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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简述了目前农业环境监测的法律地位和实际工作状况。指出了农业环境监测工作中需要解决的法律依据不

足, 环保与农业部门职能交叉、责权不清等问题。提出了对全国农业环境监测的立法思路, 以及农业环境监测作为农业环

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应尽早为农业环境监测立法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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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7月 25日, 原国家环保总局颁布了

#环境监测管理办法 ∃ (以下简称 #办法 ∃ ) ,将全国
性的环境监测工作纳入了法制化轨道,正如时任总

局科技标准司司长赵英民所说, #办法 ∃的出台,

 是中国环境监测事业 30年发展历史中的一件大

事,是树立环境监测权威的一次重要的立法活动,

是环境监测法制化的重要转折点! [ 1]
。至此,我国

便同时存在两个性质相同的部门规章 ∀ ∀ ∀ #环境
监测管理办法∃和 #全国环境监测管理条例 ∃,后者

由原城乡环境保护部于 1983年颁布并实施, 至今

没有废止。 #办法 ∃所指的环境监测能否涵盖农业

环境监测、水利环境监测等相关部门主管,实际上

也一直在从事的部门环境监测工作, 以及该 #办
法 ∃对农业环境监测是否具有约束力等问题,已引

起各部门的关注,现对农业环境监测工作是否需要

立法及如何立法等问题进行探讨。

1 农业环境监测由农业部门负责的依据和理由

农业环境监测应由农业主管部门及相应的农

业环境监测机构管理并负责具体执行。

1. 1 农业环境监测的政策法律依据

1999年 3月 6日,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

宝同志在主持召开的国务院会议纪要 (国阅

%1999&18号 )中指出:  国土资源、水利、农业、林

业等部门也有环境保护的职能。原环保总局要站

在全局的高度, 执行执法监督职能,做好综合协调,

但不包揽有关部门的具体工作。!肯定了农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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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环境保护的职能。#环境保护法 ∃第 11条第 1

款规定:  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建立监测
制度, 制定监测规范, 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监测网络,

加强对环境监测的管理。!这里的  有关部门 !包括

农业部门,农业部门实际上也按照环保法的要求建

立了自己的环境监测网络体系。#水污染防治法∃

第 8条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对水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水行政、国土资源、卫生、建设、农业、渔业等

部门以及重要江河、湖泊的流域水资源保护机构,

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有关水污染防治实施监督

管理。!赋予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在自己的职责范围
内,对有关水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的职权。 #水

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 ∃第 24条规定:  利用工业废

水和城市污水进行灌溉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对用于灌溉的水质及

灌溉后的土壤、农产品进行定期监测, 并采取相应

措施, 防止污染土壤、地下水和农产品。!可见, 我

国政策和法律肯定了农业部门的环境保护职能,而

环境监测是环境保护的基础性工作, 是环境保护不

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实际上也就规定了农业部门对

其主管领域的环境监测职能。

1. 2 农业环境监测是农业部门履行农业环境保护

职责的需要

农业部的官方网站上, 列明了农业部的  主要

职责!, 其中,  组织农业资源区划、生态农业和农

业可持续发展工作; 指导农用地、渔业水域、草原、

宜农滩涂、宜农湿地、农村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

以及农业生物物种资源的保护和管理;负责保护渔

业水域生态环境和水生野生动植物工作; 维护国家

渔业权益,代表国家行使渔船检验和渔政、渔港监

督管理权 !是其主要职责之一。农业部在明确其

下设的科学教育司职责时,将上述农业环境保护职

责进一步细化 ∀ ∀ ∀  指导农业科研、农民培训和农
业生态环境保护、农村可再生能源工作体系的建设

工作! [ 2 ]
。农业部为了履行上述农业环保职责,首

先必须对全国农业环境状况进行监测,并针对不同

地区不同情况进行定点监测和例行监测, 也就是

说,农业环境监测作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内

容,是农业环境保护的基础工作, 也是各级农业部

门的  份内 !工作。因此, 农业部及其各级农业行

政主管部门应当承担起农业环境监测的职责。

1. 3 农业环境监测的开展情况

1983年的 #全国环境监测管理条例∃第 26条

规定:  各大水系、海洋、农业分别成立水系、海洋
和农业环境监测网,属于国家网内的二级网!。基

于此,农业部于 1984年出台了 #全国农业环境监测

工作条例 (试行 ) ∃, 对农业环境监测的主体、管理
体系、监测内容、运作机制等内容作出了明确规定。

根据上述部门规章, 农业部设立了农业部环境监测

总站,作为全国农业环境监测的国家级监测机构,

是全国农业环境监测网络的牵头单位,负责对省级

农业环境监测站进行业务指导和技术培训。同时,

除港澳台和西藏之外,全国 30个省、直辖市、自治

区都已设立了省级农业环保监测站, 下面还有 800

多个地市、县级农业环境监测站。至此, 农业环境

监测已形成  总站 ∀ ∀ ∀ 省站 ∀ ∀ ∀ 地市、县站 !的 3

级监测网络体系。经过 20多年的发展, 该体系已

日趋完善, 从人员配备到仪器设备, 从监测规范到

工作开展, 已经具备从事农业环境监测的能力,取

得的成效也是有目共睹的。

基于长期的农业环境保护实践,部分省级农业

环境保护条例将部分行政执法权委托给农业环境

监测站。如云南省将  #云南省农业环境保护条

例∃规定的云南省农业厅有关职责和违反#云南省

农业环境保护条例 ∃、破坏农业生态环境、造成农
业环境污染行为的行政处罚权,委托给云南省农业

环境保护监测站履行和实施, 法律、法规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各地、州、市、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可根

