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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污 染 防 治 法》

文 伯 屏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污染防治法

》已于 1 98 4年月 5月 n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

自 1 9 8 4年 n 月 1 日起施行
。

这是继
《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试

行 ) 》 (以下简称
《环保法

》 ) 和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 之后
,

又一个重要 的环

境保护法律
。

制定 《水污染防治法 》 的意义

水是生命的源泉
,

工业的血液
,

农业的命脉
,

是一种宝贵的自然资源
。

人类的生活和生

产活动都离不开水
。

水资源不是取之不尽
、

用之不竭的
。

我国河川径流总量为 26
, 3 0 0亿立方米

,

地下水天然

资源总量为 8 ,

00 0亿立方米
。

我国水资源总量仅次于巴西
、

苏联
、

加拿大
、

美国
,

居世 界 第

五位
; 但是

,

按人 口平均拥有的年径流量只有 2 ,

60 0立方米
,

是世界人均拥有量 的四分之一
,

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
。

随着我国工业
、

农业和城市的发展
,

对水的消费增长很快
。

本来不缺

水的地区
,

水源也 日益紧张
。

特别是在缺水的北方地区矛盾更尖锐
。

以北京为例
, 1 9 7 3年以

来
,

夏季高峰用水每天缺水十万多吨
,

最高时缺十七
、

八万吨
,

所以对水资源的保护是一个

十分迫切的重要问题
。

“
水污染

” 是指水体因某种物质的介入
,

导致其化学
、

物理
、

生物或者放射性等方面特

性的改变
,

从而影响水 的有效利用
,

危害人体健康或者破坏生态 环 境
,

造 成 水 质 恶 化 的

现象
。

近年来
,

特别是
《环保法 》

颁布以来
,

国家在水污染控制方面
,

采取了很多措施
,

许多

工矿企业和城市结合工业整顿和技术改造
,

完成 了一些治理任务
,

加强 了对新建项目的控制
。

但是
,

随着工业生产的增长和城市的发展
,

排向江河
、

湖泊的污水量不断增加
,

水污染还没

有得到控制
,

有些地方的污染还在发展
。

1 9 8 3年
,

全国废水排放量为 3 1 0亿吨
,

其中工业废水

占 7 7 %
,

生活污水 占23 %
。

随废水排出的有毒有害物质约十三万吨左右
。

而我国城市的污水

处理厂只有几十座
,

工业废水的处理率仅为 17 %
,

生活污水的处理率不足 10 %
,

所以污染严

重
。

目前
,

大江大河的干流约有 12
.

7写受到了污染
; 支流

,

尤其是城市区域内的 河 流 约 有

5 5 %受到严重污染
。

城市区域内的中小湖泊受污染现象很普遍
。

地下水污染主要集中在大
、

中城市区域和污灌区
。

在部分地区水污染已很严重
。

①

水污染造成 的危害是很大的
:

其一是
,

影响居民的饮用水质
,

从而危害居民的健康和安

全
。

黄浦江
、

松花江受到严重污染后
,

影响了上海市
、

哈尔滨市一千三百多万人口的饮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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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反映很强烈
。

