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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2023年3月30日

盐边县法院宣判一起因违法倾倒工业
固体废物致使公私财产损失的污染环境罪

刑事案件

编者按：2020年以来，生态环境部、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已连续4年组织开展深入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

和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攀枝花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积极响应，结合专

项行动中明确的打击重点与攀枝花市的形势特点，强化重点

案件线索排查、专案查办和行刑衔接，严厉打击了一批擅自

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工业固体废物的环境违法犯罪行为。

为总结提炼办案经验，增强生态环境执法效果，提升一线执

法人员的办案能力，市支队将不定期对各类专项行动中的典

型案例开展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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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四川省盐边县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了一起因违法倾

倒工业固体废物、致使公私财产损失的污染环境罪刑事案

件，依法判处被告人季某某、曹某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贰万元。

【案情回顾】盐边县季某某于2020年9月至2021年1

月期间，利用夜间或休息时间将盐边县某工贸有限公司、攀

枝花市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和攀枝花某矿业有限公司委托

其运输、利用和处置的部分选矿尾砂，擅自倾倒于盐边钒钛

产业开发区钛材加工园二期B、C平台场坪项目填方区内进

行非法填埋处置。为消除污染，盐边发展（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对其填埋处置的选矿尾砂进行了清理，转运至盐边县安

宁园区固废处理场内规范处置，合计清理转运处置选矿尾砂

49884.65吨，期间产生测绘、监测、清理、转运、处置等费

用2231112.35元，经司法鉴定，季某某行为致使公私财产损

失达1595670.87元。

盐边县某工贸有限公司、攀枝花市某工贸有限责任公

司、攀枝花某矿业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委托无主体资格和

技术能力的季某某个人运输、利用和处置选矿尾砂，其行为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三十七

条第一款的规定，攀枝花市生态环境局依法对3家公司立案

查处，分别处以盐边县某工贸有限公司、攀枝花市某工贸有

限责任公司罚款人民币10万元，处以攀枝花某矿业有限公

司罚款人民币20.68万元。季某某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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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攀枝花市生

态环境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

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九）

项的规定，将该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判决情况】公诉机关指控，2020年，被告人季某某先

后与盐边县某工贸有限公司、攀枝花市某工贸有限责任公

司、攀枝花某矿业有限公司达成协议，将上述公司在生产中

产生的尾砂和尾渣运输到公司指定地点，由上述公司支付季

某某运输费用。在运输过中被告人季某某为了节省运输成

本，擅自与在盐边县钒钛产业开发区钒钛加工园 B、C平台

场坪项目填方区负责现场货车指挥调度的曹某某共谋，由季

某某将尾砂和尾渣拉至钒钛加工园填方区进行倾倒，由曹某

某负责进行覆盖填埋，季某某支付曹某某每吨5元的好处费。

2020年9月至2021年1月期间，季某某向钒钛加工园填方

区非法倾倒尾砂、尾矿合计15257吨。经四川省生态环境研

究院鉴定：季某某、曹某某擅自倾倒填埋工业固体废物（选

矿尾砂）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共计1595670.87元，其中污染

处置费1517670.87元、检测费18000元、组织指挥及后勤保

障费60000元。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季某某、曹某某违反

国家规定，擅自倾倒工业固体废物，情节严重，应当以污染

环境罪追究二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被告人季某某、曹某某具

有坦白情节，可以从轻处罚；自愿认罪认罚，可从宽处罚。

相关公司已支付尾砂治理保证资金160余万元，可酌情从轻

处罚。综上，建议分别判处二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



—4—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审判机关经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与公诉机关的指控一

致。另查明：2021年9月20日，盐边县公安局与盐边县生

态环境局在联合执法中发现被告人季某某涉嫌倾倒大量固

体废弃物（尾砂）后进行初查，攀枝花市生态环境局于2022

年2月28日将案件移交至盐边县公安局，盐边县公安局于

当日立案侦查。2022年6月，经四川省生态环境研究院对场

地现场的鉴定，自2021年10月开始，盐边县发展集团组织

对倾倒区域进行处理处置，截至开展损害调查时，场地内倾

倒的选矿尾渣已清理完毕，转运后的凹坑已覆土回填，并已

对边坡进行稳定性整治。

审判机关认为，被告人季某某为节约成本，牟取非法利

益，与被告人曹某某共谋后，违反国家规定，倾倒工业固体

废物，严重污染环境且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污

染环境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法院予以支持。在共

同犯罪中，二被告人分工明确均积极参与实施犯罪，所起作

用相当，不宜区分主从犯，对被告人曹某某的辩护人所提被

告人曹某某系从犯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审判机关根据被告

人季某某、曹某某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生态环境

的破坏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季某某、曹某

某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二万元。

【案件解析】攀枝花市是一个矿产型资源城市，主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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钒钛磁铁矿采选及深加工为主，通过半个多世纪的开发建

