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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智

今年8月，北京市检察机关第一次对大

气污染提起公益诉讼，北京四中院在审理过

程中第一次依职权采取行为保全措施——

裁定被告在未经环境审批、不符合环保标准

的情况下，禁止继续从事污染环境、破坏生

态的生产行为。这两个“第一次”不仅凸显

了司法机关打击破坏环境违法行为的坚定

态度，更表明司法机关正在采取越来越多、

越来越有效的司法手段保护环境。

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度推

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理念

更加深入人心。在大环境的推动下，环境

公益诉讼制度逐渐健全完善，不仅数量越

来越多，而且类型日渐多元，为保护“绿水

青山”提供了强大的司法保障。

不过，相较于其他领域的司法制度，环

境公益诉讼有其特殊性。破坏环境行为一

般时间长、范围广、隐蔽性强，造成在司法

诉讼中取证难、认定难。而且，有些污染企

业缺乏责任意识，在损害后果发生后，甚至

被告上法庭后，依旧不停止排污，造成生态

环境的持续损害。由于诉讼程序一般较为

漫长，举证质证也要求较高，加之当事人诉

讼成本较大等原因，使得个案即使最终胜

诉，但生态环境的损害已经造成，常常难以

挽回。

环境公益诉讼所面临的困局，凸显着

“行为保全”不可低估的巨大作用。与传统

司法注重事后救济不同，作为“责令一方当

事人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

为”的行为保全，可以在环境公益诉讼中

“未雨绸缪”，及时制止污染行为，避免环境

继续遭受损害，防止污染行为带来持续性

影响。此外，类似行为保全的禁止性措施，

还会给污染企业带来压力，督促其以更积

极的态度对待诉讼，有助于提高纠纷解决

的效率。

将“行为保全”这样的司法手段创造性

地运用于环境公益诉讼中，正是将环境法

所确立的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等法治原则充分运用

到司法实践中。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还

有许多司法手段都能运用在环境公益诉讼

中，关键在于如何更新司法理念、加强司法

研究，使得司法手段能够充分贴合环境诉

讼案件的特征。要更好地发挥环境公益诉

讼这一“环保利器”的作用，司法机关就必

须完善配套机制，勇于尝试更多行之有效

的举措，让“绿色司法”打出组合拳，在司法

实践中更多地注入绿色发展理念。

寄宿隐患

随着开学季的到来，在不

少城市里，小学周边的学生寄

宿点又火了起来。这些寄宿

场所虽能解决孩子午休、无人

看管、放学后无地方可去等问

题，但往往环境简陋、管理混

乱，且不具备相关资质，在消

防设施、卫生环境等方面存在

多重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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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达志

