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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2016年原环境保护部出台的《关于积极发挥环境保护作用促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指导意见》（环大气[2016]45号）指出：“推进环境咨询服务业发展，

鼓励有条件的工业园区聘请第三方专业环保服务公司作为“环保管家”，向园区

提供监测、监理、环保设施建设运营、污染治理等一体化环保服务和解决方案”。

首次提出了“环保管家”的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构

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进一

步明确了“环保管家”的市场定位。随着新环保法的实施，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

配套制度日益完善，环境监管执法力度日益加强，中央环保督查制度化常态化。

新形势下，如何提升环保管理能力和水平，如何进一步落实中央环保督查提出的

整改要求，如何建立督查后的长效监管机制等等，是基层管理部门面临的新问题。

新形势下，以往单一化、碎片化的环境服务模式已经不适应当前的环保管理要求，

全过程、一体化的环保管家服务模式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引入社会第三方专业“环保管家”机构协助监管，一方面可以为管理部门提

供技术和人员的支持，健全辖区环境管理体系，提升环保管理效能。另一方面，

可以督促指导辖区内企业依法履行污染防治的法定责任，提高环保主体责任意

识，提高企业污染治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

从 2020年开始，国内出台了很多环保管家服务规范的团体标准，包括企业

环保管家、园区环保管家。但是基本上还是做的原则性要求，实际操作的指导性

不够。

2020年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成立了环保管家分会，在企业环保

管家、园区环保管家和乡镇环保管家领域，会员单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也存

在着很多的问题，部分服务机构良莠不齐，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为此协会拟制定

《环保管家服务规范》系列标准，解决现有环保管家单位技术力量薄弱、人员专

业性不够问题，为环保管家单位从事环保管家服务提供技术支撑和规范要求。《环

保管家服务规范》系列标准明确了环保管家的机构、人员、管理要求，细化了企

业排查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并给出排查建议清单，具有较强地指导性和实操性，

可以引导环保管家服务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二、项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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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在经过大量调研的基

础上提出立项申请，经协会标技委组织专家进行立项评估，列入浙江省生态与环

境修复技术协会 2022年度第一批团体标准制定计划（浙生环协〔2022〕19号），

项目名称为《环保管家服务规范 第 1部分 总则》、《环保管家服务规范 第 2

部分 企业现场与巡检标准化管理》。

三、标准制定工作概况

3.1 标准制定相关单位及人员

本标准牵头组织制定单位：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宁波知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宁波爱嘉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东阳市环境保护监测站、碧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台州市绿野环保工程有

限公司、浙江仁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温州中环绿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禹

达安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中煤浙江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本标准起草人为：×××、×××、××、××

3.2 主要工作过程

3.2.1前期准备工作

2020年 6月，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在成立环保管家分会的基础

上，对环保管家单位进行了调研，初步确定了标准制订的意向。

2021年 3月，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环保管家分会再次对多家环

保管家单位进行了调研，对环保管家业务的现状进行分析，听取了环保管家服务

单位的技术需求。

2022年 2月，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召开立项论证会，经过专家

论证，正式将标准立项，标准名称为《环保管家服务规范 第 1部分 总则》、《环

保管家服务规范 第 2部分 企业现场与巡检标准化管理》。同时成立标准编制工

作组，启动标准编制工作。

2022年 3月，征集了部分环保管家服务单位作为参编单位，编制组起草相

关标准文本草案。

2022年 10月—2023年 2月，对标准草案进行内部审核，修改，形成了征求

意见稿，将《环保管家服务规范 第 2部分 企业现场与巡检标准化管理》标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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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修改为《《环保管家服务规范 第 2部分 企业排查》。