设，固废储量已超10亿吨，目前年度新增固废量约6300万

吨，占全省年度总量的45%左右。虽然我市固废综合利用产

业发展势头良好，但与庞大的固废总量及循环经济发展和生

态市建设目标要求相比，还存在综合利用途径不多、技术难

题较多、配套政策不足等问题，致使部分企业实施清洁生产、

充分利用固废的积极性不高，部分单位、企业法人对一般固

体废物污染防治的法治观念不强，落实环保主体责任不到

位，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污染防治及利用还处在事后处理

阶段，没有进行全过程管理，导致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防

治违法现象时有发生。执法实践中，在农村、城乡结合部等

偏僻区域，往往是非法倾倒固废的重灾区，随意排放、倾倒、

处置工业固体废物，常因缺乏及时的管理，日积月累造成不

同程度的空气、水、土壤等污染。

攀枝花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充分利用两

法衔接工作机制，会同公安、检察机关严厉打击和震慑涉固

体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一是注重线索排查。随意排放、

倾倒、处置工业固体废物具有隐蔽性、随机性，在执法实践

中，要高度重视群众举报信息，结合“双随机”日常执法检查，

细致搜集摸排违法线索，认真核实企业正常作业条件下工业

固体废物的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利用、处置状况等

有关资料。二是实施专案查办。聚焦重大生态环境问题线索，

统筹执法精干力量，成立专案查办组，一案一组，对违法线

索进行证据锁定、调查取证，将有效提升案件查办效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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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做好行刑衔接。根据刑事案件办理要求，生态环境部门要

及时启动工作衔接机制，公安机关应及时介入，共同会商解

决案件移交中出现的证据不全、质量不高等问题，共同明确

相关法律概念，为事实认定、法律解释及适用提供指引。四

是推动问题整改。通过现场勘查、征询专家、确定方案、多

方联动、集中整治、现场验收等程序，及时消除工业固体废

物非法堆存、处置存在的环境风险隐患，有效保护生态环境。

【典型意义】攀枝花市始终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将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城市转型

发展、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的重要抓手，市委、市政

府多次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主要领导亲自部署督导、分管领

导全力组织协调，市级部门和各县（区）密切配合，社会力

量积极参与，形成了坚定推进固废污染防治的浓厚氛围，取

得了固废污染防治攻坚的扎实成效，有力维护了全市生态环

境安全。

生态环境执法部门始终坚持对固体废物“源头严防、过程

严管、后果严惩”的全过程监管原则，持续保持执法高压态势，

对排污企业“无死角”监督管控和违法行为“零容忍”的精准打

击，充分运用“两高”司法解释，准确把握“公私财产损失”适

用范围，着力破解“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难题。检察机

关始终坚持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加强对环境犯罪案

件的立案监督和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案件的监督，对犯罪事实

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依法快捕快诉，依法适用认罪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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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从宽制度，引导犯罪嫌疑人认识到环境污染犯罪的危害，

自愿认罪认罚并主动修复被污染的环境。审判机关全面发挥

刑罚的惩戒作用，对全环节、全链条犯罪行为予以坚决打击，

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运用判处罚金的方式，加大对

环境污染犯罪的制裁力度，将被告人事后积极修复生态环境

的情形作为从轻量刑情节，依法适用缓刑，体现了恢复性司

法的理念，有助于受损生态环境的及时有效修复。

本案的宣判，社会影响面较广、群众关注度高，有助于

推动有关企业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进行

合法处置，有助于提高企业、社会公众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危害性的认识，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对该案

的依法查办也充分体现今后一段时期生态环境执法办案思

路。

【相关知识】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将罪名由“重

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调整为“污染环境罪”，降低了入罪门槛。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

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

污染环境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等问题。2016年，“两高”再次联

合发布《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针对新型环境污染犯罪作出相应规定，补校原有解释

的不足，明确法律条文的适用。2016年两高《关于办理环境

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规定，公

私财产损失包括污染环境行为直接造成财产损毁、减少的实

际价值，为防止污染扩大、消除污染而采取必要合理措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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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费用，以及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监测费用。同时

该解释规定，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构成污染

环境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认定为“后果特别严重”，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该解释明确规定了“公私财产损失”的适用范围及量刑标

准，该案的裁判文书中，污染处置费作为恢复受损环境的必

要支出，纳入到为消除污染而采取必要合理措施所产生的费

用中，体现了立法初衷。

对于环境污染犯罪中的科学性、技术性难题，生态环境

执法人员以及鉴定、监测机构中的人员应当积极提高自己的

专业水平，准确把握公私财产损失、生态环境损害等专业术

语的适用范围，规范环境污染案件的审理标准，以达到保护

生态环境法益、提高刑事司法效能与公平公正、同案同判相

并行的目的。

报：省总队，李莉局长、云彩副局长、李涛副局长、辅军副局长、

晓峰书记、天武总工、黄杰组长。

送：局办公室、法宣科。

发：县（区）生态环境局、各大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