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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上强调，

要增强服务意识，帮助企业制定环境治理解决方案。

李克强总理在 2019 年“两会”期间指出，要改革创

新环境治理方式，对企业既依法依规监管，又重视合

理诉求，加强帮扶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中

央经济工作会上又进一步强调，要突出精准治污、科

学治污、依法治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实现生

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明确目标和任

务。中央领导的这些指示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关注

的是地方和企业在污染防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的过程

中新出现的诸如管理决策、治理技术方法和治理方案

的科学性问题、治理技术及服务的可获得性问题，以

及相关帮扶工作的制度安排问题。毋庸置疑，关于生

态保护和环境污染治理的科学机理与技术研发问题，

其本身始终是环境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核心内容，成

果丰硕并持续取得重要进展。正是环境科学技术不断

取得重要成果和进展，才支撑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从

认识到实践有了目前这样良好的局面。关于依靠科学

技术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和推动生态环境技术研发与

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也始终贯穿我国生态环境保护

的立法和政策体系。然而，从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视角看，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使政府

的环境管理体制能够有效推动生态环境科学技术直接

精准支撑地方和企业污染防治攻坚战是一个亟待研究

的新课题。这是一个新课题，是因为它是我国生态环

境保护进入污染防治攻坚战这一新阶段出现的问题，

它既是生态环境科学技术及其成果转化问题，又是生

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本质上是管理和制

度安排问题。综观生态环境科技研发及其成果转化和

环保产业发展的研究状况 [1-4]，成果是丰富的，覆盖

了相关体制机制、政策、资金和具体技术等方面内

容；但从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角度研究相

关科技有效服务于地方和企业的环境治理问题，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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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态环境监管面临的新情况

长期以来，有两个重要问题始终困扰和严重制约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程和效果：一个是地方党委

政府对生态环境质量负责的责任没有压实，不少地方

没有真正重视生态环保工作，导致国家的环境管理制

度、规划和措施“悬在半空”而落不了地，或者因敷

衍塞责而落地大打折扣；另一个是“谁污染谁治理”

的责任没有压实，很多企业并不是真正想治理污染，

不主动建设治理设施，有治理设施也往往不正常运

行，造成违法排污成为常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导

下，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开展了一系列根本

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深入人

心，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制度出台频度之密、监管执

法尺度之严、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推动

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5]。

在这些变化中，上述长期困扰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的两个重要问题发生了质的改变。目前，总体上

看，无论是否知行完全合一，绝大部分地方党委政府

真抓、抓实生态环保，大多数大中型企业想达标、真

治污的态势初步形成，这是圆满完成《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2013—2017）和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基础。也就是说，目前生态环境质量的明显改善源于

