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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深入推动绿色发展，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强调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

实推动乡村生态振兴[1]。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

提出，要加快推进农业绿色发展[2]。农业环境损害司

法鉴定作为农业环境损害调查、因果关系分析、修复

方案拟定、修复效果评估的技术手段，对于涉及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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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judicial appraisal of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damages from scientific to legal fact-finding
activities,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sound legal system. Therefore, through a review of legal norms and practical condition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achievements and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for judicial appraisal of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damages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At present, China has formulated many legal systems around the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judicial application, and appraisal norms of judicial appraisal of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damages, promoting its effective
service for environmental adjudication. However, with the further advance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and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judicial appraisal of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damages
have gradually emerged. To this end, the systematic improvement of the judicial appraisal of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damages should be
promoted by improving the legal system, strengthening regulatory capacity, and improving judicial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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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推动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从科学事实认定活动向法律事实认定活动的转化，需要建构完善的法律制度。本文通过法

律规范及实践状况检视，总结了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法律制度建设取得的成就，剖析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建议。目前我

国业已围绕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行政管理、司法适用以及鉴定规程制定了数量众多的法律制度，推动其有效服务环境资源审

判工作。但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进一步推进，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制度缺陷、监管难题、司法困境也逐步显现。因此应当通

过健全法律制度、强化监管能力、提升司法效能推动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系统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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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损害的执法、司法活动具有重要价值。因

此，建构完善的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法律制度，对

于推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农业绿色发展、助力

乡村振兴意义十分重大。

起初学者们围绕司法鉴定这一议题，探讨了其在

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救济中的作用[3]、局限性[4]及制度

完善路径[5]，并提出了建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制度的

构想[6]。2015年国家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事项纳入

统一登记管理后，学者们围绕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制

度内涵[7]、法律定位[8]、行政监管[9]、司法适用[10]及优化

进路[11]等进一步展开研究，并就司法鉴定专项立法问

题展开研讨[12]。以上研究成果为我国农业环境损害

司法鉴定专门性问题的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具体

来看，学者们分析了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制度的特

点[13]及内涵[14]、制度现状及困境[15]、适用对象[16]与标准

体系建构[17]。

但是应当看到，学界目前有关农业环境损害司法

鉴定的专门性深度研究仍然匮乏，且现有研究多聚焦

于作为科学活动的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忽视了基

于其科学证据属性的相关法律制度的整体分析，难以

为开展环境资源审判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基于以

上问题，本文拟对我国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法律制

度进行充分的检视，分析其中的问题和原因，并提出

完善理路，以期为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实践提供理

论依据。

2 我国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法律制度的检视

作为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下位概念，根据司法

部、生态环境部印发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

定》，本文将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界定为：在诉讼活

动中鉴定人运用环境科学的技术或者专门知识，采用

监测、检测、现场勘察、实验模拟或者综合分析等技术

方法，对农业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诉讼涉及的专门

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为

整体审视我国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法律制度，本文

对“法律”这一概念作广义理解，即包括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部门规范性文件及司法解释、各类标准。

2.1 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法律规范回溯

回顾并梳理我国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法律规

范，可以将其分为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规范、司法适

用方面的法律规范、鉴定规程方面的标准文件三类。

2.1.1 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规范

我国有关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行政管理的法

律规范肇始于 2005年 2月 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

定》（以下简称《决定》），其中明确规定，根据诉讼需要

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可以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确定其他应当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实行登记

管理的鉴定事项，这为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纳入统

一登记管理提供了上位法依据。2015年 4月 24日第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对《决定》予以修

正，但上述规定并未有变更。根据该《决定》，2015年

12月 2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

合发布了《关于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纳入统一登记管

理范围的通知》。自此，国家对从事农业环境损害司法

鉴定业务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实行统一登记管理。

与此同时，司法部又同原环境保护部联合发布了《关于

规范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管理工作的通知》，其聚焦鉴定

机构设置发展规划、鉴定事项范围界定等事项，为农业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规范管理奠定基本框架。

