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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管理技术对环境管理体系的管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创新管理技术能够帮助重新构

建环境管理体系。但是我国目前的环境技术管理的技术仍然不够成熟,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因此,我们

需要结合目前的环境管理体系的发展现状,以及我国当前环境管理体系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进

行具体分析。我们需要参考一些环境管理技术的文献资料,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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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越来越重视综合运用各种手段

处理和解决环境问题,尤其是将经济法

律以及技术手段相结合,依靠科技创新

来推动环境技术管理体系的建设。不仅

如此,尤其需要推动环境管理体系的创

新技术发展,加强政策支持以及落实环

境管理体系的科技工程建设。尤其是在

节能减排方面加大环保力度。除此之外,

构建环境管理体系的基本框架,实现建

设环境管理目标,并且加大企业对环境

污染的治理。发展多层次全方位的环境

技术指导以及加强环境技术文件和技术

规范的支持力度,尤其需要改善我国环

境管理体系建设的现状,发挥环境技术

指导体系的作用。 

1 环境技术管理目前存在的

障碍 

我国目前的环境技术管理存在的一

些障碍,需要结合环境技术管理的具体

的实际情况,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进行

分析： 

1.1环境技术标准规范体系不完善 

我国的环境技术标准规范体系的建

设不够完善,缺乏根据实际的需要进行

必要的修订,专业的环境治理规范缺乏

根据相关的指标规定。其次,尤其是对于

当地的一些特殊建设项目,缺乏分析周

边的污染源对环境的影响,常常会受到

环境影响评价、环境风险管控等多方面

的因素。不仅如此,土地利用规划往往缺

乏将土壤环境和土质环境进行比较,尤

其是缺乏将环境功能区和环境的承载

能力进行区分和规划。除此之外,尤其

是一些地方缺乏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

制定地方标准体系难以实现精细化管

理,地方政府缺乏明确周围敏感地区的

建设项目。 

1.2环境技术的法治环境不完善 

我国的环境技术缺乏完善的法治

环境,我国的污染地块在环境上处于上

位法缺失的状态,许多环境的地块发展

要求较为分散。其次,在发展管理的过

程中,缺乏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

地方标准和地方规范管理的程序和管

理责任方面,尤其缺乏一些系统和明确

的规定。不仅如此,在管理责任方面没

有建立起完善的管理部门机制,对污染

地块缺乏进行规范的管理,尤其是导致

缺乏具体可实行的管理办法。除此之外,

很多地方缺乏制定完善的系统的地方

管理机制和管理规定,难以推动污染地

块的规范性发展,更加缺乏制定专业的

环境管理制度。 

1.3环境部门的管理不严格 

我国对环境部门的单位管理不够严

格,缺乏整理当地的企业治理工作信息,

也缺乏严密的市场调查。其次,一些环境

部门还缺乏设置考核评估的指标,尤其

是缺乏设置人员、人数数量与质量环保

部门的评价意见、业主评价意见等环境

管理部门的管理经验。不仅如此,环境部

门的管理也缺乏做好当地环境的调查评

估,以及治理修复的评估考核工作信息,

导致环境管理工作不够清晰。除此之外,

环境管理部门不重视环境技术投入,不

重视技术创新。 

1.4环境技术的创新力度不足 

我国环境污染源覆盖范围较大,对

环境污染物的排放缺乏实施监督,没有

对环境污染的监测数据、工作状态等基

础信息加以分析。其次,在环境污染源治

理的过程中,缺乏对环境污染的情况进

行实时的监控,没有对监控得到的数据

进行深入的分析。不仅如此,在污染源排

放的过程中,无法在第一时间及时掌握

污染源的排放,以及对这里的设施的运

行情况难以作出有效的控制措施,难以

高效快速发现打击环境的违法行为。 

1.5环境技术指导不够清晰 

一些小企业常常无法负担较高昂的

资金和仪器,一部分企业的环保意识较

为薄弱,导致污染的问题频繁爆出许多

小企业的人力财力有限负担也过重。难

以对所有的污染源加以控制。其次,目前

我国自动监测的品牌较少,在一起选择

的过程中缺乏专业知识技术,能力不够

高,也没有统一的技术指导。不仅如此,

许多企业的自动监控系统缺乏仪器和设

备,也没有完善和更新软件技术,更加缺

乏专业的高素质人才。 

2 摆脱环境技术管理障碍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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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环境技术管理存在的障碍,

