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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我国而言,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如何实现经济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发展问题。基

于网络信息时代下,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引发了公众的关注与重视。特别针对一些环境突发事件来

说,极大地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干扰到社会的正常秩序。面对此种情况,需要我国有关部门加大环境执法

和应急管理工作的开展力度,及时发现其中存在的不足并加以科学处理,有利于达到保护自然环境的效

果。本文通过分析当前我国环境执法与应急管理工作现状,提出了我国环境执法与应急管理工作开展的

对策,从而有效提升我国环境执法与应急管理工作的总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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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内环境执法

工作开展的过程中显现出诸多不同方面

的缺陷和不足：环境违法的经济成本较

低、责任追溯与举证十分困难、整改工

作难以有效落实等。近些年来发生了很

多违法环境保护要求的事件,比如,在

2017年时,仅xx市的环境执法部门便一

共进行了2200多起生态环境违法案件的

处罚,总罚金更是超过了4000多万元。只

有强化环境执法管理工作,才能发挥出

保护环境的作用。同时,环境应急管理工

作也被严重忽视,由此产生众多的环境

应急突发事件。通过不断改进环境执法

和应急管理模式,不断积累工作经验,有

助于创建一个和谐良好的社会环境。鉴

于此,系统思考和分析思考我国环境执

法与应急管理工作的现状和有效解决对

策显得尤其必要,拥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与实践价值。 

1 当前我国环境执法与应急管

理工作现状的分析 

1.1相关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不够

完善 

目前我国的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

存在实用性薄弱、处罚规定较少、力度

不足等诸多问题。从有关体制的角度而

言,则呈现出思想认识不足,一些经济发

展滞后的区域,在环境保护方面予以忽

视,相关环境监督执法部门工作不到位,

区无法凸显出良好的监管作用。从相关

管理制度视角来说,不同部门之间的联

动机制没有产生,社会参与监管制度不

够完善,由此导致更多环境保护违法事

件的出现。比如,某某省xx县区出现了儿

童血铅超标事件,有关生态环境部门相

继数次为政府部门提供意见,要求关闭

涉事企业,不过直至该突发性事件产生

之前依然没有任何举措,其他行业部门

间欠缺一定的联动作用,导致此企业没

有被关闭, 终造成于该地区周边各个

村庄大约360名儿童得上高铅血症,其中

有5人属于轻度铅中毒,产生了极大的污

染危害[1]。 

1.2欠缺整体实力较强的环境执法

与应急管理队伍 

现阶段,部分地区相关生态环境部

门没有重视环境执法与应急管理工作的

有效开展,在思想意识上便放松了警惕,

过于重视事务的处理,欠缺在环境执法

与监督工作方面的关注,影响到 终的

环境执法与应急管理工作的实际效果。

归根结底,主要在于欠缺整体实力较强

的环境执法与应急管理队伍。通常情况

下,因为国内环境应急管理工作的开展

时间较短,很多地区均予以忽视,欠缺足

够数量的环境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人

员,相关工作管理制度也没有形成,只符

合常规化工作的需要。由于有关环境应

急管理工作人员在思想意识上没有意识

到环境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重要性,导

致应急管理的效率很低,产生极大的经

济损失。部分地区没有做好事前防范工

作,形成严重的后果。同时,相关环境执

法人员受到自身专业知识欠缺的影响,

采用的执法方式过于老旧,难以发挥出

其应有的作用[2]。 

1.3受到环境风险影响增加了防控

的难度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国内存在着很

高的环境风险,受到不同环境违法行为

的影响,导致突发环境事件经常产生。

而突发环境事件的频发,提高了公众的

重视程度。从全国的范围内而言,大约

存在8万家企业出现了违反环境保护的

事件,大概存在15％具有污染性的企业

处于关键的自然生态区和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等位置,造成很大的环境风险。

笔者经过查阅相关研究资料之后,从中

可知,截止2018年年底,在全国范围内,

一共包括了5867座危库与病库,在这当

中,小型库的占比为94％,以上库区在

安全和生态环境方面的投入资金较少,

形成了很高的环境风险,提高了突发环

境事件的发生几率。我国相关生态环境

部负责查处的环境突发事件大约180起,

占据总数的63％。在此过程当中,可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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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洪水、暴雨、地震以及泥石流等不同

