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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两个率先,地表水环境质量指标考核的几点
思考
司蔚!张瞞!缪蓓蓓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江苏2南京21$%%')'

摘2要!回顾了江苏省,两个率先-中有关地表水环境质量考核指标近年来的考核情况" 指出了存在考核断面综合代表性
不足&多种考核结果不统一&考核指标设置不合理&质量控制措施不健全和信息公开不全面等问题% 提出了,十三五-考核
实施建议"应理顺考核体制机制"统一考核点位和办法"加强考核信息公开"引导公众有序参与和有力监督环境质量考核工
作"促进水环境质量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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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年"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十六大精神"江
苏省委&省政府根据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提出
了,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
化-)简称,两个率先-*的奋斗目标% 十几年来"为
监测和评价全省及各市&县全面小康和基本现代化
建设进程"反映建设成效"江苏先后发布了#江苏
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主要指标$ )1%%' 年*&#江苏
省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试行*$ )1%$1 年*&

#江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标体系)试行*$ )1%$'

年*&#江苏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试行*$

)1%$'年*等文件"分别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社
会发展&民主法治&生态环境等方面设置了多项科
学&客观&可操作的评价指标.$/

%

生态环境指标是,两个率先-考核指标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综合反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状况以
及人民群众生活的生态环境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程

度"对于推进各地,两个率先-建设发挥了重要作
用% 1%%'年的生态环境指标中包括绿化水平和环
境质量1 项内容"1%$' 年增加了单位9!Q能耗%

其中环境质量以环境空气质量和地表水环境质量
为主"综合反映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环境状况%

本文针对地表水环境质量考核指标"详细阐述其指
标解释&监测和统计方法&存在的问题以及,十三
五-考核实施建议%

$2地表水环境质量考核指标回顾
总体上说"江苏省,两个率先-指标中有关地

表水环境质量考核的指标分为1 个阶段"一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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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另一个是
1%$'年之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
阶段%

$&$21%%'"1%$1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
地表水环境质量指标包括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水质达标率&水域功能区水质达标率1 项内容"

与环境空气质量良好天数百分率&功能区环境噪声
达标率&小康环保考核监察系数&公众对城乡环境
保护满意率等指标共同计算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其
所占权重达)%]"由于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达标率通常均能达到$%%]"因此影响地表水环境
质量的主要因素是水域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因此"

仅对水域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进行详细说明%

指标解释!水域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是指省辖市
及所辖县)市*所有水域功能区达标的断面数占总
断面数的比例%

监测断面筛选!以#江苏省地表水)环境*功
能区划$中规定的$ '$) 个水环境功能区为基础"

兼顾代表性&均衡性&全覆盖等原则"筛选确定4'%

个考核断面)点位*"通过省厅#关于印发,江苏省
小康社会环境质量综合指数-考核断面)点位*名
单的通知$"下发各地%

监测项目!优选能够综合反映水体有机物&重
金属&酚类和油类等主要污染类别的(项污染物作
为监测项目"包括E_值&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

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汞&铅&挥发酚&石油类等%

监测任务实施!江苏省环保厅组织各断面所在
地环境监测部门逢单月开展例行监测% 同时"为全
面客观地反映各断面水质状况"自1%%/年起"省环
保厅组织开展小康考核断面的省级监督监测"以抽
测为主"采取了交叉监测g省级质控&省级直接监
测等多种方式%

考核指标测算!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负责对全
省及各市水域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进行测算"以地方
例行监测上报结果为基础"对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进行评价% 在开展省级监督监测后辅以监督监
测结果"监督监测数据参与统计的具体算法未明确
发文公布%

$&121%$'年之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
现代化阶段

本阶段地表水环境质量指标仅以地表水好于
%

类水质的比例进行评判"不包括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达标率"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

现代化1个指标体系中地表水环境质量指标是统
一的%

指标解释!地表水好于
%

类水质的比例是指国
家和地方水质监测断面中"水质类别为

%

类以上的
断面占断面总数的比例%

监测断面优化!在原有考核断面的基础上"考
虑到各地部分断面实际变化情况"按照实事求是&

兼顾均衡&涵盖国控&保持连续等原则"优化确定
40W个考核断面)点位*"在省环保厅#关于印发江
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环保指标
进程监测统计报表制度及组织实施办法)试行*的
通知$中下发各地.1/

%

监测项目!继续延用E_值&溶解氧&高锰酸盐
指数&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汞&铅&挥发酚&石油
类等(项%

监测任务实施!江苏省环保厅继续组织各断面
所在地环境监测部门逢单月开展例行监测% 同时"

省环境监测中心每年组织开展对考核断面的监督
抽测"抽测断面比例在/%]以上%

考核指标测算!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负责对全
省及各市地表水好于

%

类水质的比例进行测算"以
地方例行监测上报结果为主"同时使用省建水质自
动站监测数据和省级监督监测数据进行计算"断面
水质核定办法通过省环保厅文件下发"方法如下!

