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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环境责任保险的困境与加快法制建设
□ 兰州    孟凡杰

环境责任保险兴起于上世纪西方 1990年颁布的《环境责任法》规定了 2006年 的 《 防 治 海 洋 工 程 建 设

国家，在保护环境和促进经济平稳运 这一模式。为支撑整个制度，德国创 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规

行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我国进行环责 新了一系列配套机制。 定，我国对于海洋石油勘探与开发的

险实践近30年，效果依然不明显。无 1977年 法 国 的 保 险 公 司 和 外 国 企事业单位，实行环境责任强制保

论政府、企业还是保险公司都处于无 保险公司组成污染再保险联营，通过 险。2015年《环境保护法》出现了

序的状态。随着我国工业化水平的稳 再保险的方式将风险分散。这增强了 “ 国 家 鼓 励 投 保 环 境 污 染 责 任 保

步提高，大型重工业、化学工业造成 保险行业抵御环境风险的能力。 险”。在试点实践多年后，该规定为

环境污染的风险大幅增加。纵观近年 3.国外环境责任保险启示。健全 环责险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提供了法

来影响重大的环境污染事件，无不造 法律法规。西方发达国家的环责险制 律依据，同时也为我国健全环责险法

成难以估量的损失。而环境责任保险 度背后有着一系列法律法规的支持， 律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成为应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机制。 形成了侵权责任法、环境保护法、保 2.我国环境责任保险试点实践。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大连于险法、民事诉讼法等协调一致的法律一、环境责任保险概述

1991首先开展了环责险初实践。东北1.环境责任保险简介。环境责任 体系。

的一批重工业城市如沈阳、长春、吉保险（以下简称“环责险”）于上世 加大对环境污染的惩戒力度。我

林都效仿大连开展环责险业务。不过纪60年代兴起于欧美发达国家，企业 国环境违法成本相对偏低，对污染环

由于多种原因，试点实践并不乐观，通过投保环责险把环境污染风险转移 境的惩戒机制并不健全。加大对污染

投保企业寥寥，收效甚微。尽管如到保险公司，这是风险责任社会化原 企业的处罚力度，可以提高企业投保

此，它仍为后来全国性试点工作提供理在环境领域的实践。 积极性。

了极为宝贵的经验。通过近年来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实 确定合理投保模式。高风险企业

2007年，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践，环责险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要采取强制保险的形式，并在立法层

保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环境污染责面：减轻企业赔偿负担，维持稳定经 面进行规定，不投保就不得生产、作

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我国部分营；使受害者得到及时有效赔偿， 业。其他企业可以采取任意保险模

地区展开了以危险化学品企业、石油并使生态得到迅速地治理和恢复； 式，但政府一定要出台各种扶持政

化工企业、 危险废物处置企业等为有效维护社会公众的环境权益；减少 策，鼓励这些企业参保。

对象的环责险试点工作。《指导意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减轻国家财政 建立风险分散机制。环境污染损

见》发布后，环责险的投保量大幅负担。 害巨大，赔偿数额一般难以估量，这

增加。2.国外环境责任保险发展。美国 对保险公司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必

2013年 ， 环 保 部 、 保 监 会 联 合环责险始于上世纪60年代，逐渐成为 须建立相应的风险分散机制。

发布指导意见，建议将环境污染强制了独立险种。美国在环责险领域实行 二、我国环境责任保险现状

责任保险政策纳入地方性法规、规章强制保险制度，未进行投保的企业不 1.我国环境责任保险立法现状。

《国际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采 或规范性文件。指导意见将涉重金属得进行相关工程作业或生产。另外美

取 了 强 制 责 任 保 险 形 式 ， 我 国 于 及石油化工这样的“高环境风险企国还建立了专门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

1980年加入该公约，在《海洋环境保 业”纳入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基金，用来分散环境风险。

护法》中规定了在海洋油污染和船舶 基于相应法律法规的不完善、环德国的环责险模式属于自愿投保

油污染领域实行环境责任保险。 境违法成本过低、保险公司的专业服为 主 兼 采 强 制 保 险 的 模 式 。 德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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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不到位等原因，试点工作于近年陷 政府开展环责险工作的当务之急。 其运行不畅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部

