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环境与保护 
第 7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40 /（中图刊号）：715GL012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61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基层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困境与对策分析 
 

赵帅 

遵义市生态环境局绥阳分局 

DOI:10.12238/eep.v7i2.1922 

 

[摘  要] 在当前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基层生态环境保护执法面临着困难重重,效果不佳的问题。为了

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需要积极应用合理对策来保障执法效果。基层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是生态环境保护执

法体系的核心构成。这种执法方式可以充分发挥执法的优势,加强对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同

时,基层生态环境保护执法还可以有效地协调各方面的资源,提高生态环境保护的整体水平。基于此,本

文就对基层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困境与对策等相关内容进行了详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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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work, grassroot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law 

enforcement faces many difficulties and poor results. To solve this problem, we need to actively apply reasonable 

countermeasures to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law enforcement. The comprehensive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of grassroot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s the core component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law enforcement system. This law enforcement method can fully leverage the advantages of 

comprehensive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integrate the forces of various departments, and strengthen the 

crackdown on illegal behaviors 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t the same time, comprehensive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for grassroot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can effectively coordinate resources from all 

aspects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level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detailed overview of the difficultie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grassroot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law 

enforcement. 

[Key word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Law enforcement dilemma; Countermeasure analysis 

 

当前基层生态环境保护执法面临着很多困难,其中一个主

要问题就是执法管控实力不足。因此,加大基层执法管控实力是

当务之急。只有通过加强基层执法人员的培训和装备,提高其执

法水平和技能,才能提高执法效果,加强对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

打击力度。 

1 基层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困境分析 

1.1污染调查取证和污染物定性定量存在问题 

在当前社会中,生态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了一个越来越受重

视的问题。然而,基层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仍然存在很多困难,尤

其是在污染调查取证和污染物定性定量方面。这些困难不仅会

影响执法效果,还会造成生态环境污染。首先,基层生态环境保

护执法困难主要表现在污染调查取证和污染物定性定量方面。

在调查污染现场时,执法人员可能会遇到污染物被隐蔽或伪装

的情况,这会使得判定执法对象谎言困难。这种情况下,谎言和

伪装会弱化行政执法效果,进而造成生态环境污染。其次,基层

环保法律体制停滞在非诉讼阶段,存在伪证现象等难以处理的

棘手现象。这种现象也会造成执法难度的增加。虽然现在有

些地方在推行环保公益诉讼,但是这仍然无法完全解决基层

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困难的根本问题。第三,审查生态环境污染

时,执法人员未到场前,污染现状可能会被消除,尤其是噪音类

污染,难以达到取证标准。这种情况下,执法人员需要更加谨慎

地处理,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确保污染现场的真实情况被准确

记录。基层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困难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在法

律、技术等多个方面加以解决。只有在加强法制建设、提高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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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员水平、加强技术装备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才能更好地解

决基层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困难的问题,真正保护好我们的生态

环境。 

1.2技术规范欠缺 

基层执法讲究规范执法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一种趋势,但

是在实际执法的过程中,经常会发现一些执法人员对技术规范

不够明确,导致执法标准不一致的情况。这种情况在环保领域尤

其常见,因为环保领域中的技术规范相对比较复杂,需要执法人

员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才能正确地进行执法。如果执法

人员对技术规范不够了解,就容易出现执法标准不一致的情

况。此外,执法人员对企业现实配置的环保设施不了解也是导

致执法脱离实际的原因之一。很多企业在环保设施的配置方

面存在一些特殊情况,如果执法人员不了解这些情况,就难以

正确地进行执法。因此,执法人员需要加强对企业现实配置的

环保设施的了解,才能更好地进行执法工作。为了解决这些问

题,我们需要加强执法人员的专业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和

技能,从而更好地规范执法。同时,还需要制定更为明确的技术

规范和标准,使得执法标准更加一致。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解决

执法标准不一致和执法脱离实际的问题,为环保工作提供更好

的保障。 

1.3部门配合欠缺 

保护基层生态环境的难点在于需要多方联动起来。这需要

政府、企业和公众共同参与,协同推进。然而,实际执行标准与

部门分工负责体制不符,导致法规难以落实。这种情况下,相关

部门之间的配合机制不畅,执行过程中谁都不负责,导致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无法得到有效的推进。同时,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存在

