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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人们对环

境保护工作越来越重视, 环境监测任务也不断增

加。为了提高工作水平、工作效率与员工工作积极

性,深圳市环境保护监测站自 2002年 7月开始实

行工作定量化考核管理制度,对环境监测工作进行

量化处理,将工作效率、工作质量与岗位津贴挂钩,

探索环境监测管理的新模式。

1 实施工作定量化考核管理的方式

环境监测工作涉及的范围广,要素多, 又受到

监测方法、仪器设备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工作量都

是综合因子作用的结果,给实施工作定量化考核管

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尤其是二线科室的工作难以

量化。已有一些环境监测站在量化管理方面作了

有益的尝试,但只限于实验室分析和报告编写审核

方面, 没有将现场监测等环节纳入量化考核管理的

范围。环境监测站全面开展工作定量化考核管理,

首先要对一线科室人员 (不包括管理人员 )的工作

量进行量化处理,将工作量与岗位津贴挂钩;其次

需要制定一个较合理的比靠系数,用于计算二线人

员的工作量。在制定了一般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化

管理办法后, 再根据责、权、利相匹配的原则,制定

管理人员的比靠系数,从而形成一整套较完善的工

作定量化考核管理制度。

2 工作定量化考核管理办法的制定

2. 1 一线科室的工作量化处理

一线科室的工作量主要包括实验室分析工作

量、现场监测工作量、报告编写和审核工作量等方

面。实验室分析工作量选择地表水中氨氮零量一

次测定 (蒸馏纳氏比色法 )的工作量等标指数作为

基准指数,以其作为参考,根据工作难易和所耗工

时制定其他分析项目的工作量等标指数; 现场监测

主要依据现场工作时间、路途行驶时间、现场工作

条件、工作难度和强度、每批次采样数量等因素制

定工作量等标指数; 编写监测报告的工作量与报告

内容、编写质量、人员素质等因素有关,数据的录入

和审核与相关人员的知识水平和工作态度密切相

关,工作量主要依据不出错情况下所耗工时数来衡

量,工作质量按照站质量保证要求和有关工作质量

考核制度进行考核。另外,开展新项目的工作量等

标指数根据项目难易程度,由工作人员自报开发时

间,再由技术管理室主任核定;新仪器分析的工作

量等标指数由技术管理室核实工作时间,再由技术

管理室主任参照工作量化处理原则制定,经站技术

管理委员会审定后实施; 对于一些被认为不太合理

的工作量等标指数, 由技术管理室派人重新核定项

目分析所需时间,经站技术管理委员会讨论后重新

确定。

2. 2 二线科室的工作量化处理

二线科室人员的工作量化管理是个难题,而监

测工作同样离不开二线人员的辛勤劳动,要提高工

作效率必须考虑二线人员的工作量。由于一线人

员的工作量大时二线人员的工作量也会相应增多,

所以一、二线人员的工作量密切相关。对二线人员

的工作量管理主要根据工作时间制定工作量等标

指数,具体做法是将一线人员每月的人均工作量等

标指数乘以 0. 87的比靠系数。另外, 再根据责、

权、利相匹配的原则及与一线工作量挂钩的原则,

制定站领导与科室主任的工作量等标指数。

2. 3 工作量化结果

一线人员的月均工作量等标指数是整个计算

方法的基础。一线人员对照工作量等标指数一览

表,计算个人的工作量等标指数, 由技术管理室汇

总后计算出一线人员的月均工作量等标指数,再根

7

第 17卷 第 2期 环境监测管理与技术 2005年 4月



据不同的比靠系数,计算各岗位人员的当月工作量

等标指数。表 1是以某月为例, 各岗位人员平均工

作量等标指数统计结果。

表 1 某月各岗位人员平均工作量等标指数统计结果

岗位 比靠系数 平均工作量等标指数

一线人员 1 4 679

二线人员 0 87 4 071

站长 0 87 2 0 8 141

副站长 0 87 1 65 6 717

科室主任 0 87 1 35 5 495

科室副主任 0 87 1 25 5 088

3 工作定量化考核管理办法的实施

工作定量化考核管理办法出台之后, 深圳市环

境保护监测站又制定了一套具体的实施方案, 保障

其顺利实行。

( 1)工作人员逐日记录个人工作内容, 于每月

第 2个工作日完成科室上月个人工作量复核并计

算工作量等标指数,根据室主任和技术管理室的要

求以表格形式汇总后提交。

( 2)科室主任对小组长或个人提交的工作量

按 10%的比例抽查审核, 允许相对误差为 2% ,多

报部分按规定扣除。

( 3)技术管理室根据监测大纲和业务科汇总

的有关资料,以及各科室提交的科室工作量,按等

标指数一览表计算各一线科室的总工作量等标指

数,完成初步核算表, 并对各科室提交的工作量按

10%的比例抽查审核, 允许相对误差为 2%。每

月第 6个工作日完成各一线科室工作量等标指数

复核, 并对初步核算表进行补充完善; 第 8个工作

日完成一线科室工作量等标指数一览表, 并上报站

领导。

( 4)对多报工作量超过 2%的科室, 一年内第

一次发现给予警告处分,第二次发现扣除一定的工

作量, 且实行累进扣除法, 即多报工作量次数越多,

扣除工作量的比例就越大,以此促使各科室如实填

报工作量。

( 5)根据每人每月完成的工作量分配岗位

津贴。

4 工作定量化考核管理的实践效果

深圳市环境保护监测站的工作定量化考核管

理制度经过两年的运行和改进, 逐渐成熟和完善。

实践证明, 实行该套制度对加强环境监测站的管

理、提高工作效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4. 1 激发了全站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实行工作定量化考核管理,充分体现了多劳多

得的分配原则, 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

来。该站 2003年的在岗人员比 2002年减少了十

几人,实验室分析数据却比 2002年增加了 2. 3万

个,增幅为 28% ;对一些未开展的委托监测项目,

以前工作人员经常借故推托, 现在却想方设法拓展

业务。一线科室工作量增加的同时,二线科室的工

作量也随之增加,从而带动了全站员工的工作积极

性,形成了一二线工作的良性互动。

4. 2 促进了科室的内部管理

由于各个岗位的工作职责不同,工作量也不可

能完全一样,给科室主任安排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

难。自从实行工作定量化考核管理之后,在一线科

室人员中形成了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科室主

任分配工作任务不再困难,科室的内部管理也得到

了加强。

4. 3 调动了全站员工的学习自觉性

实行工作定量化考核管理,彻底改变了以往平

均主义的分配制度, 对工作成绩的奖励变得更加合

理而且有 !量 ∀可依, 员工对此普遍表示欢迎和接

受。同时, 每位员工在考核中都不甘落后, 自觉地

通过学习以取得更好的成绩, 全站掀起了钻研专业

知识和提高业务技能的浪潮。

4. 4 促进了标准化管理体系的建设

对于同一项监测工作,不同人员所用的工作时

间及取得的效果差异很大。实行工作定量化考核

管理后,任何一项工作不管由谁承担, 其工作量等

标指数都相同。这种工作量标准化管理实际上是

对 ISO / IEC 17025实验室认可体系中关于实验室

人员监督管理要求的补充和完善, 促进了该站标准

化管理体系的建设。同时, 科研工作的开展、新项

目的开发、先进仪器设备的采用等因素, 也进一步

促进了定量考核指数体系的改进和完善,以适应新

的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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