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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能够反映企业环境行为的有关信息为基础，通过建立科学的百分制量化评价体系，对比较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的重点排污工业企业环境行为进行评价分析，明确企业改善环境行为的关键因素和影响机制，提出改善企业环境行为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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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是工业污染防治的主体，其环境行为决定
了工业污染防治的水平。随着公众环境意识普遍

增强，要求政府、企业公开环境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的愿望日益迫切。而企业环境行为有可能会影响

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往往受到多重压力影响，需

要综合考虑各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企业环境行为表

现。Ｈ省以能够反映企业环境行为的相关信息为
基础，对比较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重点排污工业

企业环境行为进行分析研究，以期促使企业不断提

高环境管理水平。

１　企业环境行为研究的发展
在经济飞速发展中，企业自身的环保意识还较

薄弱，工业企业产生各类污染，必然会出现环境问

题。欧美发达国家是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在全球杰

出的代表，共同点是首先在于对企业环境责任的规

定体现于他们对社会责任规定的法律法规中，其次

是企业对环境责任履行的自觉性与政府的监督和

督促相结合，共同努力推动企业社会环境责任
［１］
。

２１世纪初，中国部分省、市开展企业环境行为评价
工作，并逐步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

近年来，Ｈ省加大污染减排力度，通过调整产
业结构、深化污染治理、加强环境监管，工业污染防

治取得较大进展，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逐年下

降，环境污染加剧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但是，随着

工业化的加速推进，工业结构依然偏重，污染物排

放量偏大，改善企业环境行为仍是一项长期和紧迫

的任务。企业环境行为评价以对经济社会和环境

影响较大、社会普遍关注的重点排污企业作为重点

评价对象，研究建立企业环境行为评价体系，对各

类环境行为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并逐步拓展评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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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及参评范围，以此推动企业强化环境责任。

２　评价体系
２．１　样本设计

Ｈ省各类企业达 ４０余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约２万家［２］

，其中环保重点调查工业企业主要污

染物排放总量占 Ｈ省８５％污染物负荷比。选取国
家、省级的重点监控企业样本 ４７４个，其 ４项主要
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排放量占重点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比重在

４０．４％ ～８３．１％之间，平均占比 ６０．５％，而其工业
总产 值 占 重 点 工 业 企 业 总 产 值 的 比 重 为

４３．７％［３］
。因此，通过对环境保护重点监控企业

环境行为的研究，基本可以反映和研判 Ｈ省企业
环境行为的整体概况。

２．２　评价方法
实行量化百分制评价。企业环境行为既与外

部的环境规制压力和区位条件之间存在显著正相

关关系，又受内部的企业特点影响，结合 Ｈ省环境
保护工作特点和企业环境行为的特性，借鉴专家意

见、外省相近规则进行修正和完善，形成科学合理

的指标分值权重；针对部分指标数据不完整的情

况，通过对不同情况赋予平均分值，以保障最大化

的公平和合理。

在数据来源上，以要求信息公开的方式从环保

部门及各类统计年鉴、媒体等相关渠道获取，确保

数据的准确性及其来源的合法性。在评价分析及

数据处理上，提出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强度指数指

标，并以信息化手段实现大量信息数据的集中统一

处理。

２．３　评价内容
设置５类２２项评价指标，基本覆盖企业环境

行为的主要内容
［４］
。

（１）环境守法行为：涵盖企业是否按期缴纳排
污费，如期申报排污状况与环境统计情况，建设项

目环评和“三同时”执行情况，污染物防治设施运

行情况，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置和利用情况等

６项内容，主要评价企业在日常环境活动中遵守国
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的情况。

（２）企业污染控制行为：涵盖企业持证排污情
况、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主要污染物在线自动监

测达标率、监督性监测达标率情况等 ４项评价内
容，主要评价企业在执行环境政策过程中进行污染

控制的行为
［５］
。

（３）环境信息公开行为：涵盖企业环境管理信
息、排污信息、厂区环境质量信息等信息的公开情

况，主要评价企业主动进行环境信息公开、接受社

会公众监督的情况。

（４）社会影响行为：涵盖群众投诉及污染纠纷
情况、企业违法处罚情况 ２项内容，主要针对参评
企业违反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的情况及

