵权行为。

第二,排除妨害。权利人在渔业水域行使合法

权利时因渔业水域污染事故而受到阻碍,有权请求

侵害人排除妨害,保证权利的正常行使。

第三,赔偿损失。指行为人因渔业水域污染

事故给他人造成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的,应对受

害人损失进行赔偿。这是使用最广泛的民事救济

方式。

还需注意的是,依照《环境保护法》和其他环境

类法规,造成环境污染之后存在3种抗辩事由,符合

其中之一的,行为人可以不承担相关民事法律责

任。3个免责条件分别为不可抗力、受害人过错和

第三人过错。

3.2 行政法律责任

3.2.1 渔业水域污染事故行政法律责任的定义

行政法律责任主要是由于失职行为人因违反

了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应当承担的一种强制性

后果[7]。行政责任可分为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渔

业水域污染事故行政处罚是指:环保、渔政等部门

作为行政主体,依程序对违反渔业水域环境保护或

渔业行政法律法规但尚未构成犯罪的行为人,给予

行政制裁的行为。渔业水域污染事故行政处分是

指:对渔业水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行政机关依

照行政隶属关系给予有违法失职行为的公务人员

的一种惩罚措施,是一种内部行政行为。

3.2.2 渔业水域污染事故行政法律责任的特点

依据行政法律责任的特征,渔业水域污染事故

行政法律责任的主要特点有两点。一是责任主体

有两类,分别为渔业行政主体责任和渔业行政相对

人责任。二是与主体相对应,两类责任分别为渔业

水域污染事故行政处分和渔业水域污染事故行政

处罚。

3.2.3 渔 业 水 域 污 染 事 故 行 政 法 律 责 任 的 构 成

要件

参考环境行政责任的构成要件,结合渔业水域

污染事故的特殊性,可以总结出渔业水域污染事故

行政法律责任有以下构成要件。第一,有违法行

为。即行为人进行了违反《渔业法》《环境保护法》

等相关法律的行为。第二,行为人有主观过错。主

观方面具有故意或过失是行政责任承担的必要条

件。第三,危害后果。根据《环境保护法》,产生危

害后果不是承担环境行政责任的必要条件,但渔业

水域污染事故法律责任的出现必然是因为污染事

故的发生,因此属于必然存在危害结果才需承担责

任的情况,也就是说危害后果是渔业水域污染事故

行政法律责任的必要条件。第四,因果关系。即违

法行为与危害结果间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3.2.4 渔业水域污染事故行政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

从内容上来看,行政法律责任的内容包括对行

为人进行惩罚和对行为对象进行补救[8]。按照该分

类标准,渔业水域污染事故中行为人的法律责任承

担方式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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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型措施主要有通报批评、行政处分、行政

处罚。通报批评指的是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

机关或个人的违法行为作出的书面处罚,是一种较

轻的行政责任承担方式,主要是为了对行为人和其

他人进行教育。行政处分针对的是行使环境行政

行为并有违法失职现象的公务人员,当出现违法失

职行为时,行为人应承担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

撤职、开除6种惩罚程度不同的处分,属于较为严厉

的行政责任承担方式。行政处罚针对的是环境行

政相对人,主要有警告、罚款、没收、吊销执照、责令

定期整改、拘留等。

补救型措施主要有:承认错误、赔礼道歉、恢复

名誉、消除影响、返还权益、恢复原状、行政赔偿等。

补救型措施是指在渔业水域污染事故发生后,行为

人采取措施补救自己的失职行为或违法行为造成

的环境损害和渔业资源损害,其既适用于行政主体

又适用于环境相对人。

3.3 刑事法律责任

3.3.1 渔业水域污染事故刑事法律责任的定义

刑事责任,即指犯罪人因实施犯罪行为应当承

担的刑事法律规定的法律责任,包括主刑和附加刑

两种刑事责任。据此,可以认为渔业水域污染事故

的刑事责任是指犯罪人实施了污染渔业水域的行

为,造成了污染事故,依据刑法应当承担的刑事法

律责任。刑事责任一般是通过剥夺或限制犯罪人

的某种权益,来对其行为进行的否定性评价。

3.3.2 渔业水域污染事故刑事法律责任的特点

参照环境刑事责任的特征,渔业水域污染事故

刑事责任的特点有以下几种。

第一,财产刑的应用较为广泛。追究刑事责任

的目的在于保护渔业水域环境,恢复水域的渔业使

用价值,所以在处罚时更多地考虑到对恢复生态环

境的需要[5]。部分造成渔业水域污染的行为人是为

了谋取非法利益,财产刑的合理应用在一定程度上

能限制其犯罪的不法收益,防止此类犯罪的反复

发生。

第二,从实践经验来看,渔业水域环境污染犯

罪常常是法人犯罪,应当适用双罚制,对法人和法

定代表人都要处罚。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三百四十六条单位犯破坏环境资源罪的处罚规定,

