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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主动适应生态文明建设新特征的路径

朱德明

"江苏省环境保护厅#江苏2南京21$%%')$

摘2要!简述了环境保护新特征的系统诊断"指出面对环境保护呈现的新特征"环境监测管理及建设存在环境监测的各项

技术#标准#规范#管理措施滞后于社会经济基本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体制机制滞后于环境保护的发展要求"服务能力滞后

于公共服务的需求"质量管理滞后于严格的环境管理需求等问题$ 提出"应从传统的环境监测向资源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

转变"从条块管理向垂直管理的体制转变"从监测信息相对封闭向监测信息主动公开转变"由单纯依靠自身监测向依靠各

部门和全社会监测转变"从污染物总量监测为主向污染物总量"环境质量监测并重转变"从实验室质控为主向全过程质控

转变"从以生态"环境为核心的环境监测向以人为本的环境监测转变$

关键词!环境监测%新特征%生态文明%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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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确立了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的 )四个全
面*发展总纲"出台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
案, -$.

及 ) 个配套文件$ 面对资源匮乏#污染严

重#生态失衡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全面#协调#可
持续的生态文明理念"并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
会建设的全过程"为建设伟大的 )中国梦*提供天
蓝#地绿#水净的良好生态环境$

>?环境保护新特征的系统诊断
改革开放 '% 多年来"我国创造了综合国力大

幅跃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的)中国奇迹*$ 当前"
中国经济呈现出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
发展新特征"催生而来的是资源环境要素进入瓶颈
凸显期"环保公共需求的快速增长期等环境保护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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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发展与保护的矛盾依然存在"迫切需要科学
判断和总体把握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阶段

性特点$
$&$2环境容量的负载期

我国具有人均资源少#环境容量小的特殊国
情"当前工农业生产#生活消费等过程中产生的主
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远超过环境承载量"接近临界状
态$ 全国污水排放总量远远超过环境容量"仅
Z"!就超出环境容量 0 倍多 -1. $ )环境承载能力
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新方式*成为 1%$0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
析的新常态之一$
$&12污染影响的重叠期

可吸入颗粒物&[O$% '#工业废气#建筑扬尘等
传统环境问题尚未得到根治"随着机动车的迅速增
加"各类化工集中园区的兴建"大多数区域的空气
污染已经形成煤烟型和汽车尾气复合型污染"出现
了挥发性有机物&Y"Z-'污染和臭氧&"' '光化学
烟雾"预示着将承担巨大的安全风险$ 既要解决城
市河道黑臭#农业面源污染#生活垃圾#机动车污染
等第一二代的环境问题"又要解决危险废物#持久
性有机毒物等新型环境问题"也就是说"发达国家
上百年逐步出现#分阶段解决的环境问题"我国在
改革开放 '%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并全面
爆发"呈现显著的压缩型#综合型#叠加型特点"延
长了解决环境问题的时间$
$&'2环境改善的缓慢期

从环境质量演变规律来看"经过 1% 世纪 (% 年
代末)一控双达标*等大规模污染治理"以及新世
纪)两型*社会建设等综合治理"我国的环境质量
曾在短期内出现了迅速改善的态势"生态恶化势头
得到有效遏制$ 随着治理难度#成本的增加"环境
治理呈现边际效益递减的迹象"环境质量改善趋势
减缓"污染治理进入攻坚克难阶段$
$&02协调发展的转折期

主要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人均达到
\![4 %%% ]$% %%% 美元"进入工业化#城市化的中
后期"基本就能出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
环境质量出现明显改善$ 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
的长三角和京津冀等地区"人均 \![已经达到或
超过了这个水平"但现实结果是"不仅环境质量没
有出现预期的重大改善"而且还是我国大气等环境
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并未出现公众所期望的环境

优良)拐点*$
$&W2公众需求的增长期

过去环境污染问题仅对经济发展#人民身体健
康产生直接影响"带来发病率上升和污染损失增
加"时今"已经漫延至信访#社会安定等各个方面"
影响到环境道德#社会伦理和社会稳定"因环境问
题引发的污染纠纷不断升级"突发性污染事件越来
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环保来信来访呈显著上升
趋势"引起全社会的恐慌$
$&)2体制机制的创新期

)十八大*以后"党中央明确了加快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和加强依法治国的总体目标"随着新环保
法的实施"生态保护红线#环境离任审计#资产负债
表#第三方治理等环保体制机制改革已经全面启
动"越来越多的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会应用于环境
保护领域"各种改革举措会密集出台$