产生的社会影响。

（５）清洁生产行为：反映参评企业进行清洁生
产审核及通过清洁生产审核的情况。

３　评价分析
３．１　整体分析

Ｈ省企业环境行为评价整体平均为 ６７．１９分；
分值在７０分以下的有 ２８０家，占 ６２．４％。５类行
为指 标 的 得 分 情 况 依 次 为 社 会 影 响 行 为

（９１．５０％）＞清洁生产（７５．１７％）＞环境守法行为
（７３．７７％）＞企业污染控制行为（６７．８％）＞环境
信息公开行为（３．２０％），其中环境守法行为中的
污染物防治设施运行和环境信息公开行为中的企

业环境管理信息与企业排污信息得分偏低。

参评企业中，国控企业占 ８６．６４％，省控企业
占１３．３６％，各企业环境行为评价分值在 ８６．１９～
３８．４１分之间。国控企业除环境守法行为得分低
于全省及省控企业外，其余４项指标成绩均高于省
控企业，省控企业环境行为与国控企业存在一定

差距。

评价结果表明，Ｈ省企业环境行为有较大提升
空间，其中企业环境信息公开行为表现欠缺，主要

是由于企业在生产运营过程中未将环境管理信息、

排污信息和厂区环境质量信息自觉及时地公开，同

时政府没有对企业采取强制措施，缺少社会舆论监

督等也是造成企业环境信息公开行为欠缺的原因。

３．２　重点减排行业分析
国家及 Ｈ省《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将火

电、钢铁、造纸、纺织印染、化工等高耗能、高污染行

业列为重点减排行业，按行业评价得分在 ７０．００～
６４．１９分之间，表明重污染行业企业环境行为不
佳，形势令人担忧。企业改善环境行为的动力不

足、压力不够，加强和改善企业环境行为的任务仍

然非常艰巨，企业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和行业特

点，全面实施多项环保设施改造工程，努力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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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建设，从而改善重

