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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与改革·

环境监测站资源优化配置的设想
肖 　健

(漳州市环境监测站 ,福建 　漳州 　363000)

摘 　要 :分析了现行计划体制下环境监测站资源配置的弊端 ,提出通过人事管理制度、分配制度、经营机制等方面的创

新 ,采取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竞争性的资源配置方式 ,发挥市场经济优化配置资源的基础职能 ,最终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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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disadvantage of resources’allocation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tations under current

system was analyzed. It should reform the personnel system , dist ribution system and management system ,

choose the competitive resources allocation way based on market system to get the optimization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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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环境监测管理工作。

　　在目前的行政计划体制下 ,环境监测站的事业

资源全靠政府指令性配置 ,未追求资源配置的最大

效用 ,也未承担不合理的失误责任 ,在人力、财力、

物力的配置使用上 ,存在着种种弊端。为改变这种

不合理的事业资源配置方式 ,必须通过创新 ,采取

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竞争性的资源配置方式 ,取代

以行政机制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资源配置方

式 ,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 ,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1 　环境监测站资源优化配置的内部改革

1. 1 　人力资源优化配置

目前环境监测站人事制度的管理类似于行政

机关 ,在人员任用上存在着“论资排辈”的现象 ,缺

乏竞争激励机制和考核监督机制 ,工作效率较低 ,

高层次人才留不住 ,人力资源无法获得合理配置。

这些不合理现象反映出三方面问题 :一是人力资源

配置缺乏效用成本观念 ;二是分配上不能体现按劳

取酬的价值观念 ;三是用人的主观随意性较大。不

合理的用人现象导致了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必须尽快由过去的劳

动、人事管理制度转变到人力资源的创新管理方

面来。

首先是分配制度的创新。市场经济强调物质

利益原则 ,环境监测站也一样 ,对待技术劳动力这

种特殊商品也要运用经济手段去激励 ,并且要准确

把握经济手段激励的“刺激度”,将技术人员引导到

干事业的价值目标上来。如一些环境监测站实行

“工作定量化考核标准”,把每个人员的工作数量、

质量、经济指标和岗位具体化、定量化、可操作化 ,

并赋以指数形式考核统计 ,与个人收入挂钩 ,充分

体现了“干什么事 ,拿什么钱 ,干多少事 ,拿多少钱”

的人才价值原则。

其次是在分配上要打破现行的工资体制 ,实行

绩效工资制。可以采取多元化形式 ,如工资总额与

单位效益和贡献挂钩、法人代表个人收入与工作目

标和业绩挂钩、科研成果效仿企业采取高新技术成

果作价入股、职务技术成果按收益比例奖励等 ,通

—1—

第 16 卷 　第 6 期 环境监测管理与技术 2004 年 12 月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过分配制度的改革 ,使人力资源潜能得到有效

