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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填写说明

1、请保持表格的完整性，一级标题用黑体小四号，二级标题用宋体五号加粗，正文

用宋体五号字，1.5 倍行距填写；

2、表名用黑体五号字，图名用宋体小五号字加粗；

3、表格用三线表；

4、表格双面打印。



一、开题工作小结

（开题时间、地点，参与人员，项目实施计划，导师指导意见等）

1.开题时间：2016年 7月 30日至 2016年 8月 5日

2.地点：安庆市环保局

3.参与人员：孙亚运

4.项目实施计划：

2016年 8月 7日——2016年 8月 12日 项目启动阶段：合肥合大环境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将对安

庆市企业开展“三合一调查”即企业化学品生产使用状况调查、危险化学品生产管理台账、企业环

境信用评价。即将于 8月 15日指派相关调查人员前往安庆展开调查。合肥合大环境工程研究院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主要在本周做好人员及物品的准备工作，为下一周的调查做好铺垫。

2016年 8月 15日——2016年 8月 19日项目实施阶段（前期）：合肥合大环境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调查人员已前往安庆市环保局，并与环保局有关人员及合大安庆分公司有关人员完成对接。在草草

安顿下来之后，第一天下午市环保局叶所给所有调查人员专门开了一个培训会，详细地讲解了工作

的内容，要求，以及开展化学品生产使用状况调查的重要性、认真地回答了组员的提问，并且简要

地介绍了安庆地区企业的基本状况，地理分布情况，为后期的调查开展指明了方向。在与环保局简

单沟通之后，研究调查小组组长赵欢老师根据组员的特长与特点，给组员进行了简单的分组。明确

了各组及小组成员的任务。由于是第一次展开相关调查，人生地不熟，市环保局领导在调查前几天

里亲自带着小组成员跑安庆市的企业，传授调查方法，经验，以及有关专业知识。调查工作进行得

比较顺利，在第一周就结束了安庆市区企业的调查。

2016年 8月 22日——2016年 8月 26日项目实施阶段（中期）：在经历过上一周的磨练之后，小组

成员已经对调查方法有了一个比较好的了解，通过上网、查阅文献资料，对相关专业知识也能够掌

握。这一周就不再依靠环保局工作人员，独立去周围县城企业展开发表工作。对市区已经完成填表

工作的企业，主动联系，给企业答疑解惑并分出一小组展开收表工作。

2016年 8月 27日——2016年 9月 2日项目实施阶段（后期）：这一周主要是扫尾阶段。经过前两

周繁忙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市区、县城企业的调查工作，对于部分不配合的企业进行登记，交于

市环保局。



学生签名：

年 月 日

导师意见：

校内外导师签名：

年 月 日



二、中期检查与指导

中期工作小结：

目前发达国家对于企业化学品生产使用状况的调查以及建立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已经形成了一

个完整的体系，相关法律条文也日臻完善。对于污染物的排放与治理方面也有着丰富的经验。但是

中国对于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晚，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各方面法律条文也不够完善。社会上对这

一方面关注度也不够，部分企业不太配合。

通过一个礼拜的企业调查，小组成员之间的配合越来越默契，对于调查也逐渐能够形成深刻的

认识。在和企业的沟通方面，一开始可能还是不能太熟练地给企业讲解相关调查内容，但是经过一

段时间的锻炼之后，人际交往能力有了一个质的提升。

调查方法方面，一开始对企业调查理解不够深刻，小组分工方面不是十分的合理，小组人员数

目过多，没有充分发挥个别小组成员的特长，因此效率不高。在经过一周的摸索之后，终于逐渐掌

握了调查的方法与技巧，精简了小组成员，充分发挥小组成员特长。因此效率得到了提升。

调查中后期，市区的企业已基本调查完毕，开始转向周边县域。由于有了前期调查的经验，小

组成员已经能够比较熟练地单独进行发表，收表的工作。由于市环保局和县环保局之间有对接，所

以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

通过十几天的工作，我们学会了调查企业化学品生产使用状况的基本方法，能够指导企业建立

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并且深刻理解了建立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的重要性。同时，人际交流能力也有了

一个很大的提升，与小组队员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进一步认识了社会，真正实现了与社会对接，

与社会的需求对接。

学生签名：

年 月 日



导师评价与指导：

校内外导师签名：

年 月 日



三、项目学习总结

（项目学习过程描述、取得的成果以及存在的问题等。）

此次的“三合一调查”主要内容是针对安庆地区的企业，开展对其化学品生产使用情况调查、

危险废弃物管理台账的建立、以及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开展企业化学品生产使用情况调查，主要

是为了规范企业日常的生产中对于清洁生产的关注，随着近几十年中国中东部地区经济的高速发

展，以及人类对自然界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自然环境的污染状况日益加

剧。特别是今夏以来，长江流域普降暴雨，各河流水库警戒水位超出历史记录以来最高值。有部

分企业产生危险废物随洪水流失状况。生态环境问题凸显。所以有必要对地区企业化学品生产使

用状况展开排查，并建立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企业环境信用评价是一项激励并约束排污企业的综

合性环境管理手段，是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环保部门根据企业环境行为信息，

按照规定的指标、方法和程序，对企业环境行为进行评价，确定环境信用等级，面向社会公开，

是公众监督和有关部门、机构以及组织应用的环境管理手段。根据国家环保部 2014 年 3 月 1日起

实施的《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企业环境信用等级分为环保诚信企业、环保良好企业、