入瓶颈，投保企业逐年下降。而且 4.配套制度缺乏。目前，环责险 门如何正确运用行政手段来协调环责

《环境保护法》中的“鼓励”二字，让 运行的整体环境并不乐观，相关的配 险运作，是需要着手面对的。

地方陷入“法无授权不可为”的窘境。 套制度缺乏，严重制约了环责险的发 政府应该发挥监督作用，监督企

展与完善。 业的生产行为，做到事前预防。保监三、我国环境责任保险的困境

1.缺 乏 法 律 依 据 。 尽 管 会严格监督保险公司的承保行为，确

《环境保护法》对环责险做 保保险公司规范经营。财税部门可以

出了规定，但实质上仅限于 监督企业财务状况，确保其具备承担

鼓励和支持层面，过于原则 风险的能力。

性的表述使得该条款缺乏可 政府应发挥协调作用，协调保险

操作性。部分行政规章及地 公司及投保企业关系，通过组织保险

方性法规虽然尝试着做出了 行业协会及企业协会的沟通和谈判平

一些具体规定，但由于效力 衡保险双方利益，使环责险的运行更

问题和立法强制性不足，使 加顺畅。

得环责险在全国的推广依然 3.提高企业投保积极性。政府可

存在层层阻碍。 以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来降低企业的

2.政 府 职 责 不 清 。 对 于 成本。在我国近年来绝大多数的环境

环境污染这类涉及公共安全 污染事故中，政府均被动的成为了最

和群众利益的重大问题，市 终责任人。如果把一部分财政收入用

环责险的投保需要专业的风险评场机制是难以完全解决的。纵观欧美 于补贴投保企业以提高其积极性，完

估机构来操作，而现今我国由保险公发达国家治理环境问题的历史及环责 全可以把环境污染的风险及损失降

司对环境风险的评估显然是不专业险发展的历史，政府都在其中发挥 低。另外通过减免保险人的税收、部

的，亟待建立独立的第三方专业评估了关键作用，很好地引导了环责险的 分费用来提高保险人投保积极性的方

机构来评估风险。发展。 式也同样值得尝试。

为配合环责险的运行，就必须建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我国环境 4.完善配套制度。建立独立的第

立相应的风险分散机制，如组织众多违法成本相对较小。政府的执法不 三方专业评估机构，以独立评估环境

保险公司共保环责险，建立环境污染严，以及面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纳 风险，并为保险公司及投保企业提供

再保险制度，建立环境污染损害基税大户采取选择性执法，都在客观上 专业咨询。学习外国经验，建立风险

金，探索环境风险证券化。纵容了环境污染、制约了环责险发展。 分散机制，通过再保险、建立环境污

四、我国环境责任保险的应对3.企业投保积极性不高。由于我 染损害赔偿基金、探索环境风险证券

策略国社会普遍的缺乏环保意识，造成了 化等方式分散风险。面对日益复杂严

1.加 快 立 法 进 程 。 《 环 境 保 护企业投保的积极性不高。从经验来 峻的环境形势，环责险已经显现出了

法》第52条不足以支撑和维持环责险看，发生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后，企 其防控污染、救济受害者、保障涉污

的运行。因此国家急需尽快制定相应业往往没有赔偿能力，政府只好为企 企业稳定经营及社会稳定方面的优

的法律规范，使得环责险有法可依。业的疏忽大意买单。长此以往，绝大 势。我国应在已有的试点基础上继续

在整个社会及绝大多数企业环保意识多数企业已经默认了环境污染政府买 开拓环责险的实践，政府、企业、保

不高的情况下，把环责险立法工作提单的模式。 险公司通力配合，使其为我国环保事

上议事日程就显得迫在眉睫。有法可当前的环责险存在诸多问题，保 业及经济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依后，环责险将迎来一个快速发展的险公司的承保范围小、保费高居不

时期。下，这给绝大多数利润较低的中小企 （作者单位：兰州理工大学法

2.厘清政府职责。在近年来的环 学院）业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如何能用行之

责险实践中，政府职责不清也是造成 　　有效的方法提高企业投保积极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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