点行业整体环境行为。

４　结论与建议
环境行为评价情况既可表明企业环境行为得

分率或评价满意度，也可反映企业环境行为存在缺

失的程度或差距的大小，可促使企业提高绩效
［６］
。

要促进其有所改进，要从 ３个方面着手：从企业角
度，积极主动改善自身环境行为；从政府角度，通过

制定切实可行的法律条例，实现对企业环境行为的

有效约束；从社会角度，通过加强社会监督，促进和

影响企业改善环境行为。

４．１　企业
企业由于其规模、行业、业绩、管理者环保意识

和对环境造成的危害不同，造成不同的环境行为和

表现
［７］
。可依据企业实际状况，一是增强环境保

护守法意识，企业应切实增强社会责任感，自觉规

范自身环境行为，将环境问题及其他社会问题纳入

经营战略，使其成为企业不断努力改进的目标。二

要落实环境保护工作，结合企业实际和环境保护规

章政策要求，制定环保工作计划或规划，并认真组

织实施，同时加强环境宣传教育，提高企业职工环

境意识，使之共同为改进企业环境行为努力。三要

采取全方位的环境行为，企业要注意宏观方针的指

导与微观措施的实施相结合，在生产运营中的每一

环节都采取环境行为，积极采用节能减排的新材

料、新设备、新工艺、新技术，依托技术创新，更有效

地集约利用能源与资源，尽量减少污染物质排放，

实现绿色生产，才能实现企业环境行为的最优化

效应
［８］
。

４．２　政府部门
一是发挥宏观调控职能，完善环境市场机制。

通过市场调节企业的环境成本负担，从而推动企业

采取积极的环境行为；鼓励企业自愿进行 ＩＳＯ环境
管理体系认证；积极推动绿色消费，引导市场减少

对环境影响严重的非绿色产品的需求，为绿色产品

市场的培育和发展提供大力支持。二是实施有效

政策引导，采取激励措施。定期公开企业环境信

息，构建环境信息交流平台，改变企业和公众对企

业环境信息的信息不对称格局，也利于企业间互相

学习提高
［９］
；提供环境培训和环境教育资源，充分

发挥企业员工环境保护的主观能动性；从资金方面

建立企业环保投资援助机制，施行环境优惠政策，

通过环保资金奖励、减免费税等手段激励企业采取

环境行为。三是完善环境规章制度，加强环保制度

创新，从源头抓起，实行全过程环境监管、环境监察

等制度，对社会监督要积极给予支持和帮助，同时

保证公正执法，加强执法队伍思想、作风等方面的

建设。

４．３　社会监督
社会各方要积极参与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监督。

无论个人或单位、社会团体、新闻媒体，都应肩负起

环境保护责任，依靠法律赋予的权利和义务，积极

参与监督企业不良环境行为。同时，环境管理部门

要给予社会监督以支持和帮助。对社会监督反映

的企业不良行为，能及时坚决进行查处，依据法律

法规做出相应的处理。再者，新闻媒体要积极发挥

宣传舆论监督作用。利用自身优势，在全社会形成

一种社会监督环境违法行为的氛围，促进和影响企

业自觉改善环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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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企业环保，２００４（６）：５０－５３．

（栏目编辑　周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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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控与预警》
２０１４年（第６卷）总目次

前沿评述

　以空气质量达标管理为核心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机制选择 单阳，赵秋月　１（１）
!!!!!!!!!!!!!!!!

　南京亚青会空气质量保障回顾性评价及启示 谢放尖，李文青，喻义勇，等　２（１）
!!!!!!!!!!!!!!!!

　环境监测卫星 ＳｕｏｍｉＮＰＰ业务特性及生态环境监测应用 李旭文，牛志春，姜晟，等　３（１）
!!!!!!!!!!!!

　典型污染时段鹤山大气 ＶＯＣｓ的臭氧生成潜势及来源解析 周炎，钟流举，岳玎利，等　４（１）
!!!!!!!!!!!

　新《环保法》背景下的环境监测立法改革取向 朱德明　５（１）
!!!!!!!!!!!!!!!!!!!!!!!!

　空气质量数值模型的构建及应用研究进展 谭成好，陈昕，赵天良，等　６（１）
!!!!!!!!!!!!!!!!!!

环境预警

　南京亚青会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及原因分析 喻义勇，谢放尖，陆晓波，等　１（５）
!!!!!!!!!!!!!!!!!

　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网建设与运行管理的探索与思考 刘京，周密，陈鑫，等　１（１０）
!!!!!!!!!!!!!

　常州市空气质量实时发布协同服务体系建设 孙南，蔡继军　１（１４）
!!!!!!!!!!!!!!!!!!!!!!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江苏省环境安全综合评估研究 范清华，张涛，沈红军　２（５）
!!!!!!!!!!!!!!!!!!!

　一种二氧化碳无线监测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张绍良，秦霖天，李会军　２（１０）
!!!!!!!!!!!!!!!!!!!

　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异常诊断系统研究 刘佳泓，高翔，张骥，等　２（１５）
!!!!!!!!!!!!!!!!!!!!

　基于 ＷＲＦ与田湾核电站外围监控系统的区域风场模拟对比分析 王万平，何曼丽，陆继根，等　３（７）
!!!!!!!!

　野外无人值守森林实时监控与报警系统研究 杨华　３（１３）
!!!!!!!!!!!!!!!!!!!!!!!!!!

　挥发酚在线监测技术在苏州市水源地预警监测的应用 顾俊强，吕清　３（１７）
!!!!!!!!!!!!!!!!!!

　城市大气重污染事件预警机制研究 李彬华，王利超，唐征，等　４（６）
!!!!!!!!!!!!!!!!!!!!!

　基于自动监测监控技术的环境安全防控系统的设计与应用 赵颖，钟文斌　４（１０）
!!!!!!!!!!!!!!!!

　基于 Ｌａｎｄｓａｔ－８数据和劈窗算法的地表温度反演及城市热岛效应研究 宋挺，段峥，刘军志，等　５（４）
!!!!!!

