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环境与保护 
第 3 卷◆第 7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40 /（中图刊号）：715GL012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63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川渝两地生态环境监测协作工作探析 
 

金旺  龚立  刘敏  龚玲  赵晶  杨海蓉 

重庆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DOI:10.32629/eep.v3i7.905 

 

[摘  要] 区域生态环境监测协作是共同治理跨地区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两地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规划、监督和综合执法一体化的重要技术支撑。地区之间的监测网络及能力建设统筹不足、

任务部署及实施协同不足、监测数据质量协同管理有待加强等问题,制约了区域间生态环境监测协作工

作。本文就川渝两地如何建立协同配套、科学合理、规范高效的生态环境监测体系进行研究和探讨,

为川渝两地开展更深层次生态环境监测合作提供参考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 川渝；生态环境；监测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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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渝两地共处长江上游,山水相连,

生态环境息息相关,共同担负着长江上

游生态屏障和国家战略水资源保护的重

任,生态环境监测区域协作开展较多,尤

其自2017年长江上游四省市开展生态环

境联防联控以来,监测协作得到不断加

强和深化。 

1 京津翼、长三角和珠三角等

区域生态环境监测协作政策经验 

京津翼、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协

同发展均已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国家多

次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纳入发展目标,

并以国家规划纲要统领京津翼、长三角、

珠三角等区域保护与开发,统筹协调各

方利益。目前,已形成了中央、地方多层

级责权和多元主体互动的区域协调机制

总体框架。地方之间通过签订合作框架

协议,共同编制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建设区域生态环境监测网络,联合开展

大气、水、污染源等区域监测,实施跨地

区生态补偿试点,共同开展环境监测科

研,共享生态环境监测信息,促进了生态

环境监测协作和交流。 

2 川渝两地生态环境监测现状 

2.1生态环境监测机构改革 

为进一步增强环境监测独立性、统一

性、权威性和有效性,适应统筹解决跨区

域、跨流域环境问题的新要求,川渝两地

相继进行了省级以下环境监测机构改革。 

重庆市环境监测机构改革。2016年,

通过厘清环境监测事权,上收市级考核

涉及的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事权,构建了

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环境管理

体系,市级监测机构主要负责全市生态

环境质量监测,区县级监测机构主要负

责辖区内的环境执法监测、污染源监督

性监测以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

2019年,为了进一步提升监测工作的准

确性、区域性和时效性,重庆市成立了万

州、黔江、涪陵和永川4个监测分中心,

协助承担辖属内市级监测事权、较大环

境污染事件应急监测、质量监督以及业

务培训和技术交流等。 

四川省环境监测机构改革。2019年,

四川省实施了生态环境监测垂直管理改

革,省级统一负责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监

测、调查评价和考核工作,市级监测机构

调整为省级派驻机构,人员和工作经费

由省级承担并直接管理。省级和市级监

测机构主要负责生态环境质量监测工作,

县级环境监测站上收至市级,主要负责

执法监测、监督性监测和突发生态环境

事件应急监测。 

2.2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 

根据《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

要求,川渝两地生态环境部门会同城乡

建设、农业、国土规划等多部门,充分整

合现有资源,统一规划布设环境质量监

测点位,建设了涵盖大气、水、土壤、噪

声、辐射等环境要素,覆盖全省(市)、布

局合理、分工明确、重点突出的环境质

量监测网络。为进一步加强生态网络建

设,2019年,四川省9部门联合印发了《生

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规划》,明确以“统

一监测规划、统一基础站点、统一标准

规范、统一评价方法和统一信息发布”

为基本要求,坚持“政府主导、部门协同、

上下联动、共享互通”的原则。 

2.3生态环境监测质量管理 

(1)提升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管理。两

地分别出台了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实

施方案,通过完善规章制度、环境监测协

作、规范排污单位监测、严厉惩处环境

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提高环境监测

质量监管能力等,进一步提升监测数据

质量,确保监测数据全面、准确、客观、

真实。 

(2)监测质量管理。按照国家要求,

一是川渝两地定期组织对监测机构进行

环境监测质量检查、监测能力考核和监

测人员持证上岗考核；二是定期组织对

空气站、水站运维机构的运维质量监督

检查和考核；三是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开

展监测机构监测质量监督检查,严厉打

击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四是两地均

建立了生态环境监测业务管理系统,通

过名录管理的方式加强对社会化监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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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监测活动全过程的监管,并依法依规

