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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引言



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
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

诉前程序是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
益诉讼的重要环节，对于保障诉
讼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保护日益受到重视，环境公
益诉讼成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

重要手段。

研究背景和意义



国内外研究现状

01

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诉前程序的理论基础、实践探

索和制度完善等方面。

02

国外研究则更注重诉前程序的法律地位、程序设计

和实施效果等方面。

国内外研究均存在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

研究和实践探索。

03



通过对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

讼的诉前程序进行深入研究，为

完善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提供

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研究目的

采用文献研究、案例分析、比较

分析等方法，对诉前程序的相关

理论和实践进行深入探讨。

研究方法

研究目的和方法



02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
讼概述



概念
环境公益诉讼是指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提起

诉讼的司法活动。

特点
环境公益诉讼具有公益性、预防性、救济性和专业性的特点。它旨在维护不特

定多数人的环境权益，通过司法手段预防或减轻环境损害，为受损的环境公共

利益提供救济，并需要专业的法律知识和技术手段支持。

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和特点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依据

宪法依据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

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

害。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

关，有权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提起

诉讼。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

律规定了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的法律依据和具体程序。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践情况

近年来，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数量不断增加，涉及大气污染、水污染、土

壤污染等多个领域，有效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和生态环境安全。

典型案例

自2015年起，我国开始在部分地区开展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积累了

一定的实践经验。

试点探索

201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机关办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标志着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

全面推开



03
诉前程序的基本内容和特
点



诉前程序是指在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之前，依法进行的一系列准备和调查工作。

概念定义

诉前程序的主要作用是为检察机关提起诉讼提供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确保诉讼的顺利进行和有效维护环境公

益。

作用

诉前程序的概念和作用



诉前程序的基本内容

案件线索收集

检察机关通过受理举报、移送、交办等途径获取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线
索，并进行初步核实。

调查取证

检察机关对涉嫌环境违法的行为进行调查取证，包括现场勘查、询问
当事人、证人等。

评估损害

检察机关委托专业机构对环境损害进行评估，确定损害程度和赔偿数
额。

诉前建议

在提起诉讼前，检察机关可以向相关行政机关或企业提出诉前建议，
要求其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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