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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西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成长基金项目文库：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研究》构建环境公益诉
讼制度对保护环境和激发广大热心人士保护环境的热情有极大的作用，但是我国法律对环境公益诉讼
的规定极其有限，几大诉讼法对原告资格的规定又极大的限制了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范围，因此
，有必要对环境公益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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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检察权的性质及内涵看，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应该是全面的、多种多样的。
对于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0条规定的“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应该作全面的理
解，这种法律监督不能仅限于事后监督，也应包括诉前、诉中的监督。
人民检察院在诉前对具有损害公共环境利益的行政行为行使监督权是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0条的应
有之义。
对侵犯环境公益无人、无力起诉，或公民不敢、不愿起诉的，检察机关以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身份参
与到诉讼中来，可以更好地维护环境公益。
　　我国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始于清末，清末变法修律引进了西方检察制度。
建国后，1949年的《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第3条第5项规定了最高人民检察署
有权“对于全国社会与劳动人民利益有关之民事案件及一切行政诉讼，均得代表国家公益参与之”
，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们检察院组织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活动享有起诉权和参诉权，其第4条规定地方人民检察院的职责之一是“对于有关国家和人
们利益的重要的民事案件有权提起诉讼或参加诉讼”。
1957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民事案件审判程序（草稿）》在第1条也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于有关国
家和人民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可以提起诉讼。
”但从1979年开始起草的《民事诉讼法》、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试行）》和1991年的《民事诉讼
法》都删除了检察机关通过提起民事诉讼对民事案件审判活动实行监督的权力，行政诉讼法也有类似
的规定，检察机关的职能呈萎缩态势。
然而考察国外关于检察机关的职能变迁可以看出，各国司法体制的共同发展趋势之一是检察机关的职
权呈扩大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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