发挥。

最后是用人制度的改革。通过建立以聘任制

为基础的用人制度 ,使人员能进能出 ,从身份管理

转变为岗位管理 ,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 ,同时引

入竞争机制 ,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也使现有人才

树立忧患风险意识。通过人才的合理流动 ,充分发

挥人才市场对人力资源的配置作用。

1. 2 　财力、物力资源优化配置

计划经济条件下 ,环境监测站的资金需求基本

上由政府财政拨款解决 ,无需过多考虑资金的使用

和增效问题。这种不追求资金使用效益的财务管

理体制导致资金缺口不断扩大 ,加重了财政负担。

为了缓解这一问题 ,可以采纳财力、物力配置

的市场化运作方式。现在有的环境管理部门对一

些诸如水质自动站、大气自动站和污染源在线监测

系统 ,已经从成本和效益角度开始考虑市场化运

作 ,尝试由民营公司竞争承包检测运行。随着市场

经济的发展 ,当前主要由环境管理部门下达给环境

监测站的监测任务及相应的财力、物力投入 ,也会

逐步进入竞争性检测领域。在北美及欧洲国家 ,政

府通过招标方式选择合作伙伴 ,与环境监测机构以

一种合同形式联系 ,是顾客与供应商的关系 ,监测

行业的性质类似于审计事务所、资产评估所[1 ] 。

环境监测站通过为政府和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服

务 ,竞争政府的委托项目 ,而政府管理部门将从中

增强对工作任务效用成本的科学评估 ,通过价格机

制和工作成效最终解决好资源配置问题 ,从而达到

以有限的财力、物力换取最大的社会利益。这种方

式也从根本上迫使环境监测站逐步从供给型向经

营型转变 ,以经营的手段调整成本、利润、质量和效

益的关系 ,注重资本运作中的财务分析 ,在成本核

算中发现监测活动 (服务)完成过程中的不足等。

当前环境监测站既有政府管理性职能 ,又有社

会公益性职能 ,还有经营开发性职能 ,后者是环境

监测站的生产要素。一些环境监测站已经在鼓励

科技人员参与对外技术服务的政策中 ,加入了生产

要素的分配 ,增强了活力 ,收到了较好的成效 ,国有

资产从中获得了增值 ,同时还增强了自我解困、自

我发展的能力。随着事业单位改革的不断深入 ,环

境监测站应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由非经营性资产向

经营性资产转变 ,直接面向市场参与竞争 ,在市场

机制下创造效益 ,解决好资源的有效配置和自身发

展的问题。而政府管理部门应通过加强监督管理 ,

防止环境监测站服务功能弱化和财力、物力资源无

偿占用等问题。

2 　环境监测站资源优化配置的宏观改革

2. 1 　监测资源的合理使用

在当前的环境监测工作中 ,制定监测计划时往

往缺乏对当地环境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考虑 ,在

项目、频次和实施区域的选择上缺乏科学性、有效

性和针对性 ,有的监测任务的下达从管理成效或社

会利益角度看是低效甚至无效的。环境监测站是

一个人力、财力、物力有限的资源 ,特别是二、三级

站 ,往往面临着一个基本的矛盾 ,即监测任务的增

长和完成任务所需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常见

的是处于一种监测资源短缺性状态 ,以至于有些环

境监测站面对上级下达的大量监测任务不知如何

应对 ,这就产生了一个选择性的问题。实际上 ,经

济学也正是产生于资源的短缺性以及由此而引起

的选择的需要。因此 ,在解决监测资源短缺性的问

题时 ,必须用经济学的眼光 ,针对如何使用有限资

源做出必要的选择[2 ] ,要从研究追求环境利益最

大化的行为入手 (即管理部门要实现管理成效的最

大化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来解决监测资源的最

优使用问题。为避免无效或低效的劳动 ,上级部门

在监测计划形成之前 ,应进行必要的调研和规划 ,

树立成本意识 ,对任务的轻重缓急作出审慎的筛

选 ,善于利用有限的资源科学、合理、高效地安排监

测任务。

2. 2 　环境监测站建设规模的选择

各级各地环境监测站的建设历来存在着一定

程度的盲目性 ,“规模越大越好”的思想根深蒂固 ,

导致人员急剧增加 ,仪器设备发挥不了效益 ,资源

得不到合理配置。之所以必须选择环境监测站的

建设规模 ,一方面是因为在事业单位改革逐步走向

市场竞争的现实条件下 ,计划体制下简单划一的建

设标准正日益受到来自市场经济的否定 ;另一方面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任何社会公益性的资源投入都

不应该是“只事耕耘 ,漫问收获”,而应该具有效益

观念。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事业资源的投入产出

比 ,如何依据市场和社会需求合理选择环境监测站

的建设规模 ,优化监测资源配置 ,在向市场经济转

型时期还需要政府部门作出正确选择。在当前可

以实行省级站上水平、市级站求发展、县级站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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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这一政策。已有一些地方政府摈弃了不切实

