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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务背景 

1.1 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发展 

环境监测是了解、掌握、评估、预测环境治理状况的基本手段，是环境信息

的主要来源。因此，环境检测机构是技术性很强的环境服务行业。我国生态环境

监测事业的发展经历了初创期、成长期、发展期和改革期四个阶段。 

（1） 初创期：1973 年 8 月，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的展开，提出实行

“三废”治理和综合利用为重点的环境保护事业和污染防治工作拉开了序幕。这

一时期的环境监测工作以污染调查监测为主，全国各地公共启动了全国环境监测

事业的奠基性工作，各级各地环境监测站围绕及时、准确、全面地掌握环境质量

状况和污染物排放状况，建立了属地空气、水质量监测网。1974年起，重点城市

和条件较好的地方开始陆续建设起第一批环境监测机构，至国家级环境监测机构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正式成立，全国环境监测组织架构初步形成，环境监测事

业发展的基础初步奠定。 

（2） 成长期：1980年 12月，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系统监测工作会议在山

东省潍坊市召开，研究探索环境监测事业发展的方向、任务和目标，此后，以六

次环境监测大会为线索，环境监测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发展轨道。这阶段的

环境管理转向以污染防治和总量控制为主，环境监测任务从“三废”监测发展到

大规模污染监督性监测和环境质量监测。 

（3） 发展期：2006 年召开的全国第六次环保大会提出建设先进的环境监

测预警体系。“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持续加大对环境监测的投入力度，投入

资金超 54亿元。至 2012 年，全国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和环境监测机构能力水平提

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4） 改革期：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与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五位一体”的战略高度，生态环境保护从认识到

时间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和全局性变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大力推进，环境保

护进入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的新阶段。这一时期，党中央、国务院自上而下推

动环境监测管理体系、运行体制、网路建设、监督执法等方面全面而深刻的改革

与创新。其中《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关于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督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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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关于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

监测数据质量的意见》三分环境监测改革文件，全面实施国家环境质量监测事权

上收，推动生态环境监测从体制机制、网络建设到业务技术、装备能力的审核改

革和发展，陆海统筹、天地一体、上下协同、信息共享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初步

监测，环境监测的独立性、权威性和有效性得到提升，环境监测数据“真、准、

全”得到了保障。 

中国环境监测事业走过了 40年的风雨历程，已经从环境保护的“耳目”、“哨

兵”，逐步发展成为环境管理的“顶梁柱”，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支撑，进入

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战场。目前形成政府相关部门所属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和社会

化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共同发展、相互补充的格局。 

根据《中国环保产业发展状况报告（2021）》显示，广东省统计范围内企业营

业收入总额、营业利润总额、环保业务营业收入均在全国排名第一。从《广东省

环保产业发展简况（2021年）》知，列入统计的 1607家企业数量，环境监测企业

数量占比 19.2%，位于第二；环境监测企业营业收入占比 4%，利润占比 5%。同比

均呈现下降。 

1.2 国家及地方对环境检测工作的要求 

生态环境监测是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工作，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

生态环境监测数据是客观评价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反映污染治理成效、实施环境

管理与决策的基本依据，对生态环境管理的科学、准确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为

进一步明确相关单位的主体责任，加强监督管理，确保环境监测数据的质量，《环

保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关于加强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监督

管理工作的通知》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加强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主体责任和监督

管理做出了规定。然而，服务型监测市场的全面放开，导致环境监测业务剧增，

也造成一些恶行市场竞争现象。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监测数据不一致现象依然存在，

排污单位监测数据弄虚作假屡禁不止，环境监测机构服务水平良莠不齐，导致环

境监测数据质量问题突出，制约了环境管理水平提高。《关于深化环境监测改革

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见》（厅字[2017]35 号）提出推进环境监测服务发展

的同时，建立完善环境监测服务社会化管理规章制度并实施对社会环境监测机构

及其监测服务行为的监督管理。 

https://huanbao.bjx.com.cn/topics/guang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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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对违规违法行为的查处，今年有关部门及地方出台了多项办法和规定，

如《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判定及处理办法》（环发[2015]175号）、《关于深

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见》（厅字[2017]35号），《关于加强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环监测〔2018〕45号）、《关于加强环

保系统环境监测机构质量管理的通知》（环办监测函[2018]157 号）、《广东省环

境监测质量管理规定（试行）》（粤环〔2008〕101 号）、《佛山市环境保护局社会

环境检测机构管理办法》(试行)、《佛山市南海区环境保护局环境服务机构管理

办法》的通知（南环[2019]16 号）等都对弄虚作假的环境监测行为责任追究和处

罚力度做出了规定。依据《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判定及处理办法》，涉及

伪造监测数据的弄虚作假行为及相关责任人，记入社会诚信档案，及时向社会公

布；社会环境监测机构以及从事环境监测设备维护、运营的机构篡改、伪造监测

数据或出具虚假监测报告的，由负责调查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将该机构和涉及弄

虚作假行为的人员列入不良记录名单，并报上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禁止其参不

政府购买环境监测服务或政府委托项目。如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构成违法

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1.3 近年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行为监督检查情况 

