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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监测机构。这种能力上的差距不仅体现在资质认

定评审所认可的监测能力上，也体现在不同从业人员的

个人业务素质和能力水平上，从目前运行的监测机构来

看，多数机构人员流动较大，这就增加了第三方监测机

构能力的不稳定性。

（三）现场监测人员专业性有待提高

环境现场监测人员是环境监测活动的主体，目前第

三方环境现场监测人员在专业性方面还存在诸多差距。

无论知识结构、能力素质等都有待提高。一方面，很多

现场人员对自我要求较低，缺乏社会责任，甚至有些现

场人员对于现场监测就是走马观灯，给后续的工作带来

极大的困难。造成此种现象可能和个人自身原因有关，

同时也反映出很多监测机构没有建立相应的制度。

（四）环境监测质控体系不够完善

环境监测质量控制缺乏全过程质控体系，对于现场

监测质控体系相对较为薄弱。现场监测是环境监测的第

一环节，处于基础和核心的位置。如果现场采集的样品

不具代表性，那么实验室内的一系列控制活动就失去了

基础和依据，如何有效地对现场监测进行质量控制是各

家第三方监测机构面临的难题。

（五）缺乏强制参与能力验证及相关监管措施

能力验证是判断和监控实验室能力的有效手段，是

实验室通过外部措施补充内部质量控制方法的技术，是

保证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持续改进的有效措施之一，它

有利于实验室的自我评定和自我完善。目前，大部分第

三方环境监测机构缺乏能力验证，亟需加强。

培育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核心竞争力的策略

对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而言，所谓竞争力是指在环

境检测市场中其所具有的能够持续地比其他机构更有效

地向市场提供环境检测服务，并获得合理收入和促进自

身发展的综合素质。因此，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要想提

升其竞争力就必须要在“科学、准确、公正、高效”的

理念下，最大限度地集聚先进技术、完善管理，并形成

成本低和效益高的项目优势，努力做到顾客满意。只有

这样才能打造出独特的环境检测“品牌”，从而推进环

境检测事业高质量发展。

（一）打造品牌和公信力优势

作为独立的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品牌和公信力是

机构生存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机构生存的根本。只有

在技术和公正性方面不断得到客户的认可，才能逐渐扩

大市场份额，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一旦出现质

量问题导致公信力和品牌受损，将会丧失客户，影响机

构的业务拓展和盈利状况，严重情况下，可能会被取消

监测认证资格，影响机构的持续经营。

第 三 方 环 境 监 测 机 构 要 重 视 对 品 牌 和 公 信 力 的 维

护，积极倡导诚信为本的价值观，建立完善的质量管控

体系，保证出具监测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不断提升

监测服务质量。机构依照《实验室资质认定评审准则》

等要求监督监测工作，确保各实验室所从事的监测/校准

活动能够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计量认证（CMA）的准则

和规则，降低质量风险。

凭借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自身较强的技术实力和专

业的技术能力获得政府监管部门和国内外客户的广泛认

可，打造良好的品牌知名度和社会公信力。

（二）制度保障数据质量

因 为 检 测 机 构 不 同 于 其 他 机 构 ， 它 以 提 供 科 学 的

检测数据作为主要服务内容。检测机构就好象是环境质

量或量值评判的“法院”。这就要求检测机构为了维护

公共利益和社会技术进步，必须以科学的检测数据为根

据，以相关法规为准绳，严格按程序办事，为顾客提供

客观准确的证书或检测报告。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须建

立 自 律 机 制 、 全 过 程 质 量 控 制 制 度 ， 摸 清 机 构 自 身 缺

陷，逐步完善自律机制。首先，由质控室牵头制定全过

程质量管理制度，对于每个项目全过程跟踪（或实验室质

量控制系统），并作相应记录，此过程虽然工作量大，较

为繁琐，但必须强化，组成横向管理网，哪个环节出现

的问题必须及时纠偏，同时做好纠偏措施，保证工作质

量，监测质量。其次，第三环境监测机构做到监测过程

可追溯，必须建立员工档案信用记录，出现问题，达到

可追溯，可查询，使机构良好健康发展。

（三）提升战略和机制管理能力

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除了要有明确的战略方向，旗

帜鲜明的文化，还要有能推动机构战略实施和保障文化

落地的机制。机构成功的关键，不在于机构中拥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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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检测取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