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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合工作实践,归纳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现状监测中突出的几种非正常现象, 剖析了现象背后的问题成

因, 提出应强化监督管理,理顺工作机制 ;有效规范行为, 保证现状监测的真实性; 重视方案编制, 严把数据引用关; 采取有

效措施, 科学实施现状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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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 is article has induced some prob lems in actuality mon itoring for E IA ( environm enta l impact

assess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pro ject w ith wo rk ing practice, and ana lyzed their reasons, g iven the counter-

measures, for examp le, streng then themanagemen,t opt im ized them echan ism, prescribed the behav io r, guaran-

teed themonitoring data, pa id attention to the plan, taken the effective action,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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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是对建设项目、区域规划、开发

建设活动及国家政策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问题

科学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优选方案,指出预防或

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是在决策和开发

建设活动中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种有效手段

和方法。现状监测是环境影响评价的基础工作,它

提供项目所在地评价区域各种环境背景真实的监

测资料,帮助确定环境污染参数, 以便科学评价环

境现状。一般来说,各种环境因素随着时间、空间

而变化,而现状监测只能以少量环境样品的监测结

果来推断总体环境质量。因此,现状监测数据的准

确性、完整性、代表性和可比性是开展环境影响评

价的关键所在。

1 存在问题

1. 1 现状监测项目不全面

环境影响评价程序的最初步骤之一是叙述建

设项目所在地区的环境状况, 提供基本数据,并以

此为背景预测与评价拟建项目的环境影响。基本

数据一般包括环境要素、生态状况、文化和社会经

济等方面, 其中前两方面数据应通过环境现状监测

获得,而在实际操作中往往缺失生态部分数据。如

涉及排放气体污染物时缺少敏感植物叶片的定性

定量分析, 涉及排放水污染物时缺少底栖生物分析

和水体动物体的重金属富集分析等,使现状监测仅

停留在一个反映环境影响浅层次的水平上。

1. 2 监测点位、频次不符合相关技术规范

在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中, 对环评现状

调查与监测提出了具体的规范要求,对不同等级评

价项目的监测点位、频次、时间等也有明确规定。

而在实际监测中, 环评单位常要求降低监测频次,

缩短监测时间, 甚至删去特征因子, 以不具代表性

的数据评价与分析, 导致环评结论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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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对监测机构资质和能力的要求不够

对于现状监测机构的资质和能力,国家有明确

的规定和要求,每年需进行相应的检查和考核。但

现行的有关环评的法律法规却未对现状监测机构

的资质和能力提出明确的要求和规定,环评单位可

以随意选择任何一家检测机构。由于目前环评采

用市场化运作, 存在着价格竞争现象, 在利益驱动

下,环评单位大多考虑监测费用, 较少考虑监测机

构的资质和能力,形成了只要是监测机构就可以承

担环评现状监测的不合理现象。

1. 4 数据引用不规范

有些环评单位获得现状监测数据后, 不按照数

据统计规律的要求,随意修改、删除超标数据, 以获

得所谓理想数据;有些环评单位引用不具代表性的

历史数据,不顾污染源和环境质量状况发生变化的

事实; 有些环评单位甚至还随意引用无出处的监测

数据
[ 1]
。

2 成因分析

2. 1 对环评相关单位日常行政监管缺位

国家环保总局发证, 省级考核, 市、区 (县 )环

保局没有责任,这是 1989和 1999版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资格证书管理办法的共同缺陷。其实