2015年 12月 24日，司法部对《司法鉴定程序通

则》予以修订，通过优化鉴定程序、健全防错纠错机制、

完善鉴定文书规范、规范鉴定人与诉讼当事人之间的

关系以及强化鉴定人出庭作证义务，进一步细化了农

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行政管理规定。此后，司法部

会同生态环境部、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先后制定了《环

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办法》《环境损害司法鉴

定机构登记评审细则》等多部有关农业环境损害司法

鉴定的规范性文件，实现了对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

从准入到过程监管以及退出的全生命周期规制。

2.1.2 司法适用方面的法律规范

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作为科学证据对于服务

司法审判具有重要作用，我国民事、刑事、行政诉讼程

序法以及相关实体法均对其司法适用事项予以规定。

一是《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

等法律规范为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司法适用提

供程序指引。具体来讲，三大诉讼法明确规定鉴定意

见为八类法定证据之一。在此基础上，其同《关于民

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等相关司法解

释、行政法规一道对鉴定人诉讼地位、回避、出庭、司

法保护、法律责任，以及鉴定意见的委托、格式、质证

等事项进行了规定。

二是《民法典》《刑法》以及《农药管理条例》等法

律规范为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司法适用提供实

体指引。其一，《民法典》同《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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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司法解

释、部门规范性文件一道为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

发挥查明案件事实、确定修复方案等效能提供规范

指引。其二，《刑法》为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人承

担作伪证的刑事责任提供实体法依据。其三，《农药

管理条例》等法规为行政机关在农业环境污染案件

中开展司法鉴定提供实体法依据。据此，行政诉讼

中应以如上规定评判并裁量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

否合法。

三是《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

法鉴定管理规定》《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等

适用于各类诉讼活动的法律规范，为农业环境损害司

法鉴定费用的缴纳、人民法院及人民检察院委托鉴定

等事项提供指引。

2.1.3 鉴定规程方面的标准文件

我国规定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规程的规范主

要是各类涉及标准的文件。具体来看，可以分为如下

三类。

一是有关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方法及流程的

专门性标准，如《农业环境污染损害鉴定技术导则》

《农业环境损害鉴定调查技术规范》。此类标准文件

就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生态环境损害及经济损

失评估、修复方案确定等事项作出规定。二是适用于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领域的专门性标准，如生态环境损

害鉴定评估技术系列指南。此类标准文件为农业环

境损害司法鉴定的开展提供上位规范指引。因而，在

有关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专门性标准未对特定

事项予以规定时，可适用以上标准，且其适用顺位优

先于位阶较低的专门性标准。三是关于司法鉴定文

书制作、行业标准建设等方面的专门性标准，如《司法

鉴定技术规范编写规则》《司法鉴定行业标准体系》。

此类标准文件为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文书以及行

业标准体系建设提供规范指引。

2.2 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制度的实施成就

2.2.1 有效服务于民事案件审判工作

一是推动环境侵权诉讼的有效开展。如在 2015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环境侵权典型案例——曲忠

全诉山东富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责任纠纷

案中，人民法院依据鉴定意见对曲忠全樱桃园受到损

害的事实做出认定[18]。二是推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的有效开展。如在 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环境

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中华环保联合会诉江苏江阴

长泾梁平生猪专业合作社等养殖污染民事公益诉讼

案中，人民法院委托鉴定机构为因畜禽养殖而受到污

染的地块制定修复方案[19]。三是推动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的有效开展。如 2021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

判典型案例——海北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海晏县

某养殖示范牧场有限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司

法确认案中，海北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通过司法鉴

定对草原生态环境损害情况予以认定[20]。

2.2.2 有效服务于刑事案件审判工作

一是在犯罪事实认定中发挥重要作用。如在吉

则功、方向明污染环境案中，人民法院采纳沧州科技

事务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认定涉案工厂排出的废

水是具有浸出毒性特征的危险废物，而厂区外田地土

壤已经受到废水侵蚀，含有浸出毒性物质①。二是为

人民法院定罪量刑提供重要参考。如在王忠民、童江

建污染环境案中，人民法院采信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

出具的鉴定意见认定涉案农地土壤污染，并在此基础

上认定被告人行为达到“致使公私财产损失”的定罪

标准②。

2.2.3 有效服务于行政案件审判工作

一是为判断行政机关的履职情况提供重要指引。

如在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发布的耕地保护典型行政

案例——公益诉讼起诉人荣县人民检察院诉荣县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怠于履行土地行政监管职责案中，四

川省川法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所通过鉴定，判定鸿康公

司开展的复垦工程部分未达到国家土地复垦标准，据

此该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被认定为怠于履职[21]。二

是为判断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提供重要指引。如

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典型案例——江

西省新余市石山水库生态环境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

中，鉴定机构对两家生猪养殖场污染物进行取样检

测，而鉴定结果显示污染物质中五日生化需氧量等指

标严重超标[22]。

3 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法律制度的问题分析

在充分肯定我国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法律制

度建设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应在实事求是的原则下挖

掘这些制度存在的内在缺陷，以及农业环境损害司法

① 参见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法院（2019）冀0609刑初84号判决书。

② 参见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2）绍刑初字第536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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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在行政监管和司法适用中的困境。