“十三五”期间，国家生态环境部联合实施监测质量监督检查三年行动，通

过“例行+双随机”等多种形式，检查国家和地方监测站点约 6.2 万个、监测机构 

8000 余家，及时纠正不规范监测行为。以严厉的惩戒措施“打假”， 建立健全监

测数据质量保障责任体系，将环境监测弄虚作假列入刑法，会同公安机关严肃查

处 120 余起典型案件，保持打击数据造假的高压态势。 

2019-2022 年，佛山市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双随机监督抽查情况见下表。 

表 1  2019-2022 年佛山市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双随机监督抽查情况 

年份 总抽查机

构数量

（家） 

抽查结果 

存在轻微不规

范行为需整改

的机构数量 

涉嫌存在违规

情况需立案调

查的机构数量 

资质认证项目

不涉及环境监

测领域 

尚未开展环境

监测的机构数

量 

2019 年 20 19 0 0 1 

2020 年 24 2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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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总抽查机

构数量

（家） 

抽查结果 

存在轻微不规

范行为需整改

的机构数量 

涉嫌存在违规

情况需立案调

查的机构数量 

资质认证项目

不涉及环境监

测领域 

尚未开展环境

监测的机构数

量 

2021 年 14 13 0 0 1 

2022 年 17 15 1 0 1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的监管工作主要查是否存在这五个问题：（一）未经检验

检测，直接出具检验检测数据、结果；（二）篡改、编造原始数据，出具检验检

测数据、结果；（三）检验检测结果与原始数据不一致，且无法溯源；（四）超出

资质认定证书规定的检验检测能力范围，擅自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数据、结

果；（五）未按照规定办理标准、授权签字人变更，并出具检验检测数据、结果。 

此外，依据《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判定及处理办法》，2019-2022 年佛

山市 8家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受到生态环境部门的行政处罚。受处罚的原因包括以

下几方面：（1）涉嫌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的违法违规行为；（2）擅自修改监测数据；

（3）出具不实的检测报告违法事实。因监测数据的真实性问题，涉嫌人员和机

构均受到失信记分和行政处罚。 

1.4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质量管理存在问题 

根据 2019-2021 年国家及地方的生态环境、市场监督部门的事后监管工作可

知，生态环境监测机构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1） 检验检测资质认识不足，违规使用资质； 

（2） 监测（检测）环境条件未能满足监测要求，如样品间设置不合理、检

验窗不符合规范要求、实验室环境控制等； 

（3） 试剂、标准样品管理不规范，直接影响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4） 监测（检测）设备的校准、使用及登记不规范，监测数据不可溯源； 

（5） 未能采取有效的质量控制措施。如实验室空白样、平行样的处理等； 

（6） 原始记录不完整，缺少唯一性信息，数据不可溯源。如现场监测、采

样分析、标准物质及仪器设备的领用与使用登记、样品编号标识等； 

（7） 采样、样品管理、监测方法不符合相关标准或规范等要求。包括采样

频次、校准方法、样品保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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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七方面的问题均属于生态环境监测行为的规范性问题，直接影响着生态

环境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公正性。 

通过调研，截至 2023 年初，佛山市现有 23 家在南海区注册的生态环境监测

机构，其中 3 家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因行为规范问题受到生态环保部门的行政处

罚。这 23 家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均取得生态环境监测方面的检验检测资质认证。

机构均建立质控体系，约 70%机构采用现行的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20%机构采

用自行开发的信息管理系统，10%机构采用手工填报、整理的信息管理方式。 

1.5 标准任务的作用与意义 

基于生态环境机构现状存在的问题，为了贯彻《环境保护法》、《环境监测

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范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的监测行为，保障环境监测数

据真实准确，提升监测机构的服务质量，优化环境监测市场，，提出了编制本标

准的任务。 

《“十四五”生态环境监测规划》提出坚持质量管理与监督检查并重，严守

数据质量“生命线”，其中包括健全监测质量管理体系，运用区块链和物联网及

时，实现监测全过程信息封闭式采集、存储和追溯。健全质控体系运行机制，

加强监测质量监督检查，完善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等违法为管理约束和调查处理

机制，对数据造假行为严查严罚，确保监测数据真实、准确。本标准任务的提

出是根据检验检测机构和生态环境部门的要求，总结行业规范性要求，从而形

成行业范性标准，具有以下意义： 

（1） 符合国家、广东省及佛山市、南海区相关生态环境、市场监督局对生

态环境监测机构的监管要求。 

（2） 指导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规范监测行为，规避监测机构监查不及格的

风险。 

（3） 通过行业规范性标准的制定，提高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的质量管理水

平，增加市场竞争力，规范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网络建设。 

（4） 为生态环境监测质控体系的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做前期探索。目前各

地生态环境部门都初步建立生态环境监测体系的平台管理，但各平台信息不相同。

此标准的制定，可用于参考建设生态环境监测机构、政府监管平台的统一数字化、

智能化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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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任务来源 

