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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Ｃ ｎｕｍｂｅｒ: Ｘ３２

　 　 污染源监测不仅是环境监管的重要手段ꎬ也
是环境标准、技术要求、环境管理措施制定的数据

依据ꎮ 自 ７０ 年代起ꎬ我国各级环境监测部门逐步

对监管范围内的污染源定期开展监督性监测和执

法监测ꎮ “十一五”期间ꎬ我国开始推进总量减排

工作ꎬ并把总量减排监测体系作为其中一项“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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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决”型考核指标ꎮ “十二五”期间又明确表示把

自行监测完成率以及自行监测公布率纳入减排监

测体系当中ꎬ并作为重要考核指标ꎮ 为推进工作ꎬ
环境保护部于 ２０１３ 年印发实施«国家重点监控企

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１]ꎮ ２０１７
年ꎬ又提出要求把自行监测纳入排污许可证管

理[２]ꎻ２０１７ 起ꎬ陆续发布了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

则以及多个行业指南[２ － １３]ꎬ不仅规范了自行监测

方案的编制ꎬ也在监测内容、监测频次、信息公开

等方面提出更为细致的要求ꎮ 近日ꎬ生态环境部

就如何开展在产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工作

进行了广泛征求意见[１３ － １５]ꎮ 由于自行监测工作

在我国正处于起步阶段ꎬ不仅很多企业对这项工

作缺乏认知ꎬ而且社会机构监测能力也相当薄弱ꎮ
然而随着国家要求日益明确ꎬ各级政府逐渐重视ꎬ
自行监测工作基础薄弱与环境保护要求不断提高

之间矛盾愈发凸显ꎬ如何推进并落实自行监测指

标的完整性、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保证数据的

公开 及 时 性 等 俨 然 成 为 当 前 关 注 的 热 点

问题[１６ － ２３]ꎮ

１　 自行监测工作现状

１ １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工作概述

自行监测ꎬ顾名思义是指排污单位自发组织

并开展的环境监测行为ꎮ 其开展的方式包括利用

自有监测能力或委托第三方社会环境监测机构ꎻ
可利用的数据有两种ꎬ分别是手工监测数据以及

在线监测数据ꎮ 除此之外ꎬ自行监测与监督性监

测的实施主体不同ꎬ前者是排污单位主动开展监

测行为ꎬ而后者则是政府监督监管行为[２４]ꎮ 我国

历年发布涉及自行监测内容的法律法规标准文

件ꎬ见表 １[３ － １２ꎬ２５ － ２７]ꎮ
表 １　 自行监测相关法律法规文件一览表

序号
法律法规及
文件名称

发布时间 实施时间 主要内容

１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污染防治
法(２０１７ 年修
订)

２０１７ －０６ －２７ ２０１８ －０１ －０１

第二十三条中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
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ꎬ对所排放的水
污染物自行监测ꎬ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ꎮ”
第八十二条对未按照规定对所排放的水污染物自行监测ꎬ或者
未保存原始监测记录的提出了罚则ꎮ

２

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
治法(２０１５ 年
修订)

２０１５ －０８ －２９ ２０１６ －０１ －０１

第二十四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和监测规范ꎬ对其排放的工业废气和本法第七十八条规定
名录中所列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进行监测ꎬ并保存原始监测记
录ꎮ
第一百条对未按照规定对所排放的工业废气和有毒有害大气污
染物进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的提出了罚则ꎮ

３
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壤污染防
治法

２０１８ －０８ －３１ ２０１９ －０１ －０１

第二十一条中规定“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制定、实施自行监测
方案ꎬ并将监测数据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ꎮ
第八十六条中对“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未制定、实施自行监测
方案ꎬ或者未将监测数据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 提出了罚则ꎮ

４

国家重点监控
企业自行监测
及信息公开办
法(试行)

２０１３ －０７ －３０ ２０１４ －０１ －０１
规定了企业自行监测内容、自行监测方式及频次、自行监测公开
时限、监督与管理等ꎮ

５

排污单位自行
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ＨＪ ８１９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 －０４ －２５ ２０１７ －０６ －０１
标准提出了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监测方案制定、监测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信息记录和报告的基本内容和要求ꎬ用来
指导和规范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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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续)

序号
法律法规及
文件名称

发布时间 实施时间 主要内容

６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火
力发电及锅炉(ＨＪ ８２０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 －０４ －２５ ２０１７ －０６ －０１
标准提出了火力发电及锅炉工业排污单位自
行监测的一般要求、监测方案制定、信息记录
和报告的基本内容和要求ꎮ