90%以上的环评文件都是由市、区 (县 )环保行政

主管部门审批,现状监测存在的问题最初、最早、最

多也是由其发现,然而出于种种原因, 一般都只是

指出改正, 而没有上报。由于没有行政责任,对环

评单位的日常监管形成了一种半真空状态。对于

无项目监测能力而承揽现状监测任务的监测机构,

同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怕影响下属单位收入而不

管,上级监测站因只是业务指导关系而不能多管,

只能指出问题。

2. 2 法规有关要求落实不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以下简

称 环评法 )第六条规定: 国家加强环境影响评

价的基础数据库和评价指标体系建设 建立必

要的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共享制度,提高环境影响评

价的科学性。但是基础数据库的建设和信息共享

制度的建立至今未有动作,而这两项工作的开展对

做好环评现状监测具有很大的促进意义。

2. 3 环评市场竞争机制不规范

因未能形成合理的竞争机制,造成了目前环评

市场的无序竞争。环评市场僧多粥少,对环评单位

而言,钱少、风险大的项目不接; 对建设单位而言,

谁要价低任务给谁。为获得最大利益,常常以牺牲

需要外协的现状监测费用、牺牲现状监测规范为代

价,环评市场管理未形成良性机制。

2. 4 相关人员存在素质缺陷

环评法 和相关管理办法都要求环评单位与

人员必须坚持公开、公正、诚信的工作原则和职业

道德,但迫于经济、技术和建设单位的压力,工作人

员往往不能坚守工作原则和职业道德,有些环评单

位又缺乏审核、分析监测数据的人员, 造成环境影

响识别和评价因子的筛选疏漏现象。另外,还存在

着有些监测人员采样不规范、分析人员不按规定方

法分析、出具的监测数据缺乏有效性等不规范

现象。

2. 5 监测机构未认真执行有关技术规范

受环评市场不规范的影响,某些监测机构在接

受环评现状监测委托任务时, 为了经济利益, 不考

虑自身的能力和资质,不考虑环境后果, 盲目承接

项目,尤其是一些县级监测机构,为了创收赢利,不

执行有关技术规范, 最终导致监测数据的质量和可

靠性出现问题。

3 对策

3. 1 强化监督管理, 理顺工作机制

首先, 环保主管部门应从环境影响评价现状监

测机构的资质与能力管理入手,按照国家环保总局

1991年颁布的 环境监测为环境管理服务的若干

规定 (暂行 ) ,进一步明确从事现状监测机构的资

质与能力要求, 建立考核制度,建立相关监测能力

的动态信息库, 保证从事现状监测机构的资质和水

平。其次, 应分清环评单位和监测机构在现状监测

中的职责, 做到相互促进、相互监督, 落实 环评

法 建立基础数据库和信息共享制度的要求, 尽快

明确定义和规范。

3. 2 有效规范行为, 保证现状监测的真实性

编制针对性好、操作性强的环境影响评价现状

监测技术规范,约束相关行为,提升整体质量,是一

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最近,江苏省环保厅正组织

编写 江苏省环境影响评价现状监测实施细则 , 进

一步明确工作程序、方案编制要求、历史数据引用要

求、报告编制方法等,并在附则中对监测范围确定、

点位设置、质量保证要求、质量保证单格式一一予以

明确,这将有效地规范全省的现状监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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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重视方案编制,严把数据引用关

开展现状监测前, 必须制定一个较为科学、合

理的监测方案。目前,现状监测方案一般由环评单

位制定,而环境监测部门掌握着该区域环境污染现

状和动态变化及环境监测新动向,环评单位应与当

地环境监测部门充分沟通,让其参与监测方案的制

定,使现状监测有机地融入到环评工作中。

对于环评单位引用历史数据,环境监测部门必

须严格把关。一年以内的监测数据, 环评单位可直

接引用; 1~ 2年内的监测数据, 必须由监测部门提

供近 2年的监测数据,以判定环境质量变化状况; 2

年以上的监测数据引用当慎重,应该重新委托监测

部门进行现状监测。同时,监测部门还应加强环境

质量基础数据研究和历史资料数据整理分析, 建立

环境常规监测数据和现状监测数据动态台账, 并将

各监测点位在电子地图上标注, 定期整理分析数

据,以获得充足的环境基础资料。

3. 4 采取有效措施,科学实施现状监测

( 1)确立项目负责人制度。建设项目环境质

量现状监测涉及多个环境要素,同时也涉及几个相

关部门及大量的监测分析人员。因此,必须明确项

目负责人,全面负责整个项目的实施和运作。项目

负责人必须熟悉相关监测规范、方法和标准,富有

实际工作经验和责任心,并有一定的组织和协调能

力,这也是确保项目顺利完成的基础, 实现项目规

范化管理的保证。

( 2)制定科学的监测实施计划。科学的监测

实施计划是开展环境现状监测的依据。项目负责

人在监测前应与环评单位共同商量,制定科学的监

测实施计划, 以满足环评现状监测的各项技术

要求。

( 3)严格规范监测行为。项目监测点位、频次

与时段必须严格按照规范执行。以监测时段为例,

其目的是要达到用尽量少的时段监测数据准确代

表全天连续监测数据,使每天有限的监测数据能更

好地代表日平均浓度。在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

则 中,对大气环境现状监测时间段有明确要求,

一级评价项目每天不少于 6次, 二、三级评价项目

每天不少于 4次。确定此时间段充分考虑了气象

条件影响, 只有按照规范的时间段监测, 才能保证

数据的代表性和可靠性。

( 4)加强现场质量控制与监督。质量是环境

监测的生命线, 任何一项监测活动都离不开质量控

制。开展质量控制, 一方面通过实施有效的质量控

制措施,另一方面要进行监测过程的质量监督。环

境影响评价现状监测现场监测时间较长,样品在保

存和运输过程中也存在着质量保证问题,加强监督

可以督促监测人员执行标准和规范,减少主观或客

观差错的发生。在采样和现场测试过程中,项目负

责人或质量监督员应到现场巡查监督,以保证全过

程的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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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健康造成的损害, 在缺乏足够科学依据的情况

下,可对转基因生物采取严格的管理措施。目前,

我国是转基因生物的主要进口国和生产国,成为缔

约方后,环境监测部门要积极参与我国转基因生物

生产环境安全性专项研究, 提供基础性的参考依

据,努力为保障我国转基因生物及产品的安全性作

出贡献。

进一步加大多渠道、多层面的国际合作, 是提

高履约工作效益的又一重要途径。 20世纪 80年

代末以来,我国政府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全球环境

基金、蒙特利尔多边基金等援助项目, 开展了许多

有关中国环境保护战略、规划和行动计划方面的研

究,产生了较好的效果
[ 2]
。未来, 我国还要在环境

监测技术的研究开发方面,大力开展国际间的合作

和交流,以全面提升整体水平和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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