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理与改革#

编者按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必须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消减污染物

排放总量,巩固流域综合整治成果, 改善大中城市环境质量,建立生态示范区,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创建最佳

人居环境,应对各类新的环境问题, 应对加入WTO 后的挑战等, 无一不对环境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环

境管理的科学化呼唤环境监测的现代化。环境监测工作必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必须用现代化手段支撑事

业, 积极、高效地为政府和全社会提供科学的技术支持和决策依据。江苏省在全国率先推出环境监测现代化

建设方案, 高屋建瓴, 其影响是积极而又深远的。本刊特此刊发该方案, 以飨读者。

江苏省环境监测现代化建设方案

江苏省环境保护委员会

(江苏省环境保护委员会,江苏  南京  210013)

摘  要:阐述了江苏省环境监测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指出环境监测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建

立符合现代化要求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强化政府职能,建立全省环境监测统一监督管理体制, 引导培育监测市场, 优化

配置监测力量,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环境监测投入机制;建立保障生态省建设的监测体系,包括全省环境自动监测

(控)系统、遥测遥感系统、人居环境监测技术体系和现代化监测信息系统, 实现实验室技术装备现代化和监测科研现代化;

建立一支符合现代化要求的环境监测骨干队伍,建立现代人力资源组织方式、增值机制和考核激励机制 ,加强行业文明建

设和行业文化建设;建立符合现代化要求的法制保障体系。提出了实施环境监测现代化建设的主要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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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ization Building Plan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 Jiangsu

Jiangsu Environmental Protect ion Committee

( Jiangsu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mmittee, Nanjing, Jiangsu 210013, China )

Abstract: The main idea, principle and goal of modernization building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 Jiangsu

were expounded. Its objective is to establish the management system and operation method which is according to mod-

ernization. s demand, to strengthen government. s effect, to building unified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to

cultivat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market, to establish comprehensive investment channel. The other object ive is to

build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ystem to support the building of ecological prince building, including the

automatic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ystem, remote sense system, resident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ystem and mon-i

toring informat ion system, laboratory modernizat ion and science modernization. Others include to ensure the modern-

ized monitoring human resources and the legal suppor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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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20多年来, 环境监测作为环境保护工作的重

要组成部分,始终紧扣环境保护中心工作, 不断加

大基础投入,加快监测技术研究开发, 环境监测各

项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九五0期间,江

苏省推行环境监测站标准化建设, 基本解决了环境

监测工作所需的人员、经费和装备等问题。进入新

世纪,随着国民经济与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全民

环境意识的不断提高,以及环境问题出现的新的发

展趋势, 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环境保护领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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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 环境监测工作面临着新

的机遇和挑战。环境管理的科学化呼唤环境监测

的现代化。环境监测工作必须与时俱进、开拓创

新,必须尽快编制和实施全省环境监测现代化建设

方案,积极地为政府和全社会提供科学的技术支持

和决策依据,为加快生态省建设,并最终为实现/两

个率先0目标提供服务。

1  环境监测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

主要目标

1. 1  指导思想

认真落实/十六大0和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

座谈会精神, 以江苏省委、省政府确定的/两个率

先0目标为指针,围绕生态省建设的总体目标,以环

境监测体制和机制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提高服务质

量和效能为核心, 以监测技术和装备建设为重点,

以监测队伍和制度建设为保证,大力推进环境监测

现代化建设。

1. 2  基本原则

按照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准确、及时、高效、

全面0的总体要求,加快环境监测现代化建设进程。

1. 2. 1  以现代科技为基础,提供准确的监测数据

通过研究和引入先进的分析方法和监测手段,

利用现代科技改进传统分析模式, 提高数据的准确

度和可靠性,进一步树立监测数据的权威性。

1. 2. 2  以预警应急监测为先导,提高快速反应能力

以维护环境安全和环境减灾为目标,强化监测

系统建设,最大限度地提高整个监测系统及社会监

测网络的预警预报和快速反应能力,预防和及时处

理环境污染事故和灾害。

1. 2. 3  以人才队伍建设为重点, 提供高效的监测

服务

通过引入现代管理科学方法, 使环境监测人力

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以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提高整体工作效能。

1. 2. 4  以网络建设为主线,形成全面的监测能力

在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理和指导下,有效整合

社会监测力量, 调动环境监测系统及社会监测力量

的积极性, 形成协调统一、分工合作的监测网络

体系。

1. 3  建设目标

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让人民群众喝上
干净的水、呼吸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在良