７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造
纸工业(ＨＪ ８２１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 －０４ －２５ ２０１７ －０６ －０１
标准提出了造纸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的一
般要求、监测方案制定、信息记录和报告的基
本内容和要求ꎮ

８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水
泥工业(ＨＪ ８４８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 －０９ －１９ ２０１７ －１１ －０１
标准提出了水泥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的一
般要求、监测方案制定、信息记录和报告的基
本内容和要求ꎮ

９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钢
铁工业及炼焦化学工业(ＨＪ ８７８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 －１２ －２１ ２０１８ －０１ －０１
标准提出了钢铁工业及炼焦化学工业排污单
位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监测方案制定、信息
记录和报告的基本内容和要求ꎮ

１０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纺
织印染工业(ＨＪ ８７９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 －１２ －２１ ２０１８ －０１ －０１
标准提出了纺织印染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
的一般要求、监测方案制定、信息记录和报告
的基本内容和要求ꎮ

１１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石
油炼制工业(ＨＪ ８８０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 －１２ －２１ ２０１８ －０１ －０１
标准提出了石油炼制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
的一般要求、监测方案制定、信息记录和报告
的基本内容和要求ꎮ

１２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提
取类制药工业(ＨＪ ８８１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 －１２ －２１ ２０１８ －０１ －０１
标准提出了提取类制药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
测的一般要求、监测方案制定、信息记录和报
告的基本内容和要求ꎮ

１３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发
酵类制药工业(ＨＪ ８８２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 －１２ －２１ ２０１８ －０１ －０１
标准提出了发酵类制药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
测的一般要求、监测方案制定、信息记录和报
告的基本内容和要求ꎮ

１４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化
学合成类制药工业 (ＨＪ ８８３ －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 －１２ －２１ ２０１８ －０１ －０１
标准提出了化学合成类制药工业排污单位自
行监测的一般要求、监测方案制定、信息记录
和报告的基本内容和要求ꎮ

１５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制
革及毛皮加工工业 (ＨＪ ９４６ －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８ －０７ －３１ ２０１８ －１０ －０１
标准提出了制革及毛皮加工工业排污单位自
行监测的一般要求、监测方案制定、信息记录
和报告的基本内容和要求ꎮ

１６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石
油化学工业(ＨＪ ９４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８ －０７ －３１ ２０１８ －１０ －０１
标准提出了石油化学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
的一般要求、监测方案制定、信息记录和报告
的基本内容和要求ꎮ

１７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化
肥工业 －氮肥(ＨＪ ９４８ １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８ －０７ －３１ ２０１８ －１０ －０１
标准提出了氮肥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的一
般要求、监测方案制定、信息记录和报告的基
本内容和要求ꎮ

１ ２　 自行监测完成和公开情况

自 ２０１３ 年第四季度起ꎬ广州市环境保护局开

始组织行政范围内的国家重点监控企业(以下简

称“国控企业”)推进落实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工

作ꎮ 一是组织辖区内国控企业参加省市举办的相

关培训ꎬ指导并引导排污单位推进自行监测工作ꎮ
二是严格按照技术规范要求ꎬ组织国控企业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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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监测方案并进行“企业 －技术支持 －行政”三
级审核ꎬ确保监测指标、监测频次等满足要求ꎮ 三