查处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 

3 川渝两地生态环境监测协作

工作开展情况 

近几年,川渝两地主要在跨界地表

水监测能力建设、跨界联合监测、环境

空气质量预测预报、监测数据共享和异

常数据协商以及监测数据质量管理等方

面开展了监测合作。 

3.1加强跨界地表水监测能力建设 

川渝两地生态环境部门共同对跨

省界的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进行了现

场踏勘核实,筛选确认了水质自动监测

站建设位置,开展了水质自动监测站建

设工作。 

3.2开展跨界断面水质联合监测 

重庆市长寿区、潼南区等分别联合

四川省广安市、遂宁市、资阳市等生态

环境监测部门适时对跨界断面开展了水

质联合监测,及时确认水质状况。对于水

质监测数据存在差异的,及时通过监测

技术交流、实验室比对、污染源排查等

方式,分析监测差异原因。 

3.3深化环境空气质量预测预报

合作 

依托国家西南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

报中心,完善空气质量预报视频会商制

度,联合开展区域空气质量预报会商。 

4 生态环境监测协作存在的

问题 

面对生态环境保护水平与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的新形势,以及推

进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以及构建现代环

境治理体系新要求, 

川渝两地生态环境监测协作还存在

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4.1监测网络及能力建设统筹不足 

网络构建仅立足于本行政区域,未

从川渝两地大区域考虑,对大尺度的区

域性、流域性监测点位以及监测项目等

考虑不足、优化不够,对相毗邻区县的监

测能力建设统筹谋划不足。 

4.2监测任务部署及实施协同不足 

在监测发展规划编制以及年度监测

任务部署时,对涉及跨区域跨流域的监

测任务未充分进行协调部署,实施过程

中协同不足。 

5 推进川渝两地生态环境监测

协作的政策措施建议 

结合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对加强

生态环保的具体要求以及国家《生态环

境监测规划纲要》部署,研究提出推进两

地监测协作发展的政策措施建议。 

5.1推进川渝两地生态环境监测协

作发展政策建议 

一是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成立由川

渝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协调小组,统筹协

调两地生态环境监测发展工作。将协作

工作开展情况纳入对两地相关地生态环

境部门的考核,定期召开联席会议,通报

协作开展情况,督促落实协作机制,及时

解决协作中的问题。 

二是探索建立政策互商机制。在制

定涉及两地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相关政策

时,逐步将较重要的政策互相征求意见、

充分交流后再制定发布。 

5.2推进川渝两地生态环境监测协

作发展措施建议 

一是统筹谋划监测网络及能力建

设。梳理、优化川渝两地大区域的监测

点位布设。统筹谋划监测能力建设,特别

是对于两地相毗邻的区县,宜协商、统筹

谋划,以更好地发挥建设资金使用绩效。 

二是协同监测任务一体部署、共同

实施。在监测发展规划编制以及年度监

测任务部署时,双方共同部署、组织实

施涉及跨区域跨流域的监测任务、应急

演练。 

三是进一步加强监测数据共享。通

过省级生态环境数据平台逐步实现跨界

流域省级、区县级断面水质监测数据以

及重点污染源监测信息共享。 

四是协同加强监测质量管理。建立

跨区域环境监测机构监管协作机制,互

相通报监测机构监管结果,形成合力,严

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弄虚造假行为,

引导环境监测市场健康发展。 

6 结语 

经过近几年的监测合作,两地生态

环境管理部门基本形成了区域协作机

制。“十四五”是新时代全面贯彻落实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启动美丽中国

建设、开启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首个五年,

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

水平保护、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面临

重大挑战与重要机遇。川渝两地生态环

境监测协作还需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从

而为两地共同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

提供技术支撑,服务于两地产业协同创

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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