际的指令性的安排与做法 ,从当地社会和经济发展

及环境保护实际出发 ,强化监测网络建设 ,实施优

劣互补、资源合理配置使用的合作原则 ,形成了规

模效益 ,为与国外大型检测机构开展竞争做好了

准备。

2. 3 　政事分离 ,错位调整

事业单位机构改革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性

工作。近年来 ,由于政事不分 ,管理错位 ,环境监测

站的职能与行政机关的职责、工作方式交叉重复 ,

一些弊端日益凸现。由于受行政干预 ,部分大环境

监测结果失实 ,污染纠纷倾向于政府管理部门一

方 ,污染源收费监测存在功利性行为等 ,已经受到

了来自社会各界及企业的挑剔。现行管理体制和

运行机制的持续 ,不仅制约着环境监测事业的健康

发展 ,也部分抵消了行政机构精简改革已经取得的

成效。如何使环境监测站具有向全社会负责的公

正行为 ,如何才能当好环境纠纷“裁判员”的角色 ,

监测成果如何才能成为检验地方政府环境管理成

效的一把客观的“尺子”,这就需要通过错位调整和

改革 ,政府从直接和具体繁杂的微观事务管理中摆

脱出来 ,转变到宏观管理的角色上 ,把属于社会性

和服务性的职能归位到环境监测站 ,通过政事分

开 ,确立环境监测站的自主地位[3 ] ,为实现资源自

主优化配置奠定基础。

2. 4 　打破行业封锁 ,培育检测市场

海洋、水利、地质、农业等部门的理化检测工作

与环境监测工作性质雷同 ,但由于部门封闭 ,行业

之间条块分割 ,导致一些检测工作重复进行 ,检测

成果难以共享 ,检测资源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由于

无法通过市场调控使检测资源全社会共享 ,最终带

来了全社会的利益损失。事实上 ,近几年来这种状

况在环境监测部门已有所改善 ,行政性限制障碍正

在弱化 ,已逐步导入市场机制 ,如一些课题、专项监

测、环境影响评价监测、委托性污染源监测等 ,已经

在一些地区、一些有资质的环境监测站及其他检测

机构之间引起了一定程度的竞争。当前需要允许

和鼓励跨行业、跨地区的检测竞争行为 ,政府应研

究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 ,从法律上加以强化管理 ,

规范市场行为和行业监管 ,培育和完善检测市场。

2. 5 　转换经营机制 ,参与市场竞争

环境监测站建设初期按照非营利性组织的原

则建设和运行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 ,环境监测站

已逐步转变成具有一定营利性的综合性事业单位 ,

走向市场己具备了初步条件。在现阶段 ,对营利性

职能部分无法分离转制为企业的 ,可以对政府委托

的监测业务建立定额补贴和收费相结合的成本补

偿机制 ;而对公益性职能如大环境监测部分 ,可核

定财政定额或定项补助经费 ,同时将其可市场化的

职责和可经营的资产按营利性运作和管理 ,努力拓

宽有偿服务领域 ,参与技术中介服务市场的竞争。

我国已是 WTO 成员国 ,必须拆除行政壁垒 ,

按世贸组织的规则 ,开放检测市场 ,通过市场导向

及监测资源的整合 ,做大做强检测机构。可以遵循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 ,对环境监测站进行产权制

度改革 ,改变现有产权全部由国家所有的形式 ,使

投资主体逐步实现多元化 ,支持和鼓励社会力量兴

办以及多种形式的联合举办 ,也可以采取公办民

助、民办公助的多种所有制类型。通过转换经营机

制激发活力 ,发挥市场经济优化配置资源的基础职

能 ,最终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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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江苏省环境监测现代化建设阶段性试点方案》出台
为了进一步强化政府统一监督管理职能 ,引导和培育监测市场 ,整合社会监测力量 ,形成与国际接轨的监测能力和市

场运作机制 ,快速推进全省环境监测现代化建设工作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于 2004 年 10 月 25

日出台了《江苏省环境监测现代化建设阶段性试点方案》,将 13 个省辖市和吴中、相城区、张家港、常熟、太仓、昆山、吴江、

仪征、泰兴和靖江市等 10 个县级市 (区)作为试点单位 ,并将试点工作分成两个阶段进行 ,同时要求各试点单位于 2005 年

11 月底之前提交试点总结报告。

摘自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环境监测工作通讯》2004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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