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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
损害环境领导干部将被终身追责

新华社 魏一骏商意盈

杭州市日前出台《杭州市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
施办法（试行）》，明确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实施办法提出，存在13种违规情形的，将对相关地方党委和政府
主要领导成员追责，并对其他有关领导成员及相关部门领导成员依据
职责分工和履职情况追究相应责任。

例如，违反主体功能区定位或者突破资源环境红线、生态保护红
线、城市绿线、河道蓝线、城镇开发边界等，不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盲目
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地区、部门之间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协作方面
推诿扯皮，主要领导成员不担当、不作为，造成严重后果的等。

存在5种违规情形的，将对相关地方党委和政府有关领导成员追
责。如对分管部门违反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政策、法律法规行为监管
失察、制止不力甚至包庇纵容的；未正确履行职责，导致应当依法由政
府责令停业、关闭的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营
者未停业、未关闭的等。

存在8种违规情形的，将追究政府有关工作部门领导成员责任，并
对负有责任的有关机构领导人员追究相应责任。如对发现或者群众举
报的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的问题，不按规定查处的；不按规定报
告、通报或者公开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灾害）事件信息的等。

实施办法还规定了5种要从重追责的情节。如干扰、阻碍、不配合
责任追究调查，或者拉拢、收买调查人员；弄虚作假、隐瞒事实真相；打
击、报复、陷害检举人、控告人、投诉人、证人和调查人员的，应当从重追
究责任。

同时，实施办法明确，党员领导干部如实报告、主动纠正违法违规
行为，有效避免问题（事件）恶化，减轻生态环境损害后果及不良影响
的；积极配合责任追究调查，并且主动承担责任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
追究责任。

根据实施办法，追责方式分为通报、诫勉、责令公开道歉；组织调整
或者组织处理，包括停职检查、调整职务、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降
职等；党纪政纪处分3种。追责对象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移送司法机
关依法处理。受到追责的党政领导干部，取消当年年度考核评优和评
选各类先进的资格。

人体冷冻：被冷冻人到底是活着还是已死亡？
为抓紧时间保持人体组织器官的活性，避免细胞凋亡，人体冷冻相关

的灌流及降温手术必须在展女士被宣告“临床死亡”（即呼吸和心跳停止）
后进行，此时她的器官仍在进行代谢活动，大脑活动也还在进行。那么被
冷冻的展女士在法律上到底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亡？被冷冻的究竟是病体
还是遗体？这个问题的答案将直接关系到她的丈夫能否再婚，她能否参
与家庭财产分配等问题。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曹兴权表示，人体低温保存究竟是属
于医疗方案范畴还是定性为死亡后的遗体处置范畴，目前是存在争议
的。“我认为，从主体大脑未死亡，以及未来存在救治希望的角度看，人体
低温保存应属救治范畴。”

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周维德认为，在这种低温保存状态下，被
保存个体类似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植物人，其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可
以参照现有的监护制度解决。

此前媒体报道中并未提及医院是否对展女士开具死亡证明，而死亡
证明正是判定死者死亡性质的基本法律依据。对此，周维德说：“如果未
能得出死亡判断，那么对处于冷冻状态下的人体处置，就不能视之为对遗
体的处置。这种情况下，处置被保存人的躯体，可能面临故意杀人的法律
风险。”

据了解，我国医学和法律目前以呼吸、心跳停止为判定死亡的标准，
脑死亡还没有引入临床或司法实践。因此按照现行法律标准来看，展女
士应该被认定为死亡。广州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法学系副教授龚波认
为：“这起中国首例‘人体冷冻案’，只是一个关于遗体捐献用于医学研究
的案例。”

冷冻人“死而复生”：法律身份如何确认？
目前世界上已有300多人加入冷冻计划，虽然至今仍没有冷冻人进行

复苏，但并不排除其可能性。一旦有一天，冷冻人醒来，又该如何确认他
的法律身份？他的婚姻关系、财产继承、债务关系又该如何处置？

曹兴权认为，这里的“醒来”是在法律上被确定为死亡后救治成功的
结果。相关的社会关系、财产关系应依民法一般原理处理。例如若配偶
未婚，婚姻关系可比照死亡宣告后被宣告死亡人重新出现的原则处理。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韩骁提出了一种新模式，即冷冻人已经
死亡，所有法律关系终结，复活后的人可视为一个新生个体，重新开始构
建所有的法律关系。

“‘人体冷冻技术’会涉及到生命伦理、违背生命循环的自然规律等问
题。但作为人类对生命追求的新技术来说，现在的医学技术还达不到‘起
死回生’的程度，因此不用过于紧张和担心，我们不能扼杀一项新生技术
的发展。”龚波认为，当下社会应当更加宽容地看待这一新生事物，尽早制
定国家级的《遗体捐献条例》，以弥补此方面的法律空白。