　江苏省霾污染遥感监测业务化运行研究 牛志春，姜晟，李旭文，等　５（１５）
!!!!!!!!!!!!!!!!!!!

　平原河网区水源地异味物质应急监测案例分析 郁建桥，吕学研，刘雷　６（８）
!!!!!!!!!!!!!!!!!!

　环境卫星 ＣＣＤ影像在太湖沉水植物监测中的应用 宋挺，黄君，严飞，等　６（１２）
!!!!!!!!!!!!!!!!!

监测技术

　固定源测试体系的中美比较与借鉴 裴冰　１（１８）
!!!!!!!!!!!!!!!!!!!!!!!!!!!!!!

　一种新型光路设计在重金属分析仪中的应用 杨凯，曹妮妮，严百平　１（２４）
!!!!!!!!!!!!!!!!!!!

　基体改进剂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分析中的应用 陈纯，李贝，路新燕，等　１（２８）
!!!!!!!!!!!!!!!

　在线监测氨氮浓度的电导测量方法研究 冯锦梅　１（３４）
!!!!!!!!!!!!!!!!!!!!!!!!!!!

　２种统计方法在一次实验室间比对中的应用比较 滕曼，杨婧，付强　２（１８）
!!!!!!!!!!!!!!!!!!!

　液液萃取 －气相色谱 －质谱法同时测定饮用水中的酞酸酯、百菌清和联苯胺 易睿　２（２１）
!!!!!!!!!!!!

　隔声窗隔声性能的现场监测方法及效果初探 张迪生，陈潇江　２（２５）
!!!!!!!!!!!!!!!!!!!!!

　大气污染物排放监测中最低等效排气筒计算规律研究 朱玲　２（３０）
!!!!!!!!!!!!!!!!!!!!!!

　自制模拟样及留样复测的质控技术探讨 黄懿敏　２（３２）
!!!!!!!!!!!!!!!!!!!!!!!!!!!

　环境污染事故中重金属优先快速监测方法研究 徐亮，钟声，魏宏农　３（２０）
!!!!!!!!!!!!!!!!!!!

　燃煤锅炉测试过程中运行负荷测定方法探讨 毕勇　３（２４）
!!!!!!!!!!!!!!!!!!!!!!!!!!

　地下轨道交通结构噪声与振动频率特性分析 张中平，郭建辉　３（２６）
!!!!!!!!!!!!!!!!!!!!!

　粪大肠菌群酶底物法在环境监测中的应用研究 汤琳　３（３２）
!!!!!!!!!!!!!!!!!!!!!!!!!

　固相萃取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水中微囊藻毒素质量控制指标研究 胡冠九，李娟，袁力，等　４（１３）
!!!!!!!!

　被动采样在水体中有机污染监测的应用：以 ＰＡＨｓ为例 余益军，戴玄吏，董黎静，等　４（１７）
!!!!!!!!!!!!

　农药厂周边有机磷农药在生物体中残留的检测方法研究 李梅映，韦斯，于红霞　４（２２）
!!!!!!!!!!!!!!

　ＰＡＮ－Ｓ树脂富集钴的分光光度法测定研究 陈山　４（２６）
!!!!!!!!!!!!!!!!!!!!!!!!!!

　采用商业混合菌种测定 ＢＯＤ５的可行性 郭牧　４（３０）
!!!!!!!!!!!!!!!!!!!!!!!!!!!!

　香樟叶片中氟化物监测方法比较 余益军，戴玄吏，孙佳，等　５（１９）
!!!!!!!!!!!!!!!!!!!!!!

　水中多种酚类化合物衍生化方法研究 李娟，王荟　５（２３）
!!!!!!!!!!!!!!!!!!!!!!!!!!

　微波消解 －原子荧光法测定环境空气中的砷 郎雅娣　５（２６）
!!!!!!!!!!!!!!!!!!!!!!!!!

　双排气管车辆排气取样检测研究 钟仕钰　５（２９）
!!!!!!!!!!!!!!!!!!!!!!!!!!!!!!