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0的要求, 环境监测工作与全

省/两个率先0目标同步发展,通过 20年的努力, 环

境监测水平与国际接轨。

建立在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理下,以环保监测

机构为骨干、社会环境监测力量广泛参与、合理分

工的环境监测格局,形成符合统一监督管理原则的

管理体制和符合市场规律的运行机制;强化污染源

监督监测和环境质量监测的政府职能,提高监管效

能; 按照/公平参与、有序竞争、诚信服务0的原则,

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监测运行机制;建立较为

完善的空气、水质、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建成有一

定技术梯度、功能完整、优势互补、满足环境管理科

学化需求的环境监测技术支持系统;建立覆盖全省

的环境监测数据快速采集、审核、传输、反馈信息

系统。

今后 5年, 在继续巩固全省环境监测站标准化

建设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全省环境监测管理

体制,强化政府环境监测管理职能;加大投入,合理

配置资源, 深化监测机构改革, 提高监测队伍素质

和监测能力,积极推动环境监测自动化、信息化建

设, 为环境监测现代化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 1)建立全省城乡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

统, 实行全省联网, 发布全省空气质量日报,进行环

境空气污染的预测预报。对重点城市主要交通干

道的空气质量实施监控。

( 2)建立重点水域水质自动监控系统, 实现对

主要河流省际、市际交界断面, 各省辖市集中式饮

用水源地,重点流域水质变化的实时监控。

( 3)建立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 形成对全

省重点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并实现联网。

( 4)建立若干现代化实验室。省环境监测中心

硬件水平达到国内先进, 部分配置与国际接轨, 通

过实验室认可;区域环境监测中心分别针对农业生

态、水域生态、食品安全、有毒有害有机污染物监

测、城市生态监测等建成特色实验室。

( 5)建立全省应急监测系统。建立机构完备、

配置合理、响应迅速的应急监测网络,配置相应仪

器设备, 掌握风险源信息,储备应急监测技术。

( 6)建立环境监测信息系统。加大对环境监测

信息化建设的投入, 建立覆盖全省环境监测系统、

社会监测力量的综合性监测信息传输互联网络, 建

立分布式环境监测基础数据库,引入办公自动化系

统、数据审核校验系统、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等,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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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环境监测工作的信息化进程。

( 7)建立以遥感监测为技术核心的生态监测系

统,探索建立江苏省生态环境监测指标体系和监测

方法标准, 建设若干个各具特色的生态环境监测

站。形成江苏省人居环境监测队伍,建立人居环境

技术体系。

( 8)建立社会化环境监测网络。网络以环保主

管部门所属环境监测站为骨干, 吸纳跨部门、跨行

业、跨所有制成分的环境监测机构,引进市场机制,

不断增强活力。

( 9)初步建立符合WTO 准则和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发展规律的环境监测制度及监测价格体系。

2  环境监测现代化建设任务
2. 1  建立符合现代化要求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2. 1. 1  强化政府职能,建立全省环境监测统一监

督管理体制

加快环境监测管理体制改革, 在监测体系的结

构和功能等方面加快与国际接轨。进一步强化政

府环境监测管理职能, 实行政社、政企、政事分开,

引导和培育市场, 加强对各类监测力量的优化配

置;建立配套法律规范, 建立环境监测的市场准入

制度, 完善环境监测价格体系,形成高效、开放、科

学的环境监测管理体系。

2. 1. 1. 1  政府职能部门的构成
在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中,积极争取省编制部

