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力污染治理 支撑环境管理 
——《国家环境保护工程技术中心管理办法》解读 

 

本报记者郭薇  文雯北京报道  环境保护部近日印发了《国家环境保护工程技术中心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定于发布之日起正式实施。此次《办法》是自 2004 年原管理办法发布以来

的首次修订。 
 

环境保护部有关负责人日前就《办法》出台的背景、亮点以及未来将会发挥怎样的作用，接

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记者：工程技术中心建设近年来取得了哪些成效？ 
 

答：国家环境保护工程技术中心（以下简称“工程技术中心”）建设工作始于 1998 年。截至

2015 年年底，环境保护部共建成和批建了 42 个工程技术中心。其中，已建成并通过验收 24 个，

通过立项审批正在建设过程中的有 18 个。工程技术中心领域涵盖了水、气、固废、噪声、监测、

农村、生态、重点污染工业行业等主要污染控制领域。 
 

环境保护部自开展工程技术中心工作以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环境管理和污染治理提供

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十二五”期间，工程技术中心紧扣任务定位，在技术研发、管理咨询、标

准规范、行业交流培训等领域做了大量工作，承担或参与各类技术研发项目 200 余项，获得专利

500 余项，承担或参与各类标准规范编制任务近 300 项，举办技术交流培训活动 1000 余次，为国

家环境技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记者：工程技术中心在技术创新上取得了哪些突破？对推动环保产业发展发挥了怎样的作

用？ 
 

答：近年来，工程技术中心开展了大量的技术攻关，在水、气、固各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技术

成果；与此同时，中心建设突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思路，通过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有力地促进了环保产业的发展和壮大。 
 

比如，在水污染治理领域，电子电镀废水处理与资源化工程技术中心在有机废水处理和重金

属废水处理两方面取得技术突破：一是研究开发出一种兼氧膜生物反应器工艺，实现在同一反应

器 C、N、P 和污泥的同步处理；二是首次采用特种膜分离技术取代了混凝沉淀分离技术，实现了

重金属资源回收。上述技术成果已在国内 28 个省市的上千个项目中得到应用，并且已出口数百套

污水处理设备至澳大利亚、意大利等十几个国家，实现了我国污水处理装备大批量出口。 
 

大气污染治理方面，燃煤大气污染控制工程技术中心针对燃煤烟气污染物高效脱除与协同控

制的技术热点和难点，研发了烟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技术等行业共性和关键技术二十余项，获得了

包括国家科技进步奖在内的多项科技奖励，并通过“产学研”合作的方式积极开展技术成果的工

程示范和市场推广，建成了国内首个燃煤烟气超低排放示范工程，为建设清洁燃煤电厂打下了坚

实的技术基础。 
 

在固废处理领域，垃圾焚烧处理与资源化工程技术中心通过对德国的马丁焚烧炉进行引进吸

收再创新，对焚烧炉系统的关键部件和装置进行了二次研发，使焚烧炉连续运行周期从 3~6 个月

提高到 9~12个月，在技术性能提升的基础上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钢铁工业污染防

治工程技术中心结合自身行业优势和特色，研发了熔融钢渣热闷处理及金属回收技术，实现了全

国每年 30%以上的新产生钢渣稳定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在鞍钢、首钢等全国 40余家大中型钢铁

企业成功实现产业化，产生直接经济效益 23 亿元。 



 

记者：为什么要修订管理办法？ 
 

答：一是符合国家战略的要求。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十八大以来相继出台了

一系列重大科技体制改革举措。改革科技管理体制，促进管理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有利于

发挥政府推进创新的作用，引领环保产业蓬勃发展。 
 

二是发挥中心作用的需要。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环境保护部已经建立了领域覆盖较广的工程

技术中心体系，但是仍存在覆盖范围不全、布局不科学、程序不规范、管理支撑作用不突出、缺

乏退出机制等问题，制约了工程技术中心的发展和作用的发挥。 
 

对原管理办法进行修订，通过优化管理手段促进工程技术中心作用的发挥，一方面是对国家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战略的积极响应，另一方面也是加强和规范国家环境保护工程技术中心建设与

运行管理的必要举措。 
 

记者：《办法》内容具有哪些亮点和创新？ 
 

答：从结构上看，《办法》共分六章四十三条，相较原管理办法增加了八条。从内容上看，《办

法》突出了为污染防治和环境管理提供技术服务的功能定位，完善了工程技术中心的顶层设计和

整体规划，同时对于管理程序进行了规范和细化。总体来看，具有以下亮点： 
 

一是明确中心定位，围绕定位建设。在《办法》总则中，确定了工程技术中心为环境污染防

治和环境管理提供技术服务的基本功能定位。同时，工程技术中心确立了以下主要任务：技术研

发、技术转化、研发能力建设、环境管理支持、技术交流与信息咨询。主要任务的设定充分体现

了工程技术中心建设过程始终围绕其定位开展。 
 

二是增强顶层设计，保障建设质量。通过制定工程技术中心建设计划，并根据建设计划向社

会公布申报指南，公开征集依托单位。此举进一步增强了建设的目的性和导向性，解决了以往所

报非所需的问题，便于社会各界参与工程中心建设。申报过程中，严格控制某一技术领域内的中

心数量，申明了中心在精不在多的建设思路，保障了建设的质量。 
 

三是完善管理程序，细化管理手段。一方面，实行属地管理。《办法》要求地方环保主管部门

在工程技术中心申请、验收等各个具体环节进行审核把关，发挥地方在中心日常管理中的作用；

另一方面，实行信息公开。《办法》明确规定了对论证、验收、绩效评价各环节结果以及工作总结、

技术发展报告等文件通过环境保护部网站公布，从而提高工作的透明度，对中心建设工作起到激

励和督促作用。 
 

记者：《办法》在加强工程技术中心的运行管理方面，有哪些新的举措？ 
 

答：工程技术中心长期存在服务水平参差不齐、整体偏弱的现象，《办法》特别针对上述问题

进行了优化设计，引入了退出机制，对于中心运行实施动态化管理。一方面，增加了名称使用的

有效期限制。《办法》规定了中心名称使用有效期为 6 年，届满后可以重新申报或自动退出，改变

了以往有进无出的局面；另一方面，对于建成后的工程技术中心定期进行绩效评价。评价不合格

的，责成其限期整改甚至淘汰。同时，评价结果将作为中心有效期届满后再次申请时的参考依据。

上述举措强化了工程技术中心的运行管理，促进了中心的“新陈代谢”。 
 

记者：对于《办法》的落实，接下来环境保护部还将采取哪些具体措施？ 
 

答：《办法》的发布既是环境保护部工程技术中心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同时也是起跑线。随着



《办法》的发布，在工程技术中心的管理上我们将会引入一些新的做法。具体说来，接下来会有

两项重点工作：一是开展工程技术中心运行评价。《办法》规定每三年对通过验收的工程技术中心

开展一次运行绩效评价，以评促建，最终达到提升建设质量和服务水平的目的。为此，我们委托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开展工程技术中心的评价工作；二是制定 2016 年度工程

技术中心的征集方案。《办法》中明确规定了工程技术中心工作采取“公开征集、自愿申报、择优

确定”的原则。目前我们正在研究制定工程技术中心 2016年度的申报指南，指南包括了我国未来

一段时期内环保技术领域的重点方向，计划于 2016 年年初发布，届时将会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工

程技术中心的依托单位。 
 

（来源：2016 年 1月 7 日，中国环境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