@?存在问题
1&$2环境监测的各项技术%标准%规范%管理措施
滞后于社会经济基本现代化的发展要求

在传统监测领域的常规指标"已形成较完备和
相对成熟的监测体系"但面对环境管理中出现的重
金属#挥发性有机物#持久性有机物等新型污染物"
以及损害人体健康的突出环境污染问题时"监测能
力相对薄弱#技术储备缺乏"监测频次偏少"难以做
到对所有污染物监测的全覆盖$ 在行政执法和刑
事司法衔接过程中"环保司法解释中所列的有毒物
质名录"还未形成全面鉴定和鉴别等监测能力"更
无法对大量的有毒物质进行执法监测$
1&12环境监测管理体制机制滞后于环境保护的发
展要求

我国尚未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建设监测

体系"相关监测指标分别由其他环境监管职能部门
承担$ 由于部门存在自我化#相互阻断化 &孤岛
化'"监测重叠化#数据分割化等局面"数出多门"
不尽一致$ 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理#行业部门分工
协作#社会共同参与的监测管理体制尚未形成"环
境监测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合理的引导$ 以环
境质量为导向的环境监测制度尚未健全$
1&'2环境监测服务能力滞后于公共服务的需求

长期以来"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监测数据的发
布工作分散于多个政府部门中"处于相互割裂状
态"信息交流沟通不畅"监测指标的名称#点位#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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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评价方法不统一"可比性较差"标准化#规范化
程度较低"直接影响到对环境质量的总体判断与客
观评价$ 监测监管信息存在着公开范围不广#项目
缺失#指标不全#审核把关不严等问题"一些影响公
众生产生活的监测数据发布不及时"不能满足社会
对各类环境监测信息公开的新期望$
1&02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滞后于严格的环境管理
需求

通过建立优质实验室#计量认证#技术大比武#
监测站标准化建设等措施"监测质量得到了有效提
高$ 但目前环境监测结果与人们主观感受的矛盾凸
显"监测数据质量一直饱受公众诟病"环境质量评价
结果与公众切身感受存在一定差异"影响对生态文
明建设现状的客观评价"后果不容小觑$ 受外部不
良干预影响"还存在篡改#伪造#指使和干预资源环
境生态数据等弄虚作假现象"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

A?对策
'&$2从传统的环境监测向资源环境承载力监测预
警转变

十八届三中全会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要建立资
源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机制"对水土资源#环境容
量和海洋资源超载区域施行限制性措施"环境承载
力的监测预警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环境保护
法,第十八条!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建立环境资
源承载力预警机制

-'. $ 这些赋予环境承载力监测
预警机制的法律责任"要按照+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总体方案, -$.

的要求"调整#补充#完善现有的资源
环境生态相关的监测指标$ )人无远虑"必有近
忧*"应当说清环境质量#污染源和生态状况"强化
为综合决策服务和为社会公众服务的意识$ 建立
和完善以环境质量为目标导向的环境质量监督管

理制度"提升环境监测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
'&12从条块管理向垂直管理的体制转变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0. +关于省以下环保机构
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

意见, -W. +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 - ) .
等"对

环境监测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

求$ 环境监测的改革方向"应当是明晰环境监测事
权"理顺层级关系"强化环境质量监测和执法监测"
加强对环境监测数据的有效性监管"减少不良行政

干预"加大对弄虚作假查处力度"积极培育和规范
环境监测市场"确保各类监测数据的真实性$
'&'2监测信息从相对封闭向主动公开转变

由于公众的广泛参与和科普知识的宣传"
[O1&W等科学名词已经深入人心$ )公开是常态"不
公开是例外*$ +环境保护法,第五章专列了信息
公开和公众参与"指出企业环境监测信息公开是一
项法定的职责$ 公开环境质量信息"有利于推动地
方政府对本行政区环境质量实行党政同责和一岗

双责"有利于完善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接受社会
公众共同监督$ 因此"要依法有序推进环境监测信
息的公开"明确公开目录"以环境质量#重点排污单
位为重点"主动拓宽范围"增加指标"丰富表达方式"
赋予公众更多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和议事权$
'&02由单纯依靠自身监测向依靠各部门和全社会
监测转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提出"要建立吸
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推行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1%$W 年"国务院出台了+关
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 -/. $ 随着新
环境保护法的实施"环境监测任务越来越重"仅依
靠环保系统自身的环境监测力量难以满足需要"需
要让更多的监管部门以及培育更多的社会第三方