党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坚强领导和生态环境治理体

系的全面深化改革及其扎扎实实的落实，最终是地方

党委政府真刀实枪“抓”出来的，是企业实实在在

“治”出来的。

由此，在污染防治攻坚的实践中普遍出现两个新

的突出问题：一是地方政府，特别是市、县两级政府

急切地想知道，按照国家和省（区、市）级的治理要

求和考核目标，结合当地实际，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

能完成任务？需要有专家说得清清楚楚，才敢下“狠

手”、出硬招，否则，事倍功半，既要被追责，又会

被当地企业和市民埋怨，环境治理决策面临较大管理

风险和社会风险。二是企业急切地想知道，谁能帮他

们制定专业的、精准的治理方案，上哪里能找到治理

的技术装备，上门推荐的技术装备行不行，否则，既

要面临被严厉处罚的法律责任风险，又面临较大的投

资风险。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于 2019 年初对 30 个省份

2586 家民营企业关于参与污染防治攻坚战情况的调查

结果显示：70% 的受访企业认为在污染防治攻坚中，

政府应提高环境治理参与各方的合作体系建设；60%
的受访企业认为应加快环保产业的成果转化，完善产

品认定标准，需要政府支持推动新技术的广泛应用。

因此，从总体上判断，近年来通过前所未有的强

化督察（查）和严格执法，我国生态环境监管的形势

正在发生质的变化 [6]，地方政府“不作为”、企业“不

想治”的突出问题正在改变，“不会管”“不会治”正

在成为新的突出问题。当然，不少地区依然是两类问

题并存。

2  构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体系的基本定位

我国生态环境监管形势的新变化包含三个方面的

深刻含义：

一是佐证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决策

部署的正确性。环境经济学家 Jan Bojö 等早在 1992
年就论述到，使用何种政策手段防治环境污染，取决

于边际削减成本函数和边际破坏成本函数的弹性 [7]。

如果边际破坏成本曲线非常陡，而边际削减成本相对

平缓时，也就是说，排放量的微小变化就可能引起

严重的环境破坏，应该选择直接管制手段，可以产生

确定的环境治理效果；相反，当环境破坏对年均污染

排放量不太敏感时，税制等经济政策就比较合适，环

境治理的效率较高。从许多发达国家污染防治的历史

看，基本上是依靠直接管制手段解决了严重的产业污

染后，逐渐推崇以经济等手段治理城市化和生活型环

境问题 [8]。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环境污染恶化的趋

势得到有效遏制，环境质量出现稳中向好的历史性变

化，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和强化监管及严格执法发挥了

关键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上总结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时指出，特别是中

央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建得好、用得好，敢于动真格，

不怕得罪人，咬住问题不放松，成为推动地方党委和

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硬招实

招 [5]。

二是生态环境监管形势的变化，实际上是相关责

任主体从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认识和态度问题到对

保护的技术和效率问题的变化，两者都会影响生态环

境质量改善的效果。认识和态度问题的解决，可以获

得较高的初期边际治理效果；但保护技术问题会直接

制约后期边际治理效果的提高，也就是说，攻坚战在

向纵深发展过程中，技术进步的作用会更加明显。

三是生态环境监管形势的变化大量释放出了对政

策指导、治理方案研究、适用技术选择的需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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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非常迫切 [9]。

从我国目前环保技术与服务发展状况及其市场发

育程度看，要适应生态环境监管形势的新变化，满足

污染防治攻坚战释放出的新需求，不能仅仅依靠相关

科研单位的公益行为和环保企业的市场行为，还需要

做出相关制度安排，也就是说，要建立生态环境技术

服务体系。从制度层面看，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是国家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治理能力的

重要体现 [10]。显而易见，环境问题是经济发展方式问

题、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问题，同时也是技术问

题 [11]。首先，生产技术水平影响着资源能源利用效率

的高低，进而决定着污染排放强度的大小；其次，技

术进步对环境的影响也是一把“双刃剑”，例如，化

肥农药对环境的影响就是负面的；再次，环境污染一

旦发生，消除污染及其危害最终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及

治理设施。环境管理制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促进企

业责任主体改进生产技术防止污染产生，采取技术措

施来治理已经产生的污染。《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法》第四条规定，国家采取有利于节约和循环利用

资源、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经济、

技术政策和措施，使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

调。2006 年召开的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曾提出，

要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

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自觉遵

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提高环境保护工作水平 [12]。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

