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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与探索·

环境监测科研管理相关问题探讨
郝英群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36)

摘 　要 :环境监测科研是环境监测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是环境监测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加强环境监测科研工作 ,需

要不断探索适合于时代发展和环境监测以及环境管理工作实际情况的环境监测科研管理模式。对环境监测科研管理的内

涵和特点进行了分析 ;对环境监测科研管理部门的定位、环境监测科研管理的科研计划管理、环境监测科研管理中的科研

队伍建设等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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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s about the Scientif ic and Research Management

i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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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Scientific research is the foundational work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 and is the support of develop2
ment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The increas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needs new model of

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 , which is suitable for the practice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environmental man2
agement. The cont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 i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s analyzed. Some important is2
sue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 i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 such as the func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2
ment department , the program management and the researchers’train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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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监测科研对于充分发挥环境监测在环境

管理中的技术支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环境监测

科研管理对环境监测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起到了

推动和保障作用。因此 ,应充分认识环境监测科研

管理的作用 ,强化环境监测科研管理 ,以促进环境

监测科研工作向更高层次发展。

1 　环境监测科研发展需要科研管理

环境保护对环境监测的要求是快速、及时、全

面、准确地提供环境监测信息。而环境监测科研在

环境监测工作中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我国环境监测科研工作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

始 ,已取得长足的进步 ,成为环境监测事业发展的

重要推动力量。在江苏省 ,各级环境监测部门针对

环境管理的需要开展了大量环境监测科研工作 ,许

多环境监测科研成果已转化为现实的环境管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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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或污染防治能力。如为建立和完善总量控制制

度 ,环境监测部门超前研究、出台了《江苏省水、大

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核定办法》等文件 ;开展了“南水

北调东线水源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工程 (一期) 可

行性研究”、“江苏省饮用水源地水质标准、污染物

排放标准研究”、“江苏省典型地区地表水、饮用水

和底质中有毒有害有机污染物探察”、“江苏省典型

城市空气中有毒有害污染物水平调查”、“江苏省突

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监测系统”等多项课题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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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工作。