类型的自然灾害,影响到经济的发展,阻

碍了企业的长远发展,带给生态环境极

大的污染危害[3]。 

2 我国环境执法与应急管理工

作开展的有效对策 

2.1加大有关法律法规与管理机制

的构建及完善力度 

为了做好环境执法和应急管理工作,

应该加大有关法律法规与管理机制的构

建及完善力度。具体来说：第一,积极开

展预案管理与演练工作。相关部门需要

加快对《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的改进和完善速度,结合相关行业要求,

编制出科学的环境应急预案规定。不同

地区的生态环境部门应该紧密参考当地

的具体情况,科学改进和优化相关应急

预案,并构建预案报备机制,使预案的制

定更加科学。第二,不断健全相关管理制

度。生态环境部门需要构建科学的应急

管理协调制度,落实不同工作人员的职

能与责任。同时和其他有关部门之间进

行合作,重视对那些高污染与高风险行

业环境的安全监督,加快关于危险化学

品储运管理的相关制度[4]。 

2.2构建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环境

执法和应急管理队伍 

不同级别的生态环境部门需要重视

环境执法和应急管理队伍建设工作,在

强化环境执法人才队伍建设的基础上,

形成更加强大的环境执法监管队伍,采

用合理管控的方式,培养出更多的专业

人才。并且为相关环境执法人员配备更

加先进的执法设施,明确针对环境突发

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理方案。与此同时,

做好环境应急管理队伍的培训和教育工

作。具体来说：其一,注重进行环境应急

管理队伍培训工作。不同地区的生态环

境部应该以政府部门作为主导力量,构

建具有独立性质的环境应急管控机构,

并且布设相应的环境应急管理网络。其

二,强化环境应急监测方面的培训工作,

要求所有相关工作人员均参加培训,使

其了解和掌握更多的环境应急监测管理

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积累更多的实践经

验,有利于工作的开展[5]。 

2.3注重环境风险的及时排查与科

学分析,提高整体的防控水平 

对于我国的生态环境部门来说,需

要注重环境风险的及时排查与科学分析,

以便提高整体的防控水平。进行环境风

险源调查工作的过程当中,需要以相关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领域作为重

点,重视调查相关区域是否存在危险化

学品,及时进行排查,避免出现火灾、爆

炸等事故。通过借助环境风险源数据库,

能够达到实时监测的管控效果。 

3 结论 

从此次论文的阐述和分析当中,不

难看出,系统分析与思考我国环境执法

与应急管理工作的现状和有效解决对策

显得尤其必要,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和

实施价值。本文通过分析当前我国环境

执法与应急管理工作现状,提出了我国

环境执法与应急管理工作开展的对策：

加大有关法律法规与管理机制的构建及

完善力度、构建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环

境执法和应急管理队伍、注重环境风险

的及时排查与科学分析,提高整体的防

控水平。希望此次研究与分析的内容和

结果,能够得到有关我国环境执法管理

部门工作人员的关注与重视,并且从中

获取到相应的借鉴和帮助,以便增强及

时发现我国环境执法与应急管理工作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有效改进,进而

推动我国环境执法和应急管理工作的不

断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1]毛风疆.区县级人民政府环境应急

管理工作现状分析与优化措施研究[J].资源

节约与生态环境,2019,177(159):196-197. 

[2]张军 .我国进一步加强环境

应急管理对策探讨[J].华东科技:学术

版,2019,166(108):420-422. 

[3]马文亮,靳雪城,李霞.加强基层

环境应急管理工作对策探讨[J].甘肃科

技,2019,134(199):104-108. 

[4]张弛.我国进一步加强环境应

急 管理对策探讨[J].黑龙江科技信

息,2019,166(168):170-172. 

[5]朱京海.我国进一步加强环境应

急管理对策探讨[J].环境与可持续发

展,2019,138(154):141-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