调，环境治理是系统工程，要综合运用行政、市场、

法治、科技等多种手段，提高环境治理水平 [5]。因此，

与生态环境经济手段、标准、法律制度等一样，生态

环境技术服务应成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

分，而且是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如果说法律制度和

经济手段是要求或激励相关环境责任主体做什么，那

么技术服务体系就是告诉和帮助相关责任主体如何

做。然而，无论是从我国生态环境管理政策结构还是

从污染防治攻坚战目前出现的新情况看，当前生态环

境技术服务发展状况已成为相关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短

板，对污染防治持续深入推进的制约作用越来越明

显 [10]。

广义上，生态环境技术服务体系的基本功能包括

四个方面：一是为各级政府及其生态环境保护相关部

门的管理决策和管理活动提供科学技术支撑；二是为

地方政府及其生态环境保护相关部门提供生态修复和

污染治理技术方案的研究及实施服务；三是为生态环

境责任企业在修复与治理方案制定、技术选择和相关

设施运行等方面提供服务；四是指导和促进从事生态

环境保护的专业化企业（环保相关企业）的相关技术

研发和服务发展。狭义上，特别是从目前基层在污染

防治攻坚战中的迫切需求看，构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

体系的重点应该放在后三个方面。

根据这些功能，构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体系应坚

持“政府 + 市场”双轮推动。政府的总体职能是建

立相应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引导和推动生态环境技术

服务体系的发展。同时，要重点发挥好三个作用：一

是主导生态环境基础科学问题和管理与决策需要的对

策研究、关键治理技术研发等方面；二是指导、激励

和规范生态环境技术及服务市场的发展，并做好信息

共享等基础服务；三是推动人才队伍等相关基础能力

建设。

3  推动生态环境技术服务工作的新进展

3.1  总体情况

根据我国生态环境监管形势的新情况，生态环境

部高度重视对地方政府和企业污染防治的技术帮扶工

作，切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帮助企业制定环境治

理解决方案的指示精神。时任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

在 2019 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聚

焦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标志性战役，协同推进经济高

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要充分依靠科技

手段实现精准治污 [13]。在 2020 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会上，李干杰进一步强调，要精准分析影响生态

环境质量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分流域区域、分行

业企业、分污染源对症下药，实施精细化管理；要遵

循客观规律，以科学方法、科研数据、科技成果为依

据，充分发挥生态环境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的作用，切

实提高环境治理措施的系统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14]。

原环境保护部于 2017 年组建了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

关联合中心，向重点区域城市派驻专家组，帮助研究

制定“一市一策”；生态环境部在 2019 年组建国家长

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联合研究中心，派出 40 多个专

家团队，帮扶沿江城市治理水环境；同时，将重点区

域的强化督查组改为强化督查帮扶组，既发现问题，

又帮助解决问题 [10]。

据不完全统计，2019 年有 14 个省（区、市）开

展了专项帮扶工作，见表 1。

总体上，在污染防治攻坚中，目前市、县两级政

府的技术需求有两类：一是精准的综合性治理方案，

即针对水、土、气等攻坚战的质量目标，根据当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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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需要精准的对策措施。换句话说，就是采取什么

样的措施就可以达到考核目标，在清晰、准确的污染

源解析和排放清单的基础上建立目标与措施之间的量

化响应关系。二是精准的专项治理方案，如重污染天

气应对方案、某一黑臭水体治理方案、某一行业或工

业园区的污染治理方案、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方案等。

在企业层面，因行业、技术工艺、规模和特征污染物

等的不同，技术需求纷繁多样。

针对上述需求，地方组织的帮扶工作，特别是生

态环境部组建的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和国

家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联合研究中心，对部分地区

精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帮扶工作

本身体现了环境治理方式的创新，对改善政府与企业

的治理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广西的企业负责人说，生

态环境部门以前跟他们是“面对面”，现在是“肩并

肩”；生态环境部门能“换位思考”，双方的关系“越

来越融洽”[15]。

3.2  生态环境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及综合服务平台最新

进展

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的生命力在于解决现实问

题，在于实践应用。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工

作。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两院”院士大会上指

出 [16]，科技成果只有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

需求相结合，完成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

的三级跳，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实现创新驱动发

展；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培育产学研结合、

上中下游衔接、大中小企业协同的良好创新格局。在

2018 年“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强

调 [17]，要加大应用基础研究力度，以推动重大科技项

目为抓手，打通“最后一公里”，拆除阻碍产业化的

“篱笆墙”，疏通应用基础研究和产业化连接的快车

道，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精准对接，加快科研成果从

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的转化，把科技成果充分应用到

现代化事业中。

对相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显示，“十一五”以来，

国家投入 100 多亿元，围绕水、大气、土壤、生态、

核与辐射安全、环境健康等领域开展了大量的应用基

础研究工作，加强技术创新，科技成果丰硕。但这些

成果距离生态环境管理和治理应用的“最后一公里”