“孤军作战”的情况,难以实施管控措施。这是因为生态环境保

护部门在执行任务时,面临着各种阻力和困难,无法得到其他部

门的支持。这也导致了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强制关停等手段只能

申请法院执行,管理和处罚难度大。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护基层

生态环境,需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作和配合,建立清晰的部门

分工和配合机制,确保执行标准与体制相符合,避免出现谁都不

负责的局面。同时,政府需要加大监管力度,对违反环保法规的

企业严格惩处,为生态环境保护部门提供有力的支持,让其有更

大的执行权力,维护基层生态环境的稳定和健康。此外,公众也

应积极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增强环保意识,营造良好的

生态环境保护氛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目

标,让我们的生态环境更加美好。 

2 基层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对策分析 

2.1构建完善的执法体系 

在保护生态环境、净化空气、水质和土壤等方面,执法是非

常重要的一环。为了更好地保护环境,我们需要构建完善的执法

体系,解决取证和定性定量的问题。这样可以更好地保证执法的

公正性和权威性,为环境保护工作提供更有效的支持。同时,重

视市场化和管理现代化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注重顶层设

计的完善,实现统一化管理。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规范环境保

护工作,提高效率和效果。另外,落实各类执法措施,保障基层执

法的权威性也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在各个层级的执法都得到充

分的支持和保障,我们才能更好地保护环境。对管辖区域内污染

实施有效的监管,夯实治理的制度基础,消除污染隐患也是非常

重要的。我们需要建立起有效的监管机制,通过加大执法力度,

确保环境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我们需要更加注重基层执法的

工作,加强对环境保护的监管和管理,确保环境保护工作的有效

实施。 后,加大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力度,遵循市级以

下垂直管理原则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在综合行政执法方

面加大力度,确保环境保护工作的顺利实施。同时,也需要在执

法的层级和管理方面进行规范,以确保环境保护工作的顺利进

行。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环境,为

未来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2.2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机构建设 

在当前环境污染日益加剧的情况下,生态环境保护机构的

能力建设显得尤为重要。为了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需要从投入

增加入手,保障设备和技术投入。首先,应该加大生态环境保护

部门的预算投入,利用充足资金更新宜教设备,借此完善执法流

程。同时,生态环境保护机构还可以借助合理措施,改善执法手

段,充分整合执法资源,提高执法约束力。这些措施可以提高执

法的效率,保护生态环境。其次,应该配备先进的现场执法监测

工具,使用高效的分析仪器,保障基层的执法能力,快速进行现

场取样,保证执法的精准性。这些工具可以为生态环境保护执法

提供准确的数据,为执法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生态环境保护机

构能力建设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包括投入增加、执法手段改

善、预算投入加大、现场执法监测工具配备等。只有全面提升

生态环境保护机构的能力,才能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保障人民

身体健康。 

2.3合理完善执法程序 

保护生态环境是当今社会的共同责任,而执法部门在其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了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我们应该采取以

下措施：首先,我们需要集中基层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力量,合理

保障生态效益,严格查处违法行为。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加强对环

保执法人员的培训和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和能力,以便更好地

执行执法任务。其次,我们需要重视对企业的教育,使其自觉更

新污染物治理设施设备,提高治理污染的水平,解决因技术和管

理问题导致的污染物排放超标。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加强对企业

的监管和指导,促使其自觉遵守环保法律法规,积极采取措施减

少污染排放。第三,对屡教不改的企业,需要重罚,查处生态环境

违法排污行为,减少大量污染。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加强对企业的

执法力度,对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让企业明白违法必受惩罚

的道理。 后,我们需要给被处罚单位复议、申诉的权力,对守

法企业做到无事不扰, 大限度实现执法公正,树立良好执法形

象。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加强对执法程序的规范和监督,确保执法

过程中公正、公平、透明,让被处罚单位有权利申诉,以保障他

们的合法权益。总之,保护生态环境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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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集中基层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力量,重视对企业的教育,对

屡教不改的企业进行重罚,以及给被处罚单位复议、申诉的权

力等措施,才能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环境,让我们的地球变得更

加美好。 

2.4建立长效监督机制 

随着环境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关注,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各级

政府的重要任务。为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执法工作,需要完善

行政执法程序并提高执法能力。同时,也需要提高执法的可操作

性,消除生态环境保护不安全因素,确保环保执法工作的顺利开

展。为健全生态环境执法制度,需要优化执法程序及环境,明确

执法考核办法。制定赔偿追究制度,保障执法可行性,规范执法

行为,程序化保护生态环境。这些措施可以有效地防止执法过程

中的滥用职权、违规操作等不良行为,确保执法行为合法、公正、

公开、透明。在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中,需要控制工作中的随意

性。加强执法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增强执法人员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严格执行执法程序,确保执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同时,

也需要建立健全的监督机制,对执法人员进行监督和考核,及时

发现和纠正执法中存在的问题,推动执法工作的不断优化。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的执法工作,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包括完善执法

程序、提高执法能力、健全执法制度、制定赔偿追究制度、控

制工作中的随意性等等。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和改进,才能够更

好地保护生态环境,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和利益。 

3 结语 

综上所述,基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是生态环境保

护执法体系的核心构成,也是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精准落实

的重要手段。加大基层执法管控实力是保障执法效果的关键。

只有通过积极应用合理对策,加强基层执法人员的培训和装备,

才能有效地保障生态环境的健康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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