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定》已于 2021 年 11 月 29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854 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

的若干规定 
（2021 年 11 月 29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854 次会议通过，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为妥善审理生态环境侵权案件，及时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维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落实保护优

先、预防为主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申请人以被申请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不及时制止将使

申请人合法权益或者生态环境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为由，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一条

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禁止令保全措施，责令被申请人立即停止一定行为的，人民法院应予受

理。 

  第二条 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受到损害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以及民法典第

一千二百三十四条、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条规定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可以向

人民法院申请作出禁止令。 

  第三条 申请人提起生态环境侵权诉讼时或者诉讼过程中，向人民法院申请作出禁止令的，人

民法院应当在接受申请后五日内裁定是否准予。情况紧急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接受申请后四十八小

时内作出。 

  因情况紧急，申请人可在提起诉讼前向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实施地、损害结果发生地或者

被申请人住所地等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作出禁止令，人民法院应当在接受申请后四十八

小时内裁定是否准予。 

  第四条 申请人向人民法院申请作出禁止令的，应当提交申请书和相应的证明材料。 

  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身份、送达地址、联系方式等基本情况； 

  （二）申请禁止的内容、范围； 

  （三）被申请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以及如不及时制止将使申请

人合法权益或者生态环境受到难以弥补损害的情形； 

  （四）提供担保的财产信息，或者不需要提供担保的理由。 

  第五条 被申请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具有现实而紧迫的重大风险，如不及时制止将对申

请人合法权益或者生态环境造成难以弥补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量以下因素决定是否作出禁

止令: 

  （一）被申请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被行政主管机关依法处理后仍继续实施； 

  （二）被申请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对申请人合法权益或者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超过禁止

被申请人一定行为对其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 

  （三）禁止被申请人一定行为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产生的不利影响； 



  （四）其他应当考量的因素。 

  第六条 人民法院审查申请人禁止令申请，应当听取被申请人的意见。必要时，可进行现场勘

查。 

  情况紧急无法询问或者现场勘查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定准予申请人禁止令申请后四十八小时

内听取被申请人的意见。被申请人意见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解除禁止令。 

  第七条 申请人在提起诉讼时或者诉讼过程中申请禁止令的，人民法院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

保，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 

  申请人提起诉讼前申请禁止令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

回申请。 

  第八条 人民法院裁定准予申请人禁止令申请的，应当根据申请人的请求和案件具体情况确定

禁止令的效力期间。 

  第九条 人民法院准予或者不准予申请人禁止令申请的，应当制作民事裁定书，并送达当事人，

裁定书自送达之日起生效。 

  人民法院裁定准予申请人禁止令申请的，可以根据裁定内容制作禁止令张贴在被申请人住所

地，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实施地、损害结果发生地等相关场所，并可通过新闻媒体等方式向社

会公开。 

  第十条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或者不准予申请人禁止令申请不服的，可在

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后十

日内审查并作出裁定。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第十一条 申请人在人民法院作出诉前禁止令后三十日内不依法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在

三十日届满后五日内裁定解除禁止令。 

  禁止令效力期间内，申请人、被申请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以据以作出裁定的事由发生变化为由，

申请解除禁止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申请后五日内裁定是否解除。 

  第十二条 被申请人不履行禁止令的，人民法院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追究

其相应法律责任。 

  第十三条 侵权行为实施地、损害结果发生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内的海洋生态环境侵

权案件中，申请人向人民法院申请责令被申请人立即停止一定行为的，适用海洋环境保护法、海事

诉讼特别程序法等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 

  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附件：1.民事裁定书（诉中禁止令用）样式 

  2.民事裁定书（诉前禁止令用）样式 

  3.民事裁定书（解除禁止令用）样式 

  4.禁止令（张贴公示用）样式 

 

 



附件 1：民事裁定书（诉中禁止令用）样式  

  ××××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民初……号  

  申请人：×××，……（写明姓名或名称、住所地等基本情况）。  

  ……  

  被申请人: ×××，……（写明姓名或名称、住所地等基本情况）。  

  申请人×××因与被申请人×××…（写明案由）纠纷一案，向本院申请作出禁止

令，责令被申请人×××……（写明申请作出禁止令的具体请求事项）。  

  本院认为：……（写明是否符合作出禁止令的条件，以及相应的事实理由）。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

禁止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八条、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被申请人×××自本裁定生效之日……（写明效力期间及要求被申请人立

即停止实施的具体行为的内容）。  

  二、……（若禁止实施的具体行为不止一项，依次写明）。  

  （不准予申请人禁止令申请的，写明“驳回申请人×××的禁止令申请。”)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

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长×××  

  审判员×××  

  审判员×××  

 