始终没有全面打通 [1,18]。生态环境部高度重视科技成

果转化难这一普遍“顽疾”，2017 年在生态环境部环

境发展中心组建了专门的机构队伍，多次专题研究部

署水污染防治控制与治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以下简

称“水专项”）的成果凝练和应用问题，制定了生态

环境科技成果转化的工作方案，于 2018 年 11 月发布

了《推动生态环境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指导意见》。

针对大量生态环境科技成果“束之高阁”与污染

防治攻坚战对科技迫切需求之间的矛盾，生态环境部

组织开发了国家生态环境科技成果转化综合服务平台

（以下简称“综合服务平台”，www.ceett.org.cn），并

于 2019 年 7 月由李干杰部长主持上线。

综合服务平台不仅是生态环境科技成果转化体系

的关键载体，也是支撑各级政府部门生态环境管理、

企业生态环境治理和环保产业发展的技术服务平台。

综合服务平台秉承“网尽天下环保好技术”“回应各

方环保诸需求”“汇聚环保专家做服务”三个宗旨设

计开发，坚持“线上咨询与线下服务互动”“公益支

持与市场机制结合”“开放共享与供需对接统筹”三

项原则建设运行。

综合服务平台一期，汇聚了生态环境部十多年组

织研发的环境治理技术类和管理类成果 4000 多项，

包括水专项成果 2500 余项、环保公益项目成果 1000
余项、国家先进污染防治技术目录技术 400 余项。平

台赋有三项主功能：一是线上查询。通过模糊查询，

用户可以搜索到按匹配程度和技术成熟度排序的相关

技术或管理成果清单；根据对清单的判断，用户可以

与平台在线人员对接，获取更多的信息和线下技术服

务。二是需求上传。如果线上查询不能满足实际需

要，用户可以直接在平台上传需求的具体内容，在线

表1  我国部分地区开展的污染防治专项帮扶工作情况

省（区、市） 帮扶工作名称

吉林 “专班抓项目”“万人助企业”

河北 “万名环保干部进万企”

上海 建立联系服务民营企业工作制度

河南 “千名专家进百县帮万企”“企业服务日”

江苏 “企业环保接待日”

浙江 “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服务基层”的三服务活动

安徽

“四送一服”双千工程（组织千名干部深入千家企业，

送发展理念、送支持政策、送创新项目、送生产要素，

服务实体经济）、生态环境“议事厅”

广东
“送技术服务进企业”，举办环境技术装备展示与需求对

接会

湖北 举办环保实用技术推广对接会

湖南 举办污染防治技术与产品交流对接会

福建 送技术进企业送服务到基层

广西 “帮企减污”

贵州 “环保服务年”

山西 “多部门联合、问企业需求、讲国家政策”

注：根据网络信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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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和线下专家团队经过研究后，会第一时间联系用