环境监测科研工作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环境

管理各项工作。但是我国环境监测的总体技术水

平与先进国家和环境保护形势的需要相比 ,还存在

较大差距 ,科研基础薄弱 ,主要体现在环境监测技

术与现代环境管理发展不协调、实施监测的领域和

项目不够广泛、监测分析方法缺口很大、超前性监

测技术研究投入不够、缺乏必要的技术储备和检测

指标不健全等诸多方面[1 ] 。

科研管理是对环境科研或科技活动的组织、协

调和管理的总称。科研管理通过总结科学研究工

作的规律及特点、采用适合科学研究发展规律及特

点的管理方法 ,对科技活动进行有效地调控 ,以促

进科技的进步和发展。为了加强环境监测科研工

作 ,有效组织环境监测科技与学术活动 ,需要不断

探索适合于时代发展和环境监测以及环境管理工

作的环境监测科研管理模式。

2 　环境监测科研管理的内涵和特点

科研管理是按照科学技术发展规律和管理学

原理 ,为实现既定目标 ,通过科研过程的各个环节

对科研活动中的人、财、物、时间、信息和效果进行

计划、组织、控制、总结 ,使科研目标达到最佳完成

程度的一种组织活动[2 ] 。科研管理是具有特殊管

理要素的综合性管理[3 ] 。环境监测科研管理 ,是依

据环境管理的需求 ,为促进和保障环境监测工作而

对环境监测科学研究活动进行计划、组织、控制等

的活动。环境监测科研管理内容可划分为组织管

理、课题管理、成果管理几个方面 ,大体包括计划管

理、课题项目管理、经费管理、物资条件管理、人才

管理、成果及专利管理和科技档案管理等。

环境监测科研管理遵循科研管理科学的一般

规律 ,具有其特定的内在要求和特点。首先 ,由于

科研工作是以探索性、创造性为主的脑力劳动 ,因

此环境监测科研管理的计划或方案需要根据实际

情况的变化不断地调整和修改。其次 ,对环境监测

科技活动的产出、科技成果的影响和作用等 ,难以

通过定量的方法测定。第三 ,环境监测学是一门交

叉的学科 ,环境监测科研管理方法适用交叉科学的

科研管理方法 ,这对其提出了更高要求。第四 ,环

境监测科研管理须全面考虑、研究和处理人、事、物

的问题以及人、事、物之间的关系。

3 　环境监测科研管理部门的定位

环境监测科研管理部门应由相关专业人员组

成 ,应使之成为环境监测机构内部科研活动的枢

纽。环境监测科研管理部门既是管理部门 ,也是服

务部门 ,管理是为了保证科研的秩序 ,服务是使研

究人员的能动性得以最佳发挥。环境监测科研管

理部门应协调好管理和服务的关系。

环境监测科研管理部门是从属于单位决策层

的一个内部管理层 ,工作上必须执行单位有关科研

发展方向的决定 ,并向单位决策层提供相关必要的

信息、动态、意见和建议 ,做出科学性的分析与有远

见的预测 ,做好决策层制定政策的参谋[4 ] 。作为单

位内部的管理层 ,环境监测科研管理部门的职能主

要是根据单位部署的任务 ,制定计划方案 ,并通过

贯彻执行各项管理措施 ,进行管理的具体操作。

环境监测科研管理部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

服务性工作[5 ] 。应充分利用现有人力、物力、财力、

信息资源等 ,积极主动寻求解决一线科研人员所遇

到的各类问题 ,保障环境监测科研工作正常开展 ,

做好科研活动的后勤服务工作。如重视收集科技

发展的规划、计划、政策、规定和各科学基金指南

(或要求)方面的信息 ,并将这些信息加以整理和浓

缩 ,提供给科研人员。条件保障和信息服务保障 ,

也是科研管理服务性内涵的重要内容。

4 　环境监测科研管理的科研计划管理

科研计划管理在科研管理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科研计划是整个科研行动的总则 ,科研计划管理是

围绕科研计划提出的任务进行工作。

科研计划管理工作大体包括课题选择、资金分

配、制度制定和其他各项后勤工作 ,也包括督促和

检查科研任务的完成、解决计划实施中的问题和

困难。

科研计划管理工作的关键是根据单位科研优

势、特色及发展方向 ,制定出年度科研工作计划及

中长期科研发展规划。计划工作要做到以下几点 :

(1)选准课题。课题的选择十分重要 ,应根据

环境保护事业和环境管理工作发展的方向和需求 ,

制定课题计划。

(2)科研资金。经费是科学研究中至关重要的

因素之一 ,现代的环境监测科学研究需要有足够的

先进仪器设备 ,环境监测科研管理部门务必把筹措

资金放在重要位置上抓。同时务必做好科研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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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理配置使用 ,充分发挥现有物资和设备的

作用。

(3)建立制度。科研管理水平体现在完善的规

章制度和管理办法上 ,应针对单位的实际问题 ,制

定切实可行的管理规定。如为稳定研究力量 ,可制

定有关激励政策 ,在任务工资、科研条件等方面 ,可

制定向优势课题组倾斜的相关政策 ;为提高科研论

文水平 ,可制定向国内外高水平杂志发表论文的奖

励政策等。此外 ,在科研经费、成果、论文、科技协

作等方面也可以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 ,并根据实施

情况加以调整。

(4) 协调工作。课题研究涉及各个方面的工

作 ,需要有统一的协调工作制度 ,有成效的协调工

作可以调动各方面人员的积极性 ,实现学科联合 ,

优势互补 ,提高项目综合竞争力。协调可采用定期

召开不同内容的协调会等方式进行。只有充分做

好协调工作 ,才能保证科研的顺利进行、缩短课题

研究周期。

5 　环境监测科研管理中的科研队伍建设

科研队伍建设是环境监测科研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加强科研队伍建设 ,应牢固树立“以人为

本”的思想。人是科技活动中最活跃、最关键、最宝

贵的因素 ,这是科技活动有别于其他生产活动的最

显著特点。因此 ,应不断地激发科研人员科技创新

能力 ,有效地集成其智慧 ,注重协调群体之间以及

群体内部个体之间的关系 ,从而使每个人的智慧和

创造力能够得到充分发挥[6 ] 。

加强科研队伍建设 ,应充分发现人才。环境监

测科研人才 ,最重要和最基本的要求是创造性。科

研的目的是解决难题 ,其结果基本都表现为新的方

法、概念或设计。在发现和培养创造性人才的同

时 ,还应从整体角度出发 ,发现多样化的人才 ,形成

合理的人才结构。

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合理使用科研人才、充

分激发科研人才的创造性。合理使用人才是科研

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合理使用人才的目标是人

尽其才 ,要知人善任、用人之所长 ;要按照人才成长

的客观规律 ,为科研人员创造良好的优化小环境。

如在一定范围内加强科研人员的活动性 ,进行横向

联合 ,促进知识和思想的交流。可根据工作需要 ,

考虑选送学科梯队人才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会议或

进修学习 ,扩大其视野及知识面 ;可请高级专家传、

帮、带 ,鼓励青年人才多申请科研课题、多撰写科研

论文。

应用激励机制 ,充分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认可科研人员的劳动价值 ,能进一步发挥

科研人员的聪明才智 ,对高学术水平的科研人员 ,

应充分给予奖励 ;对一般科技人员 ,也应鼓励其重

视科研 ,激发其科研热情。在科研管理工作中 ,应

创造适合一流人才工作的条件和环境 ,制定出能够

留住和吸引一流人才的特殊政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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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成立生态监测部

2003 年 2 月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为推动江苏省的生态环境建设和自然保护工程的实施 ,正式设立了生态监测部。该

生态监测部将综合运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和生物监测等技术 ,查清江苏省土地利用、土地覆盖、水土流失

等问题的现状以及影响区域生态环境变迁的因素和演变规律 ,建立生态环境分区、分类系统和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并

建立遏制江苏省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评价预警指标系统 ,为政府规划决策、资源开发、环境保护、重点工程建设等提供科学

的依据和服务。 摘自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环境监测信息简报》2003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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