　直接测汞法和原子荧光法测定土壤中总汞的比对研究 张会强，刘敏，马文鹏，等　５（３２）
!!!!!!!!!!!!!

　便携式分光光度计法快速测定水中砷方法研究 郑浩，郭阳洋，周伟峰，等　６（１９）
!!!!!!!!!!!!!!!!

—１６—



　长江饮用水源地 １８种挥发性有机物的自动监测应用研究 袁海勤，唐松林，杨旭，等　６（２４）
!!!!!!!!!!!!

　环境空气中汞的直接测定方法研究与应用 梁柱，吴福全，陆家骝，等　６（２７）
!!!!!!!!!!!!!!!!!!

　环境监测项目监测边界和参数设计方法 江志华　６（３０）
!!!!!!!!!!!!!!!!!!!!!!!!!!!

　预冷冻浓缩系统与气相色谱 －质谱法测定空气中苯的测量不确定度评定 朱希希，张祥志，张宗祥　６（３４）
!!!!!!

解析评价

　江苏省快速城镇化的资源环境影响及压力测算研究 张涛，张静，蒋洪强，等　１（３９）
!!!!!!!!!!!!!!!

　佛山市交通 ＣＯ２排放及低碳出行对策 李红霞，徐伟嘉，黄建彰，等　１（４４）
!!!!!!!!!!!!!!!!!!!

　农药企业搬迁土地挥发性有机物风险评价 章霖之，刘廷凤，丁倩，等　１（４９）
!!!!!!!!!!!!!!!!!!

　徐州市污水厂内分泌干扰物的去除及生态风险评价 肖思海，杜娟，李轶，等　１（５３）
!!!!!!!!!!!!!!!

　１９９４—２０１０年东亚地区 ＣＯ２浓度变化特征及成因分析 解淑艳，王胜杰，王瑞斌　２（３５）
!!!!!!!!!!!!!

　白马湖甲壳动物体内重金属含量调查 王兆群，肖扬，金焰　２（４０）
!!!!!!!!!!!!!!!!!!!!!!!

　深圳市罗湖区道路交通噪声地图的制作与应用 彭荫来　２（４２）
!!!!!!!!!!!!!!!!!!!!!!!!

　塔山水库春季水生生物特征调查 刘金吉，王波 ，徐鑫 ，等　２（４５）
!!!!!!!!!!!!!!!!!!!!!!

　电子垃圾回收地得克隆的污染水平及分布特征 禹甸，鲜
"

鸣　３（３６）
!!!!!!!!!!!!!!!!!!!!!

　淮安市某垃圾填埋场重金属污染现状调查 吴红雨，黄红，吴敬波　３（４０）
!!!!!!!!!!!!!!!!!!!!

　模糊聚类分析法在声环境功能区划分中的应用 李丽，尹卫萍　３（４４）
!!!!!!!!!!!!!!!!!!!!!

　基于 ＧＩＳ的乌鲁木齐市 ＮＯ２时空分布特征 何丽，朱建雯，吕爱华　３（４７）
!!!!!!!!!!!!!!!!!!!

　春节燃放烟花爆竹对南京气溶胶细粒子的影响 陆晓波，傅寅，张予燕，等　４（３３）
!!!!!!!!!!!!!!!!

　连云港市典型蔬菜基地土壤中重金属和有机氯污染调查与评价 贺心然，宋晓娟，逄勇，等　４（３９）
!!!!!!!!!

　南京市机动车污染物减排因素分析 周海茵，李军　４（４３）
!!!!!!!!!!!!!!!!!!!!!!!!!!

　基于 Ｌａｎｄｓａｔ７影像的骆马湖菹草时空分布研究 曹毅，王辉　４（４６）
!!!!!!!!!!!!!!!!!!!!!!

　佳木斯大气污染物扩散影响因素及区域探究 李永亮，李健　４（４８）
!!!!!!!!!!!!!!!!!!!!!!