为了促进生态环境监测服务贸易，推动守法合规的生态环境监测机构成为市

场的主流，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

法规、政策，尤其是参照佛山市生态环境局于 2021年 1月 28日发出的《关于规

范管理佛山市环境监测机构有关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要求编制本团体标准。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是国家环境服务业华南集聚区。2011 年，经生态环境

部批准，南海以整个行政区为产业区域，集聚发展以环境服务业为特色的环保产

业，历经 12 年，南海区集聚了各类型环保专业机构近千家，形成了比较完整的

环境服务产业链，其中，获得国家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的生态环境监测机构 22

家。集聚区建设领导小组对本团体标准的编制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 

2021 年 9 月，由佛山市南海区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牵头，广东维中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等南海区多家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等单位响应，共同提出佛山市南海区团

体标准项目的申请。 

3 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遵循了以下几个原则： 

（1）一致性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以及主要内容必须与现行国家法律法规、行业法律法规、标

准和技术规范等相一致。 

（2）标准化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及其主要内容应体现行为标准化、资料规范性的原则，遵循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的质控管理要求，有利于行业标准化体系建设。 

（3）可操作性原则 

本标准内容充分考虑现阶段佛山市南海区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的实际情况，

与行业、政府部门监管要求紧密结合，力求体现行业行为规范要求，并且便于

实施。 

（4）科学性和前瞻性相结合原则 

本标准确定的质控措施应具有科学性，符合行业十四五发展规划目标和行

业发展趋势，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4 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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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由佛山市南海区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团体标准技术委员会牵头成立

了标准起草小组。小组由佛山市南海区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广东维中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等单位派出人员组成，主要成员有蔡进、田雪梅等。编制小组成立后

按《广东省纺织团体标准制（修）定程序文件》开展编制工作，并依据《广东

省纺织团体标准制（修）定程序文件》的要求，制定了编制技术路线。标准编

制技术路线可见图 1。 

 

图 1  标准编制技术路线 

在标准编制初期，编制小组收集相关标准和文献书籍资料。在编制过程

中，编制小组成员开展了广泛的行业调研。总结最近几年环境检测第三方机构

行为规范情况，结合国家及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对环境检测的第三方要求，同时

了解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情况，确定并提出本标准的规范技术要求。  

在调研的基础上，开始了标准的起草工作。初稿形成后，将发给相关环境

检测企业进行试用并征求意见，征集意见后进行修改。 

5 标准主要内容 

建立工作团队 

收集资料和文献，行业调研 确定技术路线，制定工作方案 

编写征求意见稿 

广泛征求各方意见，修改完善 

召开专家会议，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 

形成上报稿 

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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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进行生态环境监测业务的行为； 

本标准适用于在佛山市南海区从事生态环境监测业务的行为规范。生态环境

监测机构从事其他业务可参照。 

5.2 规范性引用文件 

GB/T 27025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 

HJ 8.2 生态环境档案管理规范 生态环境监测 

HJ 630 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 

RB/T 214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 

RB/T 041 检验检测机构管理和技术能力评价 生态环境监测要求 

5.3术语和定义 

对生态环境监测、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生态环境监测文件材料等进行了定义。 

5.4要求 

从“基本要求”和“行为要求”两方面提出行为规范要求。 

“基本要求”规定了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和人员在生态环境监测过程的基本行

为要求。 

“行为要求”根据生态环境监测过程流程，规定了合同签订前、合同签订、

任务下达、采样前准备、现场采用、现场直读、实验室分析、结果报告全过程各

流程的行为规范要求。明确各流程监测文件材料要素要求。 

5.5质量控制及档案管理 

明确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的质量控制活动应覆盖生态环境监测活动全过程。倡

导第三方监测机构建立数字化管理系统，具有与业务功能相适应的电子平台的软

硬件设备。文件材料等档案管理遵循 HJ 8.2、RB/T 041 等要求，保存期限应满足

生态环境监测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文件的规定。 

5.6监督监测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应直觉接受并配合相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严格遵守相

关法律法规以及行业自律规范。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应建立内部检查机制，定期评

估机构管理文件的建立及执行情况并形成记录，确保自身持续符合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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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附录 

所有的附录都是资料性附录。附录 A 是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基本信息采集

表。附录 B 是生态环境监测机构报告信息统计表（简表）。附录 C 是生态环境

监测机构业务信息统计表（详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