据实际情况依法按程序委托本级所属的农业环境

保护工作机构履行和实施本地的农业环境保护职

责和行政处罚, 并接受云南省农业环境保护监测站

的业务指导。! [ 3]
可见,农业环境监测站在农业环

境监测领域的地位已为地方法规所认可,并可接受

委托行使基于监测的部分行政处罚权。

2 农业环境监测需要解决的问题

2. 1 全国性农业环境监测工作法律依据不足的

问题

各省制定的农业环境保护条例,均不同程度的

提到了农业环境监测,并将其作为县级以上农业部

门的主要职责之一, 同时规定了县级以上农业环境

监测机构在农业环境监测领域的职责。如农业大

省山东省 #农业环境保护条例 ∃第 24条规定:  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部门,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的统一监督指导下,开展农业环境保护工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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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职责是:组织农业环境监测、农业环境质量调查

和农业环境影响评价 !, 第 28条规定: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农业部门的农业环境监测机构, 应当配备

必要的人员和监测设施,负责组织本辖区的农业环

境监测。!同时还赋予农业环境监测机构对向农田
排放的工业  三废 !进行监测的职权, 如第 17条规

定:  禁止向农田、草原、林地、渔业水域及灌溉渠

道排放不符合国家和地方规定标准的工业废水和

生活污水。直接向农田排放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

的,必须经农业环境监测机构监测, 符合标准的方

可排放。县级以上农业部门应当对用于灌溉的工

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定期组织监测,防止土壤、地下

水和农产品被污染。!

在各省和较大市相继立法确定各级农业环境

监测站农业环境监测职能的同时, 全国性的 法律

法规却迟迟没有出台,作为全国农业环境监测工作

和监测网络体系运转依据的,仍然是 1984年 6月

30日由原农牧渔业部颁布实施的 #全国农业环境

监测工作条例 (试行 ) ∃。虽然 #立法法 ∃ #规章制

定程序条例 ∃没有对部门规章  试行!的期限作出
规定, 虽然国务院和农业部对该  试行 !的效力没

有作出解释, 但一部法律规范,  试行 ! 24年依然

 试行!,确实有违法理和立法精神 [ 4 ]
,也容易给人

造成该法律已经丧失约束力的印象, 给相关主体制

造了守法、执法困境。  试行 ! [ 5]
, 顾名思义, 就是

法律规范的出台,基于某方面原因, 需要经过一段

时间的尝试推行,在这段时间内, 如果该法律规范

未被批准为正式法律规范, 其效力自动废止;如果

该规范没有异常情况,则由有权机关批准为正式规

范。因此,  试行 !规范必须规定试行期限, 如果没

有  试行期限 !的规定, 该法律规范便丧失了作为

法律的权威,无法引导人们的行为。从全国农业环

境监测的实践来看,确实需要一部全国性的农业环

境监测法规,以便规范各级农业环境监测机构和全

国农业环境监测网络体系的运转。

2. 2 环保部门能否包揽所有环境要素监测的问题

环保部门的环境监测机构并非是所有环境要

素监测的唯一主体。限于其技术力量、仪器配备和

相关专业领域的知识,环保部门的环境监测机构无

法包揽农业、地质、水利等专业范围内的环境监测

工作。实际上环保部也认可  依据 #环境保护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其他部门根据各自的工作需要,

从不同角度, 开展相关领域的环境监测工作 !, 认

可  有关部门均依法组建监测网络,依据国家标准

和行业规范开展工作 ! [ 6]
的事实。环保部门的环

境监测与其他部门的环境监测的关系一如 #环境

保护法∃第 7条和第 11条之规定:  国务院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

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对本辖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