门的支持和同意,在省环境保护厅环境监测与信息

处的基础上成立省环境监测局,隶属于省环境保护

厅,监测管理人员列入公务员序列。省环境监测局

内设 5个处:监督管理处、质量(含生态)管理处、自

动监测处、标准与技术处(开放实验室)和行政管理

处。省环境监测中心、省环境信息中心列为事业单

位,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各省辖市、县(市)和原为县(市)的区参照省环

境监测局建制, 成立市、县(市、区)环境监测局,人

员列入公务员序列或参照管理,环境监测站列入事

业单位,所需经费全额纳入财政预算。同时, 强化

苏南、苏中、苏北区域环境监测分中心, 列入行政监

督管理类事业单位, 对所在区域行使部分监督管

理、监督监测、巡视性监测职能。省、市、县三级环

境监测局实行垂直业务领导, 环保局任免环境监测

局领导干部要事先征求上级环保局和环境监测局

意见。政府环境监测职能部门组织构成见图 1。

图 1 政府环境监测职能部门组织机构

2. 1. 1. 2  职能

省环境监测局主要行使环境监测监督管理、环

境质量(含生态)管理、自动监控管理和标准技术管

理等 4个方面的职能。

( 1)环境监测监督管理职能:培育和规范监测

市场,促进监测资源的合理配置,有效整合社会监

测力量, 形成监测合力; 建立和完善环境监测制度,

拟定和组织实施全省环境监测规划和年度工作计

划;组织建设和管理全省环境监测网络, 负责全省

各类环境监测点位的确认和管理,以及各类建设项

目环境监测管理;组织跨市、区域、流域以及敏感区

域和省控污染源监测管理工作,负责全省环境监测

机构的从业资质认可、监测人员的执业资格认定及

定期审核与清理。

( 2)环境质量(含生态)管理职能:负责全省环

境质量(含生态、近岸海域环境)普查、调查和评估

工作;负责全省环境监测质量保证与控制等业务工

作;负责全省环境数据信息资源的统一管理、统一

发布工作,编制并发布全省环境质量报告书和环境

质量状况公报。

( 3)自动监控管理职能: 组织建设与管理全省

空气、水环境和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实施统一的

技术管理, 建立相应的运行维护制度,规范数据采

集、传输、预警等自动监测行为,统一管理全省自动

监测数据信息, 统一发布环境空气质量日报、预报

及水质周报。

( 4)标准技术管理职能: 负责组织全省环境监

测技术与标准的研究、开发、管理和推广工作;负责

全省环境监测的技术仲裁,协助调查处理各类环境

污染事故与纠纷, 做好应急监测管理工作; 负责全

省环境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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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环境监测分中心的职能是区域环境质量

评估、区域环境污染应急监测、区域环境自动监测

控制。苏南区域环境监测分中心以太湖流域环境

监测为重点,苏中区域环境监测分中心以长江(含

南水北调源头)和大城市环境监测与评价为重点,

苏北区域环境监测分中心以农村、淮河和海岸带环

境监测为重点, 形成与区域环境特征相适应的区位

优势。

省辖市环境监测局的主要职能是强化本辖区

内中心实验室的功能,强化辖区环境(含生态环境)

质量的监测和评价功能以及污染源的监督监测功

能,强化事故应急监测、近岸海域环境监测以及入

海污染源调查监测。

县级环境监测局的职能主要是本地横向监测

网络的组建和运行, 实施对本地环境监测的统一监

督管理。

2. 1. 1. 3  进一步强化环境监测的统一监督管理

在政事分开的基础上,强化环境保护部门对环

境监测实行统一监督管理的地位和作用。严格划

定环境监测的政府管理与社会服务的界线。加强

对监测市场的统一监督管理, 重点加强市场准入制

度体系、市场运行规范体系及环境监测价格体系的

建立; 通过政府调控和市场培育, 引导激活监测市

场。加强对社会监测力量的统一监督管理,推行资

质认可制度,统一建立监测规范, 统一环境监测信

息管理与发布, 统一审核重点污染源排污公布数

据,统一发布重点污染源超标排污和超总量指标排

污情况,统一监测运行管理,统一监测技术标准。

2. 1. 2  引导培育监测市场,优化配置监测力量

2. 1. 2. 1  积极引导和培育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

的监测市场

按照WTO协定要求,逐步开放监测市场, 满足

市场需求。通过转变政府职能,逐步改变单纯依靠

行政指令获得监测服务的固有模式,通过监测市场

采购合格的监测成果。大力发展市场主体,尽快将

部分环境监测成果商品化,吸引各类环境监测力量

参与市场竞争,形成公平、有序、开放的市场格局,

促进监测市场良性发展。

2. 1. 2. 2  拓宽监测服务领域,建立监测价格体系

配合实现/两个率先0目标和生态省建设,梳理

环境监测的市场需求,在原有技术体系基础上,开

发新的服务内容。从支持和服务政府决策出发,加

强对重大环境发展战略、重大规划等实施情况的监

测与评价,满足政府对技术服务的需求。拓宽监测

服务领域, 做大监测市场规模, 提高监测市场的活

力。充分发挥环境监测价格体系的作用,从市场需

求出发, 出台相应的环境监测服务收费政策。收费

类别与标准要以市场为导向, 符合价值规律的要

求, 真正建立起环境监测市场良性运作的赢利

模式。

2. 1. 2. 3  加强骨干环境监测站的能力建设, 形成

核心监测力量

在环境监测站标准化建设的基础上,逐步形成

省、市、县三级发展梯度和三级核心监测骨干网络。

省环境监测中心要建成若干重点实验室,逐步发展

成全省环境监测及监测机构的技术中心、网络中

心, 承担省环境监测局下达的各项科技攻关及重大

监测任务;各环境监测分中心以地区发展实际为基

础,逐步形成特色监测能力; 各市及县环境监测站

依靠自身现有基础, 继续强化常规和特色监测

能力。

2. 1. 2. 4  建立社会监测力量协作网络, 优化配置

监测力量

全省环境监测监督管理机构通过优化整体功

能,压缩低层次的重复建设, 优化环境质量监测点

位,整合欠发达地区监测能力, 强化基层常规监测

能力,使之向批量、快速、便携方面发展,形成有一

定梯度、功能相对完整、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优胜

劣汰的现代化环境监测监管网络体系。充分发挥

各行业、企事业、部队、民营监测机构的作用, 进一

步强化网络的整体功能, 形成监测信息快速传递、

准确合理、及时发布的能力, 降低网络整体运营成

本。在网络运作过程中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做到互相促进, 以求现有监测效能的最大化发挥。