其二是
,

造成鱼类死亡和水产品质量 的下降
。

全国淡水鱼捕捞量
,

六十年

代 比五十年代下降 20 %
,

七十年代又比六十年代下降 25 %
。

这一下降趋势目前还没有停止
,

重要原因之一是水污染
。

其三是
,

影响工农业生产
。

水污染使工业产品质量下降
,

使能源耗

费率提高
。

全国二十个城市用于硬水软化的费用就多达十一亿多元
。

不合理地用工业废水灌

溉农田
,

会使农作物减产或绝产
。

现在
,

全国有九百四十三万亩农田受到汞
、

锡等重金属不

同 程度的污染
。

有的毒物被农作物吸收后
,

人吃了这种含毒的农作物则将中毒致病
,

甚至死

亡
。

其四是
,

严重影响风景游览区的建设
,

影响旅游事业的发展
。

据上海等七个城市统计
,

每年因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即达二十七亿多元
。

全国每年因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一

百亿元
。

因为水污染
,

人们的体质下降
,

在水污染严重 的地区
,

发病率都比较高
。

一言以蔽

之
,

水污染直接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进步伐
。

①

《
水污染防治法

》
的颁布施行

,

对防治水污染
、

保护水资源
,

提供 了一个强有力的法律

保证
。

对保护和改善环境
,

维护生态平衡
,

保障人体健康
,

促进四化建设
,

具有重要 的意义
。

同 时
,

它标志着我国环境保护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发展
,

对健全我国环境保护 法体系
,

是一

个很大的促进
。

《水污染防治法 》 的特点和主要内容

一
、 《

水污染防治法
》
是我国水污染防治方面的第一部法律

。

它的适用范围是我国领域

内的江河
、

湖泊
、

运河
、

渠道
、

水库等地表水体以及地下水体的污染防治
。

也就是我国内陆

水的污染防治
。

我国海洋污染的防治则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 。

可以说
《
水

污染防治法
》
与

`
海洋环境保护法

》
是

“
姊妹法

” ,

都是环境保护法体系中的重要法律
。

《
水污染防治法

》
在我国内陆水污染防治的法规中起着统帅作用

。

过去颁布的各项内陆

水污染防治的法规和规范
,

凡是与 《
水污染防治法

》
抵触的

,

都必须以
《
水污 染 防 治 法

》

为准
。

《
水污染防治法

》 的任务和 目的是
“
防治水污染

,

保护和改善环境
,

以保障人体健康
,

保证水资源的有效利用
,

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 。

我认为在该法中有
“
促进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
这一提法很重要

。

因为这是对水污染防治法 目的性的表述
,

这一提

祛很全面
、

很深远
、

很恰当
。

例如风景游览区水体
,

是人民生活环境的一部分
,

给人们以文

化熏陶
、

身心休养和爱国主义教育
。

这些水域如果被污染和破坏
,

不只是影响社会主义经济

的发展
,

而且影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

因此
,

水污染防治法的目的
,

不仅应着眼于
“

促

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 ,

而且应着眼于促进包括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在内的 整 个 社 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

水污染防治工作综合性很强
,

涉及的面又很广
。

既需要有关部门互相配合
,

协调一致 ;

又要有主管机构
,

统一监督管理
。

所以
,

关于监督管理机构
, 《

水污染防治法
》
作了明确的

规定
:

各级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部门是对水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的机关
。

各级交通部

门的航政机关是对船舶污染实施监督管理的机关
。

各级人民政府的水利管理部门
、

卫生行政

部门
、

地质矿产部门
、

市政管理部门
、

重要江河的水源保护机构
,

应结合各良的职责
,

协同

环境保护部门对水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

由于水污染防治的内容相当复杂
,

这个法律只能对水污染防治方面的重要问题作出全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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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规定
,

不可能对所有实施细则问题都规定得很详细具体
。

所以 《
水污染防治法

》 在第

4 5条中规定
: “ 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根据本法制定实施细则

,

报国务院批准后施行
。 ”

二
、 《

水污染防治法
》 贯彻了 “ 以防为主

,

防治结合
” 的方针

。

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

议强调
,

环境保护工作应贯彻
“ 以防为主

,

防治结合
” 的方针

。 《
水污染防治法

》 通篇都贯

彻了这一方针
,

特别是体现在以下一些重要方面
:

(一 ) 将水污染防治纳入国家计划管理的轨道
。 《

水污染防治法
》
第 3 条规定

: “ 国务

院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

必须将水环境保护工作纳入计划
,

采取防治水污染的对策

和措施
。 ”

( 二 ) 制定和实施水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
。

水环境质量标准是为了保护人体

健康
、

生态平衡和生活环境而规定 的各项污染物在水体中的最高允许限度
。

污染物排放标准

是为了使水体达到水环境质量标谁而对排放的污染物进行控制的规定
。

这两种标准都是执法

中重要 的衡量尺度
。 《

水污染防治法
》
对国家 的和地方的水环境质量标准

、

污染物排放标准

的制订权限
、

法律效力和修订问题
,

分别作了明确规定
。

(三 ) 规定 了国家防治水污染 的管理原则和基本的管理制度
。

1
、

水污染防治同水资源管理相协调的原则
。 《

水污染防治法
》
规定

:

国务院有关部门

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开发
、

利用和调节
、

调度水资源的时候
,

应当统筹兼顾
,

维护江河的

合理流量和湖泊
、

水库以及地下水体的合理水位
,

维护水体的自然净化能力
。

2
、

水污染防治同城市市政公用事业建设相协调的原则
。 《

水污染防 治法
》
规定

:

国务

院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必须把保护城市水源和防治城市水污染纳人城市建设规划
,

建设和完善城市排水管网和污水处理设施
。

3
、

水污染防治同工业技术改造相结合的原则
。 《水污染防 治法

》
规定

:

国务院有关部

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合理规划工业布局
,

对造成水污染的企业进行整顿和技术改造
,

采取综合防治措施
,

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
,

合理利用资源
,

减少废水和污染物排放量
。

4 、

划定重要用水保护区制度
。 《

水污染防治法
》
规定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对生活

饮用水源地
、

风景名胜区水体
、

重要渔业水体和其他具有特殊经济文化价值的水体
,

划定保

护区
,

并采取措施
,

保证保护区的水质符合规定用途的水质标淮
。

5 、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 《

水污染防治法
》 规定

:

新建
、

扩建
、

改建直接或者间接向水
_

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 目和其他水上设施
,

必须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 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
。

建设项 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

必须对建设项 目可能产生的水污染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作出评

价
,

规定防治的措施
,

按照规定 的程序报经有关环境保护部门审查批准
。

在运河
、

渠道
、

水

库等水利工程内设置排污 口
,

应当经过有关水利工程管理部门同意
。

建设项 目投入生产或者

使用的时候
,

其水污染防治设施必须经过环境保护部门检验
,

达不到规定要求的
,

该建设项

目不准投人生产或者使用
。

6
、

排污登记制度
。 《

水污染防治法
》 规定

:

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

业单位
,

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的规定
,

向所在地的环境保护部门 申报登记拥有的污

染物排放设施
、

处理设施和在正常作业条件下排放污染物的种类
、

数量和浓度
,

并提供防治

水污染方面的有关技术资料
。

排放污染物 的种类
、

数量和浓度有重大改变的
,

应当及时 申报
。

拆除或者闲置污染物处理设施的
,

应当提前 申报
,

并征得所在地的环境保护部门的同意
。

7 、

缴纳排污费和超标准排污费制度
。 《

水污染防治法
》
规定

:

企业事业单位向水体排



放污染物的
,

按照国家规定缴纳排污费
;
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

,

按照

国家规定缴纳超标准排污费
,

并负责治理
。

值得注意的是
,

关于缴纳排污费
, 《
水污染防治法

》
的规定比

《环保法
》 的规定更严格

。

《环保法
》
规定

: “
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排放污染物

,

要按照排放物的数量和浓度
,
根据规

定收取排污费
。 ”

而
《
水污染防治法

》
规定的排污费分两种

:
一种叫

“
排污费

” ,

即企业事

业单位
,

只要是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
,

即使没有超过国家或地方的排放标准
,

也

应缴纳
; 另一种叫

“
超标准排污费

” ,

即排污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
,

「

应当负责治理
,

在治理期间
,

应当缴纳超标准排污费
。

《
水污染防治法

》
其所以这样规定

,

目的是更好地利用经济刺激的手段促进排污单位节

约用水
,

加强治理
。

8
、

限期治理制度
。 《

水污染防治法
》
规定

:

对造成水体严重污染的排污单位
,

限期治

理
。

中央或者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人民政府直接管辖的企业事业单位的限期治理
,

由省
、

自

治区
、

直辖市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部门提出意见
,

报同级人民政府决定
。

市
、

县或者市
、

县

以下人民政府管辖的企业事业单位的限期治理
,

由市
、

、

县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部门提出意见
’

报同级人民政府决定
。

排污单位应当如期完成治理任务
。

9
、

强制性的应急措施
。 《

水污染防治法
》
规定

:

在生活饮用水源受到严重污染
、

威胁

供水安全等紧急情况下
,

环境保护部门应当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

采取强制性的应急措施
,

包括责令有关企业事业单位减少或者停止排放污染物
。

10
、

现场检查制度
。 《

水污染防治法
》
规定

:

各级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部门和有关的监

督管理部门
,

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进行现场检查
,

被检查的单位必须如实反映情况
,

提供必要的资料
。

检查机关有责任为被检查的单位保守技术秘密和业务秘密
。

( 四 ) 明确规定一些禁止事项
。

在防止地表水污染方面
,

对在地表水体范围内从事各种

可能引起水污染的行为作了限制性的规定
。

其中对剧毒污染物
、

放射性物质
、

含病原体污水

和油类的排放
,

作了比较严格的限制
。

例如第 21 条规定
:

禁止向水体排放油类
、

酸液
、

碱液

或者剧毒废液
。

第26 条规定
:

禁止向水体排放或者倾倒放射性固体废弃物或者含有高放射性

和 中放射性物质的废水
。

向水体排放含低放射性物质的废水
,

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放射防护的

规定和标准
。

第 2合条规定
:

排放含病原体的污水
,

必须经过消毒处理
;
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后

,

方准排放
。

第 30 条规定
:

使用农药
,

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农药安全使用的规定和标准
。

运输
、

存贮农药和处置过期失效农药
,

必须加强管理
,

防止造成水污染
。

在防止地下水污染方面
,

对利用渗井
、

渗坑和裂隙
、

溶洞排放有毒工业废水
、

含病原体污水也作 了严格限制
。

+
-

兰
、 《

水污染防治法
》
是在对我国国情认真进行调查研究

,

并广泛汲取外国有益经验 的

基础上制定的
。

1身8 0年 6 月正式成立了
《
水污染防洽法

》
起草小组

。

在起草的谁备阶段
,

整

理出国内有关水污染防治基本情况的资料
,

翻译 了大量的外国水污染防治法规和重要论著
,

伺时
,

起草小组分赴吉林
、

黑龙江
、

广东
、

湖南等二十多个省
、

市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
。

在起草过程中
,

曾
.

反复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省市的意见
,

经过四次大的修改
,

才形成
《
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草案 ) 》
。

此后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

又作了重要修改
。

鉴于我国幅员辽阔
,

东西南北的情况差别很大
, 《

水污染防治法
》
在水污染防治的管理

体制上
,

采取 了中央与地方相结合
、

以地方为主 的原则
。

例如关于水环境质量标堆的制定权

恨
,

既规定了
:

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应该制定国家统一的水环境质量标准
,

同时又规定 了
:



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国家水环境质量标准中未规定的项 目
,

制定地方补充标

准
,

并报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备案
。

关于污染物排放标堆的制定权限
、

法律效力
,

既规定 了

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应根据国家水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家经济
、

技术条件
,

制定国家污染物排

放标淮
, ,

又规定了
:

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人民政府对执行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不能保证达到

水环境质量标淮的水体
,

可以制定严于国家污染物排放标谁的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

并报国

务院环境保护部门备案 , 还规定 了
:

凡是向已有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的水体排放污染物的
,

应当执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淮
。

在水污染防治的管理制度上
,

也注意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

充

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
。

例如关于划定重要用水保护区制度
、

排污登记制度
、

限 期 治 理 制
.

度等
。

所有这些
,

都说明
《
水污染防治法

》
是在对国情作了认真的

、

深入的调查研究 的基础上

制定的
。

在汲取
、

借鉴外国的经验这个问题上
,

注意了既要积极引进外国的好经验
、

好措施
,

又

要防止生搬硬套的偏向
。

国外许多资料强调水污染防治应贯彻
“
预防为主

”
的方针以及加强

对饮用水的保护等制度和措施
,

起草小组对这些重要经验都认真地吸收 了
。

但有些制度
,

考

虑到 目前条件不同不予采用为好
。

四
、 《

水污染防治法
》
规定 了明确的

、

严格的法律责任
。 “

法律责任
”
一章

,

分别规定

了行政责任
、

民事责任
、

刑事责任
。

(一 ) 行政责任
。

第 37 条对有些行为
,

如拒报或者谎报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规定的有关

护认染物排放申报登记事项的
,
违反本法的有关规定

,

贮存
、

堆放
、

弃置
、

倾倒
、

排放污染物
、

废弃物的
,

作 了给予警告或者处以罚款的规定
。

值得注意的是
,

针对目前有些排污单位拒绝缴纳排污费
,

环保部门对此没有强制手段这

一问题
,

在这一条中还规定了
:

对不按国家规定缴纳排污费或者超标准排污费的
,

也可以根

据不同情节
,

给予警告或者处以罚款
。

第 38 条
,

对造成水体严重污染
,

经限期治理
,

逾期未完成 治理任务的企业事业单位
,

规

定 了严格的行政处罚
,

即 “
除按照国家规定征收两倍以上的超标堆排污费外

,

可以根据所造

成 的危害和损失处以罚款
,

或者责令其停业或者关闭
” 。

第 39 条规定 了
“
双罚

”
制度

,

即既处罚违法的单位
,

又处分有关责任人员
。

这一条规定
:

“
违反本法规定

,

造成水污染事故的企业事业单位
,

由环境保护部门或交通部门的航政机关

根据所造成 的危害和损失处以罚款
,
情节较重的

,
对有关责任人员

,

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

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 ”

(二 ) 民事责任
。

规定实行无过失责任原则
。

即水污染危害
,

无论致害者是否有过失
,

都应对受害者负赔偿责任
。

第 41 条规定
: “

造成水污染危害的单位
,

有责任排除危害
,

并对

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
。 ”

还 明确规定
,

有三种情况是例外的
:

即 “
水污染

损失由第三者故意或者过失所引起的
,

第三者应当承担责任
” , “

水污染损失由受害者自身的

责任所引起的
,

排污单位不承担责任
” , “

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
,

并经及时采取合理

措施
,

仍然不能避免造成水污染损失的
,

免予承担责任
” 。

(三 ) 刑事责任
。

比 《
环保法

》
的规定更具体

、

明确
。 《

环保法
》 只是原则规定

: “ 对

严重污染和破坏环境
,

引起人员伤亡或者造成农
、

林
、

牧
、

副
、

渔业重大损失的单位的领导

人员
、

直接责任人员或者其他公民
,

要追究行政责任
、

经济责任
,

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



而
《
刑法

》
没有专门的条款规定

“ 污染罪
”
或

“
公害罪

” ,

只是有些条款与坏境保护有关
,

可以适用
。 《

水污染防治法
》
在第十三条作了

心
刑法

》 的补充规定
,

即 “
违反本法规定

,

造虎
重大水污染事故

,

导致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
,

对有关责任人员可以

比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或者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
,

追究刑事责任
。 ”

此外
,

在
“
法律责任

”
这一章中

,

对程序法也作了明确的补充规定
。

论 我 国 的 遗 产 分 配 原 则

陈 又 遵

(一 )

遗产分配是继承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它体现财产所有权的转移
。

分配遗产一般是依

照法定继承或遗嘱继承规定进行
,

还有遗赠 , 无人继承的遗产则根据情况归国库或归集体所

有
。

分配遗产的法律行为
,

通常是继承人根据法定继承或遗嘱继承发生的
,

先有继承权
,

而

后才有分配遗产的资格
。

确定继承权是分配遗产的前提
,

分配遗产是继承权的实际运用
,

二

者 目的一致
,

互相联系
,

又有区别
。

取得继承权与分配遗产是继承过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
。

有了继承权
,

不能绝对保证取得遗产
,

有时在某种特殊情况下
,

继承权被依法剥夺
,

或为遗

嘱继承所取消 , 有时无实际遗产
,

继承权则无法实现
。

有了继承权
,

不一定合情合理分配遗
-

产
,

有时可能被他人干扰
,

或是出现分配不公等等情况
。

因此
,

要想合理分配遗产
,

必须正

确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遗产分配原则
。

近几年来
,

我国继承案件上升
,

遗产纠纷占有较大比例
。

某基层法院查阅了一年中处理
的三十二件继承案

,

其中就有三分之二是遗产分配纠纷
。

因此
,

正确制定遗产分配原则
,

合

理分配遗产
,

是保护公民合法继承权益
,

贯彻社会主义继承制度的重要课题
。

正确制定遗产分配原则
,

必须了解遗产继承与分配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变革`认清产生的
.

阶级本质
,

掌握其变革规律
,

才能更好地运用它为开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服务
。

遗产分配原则随着继承制的产生
、

发展而变化
。

继承作为一种法律制度是在私有制社会

氏族解体
,

个体家庭出现
,

社会生产获得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
。

列宁指出
: 讹遗产以私有制为

前提
。 ” ① 它依附于私有制

,

体现资本主义社会财产所有权的一种绝对性
,

表现在财产所有人

能自由地处分 自己的财产
。

马克思精解地说
,

继承制度
“
是从现存社会经济组织中得出的法

-

律结论
” 。 ② “

继承法最清楚地说明了法对生产关系的依存性
。 ” ⑧ 由于继承制为生产资料所

有制所决定
,

遗产分配原则随继承制而变化
,

因而不同的社会
、

政治
、

经济制度产生不同的

遗产继承与分配原则
。

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
、 、

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
,

遗产继承与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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