理。!  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建立监测制

度,制定监测规范,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监测网络,加

强环境监测和管理。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发布

环境状况公报。!可见, 环保部门依法对本行政区

域内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应当包括

环境监测, 但不是包办代替各部门的专项监测,而

是通过  建立监测制度、制定监测规范、组织监测

网络 !、综合各部门的环境信息后  发布环境状况
公报 !等形式实现的。

2. 3 环保部门和农业部门在农业环境监测领域职

能交叉、权责不清的问题

环保部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其自然生态保

护司的职能, 其中涉及农业农村环境保护的职能

为:拟订全国生态保护,土壤环境保护,农村环境保

护政策、法规和标准,并监督执行; 组织编制农村环

境保护和土壤环境保护规划, 并监督实施; 管理农

村生态环境保护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指导生

态农业建设;监督管理土壤环境保护工作, 指导协

调农村面源污染防治和有机食品发展工作。其中,

土壤环境保护、生态农业建设、农村面源污染防治、

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等职能,与农业部环境保护职能

存在交叉。从字面上看, 环保部门强调的是农村环

境保护,农业部门所指的是农业环境保护, 但二者

之间的界限不清, 农业和农村环境如何区分, 相关

政策和法律没有做出明确界定。由此也带来了环

境保护部门和农业部门在农业、农村环境保护环境

监测方面存在的职能交叉。如土壤环境监测等,农

业部门、环保部门都在做。这个问题涉及到农业农

村环境监测,环境保护措施能否顺利实施, 需要立

法明确界定。

3 全国农业环境监测的立法思路

3. 1 先行出台部门规章, 待时机成熟,再上升为行

政法规

2007年 9月 1日, #办法∃正式实施,正如赵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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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司长所说,该 #办法 ∃的出台, 为全国 #环境监测

管理条例 ∃的制定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基于
此,农业部可以在吸纳各地农业环境监测立法和实

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全国农业环境监测的目标和

任务, 对 1984年 #全国农业环境监测工作条例 (试

行 ) ∃进行全方位的修改,先行出台 #全国农业环境

监测管理办法∃, 作为农业环境监测领域的部门规

章,对农业环境监测的性质、管理体系、职责分工、

运行机制、法律责任等作出明确规定。待时机成

熟,主要是与环保部在农村农业环境监测领域的职

责得到明确界定以后, 再在 #全国农业环境监测管

理办法 ∃的基础上, 提出制定 #全国农业环境监测
工作条例∃的建议和法律草案,由国务院制定并以

行政法规的形式颁布实施。

3. 2 制定涵盖各部门的全国性环境监测工作条例

建议制定一部全国统一的  环境监测工作条
例 !,其中设专章规定农业环境监测工作, 内容涉

及农业环境监测的性质、管理体系、职责分工、运行

机制、监测网络及其在全国环境监测网络中的地位

等,明确环保部门与相关部门在环境监测领域的职

责划分和分工配合机制。如果条例尚不能详尽农

业环境监测事宜, 农业部可以出台配套实施细则,

对农业环境监测工作作出更加详细具体的规定。

以此促进环境监测工作的统一监督管理,规范各个

层面的环境监测工作,更好地发挥各部门环境监测

在环境管理工作中的作用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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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江苏征收氨氮总磷超标排污费

经江苏省政府同意,江苏省政府办公厅近日转发了由省物价局、财政厅、环保厅、经贸委共同制定的#江苏省太湖流域

污水处理单位氨氮、总磷超标排污费收费办法∃ (以下简称#收费办法∃ ), 确定从 2008年 9月 11日起, 正式开征南京、无锡、

常州、苏州、镇江等地沿太湖的新建城镇污水处理厂氨氮、总磷超标排污费。从 2009年 1月 1日起, 开征太湖流域所有老的

城镇污水处理厂氨氮、总磷超标排污费。

长期以来, 考虑到城镇污水处理厂的特殊性质, 我国一直没有开征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氨氮、总磷超标排污费,导致不少

城镇污水处理厂超标排放氨氮、总磷物质, 加剧了太湖  富营养化!。

为减轻太湖  富营养化!出大力, 2008年初, 江苏省政府投资达 27亿元, 大规模启动了沿太湖城镇污水处理厂  脱氮除

磷!和  升级提标!改造攻坚战, 到 2009年 1月 1日,使太湖流域 169座城镇污水处理厂全面达到国家一级 A标准,以削减

排污总量 50%以上。同时, 适时推出了开征太湖流域污水处理厂氨氮、总磷超标排污费收费办法。

#收费办法∃规定, 凡是江苏省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和丹阳市的全部行政区域, 以及句容市、高淳县、溧水县行政区域

内对太湖水质有影响的河流、湖泊、水库、渠道等水体所在区域内直接向环境排放氨氮、总磷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污水

处理厂, 均要缴纳氨氮、总磷超标排污费;征收氨氮、总磷排污费征收标准为, 每污染当量人民币 0. 9元。氨氮污染当量值

为 0. 8 kg, 总磷污染当量值为 0. 25 kg,氨氮、总磷超标排污费总额, 按照规定的排污费征收标准、排放总量、超标倍数计征。

国家和省调整排污费征收标准,按调整后的征收标准执行; 氨氮、总磷超标排污费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征收。

#收费办法∃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要严格执行本办法。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财政部门要

加强对排污费征收行为的监督检查,对违反规定乱收费的, 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查处; 该办法自发布之日起适用

于新建成的污水处理厂,从 2009年 1月 1日起,适用太湖流域所有老的城镇污水处理厂。

摘自 www. jshb. gov. cn 2008- 0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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