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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中的“绿色印迹”及对企业合规管理的启发 

导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

“《民法典》”）于2020年5月28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表决通过，并将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民法

典》在总则编中创设了“绿色原则”，并在分编规

定了有关“绿色约束”、“绿色责任”的条款，形成

了《民法典》中的“绿色印迹”。本文将循着《民

法典》中的“绿色印迹”，结合实践经验，对《民

法典》中一些重要的条款进行概述和解读，并提出

有待实践中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对企

业的一些建议，供参考。 

一、 《民法典》中有哪些“绿色印迹”相关的重点

条款 

1、 在总则中确立“绿色原则”。《民法典》第

九条规定了“绿色原则”，即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

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这一

规定其实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九条

“绿色原则”的重申和扩展。“绿色原则”作为一

项民法基本原则，其体现了绿色发展的理念，其重

要的意义在于：(1)为立法者提供明确的价值体系，

促使其据此制定具体规则，我们可以预见，在《民

法典》框架下，未来民事方面的立法将更多考虑这

一原则；(2).指导裁判者的个案审理，基于法律原则

斟酌具体规则的适用。事实上，《民法典》出台前，

我们曾观察到有案例中法院援引其时民法总则项

下“绿色原则”做出裁判从而作为支持协议有效性

的先例，未来司法判决或仲裁中可能会更多见到绿

色原则的运用；(3)促进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的绿

色发展意识。 

2、 明确合同层面的“绿色约束”。 《民法典》

合同编中有一些反映绿色原则的条文，如：规定当

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

境和破坏生态（第509条）；规定债权债务终止后当

事方的“旧物回收”义务（第558条）；规定了包装

方式不明确时应按照“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

环境”的要求确定包装方式（第619条）；第625条

在第558条基础上进一步规定了标的物在有效使用

年限届满后应予回收的，出卖人负有自行或者委托

第三人对标的物予以回收的义务。此外，《民法典》

还规定了用电人节约和计划用电的义务（第655条）；

用益物权人守法和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

境的规定（第326条）；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时符合

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第346条）；物业

服务人妥善养护、清洁、绿化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

主共有部分，对违反环保法的行为及时制止，向有

关部门报告并协助处理的义务（第942条）。 我们

理解，虽然目前合同编中反映绿色原则的相关条文

并未触及合同效力、合同解除等更为核心的制度，

但是其在司法实践中有可能会被理解为保证、附随

义务或者后合同义务等，从而对于判断当事方是否

适当履行合同产生一定影响。 

3、 增加了破坏生态的侵权责任。《民法典》

第1229条规定“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

害的，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相较于《侵权

责任法》，《民法典》明文增加了破坏生态这种侵权

类型。实践中，污染环境和生态破坏常被混淆，但

其实它们是现代生态环境问题的两种形式，是存在

区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释义》

提到污染环境往往针对的是“向环境排放物质或能

力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从而导致环境质量降低”

的情形，而生态破坏则大多是“对自然资源的不合

理开发利用行为，导致环境要素的数量较少或质量

降低，破坏生态效能和生态平衡。（如毁林开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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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明确对故意侵权可能存在的惩罚性救济。

《民法典》第1232条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

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

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在《民法典》出台

之前，无论是《侵权责任法》还是环境侵权纠纷的

相关司法解释均未规定对环境侵权行为的惩罚性

赔偿，《民法典》突破性地确立了生态环境侵权惩

罚性赔偿制度，对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产生

了更大威慑。当然我们也注意到，目前《民法典》

对于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是原则性的，对于

其适用过程中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其适用的情形，

具体的构成要件（尤其是结果要件）、惩罚性赔偿

的金额范围等目前尚不明晰，这有待于后续立法以

及司法实践的进一步明确。 

5、 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范围。在《民法

典》出台之前，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范围散见于司

法解释和政策性文件中，且内容上存在模糊之处，

而《民法典》第1235条则明确规定了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的范围，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诉讼提供了实体法依据，具体包括：生态环境

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

失；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生态环

境损害调查、鉴定评估等费用；清除污染、修复生

态环境费用；防止损害的发生和扩大所支出的合理

费用。我们理解，此处的合理费用应包括无法归入

上述明确类目的应急处置费用。 

二、 企业应如何应对《民法典》中“绿色印迹”条

款 

1、 企业应当在商业活动中贯彻落实绿色发

展的理念。企业应使用绿色技术（节约资源、研发

和引进消化环境保护技术，对工艺流程进行技术改

造，提高资源生产效率，控制环境污染和控制温室

气体排放），生产绿色产品（针对设计、制造、销

售到回收处置的全过程，生产对环境无害或危害较

少，符合特定的环保要求、有利于资源再生的产品），

开展绿色营销，促进绿色消费，争当绿色标兵。 

2、 企业应当加强合同管理，避免合同条款因

违反“绿色原则”和“绿色约束”而引发争议。企

业应特别留意上文第一部分第2条项下所述之条款，

尤其是关于旧物回收和包装方式的相关义务和要

求。如在合同起草谈判中未能注意上述条款，存在

不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或未能明确义

务履行的要求和标准或相关责任和救济方式的，将

来可能容易产生争议，从而处于不利地位。 

3、 企业应当加强环境和能耗合规管理，避免

合规责任及信用风险。在“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环

保执法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企业应完善环境和能耗

管理相关制度，提升环保合规管理水平、自查自改

和自我提升，避免合规风险，在中国建立和完善社

会信用体系的过程中，致力于维持和提升信用管理

能力，避免信用风险。 

三、 结语 

《民法典》中的“绿色印迹”，是绿色发展理

念的体现，也是民法典对生态文明建设执政治国战

略的回应。面对当前对环境违法行为日趋严格的立

法趋势，以及随之而来的日趋增加的环境违法成本

及环保合规压力，企业应学习和研究《民法典》相

关规则，“防患于未然”，坚持绿色发展，进一步完

善合同管理及环境合规体系的建设，从而防范环境

法律责任风险和信用风险。 

如您有任何具体的问题，欢迎邮件联系我们：

ecoenvpro@junhe.com。 

 

关于君合EHS团队：君合是国际公认的、提供

优质法律服务的中国大型综合律师事务所之一，拥

有逾800人的专业团队。作为中国环境、健康及安

全生产法律业务领域的先驱之一，君合EHS团队为

跨国公司客户在环境、健康及安全领域提供全方位

的法律服务，涵盖项目开发和设立合资公司，并购

交易，企业日常运营，EHS合规，政府调查，行政

处罚、复议和诉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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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核  合伙人  电话：86-21 2208 6340  邮箱地址：zhuh@junhe.com 
倪天伶  律  师  电话：86-21 2208 6346  邮箱地址：nitl@junhe.com 
王争鸣  律  师  电话：86-21 2283 8243  邮箱地址：wangzhm@junhe.com 

本文仅为分享信息之目的提供。本文的任何内容均不构成君合律师事务所的任何法律意见或建议。如您想获得更多讯

息，敬请关注君合官方网站“www.junhe.com” 或君合微信公众号“君合法律评论”/微信号“JUNHE_LegalUp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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