户，提出解决需求的方案。三是技术推荐。任何机构

和个人，只要有好的生态环境治理技术，都可以通过

平台上传技术内容。这些技术在通过技术评估后将被

授权在平台推荐应用。平台还有五项其他功能：一是

根据污染防治攻坚战的热点需求，用文字和影像的方

式在平台展示成熟度高的技术；二是展示技术应用以

及综合性生态环境治理的典型案例；三是权威发布生

态环境技术服务、成果转化和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有

关的政策法规、标准规范及重大活动等信息；四是发

布生态环境治理技术或项目需求信息；五是专门配备

了一个为科技人员、管理者等用户提供技术成果综述

系列服务的大型数据库。

综合服务平台上线运行 3 个多月，用户访问近 10
万人次，推荐生态环境技术百余项，企业和地方相关

部门提交数百项治理需求或咨询信息，形成了一批线

下技术咨询服务项目，对支撑污染防治攻坚战发挥了

积极作用。同时，围绕长江大保护的技术需求，以平

台汇聚的技术成果为基础，2019 年，生态环境部先

后在成都、长沙、南京举办了生态环境技术服务对接

会，累计推介生态环境治理技术近 600 项，向长江流

域沿线 12 省（市）58 个市县政府、1500 余家企业、

2 万余人提供了科技服务。

4  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对策

在污染防治攻坚中，面对全国范围的、丰富多样

的和日益迫切的科技需求，目前的生态环境技术服务

体系所能提供的技术支持和咨询服务显得系统性不

够、组织化程度不高、力度不足、质量良莠不齐。

从政府方面看，一是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对推动构

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体系的认识不高、主动性不强、

职责不明确；二是缺乏顶层设计，措施不多，尚未形

成全面、系统推动相关工作的体制安排和总体思路，

目前一些地方对企业治污的帮扶工作，还处在初级阶

段甚至应急式状态，还没有精力、能力和意识从源头

控制、过程清洁化、末端综合治理与利用的系统化方

式解决问题；三是提供相关技术服务的政府所属事业

单位的队伍规模和能力尚不能满足支撑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实际需要，特别是市、县两级生态环境专业能力

薄弱，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基本不具备开展精准治污

的综合性方案和专项方案的研究能力，主要依靠国家

级和省级专业团队，需求旺盛，供给不足，且供给难

以及时。

从市场方面看，生态环境技术和服务市场不够发

达，也不够规范。在与市场相关的众多问题及其复杂

的原因中，环保技术和服务市场信息不对称、供需缺

乏对接渠道、现有的技术缺乏权威规范的评估认证是

困扰地方和企业寻求和选择相关技术服务的一大难

题。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治污企业不知道到哪找技

术；另一方面，对上门的技术不放心，鱼龙混杂，没

把握。

因此，加快构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体系，政府要

首先履行好相应职责，发挥组织推动和引导与规范

作用。

第一，高度重视，准确定位，明确职能，系统谋

划。在污染防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的过程中和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形势下，构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体系是实

现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

成部分，是实现精准治污、科学治污和高效治污的重

要举措，是支持高质量发展的促进因素。要将构建生

态环境技术服务体系纳入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职

能之中，并作为生态环境政策体系的重要内容。明确

这一定位后，建立相关工作体制机制，全面规划，做

好顶层设计，系统推动生态环境技术服务体系建设

工作。

第二，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标准和重大规划与行

动计划的配套技术方案制度。在配套技术方案中，明

确达到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可行性分析结果和适用

技术选择清单，提供实现生态环境质量目标、完成相

关重大规划与行动计划目标的技术经济可行性分析情

况和可选择的技术路线。原则上，配套技术方案应与

标准和规划及计划同步发布，让相关责任主体既要清

楚做什么，还要知道怎么做。

第三，强化生态环境技术服务的能力建设。一是

加强相关应用基础研究、对策研究和关键技术研发的

机构和队伍建设，组建专门从事技术转化和推广及提

供部分咨询服务的机构和队伍。二是在本届政府的行

政体制改革后，市、县两级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管能力

和机制得到明显加强和改善，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应在

提高专业化能力上下功夫，切实提高市、县两级一线

工作部门的治理能力。三是充分发挥大专院校、科研

院所和行业协会在技术服务工作中的作用。行业协会

的专家对本行业的生产情况和技术工艺非常熟悉，是

行业污染治理的行家里手，要通过建立合作机制，充

分发挥行业专家的作用。

第四，培育、壮大和规范生态环境技术服务市

场。环保产业是生态环境技术服务体系建设的主体。

根据目前环保产业市场的发展状况，在着力营造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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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切实保障科研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

中的权益的同时，政府应高度重视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搭建生态环境技术与服务供需信息平台，解决技

术和服务的拥有方与需求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促进行业有序发展。二是引导和扶持环保企业走一体

化、综合性的发展路子，实现两个融合：用户、研

发、技术孵化、技术服务之间的机构发展融合，以及

治理需求、治理方案研究、技术研发、装备制造、设

施安装运行、治理方案实施等技术服务环节之间的发

展融合。三是更多地鼓励环保设备制造企业和细分专

业技术环保企业的发展。生态环境技术研发成果必须

转化为标准化的设备才能得到应用，生态环境技术服

务体系建设，既需要相关工程建设和咨询企业的发

展，现阶段更需要相关装备制造业和从事专项技术研

发的细分环保企业的发展。

第五，以生态环境科技成果转化为抓手，牵引技

术服务体系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既是扩大技术

服务供给的措施，也是满足技术服务需求的载体和

过程。目前，生态环境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应抓好四

个重点：一是以做大做强国家生态环境科技成果转化

综合服务平台为载体，真正实现“网尽天下环保好技

术、回应各方环保诸需求、汇聚环保专家做服务”的

目的。二是围绕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问题、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难点问题、长江大保护和黄河生态保护