笔者参考了一些环境技术管理体系建设

的文献资料,并且总结了环境技术管理

的经验,决定提出以下建议： 

2.1建立环境技术标准规范体系 

我国的环境技术标准规范体系的建

设需要完善,根据实际的需要进行必要

的修订,专业的环境治理规范需要根据

相关的指标规定。其次,尤其是对于当地

的一些特殊建设项目,需要分析周边的

污染源对环境的影响,常常会受到环境

影响评价、环境风险管控等多方面的因

素。不仅如此,土地利用规划往往将土壤

环境和土质环境进行比较,尤其是需要

将环境功能区和环境的承载能力进行区

分和规划。除此之外,尤其是一些根据地

方的实际情况,制定地方标准体系需要

实现精细化管理,地方政府需要明确周

围敏感地区的建设项目。 

2.2完善环境技术的法治环境 

我国的环境技术需要完善的法治环

境,我国的污染地块在环境上处于上位

法缺失的状态,许多环境的地块发展要

求较为分散。其次,在发展管理的过程中,

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地方标准和

地方规范管理的程序和管理责任方面,

尤其需要一些系统和明确的规定。不仅

如此,在管理责任方面需要建立起完善

的管理部门机制,对污染地块进行规范

的管理,尤其是根据具体可实行的管理

办法。除此之外,很多地方需要制定完善

的系统的地方管理机制和管理规定,可

以推动污染地块的规范性发展,需要制

定专业的环境管理制度。 

2.3加强环境部门的管理 

我国对环境部门的单位管理需要加

强,整理当地的企业治理工作信息,也需

要进行严密的市场调查。其次,一些环境

部门还需要设置考核评估的指标,尤其

是需要设置人员、人数数量与质量环保

部门的评价意见、业主评价意见等环境

管理部门的管理经验。不仅如此,环境部

门的管理也需要做好当地环境的调查评

估,以及治理修复的评估考核工作信息,

环境管理工作需要清晰。除此之外,环境

管理部门重视环境技术投入,也需要重

视技术创新。 

2.4加大环境技术的创新力度 

我国环境污染源覆盖范围较大,对

环境污染物的排放缺乏实施监督,没有

对环境污染的监测数据、工作状态等基

础信息加以分析。其次,在环境污染源治

理的过程中,缺乏对环境污染的情况进

行实时的监控,没有对监控得到的数据

进行深入的分析。不仅如此,在污染源排

放的过程中,无法在第一时间及时掌握

污染源的排放,以及对这里的设施的运

行情况难以作出有效的控制措施,难以

高效快速发现打击环境的违法行为。 

2.5明确环境技术指导 

一部分企业的环保意识需要提高,

避免污染的问题频繁爆出,许多小企业

的人力财力有限负担也过重。需要对所

有的污染源加以控制。其次,目前我国自

动监测的品牌,在一起选择的过程中需

要专业知识技术,能力需要提高,也需要

统一的技术指导。不仅如此,许多企业的

自动监控系统需要仪器和设备,也需要

完善和更新软件技术,增加专业的高素

质人才。 

3 结束语 

我国的严峻的环境形势需要通过提

高环境创新技术手段来管理环境,并且

建立完善的、科学的、规范的技术评价

体系。其次,在环境管理体系建设过程中

提高环境技术的可操作性,发挥好环境

管理技术的指导规范作用。尤其需要结

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一些具体可

操作的实际方针。这样一来,也能够将环

境治理落到实处,并且提高环境管理部

门的综合素养,必须实行有计划和有重

点的环境技术管理手段。积极推广环境

创新技术发展,解决不同环境管理过程

中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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