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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9C_E6_99_93__c122_484435.htm 黄某1985年起开始从事

海洋滩涂贝类养殖。2003年，他带领三十多位渔民一起承包

了824亩养殖区，进行缢蛏养殖。 2003年10月，黄某养殖的缢

蛏出现了大面积死亡的现象，为弄清楚缢蛏的死亡原因，养

殖户们向某市海洋与渔业局报了案。某市海洋与渔业局委托

农业部渔业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进行了事故调查和鉴定。鉴定

结论为：一、本次缢蛏大面积死亡事故是一起渔业污染事故

，二、A公司污水处理厂应对缢蛏大面积死亡事故负责。 为

了进一步查清事实，事发当天，该省海事司法鉴定中心的专

家们进行了专门的勘验调查，并出具了《事故原因勘验调查

报告》，结论为：A公司污水处理厂对此次缢蛏受害事件负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004年7月，黄某一纸诉状将A公司告到

了海事法院。然而，法院驳回了他们的诉讼请求。法院判决

认为，“本案中被告虽有排污行为，原告有损害结果，但被

告证据能够否定原告损失与被告排污之间的因果关系，原告

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海事法院在判决书里认定的被

告证据，实际是被告在2003年7月29日和2004年8月27日的两份

水质监测报告。 本案的焦点问题是，被告向法院提交的两份

水质监测报告和案件本身是否有直接关系？这两份报告是否

具有证据效力？ 由于环境污染损害一般是在污染发生一段时

间后才显现的，废水、废气和噪声都是迅速变化的，等到事

后取证时都已时过境迁，所采的样品都与污染发生时相去甚

远。加上群众缺乏证据保全意识，等到取证时，往往为时过



晚。 本案中原告在污染发生后及时委托鉴定部门对污染进行

了事故调查，并得出了完全符合法律程序的结论，应当说，

这是人们维权意识的提高，这在当前环境污染案件中普遍取

证难的局面中应属少见。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民事诉

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和《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中，明确作出审理环境民事纠纷中的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

即受害人只需提出加害人的污染行为已经发生，并给受害人

造成损失的初步证据，即可以支持其诉讼请求。至于污染事

实是否确实存在，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

系等具体事实则由被告负责举证。在诉讼活动过程中原告证

明被告有污染行为和自己受到损害的事实后，由被告对不存

在因果关系负证明责任。 本案中，被告在事故发生后提交的

两份证明自己没有责任的鉴定报告，一份是在事故发生前三

个月作出的，另一份则是事故发生十个月后才进行采样鉴定

的。 由于环境污染侵权出现在特定的环境下，污染周期频率

不同，存在着一因多果，直接因果关系和间接因果关系等多

种情况，污染证据极易灭失，使取证和鉴定难度很大。所以

在环境污染证据认定上是相当困难。实践中，由于没能及时

取证或者没有委托有资质符合法定程序的鉴定机构，证据效

力经常不被法院认定。本案就是一起明显的环境污染事故发

生后法院在证据上的认定问题，但法院却忽视了环境污染发

生后，经过一段时间污染已经不复存在，这时对案发当时的

情况实际上无法作出有效监测，所以对能在案发当时作出的

鉴定，无论是从真实性还是合法性都应当强于事前或者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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