等重大战略，问需于基层，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技术

对接会和服务送基层活动。三是尽快建立规范的生态

环境技术评估的工作程序和技术要求，解决生态环境

技术和装备市场良莠不齐、技术需求方不放心的问

题。四是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生态环境科技成果转

化示范基地，逐步形成覆盖主要地区的技术推广应用

网络。

5  结论

（1）从四个方面的情况看，必须高度重视生态环

境技术服务体系建设问题。一是随着污染防治攻坚

战在向纵深推进过程中，地方政府“不会管”、企业

“不会治”的问题比较普遍、日益突出，并将在未来

一个时期会一直存在；二是目前各级生态环境部门，

特别是市、县两级生态环境技术支持力量薄弱、专业

化能力不足，难以支撑当地政府和企业治理环境污染

的需求；三是生态环境技术服务市场不够发达，也不

够规范，满足不了实际需求；四是无论是从结构还是

从作用看，生态环境技术服务体系已成为生态环境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短板。

（2）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应将加快构建生态环

境技术服务体系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纳入管理职能

之中，并将其作为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建设生态环境技术服务体系的定

位是，坚持问题导向，在要求环境责任主体做什么的

同时，帮助和指导他们怎么做，解决地方政府在生态

环境保护中“不会管”、企业“不会治”的问题。

（3）现阶段，政府推动构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体

系的重点任务：一是系统谋划，做好顶层设计；二是

强化相关能力建设；三是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标准和

重大规划与行动计划的配套技术方案制度；四是培

育、壮大和规范生态环境技术服务市场；五是以生态

环境科技成果转化为抓手，牵引技术服务体系建设。

（4）根据现有文献，尽管欧、美、日等发达国家

的环境管理体系中并没有“环境技术服务体系”这一

明确说法，但在环境技术服务方面的成功做法是毋庸

置疑的 [8,19-21]。例如，政府组织环境科学研究和关键

环境治理技术研发，在发布环境标准和重大规划计划

时同步提供适用技术选择，发达的环境咨询机构和环

保产业向政府和企业提供高质量的技术服务等。因

此，这一情况并不是影响，而是支持了本文对在中国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强化相关技术

服务体系建设的主张，但今后需要加强对其他国家相

关问题及经验借鉴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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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ystem of Technical Services for Environmental Activities: Its 
Missions and Policies for the Development

REN Yong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Center,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Development of the technical service system for environmental activities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enterprises should be 
paid high attention in China. This judgement is concluded from the following emerging situation. Nowadays, the issues of how to 
improve environment by local governments and how to mitigate pollution by enterprises are getting to wide and critical, while the battle 
against pollution in China keeps going in depth for a number of years. In responding to the issues, the relevant technical capacities of 
local agencies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at city and county levels in particular are too limited to provide well professional supports 
to relevant activities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third parties from the market are unable to provide sufficient services 
either, due to less development in environmental industrial sector. In a large extend, this difficulty is resulted from the less developed 
system of technical services in th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of China. Thereby it is clear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technical service system should b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and target at providing relevant actors with the knowhow of how to do, rather than the request of what to do 
only in environmental activities. At present, the main tasks for government to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ical service system 
include: ①clearly define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environmental agencies and missions of the system building-up, and make long-term 
comprehensive planning for the system development; ②strengthen the capacity building related, such as fund inputs, scientific  
research, technology development, human resources, etc.; ③develop necessary technical guidance and manuals for implementations 
of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plans and programs; ④promote and regulate the market of environmental industrial sector; ⑤ take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vironment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ults as an engine to lea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Keywords: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technical service system;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basic orientation; main 
countermeasu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