3.1 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制度缺陷

3.1.1 统一性法律规范缺失

目前有关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法律规范散

见于相关民事、刑事和行政法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制定的相关司法解释，以及司法部、生态

环境部等部门制定的部门规章和部门规范性文件。

而目前我国并未有统一的关于司法鉴定的专门法律。

这就难以避免出现如下问题：一是农业环境损害司法

鉴定管理文件过于繁杂。鉴定人准入、培训、退出、责

任追究等均散见于不同的规范性文件中。二是农业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司法适用规范不够系统。三大诉

讼法在鉴定的启动、鉴定意见的格式以及鉴定人的法

庭地位、出庭质证等方面并未予以协同规定。三是农

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行政管理与司法适用的衔接缺

乏有效指引。当前，有关两者衔接的规定仅见于《关

于建立司法鉴定管理与使用衔接机制的意见》《司法

鉴定与法律援助工作衔接管理办法（试行）》，但两者

规定较为笼统且法的位阶较低。

3.1.2 专门性标准文件空白

目前我国缺乏针对农业生态环境损害等问题开展

鉴定的专门性国家标准文件。这也就导致司法实践中

鉴定人在作出司法鉴定时缺乏统一强制性规范指引，

难以为案件审判提供具有较强证明力的证据。如在鞍

钢绿色资源科技有限公司营口市鲅鱼圈区分公司、李

延广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中，由于缺乏专门性鉴定标

准，被告无法提出确切证据证明鉴定意见所采用鉴定

方法的错误。基于此一审法院对辽宁省辽南果树司法

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予以采信，判决被告败诉①。

3.1.3 相关性法律文件冲突

目前有关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法律规范存

在部分规定不一致情形。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 10条将当事

人在诉前委托具备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意见

表述为鉴定意见。但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79条规

定，鉴定意见需要由人民法院委托，当事人诉前自行

委托鉴定机构作出的意见人民法院可能不予采信。

3.2 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监管难题

3.2.1 鉴定机构和鉴定人供给不足

一是总体来看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和鉴

定人数量较少。如在司法部中国法律服务网以“农

业”两字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可以检索到的鉴定机构

仅有 5家。即使将检索关键词扩大为“环境”，可以检

索到的鉴定机构也仅有 93家②。而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发布的数据，2021年全国法院受理环境资源一审

案件达 297 492件[23]。两者数量上的差距充分反映了

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难以充分服务我国环境资源

审判工作。二是各地区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

和鉴定人分布数量不均衡。分析从司法部中国法律

服务网检索到的 5家鉴定机构来看，其分别位于天津

等五省市，而其他地区则无分布。即使将范围扩大至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根据司法部发布的《环境损害司

法鉴定白皮书》，各地区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数量也有

较大差距。如云南有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 27家，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人 638人，西藏自治区则没有环境

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及鉴定人[24]。

3.2.2 鉴定机构和鉴定人能力欠缺

根据《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环境损

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细则》，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

定的执业目录包括生态破坏行为致农田生态系统损

害鉴定等，不同执业类目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能力

要求不同。从现有的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分

析来看，具备生态破坏行为致农田生态系统损害鉴定

执业资质的仍然较少，而农田生态系统损害鉴定涉及

法律、环境科学、生态科学等多学科专业分析、损害溯

源与推定判断，而目前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能力欠缺。

3.2.3 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收费混乱

一是由于专门性问题鉴定往往较为复杂，导致农

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周期较长、成本投入较高，行政

主管部门往往疏于对鉴定进行全流程监管。二是各

地区对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收费管理并不一致，如

江苏省等省市明确环境损害类司法鉴定实行政府指

导价管理，但是河北等省市则并未明确农业环境损害

司法鉴定的收费标准，而采用市场调节模式。

3.3 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司法困境

3.3.1 审判人员证据审查能力不足

由于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具有高度的专业性，

法官难以凭借自身的专业知识对其证明力予以实质

性审查。因此，实践中往往是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

意见具备证据能力，法官便认定其具有证明力。如在

① 参见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辽08民终2268号判决书。

② 参见中国法律服务网：http：//12348.moj.gov.cn/#/publicies/identification/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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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华润水泥（上思）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梁兆南

