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监测应在攻克环保难题上有所突破

严苏扬

(南京市环境保护局,江苏 南京 210018)

摘 要 :就当前环保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难点、重点问题进行了阐述, 指出,在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前提下, 环境监测应准

确定位,明确工作目标和方向, 研究出一套与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相适应的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在 创模 攻坚战中, 环境

监测应发挥主观能动性;!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实施后, 应加大总量监测力度, 正确开展总量监测工作, 为执法部门提

供科学、准确、及时的监测报告,为排污权的市场化交易提供科学依据;在政府职能转变、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中,环境监测应

加大改革力度,逐步走向市场; 在现有能力的基础上,市、区两级环境监测站应整合队伍, 优势互补,共上台阶, 再创辉煌 ;在

行风建设中,环境监测站应进一步加强行业管理,提升行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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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队伍是环保战线上的一支主力部队。

据统计,南京市环境监测部门 2002年完成了 90万

个监测数据,为环境管理和环保执法提供了有力的

技术支撑。2003年是南京市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

市的攻坚年,环境监测应集全体人员之智慧, 倾全

部力量,确保 创模夺牌 的目标实现。现就环境监

测如何围绕环保工作的中心, 在解决环保难题上有

所作为阐述之。

1 在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前提下, 环境监测应准确

定位,明确工作目标和方向

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

目标, 其中 9处提到了环境、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的

问题,报告描绘了 生活富裕、生产发展、生态良好 

的小康社会蓝图, 它不仅包含经济指标, 更包含精

神文明、政治文明、环境生态文明指标。

南京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

率先实现现代化的 两步走 战略, 其主要经济指标

是 2005 年人均 GDP 达 4 000 美元, 2015 年人均

GDP 达 10 000美元。

经济指标大幅度提高,环境质量应该达到怎样

的水平才符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 环境监

测部门应紧跟全市的发展形势,研究出一套与全面

小康和现代化相适应的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为

市委、市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2 在 创模 攻坚战中, 环境监测工作应发挥主观

能动性

在 创模 的一系列指标中,南京原来的弱项环

境基础设施建设如污水处理率,通过近几年的努力

和多元化投资力度的加大,有望摆脱被动局面。但

2002年的空气质量指数良好率仅为 60%, 距离

80%的标准尚有差距, 其中 PM10是导致空气质量

指数居高不下的主要因素。

目前,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呈跨越式、超常规

势态,环境压力之大史无前例, 环境监测部门应认

真分析 PM10问题,研究 PM10与气象条件的相关性,

保证每月出一期空气质量指数分析报告, 提前警

示。对于城市二次扬尘的治理, 要多部门联手, 采

用综合管理手段,环境监测站作为技术部门应主动

介入,献计献策,多提前瞻性的意见。

南京城市发展迅速, 一城三区 的格局已形

成, 隔江发展变为跨江发展。而目前的大气测点仍

是 10年前的布局方案, 大多集中在繁华地段。空

气连续监测点的分布必须满足现状,评价体系和计

算口径必须跟上城市发展节拍。环境监测只有跟

得上发展节拍, 具有战略性的眼光和措施, 才能说

得清、说得准、说得响环境问题。环保部门应群策

群力,由管理部门出经验,技术部门出方案,用综合

的办法、多元化的途径, 改变空气质量指数 望天

收 的被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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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实施后, 应加大总

量监测力度,正确开展总量监测工作

十五 期间环保工作的三大任务是:改善环境

质量, 削减排放总量, 抑制生态恶化。 十五 期间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要在 九五 的基础上逐年削

减,这是硬指标、硬任务。因此,总量基础一定要夯

实核准。环境监测部门在进行总量监测时,应与环

境管理部门、环境监察部门通力合作, 充分利用排

污申报的年审、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的年检等管理手

段和排污申报基础数据库,将动态实测、静态推算、

主动申报三者有机结合,核准、核实全市的污染物

排放总量,为排污收费由浓度型向总量型转化做好

技术准备,为执法部门提供科学、准确、及时的监测

报告,为排污权的市场化交易提供科学依据。

4 在政府职能转变、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中,环境监

测应加大改革力度, 逐步走向市场

我国加入WTO 后, 政府的许多职能将通过市

场的功能来完成, 行政审批在清理, 收费项目在压

缩,国家权力部门化、公众利益团体化的现象正在

改变。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是:立法部门

与执法部门相互独立,执法部门与技术服务部门分

开,即取证与裁定分开。环境监测将逐步实现 监 

与 测 的分离。 监 是监督、监察, 具有政府行政

管理职能,是政府行为;而 测 是实验室分析、化验
等纯技术性工作,属于市场行为。实验室是介于政

府和企业之间的第三方,属社会中介组织, 实行资

质认定管理和工商、税务注册管理,企业和政府(环

保局)均是其客户。

十六大报告指出:要把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

度和市场的承受度统一起来。环境监测站的改革

方向将向市场化的目标发展, 应早做准备, 提高综

合实力, 发挥比较优势, 利用先入为主之机, 创名

牌, 树品牌。

5 在现有能力的基础上,市、区两级环境监测站应

整合队伍,优势互补,共上台阶,再创辉煌

能力建设是环境监测事业得以长足发展的基

础。面对即将全面开放的环境监测市场, 一方面,

要切实加强环境监测能力建设, 另一方面, 在现有

能力的基础上, 应处理好当前和今后的关系, 做到

不等所有,先求所用 。管理可以出生产力,市、区

两级环境监测站可通过资源整合,使人力物力相对

集中,资源统一调配,以提高大型仪器的使用率, 优

化人力资源配置,优势互补, 增强能力,连锁经营,

联手开拓监测市场, 充分发挥综合实力, 再创环境

监测事业的辉煌。

6 在行风建设中,环境监测站应进一步加强行业

管理,提升行业形象

为人民服务, 请人民评判,让人民满意 ,是行
风建设一贯的指导思想。环境监测部门应把行风

评议的外在压力转化为内在动力,持之以恒抓行风

建设。要认真贯彻!全国环境监测系统职业道德规
范∀, 切实落实环保主管部门和环境监测部门已出

台的一系列转变工作作风的制度和措施。环境监

测人员虽然没有最终的管理和处罚权,但监测结果

具有技术仲裁和技术执法的效能。因此,必须严格

执行监测的技术规程和各项制度,保证监督监测的

公正性和权威性;在委托监测中处理好公正和服务

的关系;规范监测现场的语言和行为,提高现场工

作效能。杜绝监测工作中违背职业道德的行为。

要充分认识到, 面对服务对象, 环境监测人员的任

务不仅仅是监测环境质量,还应该是环保法规的宣

传员,环境科技知识的普及员。环境监测事业大有

作为,环境保护事业任重道远。

∃简讯∃

全国环境监测信息技术研讨会在深圳召开

2002年 12 月 23日 # 25 日,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在广东省深圳市召开了 全国环境监测信息技术 研讨会。会议对全国

环境监测信息建设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做了全面的总结, 并对环境监测信息 十五 发展目标做了部署。会议还讨论了由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起草的 环境监测报告管理办法 、我国环境监测信息规范化建设指南 、全国环境监测报告工作考核

评比办法 。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监测站的 98 名从事信息传输及信息管理的技术人员参加了研讨会, 中国

环境监测总站副站长丁中元出席研讨会并讲话。

摘自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环境监测信息简报∀2002年第 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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