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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环境监测质量管理人员队伍建设的思考 

何  兵 

（郴州市苏仙生态环境监测站  湖南  郴州  42300） 
 

摘要：环境监测质量管理作为环境监测中一项重要的环节，对环境保护而言，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然而，环境监测管理人员的素养成为
了衡量环境监测质量高低的标准。从而能够对环境监测数据产生影响，影响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可比性和完整性。所以，想要加强我国环
境监测质量，就必须对监测质量管理人员的素质有所要求。首先，需要对目前环境监测质量人员队伍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其次需要提
出建议，采取措施，让我国生态环境局质量检测工作能够顺利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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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环境监测工作的开展，为我国生态环境局高质量的环境

检测提供了技术保障。环境监测工作作为保护环境的基础性工作，
肩负着为大众提供有据可依的环境监测数据。在实际生活中，天气
预报中所提及的 PM 值是众人关注的主要焦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工业活动的运作，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城市都出现了严重的
雾霾天气，为了减轻雾霾天气带给人们的影响，所以生态环境局开
展监测工作是切实可行的[1]。因此，为了提高对我国环境质量的监
测，需要充分发挥相关人员的带头管理作用，让我国的环境监测工
作能够顺利的展开。 
一、我国环境管理人员的现状 

(1)、缺乏专业的管理人员 
随着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工作对相关管理人员的素质要求不断

提高，经常会导致人手不够的现象发生。与国外生态环境局的工作
相比，我国的环境监测工作起步较晚、发展较慢，而且缺乏对相关
技术人员的培养。当前，由于开设相关教程的高校不多，执教的专
业人士较少，所以便导致了我国环境监测人员极其短缺，而则缺生
态环境局乏比较专业的管理人员。 

(2)、缺乏与之相符合的素质 
想要加强环境生态环境局监测的质量，就需要管理人员具备工

作所需的专业技能。由于目前我国对环境监测管理工作不是很重
视，所以便出现了两种不好的现象。首先，相关从业人员对相关的
基础知识掌握的不是很牢靠[2]。其次，从事环境监测管理工作的人
员比较少，具备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不多，还有的就是缺乏相应
的管理经验。所以环境监测管理工作便缺乏了相应的保障，自身的
监督作用也无处可施。 
二、湖南地区的环境监测案例分析 

(1)、湖南环境质量监测的概述 
在湖南地区的 14 个地级中，湖南环境质量的监测，涉及到的

领域比较广泛。例如：对水环境质量的监测、对声环境质量的监测、
对城市空气环境质量的监测等多个方面。以 2018 年的水环境质量
监测为例：在 2018 年的时候，湖南全省的地表水量保持比较稳定，
在 345 个地表水的评价与考核之中。水质优于Ⅲ类的达标水质断面
共有 326 个，占比 94.5%，与 2017 年相比，上升了 0.9 个点。而湖
南 14 个城市的饮用水，达标率为 97.9%，与 2017 年相比，上升了
近 0.7 个百分点。而下表是对湖南省 2018 年的空气环境质量的监测： 
空气质量类别的分布(天) 益阳 张家界 怀化 岳阳 

良 86 127 96 61 
轻度 239 213 236 222 
中度 28 20 28 66 
重度 5 5 5 8 

(2)、湖南监测队伍的现状分析 
2.1、对专业人才的待遇不优。目前环境专业技术人才的薪资普

遍不高，福利制度也相对欠缺，以上种种原因，便是导致人才流失
的主要原因。2.2、引才的渠道缺乏。尚未具备一套比较完善的人才
引入机制，从而导致岗位从业人员不优，专业人才的极度匮乏。2.3、
对专业技术人才缺乏尊重。需要营造一种尊重人才、劳动、知识的
体系，对相关人才，择优录取。不能将绩效考核只挂在嘴边，而不
付出实践。需要完善相应的奖励机制，留住专业人才。 

(3)、专业人员到岗率普遍偏低 
对相关人员数量的编制，往往是以当地环境保护工作和环境监

测任务需求所进行定量编制的。之前，原有的编制数在一定程度上
满足了环境管理的需求，然而随着环境保护形势非常严峻，对环境
监测管理工作人员的编制数量不仅没有得到增加，与之相反，实际
到岗的人员普遍低于编制数额。 
三、加强环境监测管理工作的策略 

(1)、明确生态环境局的地位 
国家机构得到改革之后，原有的国家环保局并没有被时代摒

弃，反而被升格为了如今的环保局。除此之外，还增设了相应的监
测总司，也增加了对相关人员的编制，生态环境局的管理的职能也
得到了相应的强化[4]。从中可以看出，生态环境局对环境监测工作
极为重视。环境监测管理在环保工作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为期三十年的环保工作证明，环境监测对整个社会的贡献是非常大
的。 

(2)、提高专业技能人员的实际到岗率 
监测人员编制不足的情况之下，可以将具有专业技能的人员分

配到技术岗位，明确相关人员的工作，做到各司其职。各县市当地
的生态环境局，可以采用多种途径去寻求当地政党的支持。增加编
制人数，减少人员之间的借调，寻找开拓资金的政策扶持，为监测
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3)、加强对专业技能人才的引进 
加强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就必须拥有具有高素质与高层次的队

伍。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与技能，一种是通过
引进，另外一种需要对相关从业人员进行培养与教育。人才培养问
题作为最根本性的问题，为加强环境监测质量工作提供了最基本的
保障[5]。同时，还可以通过建立相关的奖励机制，留住人才，为加
强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四、结语 

由此可见，加强环境监测质量管理人员队伍建设对于我国环境
监测而言，利大于弊。目前形势之下，环境监测从业人员比较匮乏，
除此之外，还存在素质不高，未得到有效管理等问题。因此，需要
采取相应的措施，及时对相关人员进行扩充，通过教育、培训、引
入具有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从而达到提高环境监测管理活动的
目的，通过加强对人员的管理，为加强我国环境监测质量工作提供
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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