　北京市 ２０１３年 １月一次空气重污染过程分析 程念亮，高尚银，李云婷，等　５（３６）
!!!!!!!!!!!!!!!!

　基于 ＧＭ　５（１，１）模型的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预测 杨旭，王晓丽　５（４１）
!!!!!!!!!!!!!!!!!!!

　昆山市夏秋季节大气 ＰＭ２．５中水溶性无机阴离子的污染特征 俞梁敏 ，杨倩，邱亮，等　５（４４）
!!!!!!!!!!!

　南京燃煤电厂烟气中汞的排放调查 谢馨，尹卫萍　５（４７）
!!!!!!!!!!!!!!!!!!!!!!!!!!

　天津市 Ｏ３生成与其前体物 ＮＯｘ、ＶＯＣｓ排放的相关性研究 周阳，王艳丽，陈璐，等　６（３７）
!!!!!!!!!!!!!

　连云港市泥砂质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调查 季相星，姜毅，王晨波，等　６（４１）
!!!!!!!!!!!!!!!!

　扬州市土地利用与覆盖的遥感监测 赵小健，马万泉，张景明　６（４５）
!!!!!!!!!!!!!!!!!!!!!!

　燃煤电厂煤中汞含量对烟气中汞排放水平的影响 俞美香，杨丽，寇晓芳　６（４８）
!!!!!!!!!!!!!!!!!

监管新论

　环境监测任务可信度评估在第三方检测机构管理中的作用浅析 董铮，王琳，田芳　１（５７）
!!!!!!!!!!!!!

　城市绿色发展竞争力评价研究 耿天召，朱余，王欢　１（６０）
!!!!!!!!!!!!!!!!!!!!!!!!!!

　无锡太湖治理工作回顾和加强基础性研究的建议 沈建荣，严飞，彭宇　２（４９）
!!!!!!!!!!!!!!!!!!

　谈环境监测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的宣贯 袁力　２（５２）
!!!!!!!!!!!!!!!!!!!!!!!!!!!!!

　典型外向型经济地区农村固体废弃物污染处置状况与管理对策 俞梁敏，徐燕，王婷　２（５５）
!!!!!!!!!!!!

　环境污染损害评估个案分析及对策建议 王新娟，肖洋　３（５０）
!!!!!!!!!!!!!!!!!!!!!!!!

　环境监测人员上岗证积分管理制度初探 董铮，王琳，田芳　３（５３）
!!!!!!!!!!!!!!!!!!!!!!!

　棕地环境监管问题分析与建议———以苏州市为例 徐恒省，李继影，高昕　３（５５）
!!!!!!!!!!!!!!!!!

　环境监测能力建设项目管理思路与实现 唐梦涵，司蔚　４（５０）
!!!!!!!!!!!!!!!!!!!!!!!!

　南京市黄标车污染现状与管理对策 尚若静　４（５３）
!!!!!!!!!!!!!!!!!!!!!!!!!!!!!

　环境质量监测数据综合管理平台的设计及应用 吴妍，成国兴，薛媛媛，等　４（５６）
!!!!!!!!!!!!!!!

　加强环境监测点位管理的思考———以江苏省“十二五”环境监测网络调整为例 张瞞，刘雷，王霞，等　５（５０）
!!!!!

　太湖水草监管体系构建初步研究 李继影，孙艳，侍昊，等　５（５４）
!!!!!!!!!!!!!!!!!!!!!!!

　泰州市生态红线区域划分及保护 丁祥　５（５７）
!!!!!!!!!!!!!!!!!!!!!!!!!!!!!!!

　浅谈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管理工作———以苏州市为例 钱宇宁　５（６０）
!!!!!!!!!!!!!!!!

　石化行业给排水系统设计图纸环境监理审查要点 蔡同锋　６（５１）
!!!!!!!!!!!!!!!!!!!!!!!

　苏州市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碳排放影响的初步分析 孙艳，吴昕贤，徐恒省，等　６（５４）
!!!!!!!!!!!!!!

　基于环境行为的企业环境管理评价研究———以 Ｈ省为例 陈静，吕丹，许鹏飞　６（５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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