3.2.2征求意见

2023年 3月，标准在浙江生态环境网和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上进行了公

开征求意见。

3.2.3专家审查

四、现状要求

4.1 行业现状

原来环保咨询行业主要以环境影响评价为主，随着生态环境部对环评的改革

力度加大，监管重心从原先的事先监管转为以排污许可管理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

管为主，大量的环评单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环评单位一方面面临环评业务

的急剧萎缩，一方面大量的企业在完成环评审批后面临着缺乏环保专业技术人

员，企业环保现场管理混乱的局面，对环保专业指导的需求非常迫切。大量的环

评单位开始为企业提供环保咨询服务，帮助企业应对各类环保检查，于是环保管

家这一新兴环保咨询业务应运而生。在这过程中，环保工程公司和环境监测公司

也纷纷参与环保管家业务，甚至有些安全咨询公司也跨界进入环保管家领域。由

于没有统一的业务规范，导致环保管家业务乱象丛生，一些环保管家单位出现收

费不服务的现象，一些环保管家单位甚至帮着企业弄虚作假，逃避环保监管。大

部分环保管家企业想认真做好这一业务，苦于没有统一的工作标准，只能自己摸

索，由于人员专业性不够，技术水平相对薄弱，造成环保管家服务质量明显偏低。

为此，各地环保监管部门也纷纷出台一些政策文件，对环保管家单位进行管

理，如 2021年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印发了《浦东新区关于推进“环保管家”服务

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对环保管家的服务内容、服务机构、绩效考核等进行

了规定。2022年天津市生态环境局印发了《加快推进环保管家服务模式的指导

意见》文件，鼓励各类第三方环境治理企业，以环保管家服务项目为载体，组成

联合体，提供一站式、定制化服务。温州市从 2019年开始对环保管家模式进行

试点，也取得来了一定的效果。

目前环保管家的服务模式包括为政府、各类园区及企业提供环保管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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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对象不同，服务内容也不同，但是，不管是政府还是园区，环保管理的基础

和重点都是企业。

4.2 国家、行业相关标准要求

4.2.1 相关标准

经查询，目前无与环保管家相关的国家、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有 3个，分别

为：

2019年上海市发布了 DB31/T 1179-2019 《第三方环保服务规范》，是国内

第 1个环保管家标准，适用于为各类产业园区提供环保服务。

2022年 6月，安徽省发布了 DB34/T 4231—2022 《第三方环保管家服务规

范》，该标准适用于第三方环保管家服务单位向产业园区提供环保管家服务的相

关活动。

2023年 1月，厦门市发布了 DB3502/T 099-2023《工业园区环保管家服务指

南》，适用于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向各类工业园区提供环保管家服务的相关活动。

4.3 团体标准

（1）团体标准

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上查询“环保管家”关键词，有 13项团体标准，

相关标准情况介绍如下。

表 4.3 经查询获得的相关团体标准情况

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公布日期

1 T/CCSCIOT 007—2022 智慧环保管家系统技术要求 2023-03-08

2 T/LNEPIA 7—2022 辽宁省环保管家服务规范 2023-01-30

3 T/SXAEPI 8—2022 环境咨询（环保管家）服务规范 2022-08-22

4 T/SEEPLA 03—2022 四川省第三方环保管家服务规范 2022-07-26

5 T/GDAEPI 07—2022 广东省环保管家服务规范 2022-07-05

6 T/QGCML 272—2022 数字智能化环保管家服务技术规范 2022-04-20

7 T/AHEMA 12—2022 环保管家服务单位考评办法 2022-03-15

8 T/NMGLCH 001—2022 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方环保管家服务规范 2022-02-25

9 T/APEP 1013—2021 环保管家服务规范 202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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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T/SDEPI 010—2020 山东省环保管家服务规范 2020-12-31

11 T/AHEPI 01—2020 第三方环保管家服务规范 2020-12-28

12 T/AHEMA 3—2020 工业园区环保管家服务规范 2020-12-01

13 T/ZAEPI 01—2020 环保管家服务规范 2020-08-14

这些团体标准主要从环保管家的服务对象、服务团队、服务流程和服务内容、

服务成果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各有侧重，还有是针对工业园区的专业环保管家服

务的标准以及环保管家软件系统技术要求等方面的标准。我们在编制过程中部分

思路参考了以上标准。

（2）企业标准

经查询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目前现行有效的环保管家企业标准

有 28项，这些标准主要是从事环保管家业务的机构在工作中制定的工作规范，

内容和团体标准的内容类似。下面是部分企业标准信息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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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五、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5.1 编制原则