)$* 建有水质自动监测站的断面!开展自动监
测的项目"其年均值直接纳入评价考核"其余项目
以地方例行监测年均值进行评价"最终确定该断面
水质类别%

)1* 未建水质自动监测站的断面!全部以手工
监测结果进行统计评价% 其中"未开展监督监测的
断面"采用地方例行监测结果年均值评价"确定水
质类别% 开展监督监测的断面"则按照主要污染因
子的监督监测结果与例行监测结果)同步*相对误
差确定权重"分别计算各项指标的年均值后进行评
价"确定水质类别%

相对误差!/

"

e)<例行6<监督* *<监督f$%%]

式中! /

"

(((某个断面的相对误差'<例行(((

地方例行监测结果'<监督(((省级监督监测结果%

当监督监测仅开展$次时"以开展监督监测当
月的各因子监测结果与同月地方例行监测结果进
行比较"计算相对误差% 当监督监测结果大于$ 次
时"以开展监督监测月份的各因子监测结果平均值
与相同月份地方例行监测结果进行比较"计算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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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 地方例行监测结果权重公式如下!

O

"

e6%&/4r/

"

rg%&(4

式中!O

"

(((某个断面的地方例行监测结果权
重% 当r/

"

ro$%%]时"以$%%]计'当r/

"

rj1%]

时"以1%]计% 当相对误差
(

1%]时"地方监测结
果权重占W%]'当相对误差

$

$%%]时"地方监测
结果权重占1%]%

最终核定结果计算公式如下!

<

";

e<例行";

fO

"

g<监督";

f)$ 6O

"

*

式中!<

";

(((某个断面某个监测项目的最终
核定结果'<例行";

(((某个断面某个监测项目的地
方例行监测结果年均值'<监督";

(((某个断面某个
监测项目的省级监测结果年均值%

12存在的问题
1&$2考核断面综合代表性不足

由于1%%'年地表水环境质量指标中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是单独核定的"因此筛选确
定的水域功能区考核断面基本上不包含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监测断面)点位*"而且筛选的断面以
流域的干流&一级支流为主"适当涵盖二级支流以
及流经城镇的重要河流等% 事实上"一方面饮用水
水源地是地表水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人民群
众生活周边的水体也是地表水的组成部分"群众的
直接感受更为强烈% 因此"未全面包含一个地区所
有地表水类型在内的断面体系其综合代表性不足"

不能全面反映该地区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部分与
人民群众的直接感受有一定差距%

1&12多种考核结果不统一
多年来"出于不同的环境管理要求和考核目

的"存在多种形式的考核"如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
量考核&五年规划考核&生态文明建设考核&重点流
域考核&区域考核"以及本文中提及的全面小康&基
本现代化考核等% 各种考核中由于涉及的考核指
标不同&监测断面)点位*不同&监测污染物项目不
同&监测频次不同&监测分析方法不同&结果统计方
法不同等原因"导致最终考核结果不统一"同一考
核指标也可能相差较大%

不同部门)如环保和水利*对同样环境要素进
行的考核结果更是不具可比性% 如果不能清楚地
解释各种考核办法之间的区别和差异"容易造成环
境管理部门和公众的误解"由此影响政府考核的公
信力%

1&'2考核指标设置不合理
目前较为通用的考核指标均为比例考核"基于

水质类别进行评价"反映水体污染物处于特定浓度
区间的状况"具有宏观&定性地反映较大范围内主
要环境质量状况"表述形式直观"易于理解和接受
的优点% 但江苏地处东部各大流域下游"且水网交
织"内部各市经济社会发展&自然条件&环境容量等
差异较大"单纯采用水质类别或水功能区)功能区
划定的水质目标也存在上下游不统一&功能变化等
情况*达标率作为考核指标进行评价"不能精确灵
敏地反映地方环保工作的成效"并且容易受到评价
标准和方法变化的影响%

1&02质量控制措施不健全
在原有的环境监测体制机制下"环境质量监测

工作由地方环境监测部门承担"而各地环境监测部
门是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行政所属单位"当监测考
核结果影响到地方政府,两个率先-进程&排名等
情况下"势必会出现地方行政干预% 虽然省环保厅
后来增加了省级监督监测内容"并纳入到考核结果
核定中"但由于人力&经费等限制"监督监测不能全
面覆盖到所有断面且监测频次较低'日常对地方质
控检查也只是在标样考核&比对等方面"不能覆盖
到采样&送样&分析&数据报送等全过程"尤其是采
样前的调水&闸控等行为更不在受控范围内%