全省环境监测网络构成见图 2。

图 2 江苏省环境监测网络体系

2. 1. 2. 5  建立市场准入和淘汰制度, 有效规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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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运行

除开展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等通用认证外,

建立一套完整、科学、公平、高效的市场准入制度,

形成透明合理的市场准入机制,以保证各类监测力

量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降低政府、企业和社会的

监测产品采购成本, 实现环境监测投入效益的最大

化。通过建立市场准入制度, 确认监测市场的主

体,有效打破监测市场的垄断,充分发挥社会监测

力量的作用,促进现行监测机构结构调整和优化,

摆脱行政干预, 保证监测质量。通过定期考核审

查,有效甄别各类监测机构监测成果的科学性、合

法性,对不符合要求的监测机构予以清理。在市场

化运作过程中, 引导各类监测力量在法律和各项规

章制度框架内开展有序竞争与合作,提高整个行业

的服务水平和效率, 降低整体运营成本, 不断推动

监测力量整体发展。

2. 1. 3  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环境监测投入

机制

2. 1. 3. 1  加大政府投入, 提高全省环境监测的核

心竞争能力

环境监测是环保部门依法行政的基础,是重要

的政府职能。因此, 政府投入仍是环境监测投入的

主渠道, 要随着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同步增加。

要针对骨干监测力量的建设, 在财政预算中足额安

排环境监测能力建设经费, 建立专项能力建设基

金,在生态、遥感、自动监测、实验室深度分析等方

面加大投入力度。围绕饮用水源保护等重点工作,

集中力量开展有机毒物、二恶英等特异污染物的研

究和监测分析。按照国务院5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

条例6的规定, 加大对环境监测科研的支持力度。

通过政府投入, 保证监测骨干力量的经费, 建立全

国领先的环境监测核心竞争能力。

2. 1. 3. 2  充分利用市场手段, 建立全方位的投入

机制

要突破单一依靠政府投入的格局, 充分利用市

场手段,建立和完善合理的环境监测价格体系,引

导各种经济成分积极参与环境监测市场建设,增加

环境监测投入。利用资金配套等手段, 形成资金的

放大效应,引导各类环境监测力量围绕热点环境问

题、围绕生态省建设等重大发展方略、围绕生物安

全和遥感遥测等前沿领域加大投入。

2. 1. 3. 3  形成环境监测成果的市场化采购模式

依靠政府采购、企业采购和社会公众采购, 提

高监测机构的创收能力和赢利水平,通过赢利弥补

监测投入的不足。政府及相关部门通过扩大环境

监测成果采购范围增加市场需求量,企业根据自身

的环境保护需要向监测机构采购监测成果,社会公

众出于健康目的产生越来越多的环境信息消费。

利用这些方面,在提高市场需求量的同时促进供应

量的提高, 形成市场规模优势, 促进市场化投入的

增加。

2. 2  建立保障生态省建设的监测体系
2. 2. 1  建立全省环境自动监测(控)系统

今后 5年, 环境自动监测(控)系统的总体建设

任务是建成集水、气、污染源及相关环境监测信息

处理系统的江苏省环境自动监测(控)系统。建成

全面、及时反映环境质量状况、辅助决策、资源共享

的监测信息处理系统。通过监测信息处理系统, 及

时、准确地获取自动监测(控)系统的实时监测数

据, 动态搜集, 统一监控空气、水质、污染源自动监

测系统, 并对各类监控信息进行加工、处理,丰富监

测报告表征手段,建立监测信息的多媒体演示系统

和对外发布系统,为环境管理和决策提供有力的技

术支持。同时超前将废气污染源 SO2 自动监控以

及流动监测站的监控、信息处理等纳入环境信息处

理系统的建设范畴, 最终建成集水、气、污染源(废

水、废气)、流动监测监控、信息加工和发布、辅助决

策于一体的/江苏省环境自动监测(控)指挥中心0。

2. 2. 1. 1  建设全省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

今后 5年, 继续加强江苏省空气质量自动监测

系统建设, 全面反映江苏省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变

化趋势和变化规律, 说清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的程

度,形成省级地区空气质量预测预报的能力, 使全

省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技术与国际接轨。全省环境

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由城市自动监测点、城镇自

动监测点、农村自动监测点和清洁对照点组成, 其

中农村监测点约占 10% , 分布于不同生态类型。

今后 5年, 在现有自动站的基础上建成较为完善的

全省空气质量自动化监测系统,配置一批空气流动

监测车, 在重点城市设立主要交通干道空气质量自

动监测站点, 适当增加与人体健康相关的监测

项目。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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