与实际情况相契合。本团体标准的起草是基于环保管家现有服务机构组成和

服务内容等实际情况制定。

与相关管理要求相符合。本团体标准的起草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突

破现有法律法规，同时也要满足相关国家、行业相关标准的要求。

严格按照团标管理要求。严格落实团体标准不低于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要

求，严格把控制订流程。

5.2 主要内容

（1）适用范围

规定了环保管家服务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服务对象和流程、服务内容、

服务评价等。适用于规范和指导环保管家服务。

（2）术语和定义

对环保管家、辅助执法、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设施等进行了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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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环保管家：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升生态环境管理水平聘请的生态环境

服务机构。

②辅助执法：指政府以公共采购方式委托第三方社会机构,第三方社会机构

辅助生态环境执法工作，为执法机构依法展开生态环境执法提供技术支持的活

动。

③环境影响评价：指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

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进行跟踪监测

的方法与制度。

④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

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

⑤环境保护设施：是指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以及开展环境监测所需的装

置、设备和工程设施等氟化钙污泥：指以无机氟为主的含氟废水经处理后产生含

氟化钙的固体废物。。

（3）服务能力

①机构要求：环保管家服务团队一般由项目经理、技术人员和专家顾问组成，

从业人员不应少于 5人，并应具备与环保管家服务匹配的专业能力和专业技术人

员。

②人员要求

——项目经理：负责环保管家项目的服务方案制定和组织实施，负责管理项

目进度和服务质量。项目经理宜具备环保或相关专业的本科以上学历，从事生态

环境服务工作三年以上，宜具备环境保护及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注册

环评工程师、注册环保工程师职称。

——技术人员：负责落实环保管家服务方案的具体内容，按计划完成项目进

度，填写现场检查等台账记录，编制工作报告。应具备环保相关的专业知识和工

作经验，熟悉环保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应熟悉企业的生产工艺、废气

/废水处理工艺、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和处置要求等内容。

——专家顾问：由行业或生态环境领域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的专

家组成，具备环境保护或相关行业的高级技术职称。

（4）环保管家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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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政府环保管家服务内容：包括辅助执法、生态环境现状调查、日常生态环

境管理、环保培训和其他服务

②企业环保管家服务内容

——现场检查：现场检查形式包括全面排查、日常检查和专项检查。检查内

容包括合规性检查、排污许可管理现状检查、环境保护设施建设运行情况检查、

环境应急管理情况检查、环境管理体系建设情况检查。

——环保培训：提供各类环保培训及生态环境政策解读宣贯。

——其他相关服务：包括环境咨询类服务、环境工程类服务、环境监测类服

务。

六、标准先进性体现

标准先进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对环保管家服务团队的技术负责人、现场技术人员和专家团队组成进

行了规定，符合现阶段环保管家单位的实际情况，同时有利于提升现有服务团队

的技术水平，也为今后进行对服务机构服务能力考评奠定了基础。

（2）环保管家服务单位可与环境工程单位、环境监测单位组成环保管家联

合体提供一站式服务。同时规定了要签订联合体合作协议。明确联合体各方的职

责、任务和要求。作为牵头单位，应全程跟踪联合体的服务质量。

（3）明确了基本服务内容和延伸服务内容。环保管家基本服务内容包括政

府环保管家和企业环保管家两部分，其中政府环保管家侧重辅助执法、协助管理，

企业环保管家侧重现场检查。同时鼓励有能力的环保管家承接各类延伸服务。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7.1目前已有的标准情况

目前，国家层面无相关标准。

7.2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强制性标准相冲突情况

符合团体标准制定要求，无冲突情况。

7.3规范性引用文件情况

引用了以下规范性文件：

GB/T 18894 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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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T 295 环境保护档案管理规范 环境监察

HJ/T 8.3 生态环境档案管理规范 建设项目生态环境保护

八、社会效益

制定环保管家服务规范的团体标准，可以为环保管家单位提供服务规范和技

术要求，引导环保管家服务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

十一、提出标准强制实施或推荐实施的建议和理由

本标准为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团体标准。

十二、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将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http://www.ttbz.org.cn/）上自我声明采

用本标准，其他采用本标准的单位也应在信息平台上进行自我声明。

十三、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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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反馈意见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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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制订过程材料附件

15.1 立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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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征求意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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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审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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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反馈意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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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审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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