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的二审裁判文书中，法院在仅确

认正意公司具有评估资质，其两名评估人员亦为注册

执业价格鉴证师，评估主体资格合法的情形下，就采

信该鉴定意见，并未对该鉴定意见的证明力进行实质

性的审查和说明①。

3.3.2 鉴定人员出庭参与质证不足

司法实践中，鉴定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情况

时有发生，导致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无法作为证据

加以使用，造成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如湘潭县白石

凤凰优质矮晚柚试种基地、湘潭中元化学有限公司环

境污染责任纠纷案中，由于鉴定人员未出庭接受询

问，故法院对其鉴定意见不予认可②。

3.3.3 鉴定机构公益属性定位不足

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积极推动并组织推

荐了 58家在检察公益诉讼中不预先收取鉴定费用的

鉴定机构[25]，但这并未从根本上缓解可委托鉴定机构

过少与近年来检察机关办理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领

域案件超 30余万件[26]带来的与日俱增需求之间的张

力。尤其是，审视推荐名录来看，有农业生态环境损

害相关事项鉴定资质的机构仍然较少。上述现象充

分反映出实践中部分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对

自身公益属性认识不足。

4 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法律制度的完善理路

规范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是提高环境资源审

判质量的关键环节[11]，为此，建议从健全法律制度、强

化监管能力、提高司法效能等三个方面，寻求农业环

境损害司法鉴定的完善理路。

4.1 健全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法律制度

4.1.1 制定专项法律

推动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制度的规范有序展

开，亟需制定司法鉴定专项法律，并将其作为指导农

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上位法。当前制定“司法鉴定

法”已有良好的政治基础、行业实践基础[27]，且从比较

法视野审视，域外亦有部分国家进行了司法鉴定的统

一立法[12]。

“司法鉴定法”中有关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

规定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对农业环境损害司法

鉴定程序予以规定，包括接受委托的流程、鉴定人开

展鉴定的方式、鉴定意见的制作范式等。二是对农业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行政监管予以规定，包括鉴定机

构和鉴定人的登记、执业分类、诚信评价以及行政和

刑事处罚措施、退出机制等。三是对农业环境损害司

法鉴定的司法适用予以规定，包括鉴定的启动方式、

鉴定人和鉴定意见的法律地位、鉴定人出庭流程、鉴

定意见的质证过程以及采信标准等。在上述基础上，

推动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行政管理与司法适用的

衔接。

4.1.2 完善现行规范

一是在《民法典》等实体法中对农业环境损害司

法鉴定相关制度予以完善，包括明确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鉴定费用的预先不缴纳

制度、减免制度等。二是进一步完善《行政诉讼法》等

程序法。在《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均对司法鉴

定做出较为完善规定的当下，《行政诉讼法》应当进一

步增加鉴定的启动、鉴定意见的格式以及鉴定人的法

庭地位、出庭质证等方面规定，与其他类型诉讼规定

相协同。三是对于诸如《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案件的若干规定》等与上位法存在冲突的法律规范，

有关方面应按照规定要求及时修改。

4.1.3 完备配套规范

进一步完善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专项技术标

准，当前，有关部门正在加紧推进《生态环境损害鉴定

评估技术指南 生态系统 第 1部分：农田生态系统》出

台施行。在此基础上，推动其与现行生态环境损害鉴

定评估技术系列指南以及《农业环境损害鉴定调查技

术规范》《农用地土壤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规范》等

标准的衔接。

4.2 强化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监管能力

4.2.1 规范准入退出

一是司法行政部门依法严格做好农业环境损害

司法鉴定准入管理，从源头把控好农业环境损害司法

鉴定机构质量。二是科学规划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

定行业布局。建议国家司法行政部门协同生态环境

部门、农业农村部门制定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

在全国范围内的布局规划，地方有关部门应当依据该

规划采用财政税收等政策支持，推动本地区农业环境

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发展。三是完善责任追究和淘汰

退出机制。司法行政部门应依法开展农业环境损害

①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防市民一终字第377号民事判决书。

② 参见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3民终59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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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鉴定机构及鉴定人的诚信评价、资质动态评估