监测机构参与监测市场"形成以环保监测机构为骨
干#社会监测力量广泛参与的环境监测格局$ 要加
强各政府监管部门间监测的协作#整合"统一监测
技术标准规范"统一信息公开"实现数据共享"构建
完整#全面#互为补充#共享共用的生态环境监测网
络"来解决长期制约环境监测发展的问题$ 建立环
境监测机构正面清单"完善日常监测质量的监管模
式"加大对服务过程中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的查
处力度"开展监测机构监管方式和信用等级评估"
规范环境监测市场行为$
'&W2从污染物总量监测为主向污染物总量%环境
质量监测并重转变

目前"我国环境监测的标准#技术规范等"其重
要基石是建立在相对完善的以主要污染物总量减

排为核心的污染控制体系之上$ 随着污染控制#主
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监测体系建设的强化"环境质量
越来越成为环境保护最重要的任务"成为老百姓最
关注的热点"因此"建立以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监测
评价#控制#规范和政策体系是实现环境管理战略
转型的根本途径$ 要加强监测科技创新"构建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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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一体化#立体化生态环境监测技术体系"不断引
入新的生态环境监测技术#装备#系统"形成生态环
境监测)大数据*应用优势$
'&)2从实验室质控为主向全过程质控转变

适应自动监测发展趋势"修改完善现有以手工
监测为主导的技术规范"加快建立以自动监测为导
向的监测方法标准$ 加强环境监测工作质量专项
检查"从现场调查#监测计划设计#优化布点#样品
采集#运送保存#分析测试#数据处理#综合评价等
环节进行多级审核"把监测数据差错率消除在监测
过程的各个环节$ 有效消除因考核#创建#评比等
压力对环境监测数据真实性的不良干预"使监测结
果与人民群众对青山绿水和蓝天白云的实际感受

更加符合$
'&/2从以生态%环境为核心的环境监测向以人为
本的环境监测转变

环境监测指标要更多地关注民生民意"老百姓
对关系自己身心健康的生态环境"都会有真实的表
述$ 在环境监测中"除考虑一般的物理#化学#理化
指标外"更要考虑影响人体健康#人的生存等的生
理指标"积极探索建立公众及社会性的统计#监测
和评价体系"逐步由过去单一的理化指标评价向生
态#生物#毒理指标评价方向转变$ )蓝天白云#繁

星闪烁*是百姓对大气环境质量的客观评判指标"
公众所投)一票*就是环境保护成果的最好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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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世界环境日'各国都在干啥(

用&绿'点亮世界

为了迎接 1%$/ 年世界环境日"中国#美国#加拿大#泰国#迪拜等国家分别用地标建筑来呼吁公民保护环境$

当 1%$/ 年 ) 月 W 日夜幕降临"迪拜的哈利法塔&5BA+a>@L,H@'#美国的帝国大厦#意大利的安托内利尖塔#中国的广州塔

等建筑都会被绿色装扮$ 不仅是城市建筑"这次活动还包括加拿大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巴拿马运河和更多的地标"届时也

会展示自己绿色的一面"为爱护我们共同生存的家园贡献力量$ 在环境日当天"今年世界环境日官方庆祝活动的举办

国(((加拿大和其他国家将组织上千场活动"来呼应今年的主题)人与自然"相联相生*$

安哥拉呼吁保护大黑羚羊

在 1%$) 年世界环境日"安哥拉公开给 ' 只大黑羚羊征名"并且给他们配备了 \[b 项圈来保护他们不被猎杀#更快找到

适合的栖息地"从而更好地生存$ 那么一年后"进展如何/ 据最新的报道"' 只黑羚羊中唯一的雄性"名为 QK@.E9的公羚羊

已经死亡$ 根据项圈设备上所得的数据"QK@.E9有可能死于偷猎者的枪下$ 而另外两只雌性羚羊目前仍然活着"据已有数

据分析"她们已经安全度过繁殖期"产下了小羚羊$ 这 1 只黑羚羊身上所传递的信息"将继续作为研究数据"来更好地让这

一濒危物种得到保护和延续$

和联合国环境署一起共享&自然'瞬间

在今年世界环境日的官网上"有一项醒目的邀请活动 [,JEBA9QLLcGBAX@KGA,E9[L@J9-(((那就是邀请全世界的朋友一

起分享照片"展示)与自然一起*的亲密瞬间$ 参赛者可以在 H@J9MGGR#=I,EE9A##.-E@<A@;#微博等社交平台分享自然的照片"

带上相关话题词d世界环境日d等$ 联合国会对众多的优秀作品进行评选"所有入选作品将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和世界各地

办事处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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