渔业水域污染事故按照具体犯罪行为归为其中的

环境污染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等罪名,因此可以

对符合相关罪名的渔业水域污染事故进行双罚。

第三,刑事责任具有最高的震慑力,是最严重

的法律责任,因此具有谦抑性,要严格规范适用范

围和限度。

3.3.3 渔 业 水 域 污 染 事 故 刑 事 法 律 责 任 的 构 成

要件

第一,犯罪主体。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自

然人、法人、非法人单位都可作为环境刑事责任的

主体。第二,犯罪的主观要件。在主观要件方面,

必须要求犯罪人有主观故意或过失,否则不能成立

犯罪。主观上无过错但造成了污染事故,对渔业产

生损害的行为应归到民事及行政处罚中。第三,犯

罪的客体。对于环境犯罪客体,我国学者提出社会

管理制度说、公共安全说、环境权说、复合权说等学

说[9]。按照通说,环境犯罪侵犯的一般客体为我国

刑法所保护的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同类客体为

国家、法人和公民的环境权。第四,犯罪的客观要

件,指的是污染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的总和。

3.3.4 渔业水域污染事故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

第一,有期监禁。对渔业水域实施污染行为或

造成渔业水域污染事故触犯刑法的,被法院判处剥

夺一定时期的人身自由。

第二,罚金。对渔业水域实施污染行为或造成

渔业水域污染事故触犯刑法的,法院判处犯罪人向

国家缴纳一定数额的金钱。

发生渔业水域污染事故后可能涉及的罪名有

环境污染罪、环境监管失职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非法处置进口固体废物罪等。除了对犯罪人的刑

事处罚外,刑事责任还包括恢复环境、提高环境质

量和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环境权等内容[10]。

4 对渔业水域污染事故法律责任的完善建议

4.1 细化相关法律,增强可行性

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在渔业水域环境保护和污

染事故法律责任方面规定不够系统明晰且较为分

散,在《渔业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

等法律及一系列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均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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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些法律中针对渔业污染事故归责问题的叙

述极为笼统,很难在处理实际问题时高效地应用。

因此,建议将渔业水域污染相关法律进行系统整

合,在《渔业法》中设立专章来针对渔业水域环境保

护及污染事故法律责任,同时出台配套实施细则,

将法律中的原则具体化,增强其可操作性。

在渔业法专章和实施细则中应厘清渔业行政

部门在渔业水域环境保护和参与处理污染事故中

的地位和权力。将环保部门、渔政部门在交叉领域

的行政执法权进行整合并明确规定各自的执法范

围,实现权责清晰的跨部门管理机制,避免在事务

中出现权责不清的情况。

在渔业法专章和实施细则中应完善渔业水域

环境监测制度,为渔业水域环境污染事故的调查处

理提供更为科学的数据基础[11],避免只根据鱼类死

亡情况对渔业水域污染事故进行片面判断。对水

体功能、渔业资源的全面损害评估也有利于对行为

人法律责任的正确判定。

在渔业法专章和实施细则中应进一步明确“渔

业水域”“渔业水域污染事故”的定义。按照现有的

定义,实务中存在界定困难的情况,可以通过细化

界定方法和程序加以解决,避免概念模糊不清导致

的法律适用争议,保证渔业水域污染事故处理的

公正。

4.2 合理设置赔偿额度

在民事责任方面,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包括渔

业水域污染事故在内的环境侵权责任的赔偿以财

产损害赔偿和人身伤害赔偿为主。在财产损失上

须补偿的有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然而在实践中

依然更加重视直接损失的赔偿,对间接损失和可得

利益的补偿不足。渔业水域环境的恢复过程较为

漫长,污染事故极有可能引起当事故发生时和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的经济利益损失。因此,对间接损失

的补偿是实现公平补偿的必要条件。

在刑事责任方面,部分环境犯罪是为了谋取巨

大的非法利益,因此对犯罪人处以适合数额的罚金

具有必要性。但现行刑法没有规定此类犯罪的惩

罚金额和幅度,使刑罚的威慑力大大降低[12]。如果

对犯罪人的处罚金额低于其非法获利,就很难控制

渔业水域污染事故的发生。

5 结语

不适当的渔业养殖、航运、海岸工程等人类活

动都可能形成渔业水域的污染,甚至造成渔业水域

污染事故,严重影响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对渔业污

染现状和渔业水域污染事故的3种法律责任进行分

析之后,可以看到目前针对渔业水域环境保护的法

律在实行过程中有很多不足之处,仍有较大的改善

空间。国家应在《渔业法》中设置专章强调渔业水

域的环保事项及污染事故的法律责任问题,并提出

更为可行的实施细则,明确各部门的职责权力,完

善水域环境监测,解释相关概念等,为渔业水域污

染事故的归责提供科学依据,为我国渔业的长足发

展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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