环保警示企业、环保不良企业 4 个等级，评价指标主要包括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环境监理、社

会监督 4 个方面，企业环境信用评价是一项激励并约束排污企业的综合性环境管理政策，作为社

会诚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环境自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促进企

业从漠视污染、消极治理、被动应付，想重视环保、清洁生产、主动减排转变；还有利于完善公

众参与社会监督机制，督促企业持续加强和改进环境管理。

基于上述考虑，安庆市环保局决定开展安庆市范围内的企业“三合一调查”并且于 2016 年 7

月底在社会招标，合肥合大环境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中标。2016 年 8 月初，安庆市环保局下发了

相关文件，开始着手布置企业“三合一调查”工作。经过前期的准备以及与安庆市环保局对接，

并且召集了相关工作小组开赴安庆市展开工作。到达安庆之后，还没来得及休息，小组成员便来

到安庆市环保局，市环保局领导给小组成员进行了简短的培训，详细的介绍了安庆市企业“三合

一调查”状况。

进行企业“三合一调查”必不可少的要很多硬件与软件设施的支持。在了解了“三合一调查”

之后，小组内成员根据成员不同的特长，进行了职能分工。安庆市环保局为调查组成员提供了打

印机、复印机等办公软件。为小组提供必需的纸质材料。并且开通无线网，为小组成员进行联络

提供了方便。

第一周，由于缺乏经验，小组成员在市环保局领导的带领下展开调查，逐步掌握了调查中人

际交往的技巧以及可能遇到的棘手的问题。在初步掌握调查方法之后，小组成员开始单独展开调

查。一边调查一边总结，不断改进调查方法。后期开始实行一人负责一个企业。

调查小组还建立了相关的 QQ 群，用以方便给企业解疑答惑之用。

调查的顺序是先市区后县城，专门分出一个小组负责收集企业的相关联系人信息、地址，并

且与联系人取得联系，做好对接，以方便小组成员与之沟通。其他小组成员分成若干小组，由一

名组员负责驾驶，逐家开展送表工作。

送表完成之后，又由联络组负责联络，将完成表格的企业进行整理，方便下一步的收表工作。

对于态度差，不配合的企业，整理成表格，交由环保局处理。

经过三周的努力工作，调查组基本完成了安庆市辖区以及周围县域企业的化学品生产使用状

况、危险废物登记台账、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的调查工作，相关信息也已录入系统，并且整体成册



保存。

虽然此次的“三合一”调查进行的比较顺利，各方面的进展都比较快，但由于国内自十年前

才开始开展相关工作，各方面经验比较缺乏。企业对环境信用评价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加之社会

的失信惩戒机制不全，以讲环境信用为荣，环境失信为耻的道德评价和约束机制尚未健全，环境

失信成本比较低。各方面法制建设尚不完全，企业相关管理比较粗放，没有形成节能减排的习惯，

大部分企业没有与有资质的污染物处理处置机构签订相关污染物处理处置协议。

在与企业的沟通与交流当中，部分企业态度较为冷漠，拒绝配合调查组成员的调查。企业对

环境信用评价重视程度明显不高，社会对环境信用评定的认知缺乏，导致主动参与的积极性降低。

还有部分企业负责人对企业生产中使用的化学品不甚明了，甚至找人代填。

在进行企业生产使用化学品调查中，发现大部分信息都是企业自己提供的，缺乏第三方证明。

各个地方部门监管不够。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仍然是以环保部门现场检查，监督性检测、重点污

染物总量控制核查、及履行污染物总量控制核查、以履行监管职责的其他活动获取的企业环境行

为信息为基础。由于缺乏顶层设计和协调，各业务部门独自建设信息系统，数据部门“私有化”

导致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信息的数据共享、信息交换和数据综合利用能力不足，导致环境信用评价

科学、合理的界定证据缺失。

在社会关注度和参与度方面，情况也不太乐观。社会组织，公众，以及媒体提供的企业环境

行为信息，经核实后方可以作为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的依据，但目前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很大程度生

局限于环境保护部门根据参评企业的环境行为信息，按照企业环境信用评价指标及评价方法，得

出参评企业的评分结果，确定参评企业的环境信用等级。

环境信用评价普遍由第三方机构开展，有助于保持评级结果的独立性和公信力。由于全面掌

握和评价企业环境行为信息缺乏政策和技术支撑，开展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的社会中介服务市场缺

失。

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不少惩罚措施还属于建议性措施，落实情况还要看相关职能部门是否应用

这一结果，在环境污染责任未有效推广的情况下，如果环境监督部门没有加强与其他部门的通力

合作，环境信用评价也难于发挥应有的作用。其他机构也难以充分应用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结果，

并向环境保护部门即使反映评价结果的应用情况。

总之，我国目前环境信用评价体制尚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制约束机制，各个部门不能够有

效协调。相关法律制度的制定仍有待完善。

学生签名：

年 月 日



导师评价：

校内外导师签名：

年 月 日



四、结项鉴定

（需明确是否同意结项，并就研究过程的科学性及成果的应用价值作出明确结论）

得分： 鉴定等级：

专家组组长（签名）：

专家组成员（签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