是建立跟踪及通报制度ꎬ有专人跟踪各排污单位

企业在自行监测信息发布平台公开自行监测的情

况ꎬ及时督促未按要求公开、或公开存在问题的企

业进行整改ꎬ并将有关情况进行通报ꎮ 四是建立

高效快速的信息沟通渠道ꎬ及时沟通自行监测信

息公开工作存在问题ꎬ形成政府与企业间的及时

联动ꎬ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约资源ꎮ 为便于各企业

开展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ꎬ广东省环境保护厅积

极开发广东省重点企业环境公开信息平台(以下

简称“平台”)ꎬ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与自动监测数据

实现同步链接ꎮ
根据“平台”统计ꎬ截至 ２０１７ 年广州市累计国

控企业共计 １５７ 家ꎬ除了已关停或无生产废水、季
节性停产等不具备监测条件外ꎬ共有 １３５ 家在广

东省重点企业环境公开信息平台上按要求开展了

自行监测工作并将相关数据及信息进行了公开ꎬ
其中废水类国控企业 １９ 家、废气类国控企业 １７
家、污水处理厂 ３４ 家、重金属企业 ３７ 家、危险废

物企业 ２７ 家、畜禽养殖厂 １ 家ꎬ各行政区自行监

测完成率及公开率情况ꎬ见表 ２ꎮ 目前ꎬ广州市自

行监测完成率和自行监测公布率可稳定在 ９５％
以上ꎮ

表 ２　 ２０１７ 年广州市国控企业自行监测完成率及公开率情况

行政区 国控企业数量 /家 应测企业数量 /家 实测企业数量 /家 完成率 / ％ 公布率 / ％

广州市 １５７ １３５ １３５ ９７ １３ ９９ ２６

荔湾区 ３ ３ ３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海珠区 ２ １ １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天河区 １ １ １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白云区 ２４ １７ １７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黄埔区 ３５ ３３ ３３ ９３ ９３ １００ ００

番禺区 １７ １４ １４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花都区 １３ ７ ７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南沙区 ３５ ３４ ３４ ９７ １３ ９７ １４

从化区 ７ ５ ５ ９９ ８６ １００ ００

增城区 ２１ ２０ ２０ ８９ ８１ １００ ００
　 　 注:根据广东省重点企业环境公开信息平台统计ꎮ

２　 存在问题分析

２ １　 部分企业自行监测主体责任意识相对缺乏

由于长期以来污染源监测以监督性监测为

主ꎬ严重地忽视了排污单位自身应履行的环境保

护责任和义务ꎬ导致污染源监测被公众误解为单

向的、政府对排污单位的监督检查执法ꎬ因此大多

数排污单位对其被要求开展自行监测工作的政策

不能理解ꎮ 自行监测则是近些年才逐步推进的ꎬ
除少数大规模的外企、国企、污水处理厂、电厂外ꎬ
大多数排污单位自身并没有规范的用于开展监测

的场所和人员ꎬ有化验室的也只占少数ꎬ大部分是

完全不具备监测能力的ꎮ 而自行监测工作却需要

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撑ꎬ这无疑使得企业被迫增

加成本ꎮ 因此ꎬ不少排污单位不愿意主动开展自

行监测工作ꎬ对此项工作远不够重视ꎬ仅将常规或

在线监控设备如 ＣＯＤ、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等作为监测指标ꎬ导致监测指标不全ꎬ既未涵盖行

业特征污染物ꎬ也无法真正反映企业的排污

状况[２８ － ３１]ꎮ
２ ２　 基本未见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数据公开

现行有关规范中对排污单位要求开展的自行

监测主要包括废水、废气、噪声ꎬ此外涉及了环评

批复提出的周边环境质量监测ꎬ却没有对企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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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土壤和地下水提出监测要求ꎮ 这可能是由于我

国目前土壤环境有关的监测方法、质量标准等多

针对农用地和实施场地调查的关闭搬迁企业ꎬ而
且部分布点采样方式对地面产生一定程度的破

坏ꎬ对正常生产运营的排污单位不适用ꎮ 尽管

２０１６ 年颁布的“土十条”中要求各地要制定土壤

环境重点监控企业名单ꎬ而纳入名单的企业则需

要对其红线范围内用地开展厂区内土壤环境自行

监测[３２ － ３３]ꎮ 经查询广东省重点监控企业环境公

开信息发布平台ꎬ截至目前未见广州市相关企业

有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有关数据公开ꎮ
２ ３　 自行监测激励处罚机制尚不健全

