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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概述了环境质量综合分析对环境管理与综合决策的重要性，分析了环境质量综合分析工作现状与存在问题，

阐述了新时期对综合分析工作的新要求，从创新理念、主动服务、收集信息、强化手段、健全机制、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做好

环境质量综合分析，服务环境管理与决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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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play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supporting role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integrated decision-mak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comprehensive analysis were analyzed． Against the new requirements for environmental quality compre-
hensive analysis in new period，proposals on how to improve the analysis level and provide better service for envi-
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decision-making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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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环境保护正在实现历史性转变，环境管

理由粗放型向精准型转变［1］，并对环境质量综合

分析提出更高要求。不仅要说得清污染源状况、环
境质量现状及其变化趋势，还要说得清潜在的环境

风险，要在认识环境问题、说清环境变化原因等方

面发挥先导作用，为促进环境科学规划决策、提高

环境综合管理水平提供有力支撑。因此，做好新形

势下的环境质量综合分析尤为重要。

1 环境质量综合分析工作现状与问题

1． 1 现状分析
为适应环境管理各项需求，环境质量综合分析

报告种类越来越多，频次越来越高。按要素分，有

环境空气、地表水、饮用水、噪声、海洋、生态生物、
辐射、污染源等环境质量报告及综合性报告; 按频

次分，有日报、周报、旬报、月报、季报、年报、五年报

等不同周期的环境质量报告; 按表现形式分，有数

值型报告、文字型报告、多媒体声像报告等; 按服务

目的分，有例行报告、应急预警快报、专项调查分析

报告等。
综合分析报告的撰写已不再限于单纯的就数

据论数据及简单的现状描述，而是尝试结合现状特

征、分析趋势，以求为环境管理工作提供切实有效

的参考。在表征形式上，开始注重利用丰富的图表

等增加综合分析报告的生动性、可读性。
1． 2 存在问题

相对于不断提高的环境管理要求，环境质量综

合分析工作显得基础薄弱、人才匮乏，离服务现代

环境管理要求存在较大差距。
( 1) 缺乏主动服务环境管理的意识。综合分

析人员对环境管理的需求缺乏敏感性，编制综合分

析报告缺乏主动性，且习惯于编制例行性、常规性

报告，不能针对环境重点热点问题，针对社会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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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的环境问题主动开展服务。
( 2) 评价方法与手段缺乏创新。大多数综合

分析报告按照固有模式与思维定势进行分析和评

述，引用的数理统计方法、评价模型、预测模型等多

见于专业论文与研究课题，在实际工作中很少应

用。由于缺乏有效的统计分析手段，对数据信息挖

掘不足，使很多隐含的内在联系和变化趋势难以及

时揭示［2］。
( 3) 评价分析内容缺乏深度。综合分析人员

多局限于对监测结果与数据本身的评价分析，编制

技术型报告，而较少关注宏观政策形势、管理举措

及相关领域、环境要素( 水文、气象等) 状况，关联

性分析不足，评价内容缺乏深度，不能说清环境质

量变化及环境问题存在的原因，缺少有针对性的对

策、建议，难以为管理部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 4) 人才素质有待提高。理想状态的综合分