捐献遗体：谁有权决定捐献？
关于遗体捐献，我国法律目前并没有统一的规定，一些省份结合当地

情况制定了相应的法规条例。多地《遗体捐献条例》规定，捐献的遗体应
当用于医学教育、科研和临床，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器官移植、解剖实验等
领域。

在中国首例“人体冷冻案”中，展女士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向丈夫
表示，去世后愿意捐献遗体为社会作点贡献。当她被宣告临床死亡之后，
丈夫作为亲属签署了遗体捐献登记表，并参与人体低温保存试验项目。

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如果自己生前并没有表示愿意捐献遗体，家人能
否在其死后将遗体捐献？能否代表其参与人体低温保存这样的项目？

2001年3月1日开始施行的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第12条规定，对
生前未明确表示不同意捐献遗体的死者，其近亲属可全部或部分捐献遗
体用于医学科学事业。如果近亲属之间意见不统一，登记机构不得办理
捐献手续。

对此，曹兴权认为：“近亲属在患者失去意识后享有医疗方案同意
权。在患者失去意识之时，若患者未对死后之事进行特别安排，近亲属有
权签订遗体捐献协议。”龚波也指出，病人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可以在此
种情形下以书面形式共同表示同意捐献，并代办捐献登记手续。

韩骁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他表示：“遗体捐献需要本人和近亲属的双重
知情同意。即使本人同意，在去世后本人的近亲属反悔的，该遗体也不能捐
献，如果捐献遗体只是近亲属单独的意思表示，医疗机构一般不会接受。”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刘长秋表示：“医疗机构应依据遗体捐
献协议来处理遗体，将遗体进行低温冷冻也属于医学科研，除非协议中明
确约定不得低温冷藏，否则此举是合法的。”同时他也指出，如果医疗机构
在死者家属不知情的情况下，将遗体用于可能有损死者尊严或家属利益
的用途，如制作人体标本用于商业展览等行为是不合法的。

遗体研究是否必须经医学伦理委员会同意？
2007年5月1日起施行的国务院《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人体器官

移植需向医学伦理委员会提交申请，取得同意才可实施。那么，对遗体进
行某种研究是否需要该组织的审核？

医学伦理委员会是由医学专业人员、法律专家及非医务人员组成的
独立组织，其职责为核查临床试验方案是否合乎道德，确保受试者的安
全、健康和权益不受侵害。2016年12月1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发布新版《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下称《办法》），其中第7
条明确规定医疗卫生机构未设立伦理委员会的，不得开展涉及人的生物
医学研究工作。

韩骁认为，《办法》所涉及的人指的是广义的人，冷冻实验目的在于多
年后复活，而不仅仅是冷冻本身。“这种手术已涉及到生与死，必须经过伦
理委员会的审核批准。如果未经批准而擅自开展，可能会被责令终止。”

但龚波却表达了另一种观点：《办法》中的人应当是指自然人，不包括
胎儿和遗体。人体冷冻技术是一项医学科技发展的新技术，本着“法无禁
止即为自由”的原则，是不违法的。

事实上，全国首例“人体冷冻案”给法律提出的难题不止于此，“死而
复生”已经超越了现有的法律框架。刘长秋表示，如果有一天冷冻技术成
熟之后，真的实现“死而复生”，那么人类的伦理与法律制度都将发生重大
改变。

第十三届全运会纪念邮票发行
新华社发 郝群英 摄

8月27日，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河北邯郸分公司的工
作人员展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纪念邮票
小全张。

当日，中国邮政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
会》纪念邮票一套两枚、小全张一枚。图案内容为“竞技体
育”和“群众体育”。

停止心跳和呼吸后，她沉睡在零下196度环境中

“冷冻人”正叩问着诸多法律和伦理难题
《检察日报》叶嘉 李君

2017年5月8日，
山东济南的展女士在
病床上停止了心跳和
呼吸，医生宣布其临床
死亡，但是这一次，却
不能说她“永远离开
了”。因为几分钟后，
山东银丰生命科学研
究院的工作人员对展
女士实施了场长达55
个小时的手术——人
体冷冻，展女士以头
朝下的姿态沉睡在零
下 196 度的极低温液
氮罐内。

这是我国首例人
体冷冻实施案例，展女
士真的能“死而复生”
吗？如今的展女士在
法律上到底是什么身
份？这样一场举世瞩
目的手术究竟是噱头，
还是人类发展史上的
又一里程碑？喧嚣背
后，许多法律和伦理问
题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