  ××××年××月××日  

  （院印）  

  法官助理×××  



  书记员×××  

  【说明】  

  1.本样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

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八条、第九条第一款

制定，供人民法院在受理、审理案件过程中，依当事人申请作出禁止令时用。  

  2.当事人申请诉中禁止令的，案号与正在进行的民事诉讼案号相同，为

（××××）……民初……号；若特殊情况下当事人在二审中申请诉中禁止令的，案号

则为二审案号。  

  3.禁止令的效力期间原则上自裁定生效之日起至案件终审裁判文书生效或者人民

法院裁定解除之日止；人民法院若根据个案实际情况确定了具体的效力期间，亦应在裁

定书中予以明确。期间届满，禁止令自动终止。  

   

 

 

 

 

 

 

 

 

 

 

 

 

 

 



附件 2：民事裁定书（诉前禁止令用）样式  

  ××××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行保……号  

  申请人：×××，……（写明姓名或名称、住所地等基本情况）。  

  被申请人: ×××，……（写明姓名或名称、住所地等基本情况）。  

  因被申请人×××…（写明具体的生态环境侵权行为），申请人×××向本院申请

禁止令，责令被申请人×××……（写明申请作出禁止令的具体请求事项）。  

  本院认为：……（写明是否符合作出禁止令的条件，以及相应的事实理由）。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

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第八条、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

如下：  

  一、……被申请人×××自本裁定生效之日……（写明效力期间及要求被申请人立

即停止实施的具体行为的内容）。  

  二、……（若禁止实施的具体行为不止一项，依次写明）。  

  (不准予申请人禁止令申请的，写明“驳回申请人×××的禁止令申请。”)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

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长×××  

  审判员×××  

  审判员×××  

 

  ××××年××月××日  

  （院印）  

  法官助理×××  



  书记员×××  

  【说明】  

  1.本样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第八条、第九条第

一款制定，供人民法院在受理案件前，依当事人申请作出禁止令时用。  

  2.当事人申请诉前禁止令时，尚未进入诉讼程序，故编立案号（××××）……行

保……号。  

  3.禁止令的效力期间原则上自裁定生效之日起至案件终审裁判文书生效或者人民

法院裁定解除之日止；人民法院若根据个案实际情况确定了具体的效力期间，亦应在裁

定书中予以明确。期间届满，禁止令自动终止。  

 

 

 

 

 

 

 

 

 

 

 

 

 

 

 

 



附件 3：民事裁定书（解除禁止令用）样式  

  ××××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民初……号  

  申请人：×××，……（写明姓名或名称、住所地等基本情况）。  

  被申请人: ×××，……（写明姓名或名称、住所地等基本情况）。  

  本院于××××年××月××日作出××（写明案号）民事裁定，准予×××的禁

止令申请。××××年××月××日，申请人/被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基于据以作

出禁止令的事由发生变化为由，请求解除禁止令。  

  本院经审查认为，……（写明是否符合解除禁止令的条件，以及相应的事实理由）。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

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解除××××（被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写明需要解除的禁止实施的

具体行为）。  

  二、……（若需解除的禁止实施的具体行为不止一项，依次写明）。  

  (如不符合解除禁止令条件的，写明：“驳回申请人/被申请人/利害关系人×××

的解除禁止令申请。”)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

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长×××  

  审判员×××  

  审判员×××  

 

  ××××年××月××日  

  （院印）  

  法官助理×××  



  书记员×××  

  【说明】  

  1.本样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

定》第十一条第二款制定，供人民法院在禁止令效力期间内，因据以作出禁止令的事由

发生变化，依申请人、被申请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提前解除禁止令用。  

  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定》第

六条第二款因被申请人抗辩理由成立而解除已作出的禁止令、第十一条第一款因申请人

未在法定三十日内提起诉讼而解除禁止令的，可参照本样式调整相应表述后使用。  

  3.若一审中裁定解除禁止令的，则采用一审案号（或之…）；若二审中裁定解除禁

止令的，则采用二审案号；若系针对申请人在诉前禁止令作出后三十日内未起诉而解除

或者提前解除的，则采用原禁止令案号之一。  

  4.解除裁定生效后，依据原裁定制作的禁止令自动终止。  

   

 

 

 

 

 

 

 

 

 

 

 

 

 



附件 4：禁止令（张贴公示用）样式  

  ××××人民法院  

  禁止令  

  （××××）…民初…号/（××××）…行保…号  

  ×××（写明被申请人姓名或名称）：  

  申请人×××以你（你单位）……（申请理由）为由，于××××年××月××日

向本院申请作出禁止令。本院经审查，于××××年××月××日作出××号民事裁定，

准予申请人×××的禁止令申请。现责令：  

  ……（裁定书主文内容）。  

  此令。  

  ×××人民法院  

  ××××年××月××日  

  （院印）  

  【说明】  

  1.本样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

定》第九条第二款制定，供人民法院在被申请人住所地，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实施

地、损害结果发生地等相关场所张贴以及通过新闻媒体等方式向社会公开时用。  

  2.如系诉中禁止令，案号与正在审理案件案号相同，如系诉前禁止令则案号为

（××××）……行保……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