析人员应具备一专多能，既要熟悉环境管理与环境

监测工作，又要有较广的知识面，较好的文字功底

及分析问题的能力，还要掌握一定的信息处理技

能。而目前这方面人才很缺乏，一方面很多综合分

析人员没有经过现场监测、实验室分析等综合锻

炼，专业知识不够全面，另一方面普遍对相关领域

的知识储备不足，缺乏宏观分析与把握能力。

2 新时期对环境质量综合分析工作的新要求

2． 1 拓展深度与广度
在推进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探索环境保护新

道路的新形势下，综合分析工作要在内容的深度与

广度上进一步拓展。一方面要开展多系列、多层次

的污染物排放状况、环境质量演变趋势分析，在总

结时 － 空分布特征与变化规律的基础上，说清环境

质量现状及其变化趋势; 另一方面要站在全局的高

度、综合的角度，结合影响环境变化的各种因素，包

括经济发展、能源消耗、城市建设、水文气象、环保

投资与政策措施等开展相关性分析，摸清环境质量

变化原因，预测环境质量变化趋势，进而说清潜在

的环境风险，为环境治理与风险防范提供依据。
2． 2 增强针对性与时效性

环境质量综合分析的目的是以监测数据、信息

资料为基础，以准确可靠的分析判断为手段，最终

实现监测数据向污染防治决策和环境建设决策的

转变［3］。新形势下的环境管理与综合决策需要及

时、准确、针对性强的环境监测数据，以便科学判断

环境形势，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这就要求环境质量

综合分析紧密结合环境管理需要，以管理需求为导

向，不断增强针对性与时效性。针对重点热点环境

问题，针对新型的、前沿性的环境问题，及时开展分

析评价; 要在说明现状与问题的同时，提出有针对

性的对策建议，切实提高为环境管理与宏观决策的

服务水平。
2． 3 加强全面性与客观性

社会公众对环境质量的日益关注，对环境监测

公共服务能力提出全新挑战。新形势下的环境质

量综合分析不仅要为环境管理和综合决策服务，更

要为公众了解、监督环境质量服务。而当前发布的

环境质量评价结果与公众客观感受存在较大差距，

这就要求环境质量综合分析要多从百姓视角加强

监测数据解读，全面、客观反映环境质量状况，使评

价结果更加贴近百姓的实际感受。从全面反映环

境质量的需求出发，在加强监测能力建设的基础

上，进一步完善环境质量标准与评价方法技术体

系，全面公开各类环境监测信息; 从客观反映环境

质量的需求出发，实事求是，加强涉及与民生、人体

健康等密切相关的环境问题分析，客观评价，务实

报导，更好地服务社会公众。

3 做好环境质量综合分析工作的建议

3． 1 创新理念
面对环境保护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综

合分析工作者要善于创新，切实把思想认识从“本

本”“框框”的束缚中解脱出来［4］，应杜绝程式化、
定式化的综合分析模式，从思路的创新、领域的拓

展、研究分析方法及评价表征手段的创新等方面大

胆突破，对环境信息进行深度加工和提炼，科学系

统地挖掘信息中潜在价值，提升环境质量综合分析

水平。
3． 2 主动服务

要紧扣环境管理需要和公众环境知情需求，针

对重点热点环境问题，如当前的雾霾污染、重金属

污染、持久性有机物污染、土壤污染等，主动开展专

题调查研究与评价，及时编写专题性分析报告［5］。
这就要求综合分析工作者要有全局意识和对重点

工作的敏感度，善于把握政策取向和掌握环境管理

( 下转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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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明显季节变化，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物候变化、
温度变化和日照变化等。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常州

地区的植物源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主要集中在春季、
夏季和秋季，其中排放量最大的月份为 7、8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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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有目标、有重点地做好环境质量综合

分析。
3． 3 强化基础信息支撑

环境质量综合分析涉及很多领域，高质量的综

合分析报告，除了需要科学完整且具有代表性的环

境监测数据外，还需要多方面、多角度的信息作为

支撑［6］，比如周边污染源排放状况、上下游水文水

质情况、区域气象条件变化、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
平时要加强相关资料的积累，注意搜集相关的综合

分析评价标准与技术方法、法律法规文件、会议材

料、领导讲话、社会环境问题报导等，及时、准确、全
面地捕捉与环境质量变化密切相关的各种信息、数
据资料，做好储备。
3． 4 丰富评价手段与表征形式

一方面，要加强综合分析信息化技术，充分利

用 GIS、数理统计分析、模型构建等丰富评价表征

手段。另一方面，要针对不同的服务对象，探索运

用不同的综合分析表现形式。例如，面向环境管理

与专业人员的技术型报告要求层次结构分明，并有

详尽的数据支撑; 面向领导的决策参考型报告要求

简明扼要，着重规律问题分析及对策建议; 面向公

众的发布型报告要求通俗易懂，便于理解。总之要

针对不同的受众者，寻找合适的切入话题，运用多

种表征方式来反映环境质量。
3． 5 建立信息共享与会商机制

由于影响环境变化的因素十分复杂，要说清环

境质量变化原因，还需建立多部门、多地区信息共

享与会商机制。一方面，要与各相关部门信息共

享，建立长期、有效的数据获取渠道，及时掌握与环

境质量分析相关的数据信息。另一方面，要建立环

境质量会商机制，在环保部门内部，需要监测、监察

及相关管理部门共同商讨，在政府层面，需要环保、
水利、气象等部门联合会商，结合多方面因素、各相

关信息综合考虑、系统分析。
3． 6 建设高素质的人才队伍

要加强高素质环境质量综合分析人才队伍建设，

注重综合性素质的培养［7］。一方面，强化综合分析工

作培训与交流，既注重综合分析技术的培训，又兼顾

环境法律法规、信息处理技术、统计分析技术等知识

的传授; 另一方面，开展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合

作，借助课题研究、专项调查等科研工作平台，不断提

高综合分析人员的业务水平与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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