等，推动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数量提升的同

时，保障其鉴定质量。

4.2.2 提升专业素养

一是加强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人才队伍建设，

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与鉴定机构开展合作，鼓励推动相

关领域科研人员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农业环境损害司

法鉴定人。二是加强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人的常

态化培训，并将其作为职称评审等方面的重要考量因

素。三是做好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的认证认

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严格依据《关于加快推进司

法鉴定资质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检验检测机构资

质认定管理办法》等，开展好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

机构资质认定。在此基础上，相关部门依据资质认定

规则做好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的培育工作。

四是推动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专家库建设。组建

国家和地方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专家库，推动领域

专家参与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准入、质量管理、行业监

管，发挥专家在引导支持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行业

水平提升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4.2.3 统一收费标准

一是制定统一的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收费标

准。国家层面明确环境损害司法鉴定采取政府指导

价格的方式，各地区在此原则基础上制定地方司法鉴

定收费标准。二是完善公益诉讼预先不收取费用制

度。司法行政部门、生态环境部门、农业农村部门以

及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应当加强沟通协作，对于在公

益诉讼中预先不收取鉴定费用的机构，给与一定的财

政支持，并将其作为鉴定机构和鉴定人信用考核、资

质评价等方面的考量因素。三是加强对农业环境损

害司法鉴定的信息化监管。对于鉴定机构接受委托、

开展鉴定、作出鉴定意见、收取费用等进行全流程数

据监管，并推动上述信息的公开公示，接受公众监督。

4.3 提升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司法效能

4.3.1 扩收领域专家作为陪审员

一是明确专家陪审员在审判中的定位与作用。

应当看到，引入专家陪审员的目的在于弥补审判人员

在农业环境损害相关专业知识上的不足，协助法庭认

定事实问题。专家陪审员在审判人员指引下可开展

如下工作：其一，专门性事实问题的调查；其二，是否

应当进行司法鉴定的判断，包括当事人申请鉴定的事

项、目的等；其三，鉴定人及鉴定机构资质、鉴定意见

文本格式等鉴定形式上的审查；其四，检材、鉴定方法、

鉴定流程以及鉴定结论等实质性内容的审查；其五，监

督依据鉴定意见作出的判决结果的落实，如生态环境

修复方案的实施和验收。二是建立专家陪审员参与

环境资源案件审理的选任制度、参审制度、监管制度、

保障制度，以及专家陪审员参加案件审理的相关辅助

机制。三是适时启动专家陪审员参与环境资源案件

审理的相关立法工作，为上述工作开展提供法律保

障。当前情况下可以先制定相关司法解释，为《人民陪

审员法》的修改进行相应的立法准备[28]。

4.3.2 充分发挥专家辅助人作用

依法有序推动专家辅助人出庭参与案件审理。

在庭审过程中，一是要引导专家辅助人对农业环境损

害司法鉴定进行有效监督和质证。此处应当明确，专

家辅助人作为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在审判过程中可以

开展如下工作：其一，监督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

实施过程，为鉴定活动开展提供意见和建议。其二，

在法庭指导下协助当事人就鉴定意见开展质证，包括

查阅鉴定记录、向鉴定人询问等。其三，接受当事人、

审判人员等主体的询问，或主动向法庭释明相关专业

性和专门性问题，辅助审判人员正确认定案件事实。

二是要依据《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范

对专家辅助人意见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进行审查判

断。三是对于提供虚假证明的专家辅助人，除不采

纳、采信其意见外，人民法院还要依《刑法》等规定给

与其处罚。

4.3.3 建立司法与执法协作机制

一是对于经依法通知，拒不出庭作证的农业环境

损害司法鉴定人，人民法院可以反馈给其行政主管机

关，要求对鉴定人及其所在机构作出行政处罚。二是

通过沟通协作提升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人出庭作

证能力。人民法院可以通过与司法行政部门协作，制

定本地区鉴定人出庭作证指引规范。三是强化农业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服务公益诉讼能力。人民法院、人

民检察院与司法行政部门等单位加强沟通协作，制定

完善环境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预先不

收取鉴定费用的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名录，引

导其在司法审判中优先适用，进而强化农业环境损害

司法鉴定的公益属性。

5 展望

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不仅是科学活动的展开

过程，更是科学证据的形成过程。虽然目前农业环境

损害司法鉴定的发展已经取得了较大成就，有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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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但应当看到，我国农业环境损

害司法鉴定在法律制度建设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其

在行政监管和司法适用方面也有诸多需要改进完善

之处。因此，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进程

中，有必要进一步强化对农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法

律规制。作者坚信，有关方面通过及时完善法律规

范、逐步强化行政监管、有效改进司法适用，我国农业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制度一定能够在生态文明建设中

发挥更加积极、更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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