1&42信息公开不全面
多数情况下政府部门对于考核情况的信息公

开仅是考核结果的公开"对于考核指标的指标解
释&含义&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点位&项目&时间*&

评价方法&考核办法等未能全面公开% 对于地表水
环境质量考核"各地区参与考核的每一个断面)点
位*的信息及监测&考核结果也未公开"公众难以
全面了解身边的水环境质量状况%

'2+十三五,考核实施建议
'&$2理顺考核体制机制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国家将实行,最严
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即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
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 1%$) 年W 月"中央发布
#关于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
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标志着垂直管理改
革进入具体试点实施阶段%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
抓住这次改革机遇"对省以下环境监测机构进行全
面梳理"明确各级环境监测机构的属性&主要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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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设置等"配合环境监测事权上收工作"切实理
顺环境质量考核体制机制"从制度上减少或消除地
方政府行政干预的弊端"保证环境质量监测数据的
客观性与真实性"从而保证地表水环境质量考核的
权威性.' 64/

%

'&12统一考核点位和办法
国家层面上"为配合#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简称,水十条-*"环保部已经确定各省地表水环
境质量考核断面)点位*共计$ (0% 个"即将出台相
应的考核办法"江苏省纳入国家考核的地表水断面
共计$1$个% 事实上"从省级层面来说"要考核设
区市&县)区*地表水环境质量情况"国家确定的断
面代表性不够充足"有必要重新规划设定统一的考
核点位和考核办法%

一是监测点位!要从流域地表水系脉络出发"

以县)市&区*为基本行政单元"自上而下统筹设置
包括重点河流&湖泊)含饮用水水源地&城镇内河*

在内的重点控制断面&行政交界断面)出入境断
面*作为考核断面"突出以人为本)与人类生产生
活密切相关*&注重效率)以较少的断面获取最能
够代表所在水系或区域的水环境质量的样品*的
原则"兼顾历史延续性和点位均衡性% 经研究"目
前已经确定的江苏省水环境质量考核点位中包含
流域地表水&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城镇内河&地下
水和近岸海域4类水体"其中纳入地表水考核的包
括流域地表水'W%个考核单元0$%个断面"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W 个点位"城镇内河$%) 个断面%

二是考核办法!建议以,十二五-末各市地表水考
核断面优良)达

%

类*比例为基准值"根据客观实
际情况设定到,十三五-末水质优良比例目标值"

逐年进行分解考核"并将原有已达优良的断面水质
不能退化作为考核通过的必要条件% 同时规定统
一的监测项目&频次&分析方法&结果统计方法"加
强质量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保证监测数据的科学

性和可靠性% 考核断面和考核办法一旦确定后"原
则上在4年内不进行大的调整"如有特殊情况可加
以说明% 全省所有关于地表水的考核均以这一套
考核断面&一套考核办法进行"最终得到一套考核
结果"避免出现多个结果.) 6//

%

'&'2加强考核信息公开
建议全省建立统一的环境质量监测数据库和

环境质量监测管理信息系统"确保每一个环境质量
监测点位的监测数据的一致性和唯一性"全省各级
环境监测部门共享并使用同一套可靠的环境质量
数据作为分析&评价和考核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

分级建立环境质量信息发布平台"建立和完善环境
监测质量信息的共享和发布机制"尤其是针对考核
信息"应通过网络全面公开考核断面&考核办法等
相关信息"通过新闻&媒体&网络等定期向社会公开
各地环境质量考核结果"解答公众关心的问题"保
障公民知情权"从而引导公众有序参与和有力监督
环境质量考核工作"促进水环境质量改善.) 6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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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出台危化品综合治理方案
#江苏省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实施方案$日前正式发布"对全省危化品整治做出制度安排% #方案$明确"涉及危

化品的各行业安全风险和重大危险源要得到管控"人口密集区危化品企业搬迁工程基本完成'全面落实,减化-要求"加大
低端落后化工企业淘汰力度'到1%1%年"全省化工企业入园率达4%]以上% 全省危化品安全综合治理工作今年$ 月起开
始"至1%$(年$$月结束% #方案$明确"摸排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重点排查危险源% 遏制较大以上和有重大影响的危化
品生产安全事故"加强高危化学品管控"年内一&二级重大危险源隐患全部整改"明年底前实现化工集中区或重点防控区域
的封闭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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