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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 

 

公益诉讼检察与疫情“源头”防控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比较行政法研究所所长  杨建顺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爆发和蔓延，对检察机关如何发挥职能作用为疫情“源

头”防控提供服务和保障提出了新课题。检察监督应当遵循合法原则和“量力而行”的原则。服

务于防控疫情进行法律监督，应当着眼于促进制定和完善相应法律、法规和规章，完善相关程序，

以及为行政机关履行相应职责提供保障等方面，切实做到监督不越位、尽职不失职。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工作，需要依法、及时而有效地展开。在此过程中，为

了妥善处理涉及疫情的相关案件，要求检察机关切实发挥好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职能，通过公益诉

讼和检察建议等方式，监督行政机关和相关社会团体依法全面履行职责，实现疫情“源头”防控。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

出要“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以及英烈保护

法的制定，相继确立了限定性的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制度，即目前我国检察公益诉讼的范围主要是

“4+ 1”，包括“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

域”，侵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加上“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数年来，各级检察机关为解决公共利益保护问题而依法推进公益诉

讼，切实维护了广大人民的利益。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群众对公益保护的需求日益增多，

探索“等”外领域公益保护便成为新时代检察公益诉讼的理论和实践所面临的共同课题。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最高人民

检察院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契机，以积极、稳妥的态度，致力于探索“等”外

领域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和蔓延，对检察机关如何发挥职

能作用为疫情“源头”防控提供服务和保障提出了新课题。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关于认真贯彻

落实中央疫情防控部署坚决做好检察机关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要求全国检察

机关充分发挥各项检察职能，为社会各界有效开展疫情防控，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营造有利司法

环境。《通知》要求，要结合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积极开展源头防控，在对非法捕猎国家保护的

野生动物的行为予以严惩的同时，注意发现野生动物保护中存在的监管漏洞，积极稳妥探索拓展

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公益诉讼，注意发现生鲜、肉类市场检验检疫中存在的漏洞，及时提出检察

建议，促进完善相关治理措施。探索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一项

重大部署，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认真贯彻落实《通知》

的上述要求，不仅有助于探索推进传染病防治“等”外领域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和完善相关检察建

议制度，而且对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都将产生重要

而深远的影响。 

    在生鲜、肉类市场检验检疫领域，建立健全检察建议制度，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理

论上和实践中都不存在困难。就探索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公益诉讼而言，应当从全面展开法律监

督职能的角度对“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之表述作扩张解释，并对“致使国家利益或者

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内涵和外延予以廓清。这里所探讨的检察公益诉讼主要面对行政机关，

对其进行法律监督，应当树立尊重行政首次判断权的观念，但不应有畏难情绪。在这方面，最高

人民检察院已明确提出并积极实践双赢多赢共赢理念，注重工作协同，完善信息共享、案件线索

移送、调查取证配合、专业技术支持等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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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公益诉讼是以法律的明确规定为适用前提的，当然，这并不排斥依法进行的相应探索。

检察监督应当遵循合法原则和“量力而行”的原则。服务于防控疫情进行法律监督，应当着眼于

促进制定和完善相应法律、法规和规章，完善相关程序，以及为行政机关履行相应职责提供保障

等方面，切实做到监督不越位、尽职不失职。在野生动物保护和检验检疫等方面，我国已有野生

动物保护法、出入境动植物检疫法、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应当将这些规定与

传染病防治法、刑法、突发事件应对法以及《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相结合，全面展开抗击疫情领域的法律监督职能。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在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正确领

导下，各方面统筹协调、通力合作，有效抑制了疫情进一步扩散，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和赞

扬。但是，疫情的扩散也需要认真检视。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否就有相关行政机关没有做到依法全

面履行职责，是否也有些社会团体没有做到依法有效推进相关工作，以及有些制度设计本身存在

漏洞等问题。经过抗击 SARS的考验，我国疫情防控的法规范已相对完善，在应急管理体制和职

责划分、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制定和启动、突发事件的监测和预警、突发事件的报告和公布、应

急处理措施和财政支持等方面，以及不同机关与地区之间的协调，信息的收集、报告与发布，对

密切接触者与疫区的控制，对患者与疑似病人的医疗救助保障等，都有相应的法规范支持。然而，

此次抗击疫情过程表明，已有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制度、机制和法规范尚未得到有效

运行。在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形势下，检察机关正积极发挥自身职能作用，提供相关服务和保

障，促使相关部门依法积极作为。为疫情“源头”防控提供服务和保障，便是检察机关发挥公益

诉讼检察职能之“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性的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