日前，一条有关中国航班拟开放手

机使用的消息引起广泛关注，论者纷纷

予以正面评价。该消息称，《大型飞机

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

则》第五次修订版已予发布，将于 2017

年 10 月起实施。这次修订放宽了对

于机上便携式电子设备的管理规定，

允许航空公司对便携式电子设备的影

响进行评估，并制定相应的管理和使

用政策。

这意味着，中国民航业在是否允许

乘客于飞行途中使用手机这个问题上，

已逐渐向国际航空业趋势靠拢。现行

规定严禁乘客在飞行全程中使用手机，

其初衷当然是出于安全考虑。但国外

有研究表明，飞机上使用手机主要对地

面网络造成干扰，“绝大多数商业航班

可以承受来自便携式电子设备的电波

干扰”。因此，在一定限制条件之下，允

许乘客在机上使用手机未尝不可。

但这条消息并未引起笔者太大的

兴奋。飞机上可以玩手机了，对面临乏

味的飞行过程（尤其是长途航班）的乘

客来说，当然是个好消息。问题是，如

果配套措施不到位、管理跟不上，以目

前一些人遵守秩序的自觉性，允许乘客

在航班飞行途中使用手机，实际效果不

一定好，至少有待检验。

很多国外航空公司虽然允许使用

手机，但要求在起飞降落阶段关机，或

者开启飞行模式。如果开启飞行模式，

就意味着不能通过移动网络打电话和

上网。假如机上没有 WiFi，或者机上

WiFi价格昂贵，那么就很难保证乘客不

会偷偷取消甚至压根儿就不开启飞行

模式。任何一个航班都不可能对用户

手机逐一检查、全程监控，现有的管理

手段无法杜绝乘客违规。

当然，飞机升至一定高度后，即便

不开启飞行模式，也是没有移动信号

的。但并不妨碍有些人一直保持正常

模式。一旦发现信号，保不准就会与地

面的朋友接通电话，叽叽喳喳报告情

况，甚至旁若无人聊天唠嗑。尽管目前

禁用手机，但飞机落地后电话声此起彼

伏已很常见，何况手机解禁？

允许在飞行过程中使用手机后，可

能有更多人在飞机上打游戏、看视频、

听音乐……航空公司要准备应对各种

复杂的情况，防止乘客的娱乐行为影响

他人，比如准备适合各类型号手机使用

的耳机等。显然，开放使用手机，意味

着航空公司的服务水平要跟上。

如果缺乏精细化的管理手段，仅

仅开放使用手机，较之坐飞机不能玩

手机时的寂寞与无聊，没准体验还会

更糟糕。这正是笔者对国内航班有望

能玩手机持谨慎态度的原因。当然，

允 许 在 飞 机 上 使 用 手 机 ，是 大 势 所

趋。笔者想说的是，真要开禁并不那

么简单。

朱昌俊

近日，《半月谈》杂志以《外卖井喷！天量

“用塑”考问“限塑”》为题，报道了在上海、广

东、吉林等地的调研。调研显示，已施行9年

的“限塑令”效果堪忧。目前市场上餐盒材质

主要为PP5（聚丙烯），这类材料虽然无毒害、

耐高温，但其不可降解的特点引出了垃圾处

理难题。

任何一种生产消费行为都难免产生副产

品和“环境成本”。关键是这种“成本”能否被

有效控制，能否实现生活便利与环境保护的

良性平衡。若仅以“环保”之名彻底否认某一

消费行为乃至一个行业存在的必要性，无疑

是矫枉过正。

目前，外卖餐盒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回收

难和后续处理难。如何从公共角度实现餐盒

从使用到回收，到最终处理的循环？餐盒使

用缺乏具体标准，是当前最大的制度漏洞。

那么，是不是出台一纸规定，要求所有外卖餐

饮都使用可降解的餐盒？显然没那么简单。

可降解餐盒价格较高，若要求统一使用，

首先涉及成本分担。对此，不妨引入平衡机

制，比如对使用可降解餐盒的商家提供适当

补助，用回收环节省下的成本补贴前期使用

环节的投入。

另一方面，使用可降解餐盒并不意味着

无须分类回收，而这恰恰是目前最薄弱的环

节。综合考量，欧洲国家通过政府采取强制

性政策，对可再生资源回收处理进行补贴的

方式，应该是眼下最值得借鉴的。

考虑到外卖餐盒垃圾相对更容易分辨、

分类，可考虑设立专门的外卖垃圾回收系

统。这个系统可由政府、外卖平台、餐饮店、

订餐者共同参与。比如，外卖垃圾回收利润

较低，市场积极性不足，政府部门有必要对市

场进行引导，提供相应的补贴；对于在家订餐

或者具备盛装外卖食物条件的订餐者，外卖

平台可通过设立价格协调机制，倡导订餐者

使用非一次性餐盒送餐；在外卖使用量大的

区域，可尝试设置专门的外卖垃圾回收点，便

于后期专门回收。

让“绿色司法”打出组合拳
要更好地发挥环境公益诉讼这一“环保利器”的作用，司法机关就必须不

断完善配套机制，勇于尝试更多行之有效的举措。

外卖环境成本
如何控制

涉及成本分担，不妨引入平衡机

制，如对使用可降解餐盒的商家提供适

当补助，用回收环节省下的成本补贴前

期使用环节的投入。另一方面，使用可

降解餐盒并不意味着无须分类回收，而

这恰恰是目前最薄弱的环节。

飞机上玩手机 没想象的那么美
如果缺乏精细化的管理手段，仅仅开放使用手机，较之坐飞机不能玩

手机时的寂寞与无聊，没准体验还会更糟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