广东省要求排污单位在广东省重点企业环境

公开信息平台公开有关数据ꎬ而在平台上公开数

据不仅工作量巨大而且任务相当繁重ꎮ 但在现行

已出台的政策文件中ꎬ对于环境管理规范、按要求

开展自行监测以及按时完成自行监测结果信息公

开的企业尚未见任何奖励机制ꎬ在一定程度上打

击了排污单位的积极性ꎮ 另外对拒不开展或者据

不发布自监测结果的排污单位却仍无硬性处罚机

制ꎬ只是笼统规定可视情况采取有关环境管理措

施ꎬ对上述不规范行为界定也不够清晰明确ꎬ处罚

标准不够细致ꎬ在实际环境管理中尚未见广州市

因自行监测工作不力而开出罚单[３２ － ３４]ꎮ
２ ４　 开展自行监测企业的数量占比较低

２０１５ 年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２０１７ 年修

订的«水污染防治法»以及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即将

实施的«土壤污染防治法»明确了排污单位有自行

监测的责任并提出相应要求ꎮ 但从可供公众查询

的公开渠道来看ꎬ除了在环境监管要求相对严格

的国控企业开展自行监测比例相对较高外ꎬ其他

能够主动开展并公开自行监测数据的企业数量与

实际 有 排 污 行 为 的 企 业 数 量 相 比ꎬ 差 距 较

大[３０ － ３１]ꎮ 以广州为例ꎬ开展自行监测的企业仅占

公布重点排污单位名录企业数量的 ３０％ ꎮ 同时从

公开的自行监测方案和公开的监测结果表明ꎬ已
开展自行监测的企业普遍存在监测点位缺失、监
测指标覆盖不全、监测频次不足、公开不及时、未
公开自行监测年度报告等问题ꎮ

２ ５　 自行监测数据应用严重缺乏

自行监测制度设计借鉴了国内外先进的环境

管理经验ꎬ其设计初衷是希望把排污单位的自行

监测数据可以用于自证守法ꎮ 然而自行监测工作

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监测数据ꎬ但这些数据是否

可以作为守法依据ꎬ如何判断排污单位达标排放ꎬ
在与环保部门监督性监测出现冲突时如何“自证

清白”等都没有得到明确的说法ꎮ 自行监测数据

在环境管理中的应用更是严重不足ꎬ各排污单位

公开的自行监测数据仅为时间节点发布的数据ꎬ
完全没有任何分析统计功能ꎬ只是简单的数据搬

运ꎮ 大数据时代繁多冗余的监测数据在实际工作

无法运用ꎬ造成资源损失并极大妨碍工作开展ꎬ自
行监测工作更像是为了完成行政上的一个任务ꎬ
这与其巨额投入和其地位严重不符ꎬ严重影响了

自行监测数据支撑环境管理的意义[１７ꎬ２１ － ２２]ꎮ

３　 管理对策建议

３ １　 将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尽快纳入现有自

行监测

　 　 大部分国控企业已于 ２０１４ 年开展自行监测

相关工作ꎬ建议可在现有自行监测方案基础上ꎬ增
加土壤及地下水有关内容ꎮ 鉴于企业内部土壤和

地下水点位的选取和废水、废气、噪声监测点位选

取有很大不同ꎬ监测指标和方法也存在较大差异ꎬ
可以在方案调整之前ꎬ先开展重点区域排查及筛

选工作ꎬ并结合土壤和地下水环境风险管控的思

路做好布点和采样方案ꎮ 待基础工作完成后再进

一步落实自行监测工作ꎬ并按要求公开有关数

据[３５ － ３７]ꎮ
３ ２　 做好排污单位为自行监测主体责任的宣传

目前排污单位应开展自行监测工作的法律依

据已经明确ꎬ但必须通过加强宣传ꎬ才能不断加强

排污单位的环境保护责任意识ꎮ 环境保护部门不

仅是排污单位的监督管理者ꎬ更是引领者ꎬ这就需

要环保部门在宣传自行监测工作中做好技术指导

和规范ꎬ避免工作开展无所适从ꎮ
３ ３　 发挥财政资金的激励作用

建议环保部门定期开展自行监测工作完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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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的监督检查情况ꎬ并将检查结果、存在问题等

予以公开ꎮ 对于严格按照规范开展自行监测的且质

量较高企业ꎬ制定相关受益制度及实施细则ꎬ如将自

行监测考核结果作为相关资金分配的参考依据ꎮ
３ ４　 加强数据应用

自行监测工作产生的监测数据包含了大量的

排污单位的污染物排放信息ꎬ当务之急是需整合

企业监测数据ꎬ通过大数据统计分析ꎬ一方面建立

企业监测数据集合ꎬ通过结合企业的生产工艺、停
产、检修、正常运转等工况实际ꎬ挖掘污染物高浓

度的情形ꎬ掌握治理设施实际运行效果与污染物

排放规律ꎮ 另一方面建立行业排污特征污染物数

据库ꎬ为科学制定环境管理政策提供参考ꎮ
３ ５　 探索建立监测第三方机构管理机制

自行监测工作的推进必然要借助社会环境监

测机构的力量ꎬ由于企业数量多、涉及监测业务

广ꎬ短时间内会致使第三方监测机构业务井喷ꎬ这
时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就更为重要ꎮ 建议政府部门

抓紧建立第三方监测机构监管机制ꎬ从质量监督、
环境保护和行业发展等多方面规范环境监测机构

行为、提升服务能力ꎬ促进监测服务行业社会化发

展的同时形成良性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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